
元宵节到了，闲逛烟花爆竹市
场，种类繁多的烟花让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感慨物品丰盛之余，不由
得让人联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
的“过十五”情景。

正月十五，城里人叫元宵节，农
村俗称“过十五”。在那个物质匮乏的
年代，“过十五”燃放的烟花品种屈指
可数，只有“二踢脚”、“气火”、“文武
鞭”以及手工制作的“小花”等，比较
上档次的是“炮打三节”、“火烧葡萄
架”、“文武鞭”之类。傍晚时分，十五
的月亮还没升起，村庄便开始沸腾
了，村里大队部的喇叭响起来，男女
老幼纷纷走出家门，顷刻间，中心街
变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一支支“气
火”拖着长长的尾巴呼啸着冲向天
空，爆竹在半空中相继炸响。这时，密
集的人群中一阵骚动和尖叫，原来是
拉“文武鞭”的人来了个突然“袭击”。
于是，鞭炮在地面上“噼噼啪啪”炸
响，一支支“钻天猴”在躲避的人群中
上下横飞。至此，各种烟花表演算是
拉开了这个热闹夜晚序幕。东边的

“文武鞭”刚收场，西边的“炮打三节”
在八仙桌上点燃了。一束耀眼的“火
树”冲天而起，飞溅的火花映红了夜
空，映红了围观者的张张笑脸，一幅

“火树银花不夜天”的胜景展现在人
们的眼前。

说起农村“过十五”，至今让我记
忆深刻的是“转花篮”。倾心这项活动
的组织者，事先在街中心挖一个碗口
大小的孔洞，上面套上石砘子 (为防
竹竿位移 )，孔洞里放一根丈余高的
粗竹竿，竹竿的顶端系上绳索或铁
环，绳索的另一端栓系着“花篮”。所
谓的“花篮”，是用铁制的牛笼嘴加工
而成的。里面装上木炭、敲碎的铁锅
碎片。转“花篮”可是个力气活。热心
的组织者会挑选身材魁梧、虎背熊腰
的壮汉来当担“重任”。只见三个黑铁
塔般的壮汉手握竹竿，奋力摇起燃烧
着的“花篮”。于是，闪着火光的“花
篮”以竹竿为圆心飞快地旋转起来。

“加油！加油”！围观的人群沸腾了，大
家高喊着号子为壮汉助威、呐喊。“花
篮”在半空中越转越快，火球也越来
越大。不一会儿，被烧得通红的铁锅
片从“花篮”里被甩出来，散落之处，
立刻溅起团团耀眼的火花，甚为壮
观，让人惊叹不已！“好花！好花！”围
观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顷刻
间，热烈的掌声、欢笑声、喝彩声一浪
高过一浪。天上的星光，地上的火花，
遥相呼应，天上人间的美景真是美不
胜收，怎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放
“云灯”(现在人们叫“孔明灯”)也是一
项非常聚集人气的娱乐活动。扎制

“云灯”可是个技巧活，村上的热心人
往往会请扎制纸活的老匠人制作。匠
人用细细的竹片先扎制出圆桶般的
模型，上面糊上白纸，底部固定上几
道细铁丝，然后放上便于点火燃烧的
油布和棉花。当然，“云灯”做得越轻
越好。农村这项自创的娱乐活动一般
是安排在最后的“压轴戏”，放飞地点
会选择在村头开阔的场所。只见“云
灯”的底部火苗一闪一闪地越燃越
旺，不一会儿，“云灯”在烟与火的冲
顶下慢慢上升、上升。“看！升高啦！”

“追云灯去喽！”一呼百应，人们纷纷
冲进田野，在田野里奔跑着，呼喊着，
追逐着，欢声笑语在田野里久久回
荡。放飞的“云灯”就像村民放飞的希
望和梦想，人们追逐，年年追逐着那
激动胸怀的田园梦想！

1916年，李鉴恩出生在枣庄街，时枣
庄中兴矿局（中兴煤矿公司）已经开办多
年，中兴公司驻地当时已是一派繁华。李
鉴恩的父亲兄弟四人皆做生意为生，以
东西南北四个“景兴”商号最为人知。李
鉴恩弟兄三个，他家分得了南“景兴”商
号，人气也是最旺。

1933年，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创办私
立中兴中学，两年后改为中兴职业中学。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李鉴恩从职业中学
毕业后，直接考入枣庄中兴公司工作，谋
取了一个月薪30块银元的财务会计职
位，这在当时可算是高薪。

安逸的生活没让李鉴恩过多久，随
着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抗战爆发，日军一
路南下，宁静的枣庄也未幸免，随即枣庄
学校停课，中兴公司停产。日军占济南，
吞滕县，枣庄城危在旦夕，一天竟遭日军
12架飞机的轮番轰炸，百姓惶惶不安，中
兴公司也被迫南迁汉口。就在这时，不能
正常上班的李鉴恩听同学说国民党的军
训部长白崇禧要来枣庄特招一批回教青
年加入黄埔军校学习。国家有难匹夫有
责 ,一腔热血的李鉴恩按捺不住内心的
激动，在枣庄回民协会的保举推荐下，准
备投考黄埔军校。

1937年农历11月中旬，21岁的李鉴
恩眼含热泪，告别即将临产的妻子，然后
看着母亲叫了一声娘，顶着凛冽的寒风，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李鉴恩是带着表侄李忠贤一起，辗
转来到广西柳州，进入黄埔军校第15期
炮科学习的。

经过9个月艰苦的入伍生训练，李鉴
恩正式成为黄埔军校六分校的一员，然
后被分到贵州都匀炮校学习。

据李鉴恩生前回忆，最令他难忘的
是，在他上黄埔军校的时候，正值国共合
作期间 ,作为共产党方面的邓小平曾给
他上过课。邓小平问 :你叫什么名字?他
答：李鉴德（曾用名）。邓小平说：你别起
这个名字，我给你起个能文会武的名字
吧，叫李斌。于是，李鉴恩开始使用李斌
这个名字很多年。

1939年9月，日军集结10万兵力，分
别从赣北、鄂南和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
方向发起进攻。时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
的薛岳为保卫长沙，采取防御湘北为重
点，调动中国军队24万多人参加此战，于
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此时的李鉴恩
正好刚刚从黄埔毕业，便积极投入了这
次会战，并于一年后的9月，再次参加了
第二次长沙会战，屡建奇功。

长沙会战结束以后，李鉴恩又参加
了湘西会战，在雪峰山一带御敌。一次在
接受驰援武冈的战斗任务后，李鉴恩所
在团途经湖南綦江冷水铺停车吃饭，遇
一个老百姓问：你是什么部队？李鉴恩
答：炮30团。老百姓很惊讶：30个团呀？李
鉴恩点了下头。

经过三日夜疾驰，李鉴恩部傍晚到
了武冈，迅速调整炮位，开始了猛烈射
击，敌人闻听后，连夜撤退。原来日本人
得到一重要情报，说此次国军来者不善，

竟来了30个炮兵团支援，为免受炮兵轰
击，只好悄悄撤离。因打响第一炮的就是
李鉴恩，国民政府为他颁发了10万元奖
金！原来，那个在冷水铺问李鉴恩的老百
姓是个汉奸，多亏李鉴恩讲来了30个炮
团支援，才改变了战局。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日本鬼子
宣布投降那天，李鉴恩他们兴奋无比，就
跑到饭店喝酒庆功。正遇见一个已经投
降的日本军官也到饭店吃饭，日军军官
进去一看都是国民党军官，马上深鞠一
躬说，长官我可以在这里吃碗面吗？李鉴
恩站起身来，凛然道：吃饭可以，但你不
能站着吃，更不能坐着吃，得蹲到门后边
去吃，因为你们在我们中国八年，作恶太
多！那个鬼子军官果然端了一碗面，缩到
一个墙角，满面羞愧地蹲着吃完了一顿
饭。

李鉴恩在抗战期间经历了许多险
境，可谓充满传奇色彩。有次在街头见
两个老百姓因用假银元买东西发生争
吵，李鉴恩目睹后，自己就掏出来一块

真银元给换了过来，后来参加长沙会战
时，他和两个战友站在一起，被鬼子打
了冷枪，前后两个人都不幸中弹牺牲，
而鬼子的枪正好打在他身上的那块假
银元上，得以保住了性命。有一次，日军
把他们团团包围起来，上面飞机扫射，
下面大炮轰鸣，杀得他们无处藏身，无
奈只有强渡湘江。因为没有船只，他的
卫士就找一根大树干当船，可是李鉴恩
却不会水，卫兵于是用一根绳子把李鉴
恩捆在木头上，总算渡过了湘江，躲过
了围追堵截。

李鉴恩不仅在战场上是杀敌英雄，
同时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先生，改革开
放以后，他赞叹祖国大地日新月异，曾给
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赞扬改革开放，感叹
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为了补贴家用，
李鉴恩64岁到枣庄市老邮电局门口摆
摊，给人代写书信，而且一写就是五六
年，后来他用一首《八半吟》诗自嘲平淡
心态：半因谋生半因玩，半为助人半为
钱；半是自愿半是迫，半觉心酸半觉甜。

□王功彬

李鉴恩:

枣庄街的回民抗日英雄 渐行渐远的“过十五”

□刘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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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凌肖

智取生辰纲为何拉上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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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写到黄泥岗失陷生辰纲，成为
杨志一生最大的遗憾，他的遗憾却改写
了梁山的历史。智取生辰纲的关键人物
不是晁盖和吴用，也不是公孙胜和刘唐，
更不是阮氏三雄，而是白胜。

白胜，郓城安乐村人，本来智取生辰
纲没有他半毛钱的事。刘唐和公孙胜已
经从不同的渠道得到了生辰纲的路线，
吴用请来了阮氏三雄，那为何还要拉上
白胜呢？其实这是晁盖的私心所致，刘唐
和公孙胜是为财而来，阮氏三雄是吴用
请来的，晁盖决定拉上知根知底的白胜。
他和吴用一唱一和找出了三条理由。晁
盖道：“安乐村有一个闲汉，叫做白日鼠
白胜，也曾来投奔我。我曾赍助他盘缠。”
吴用道：“只这个白胜家，便是我们安身
处。亦还要用了白胜。”晁盖梦见北斗七
星齐聚，又见北斗星的尾巴上还有道耀
眼的白光飞走了，吴用说北斗上白光就
是指的白胜。

白胜是晁盖的心腹，抢劫生辰纲的
大事，晁盖是不会轻易用一个自己不相
信的人的。吴用和阮氏三雄原来相识，但
是吴用去找三阮，也不敢掉以轻心，先摸
底，探口风，通过了考察才说出实情，从
侧面说明了晁盖对白胜的信任。事实是
白胜也没有辜负晁盖的信任。

六月初四，黄泥岗上，烈日炎炎。杨

志护送十万贯生辰纲走进了晁盖的圈
套。男一号闪亮登场，白胜挑着一担酒
水，先是一曲清唱攻心：“赤日炎炎似火
烧 ,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
楼上王孙把扇摇。”毒辣辣的太阳、火辣
辣的歌声离间了挑重担的军汉和杨志。
然后是前一瓢掩饰，后一瓢下药，追这
个，夺那个，让人眼花缭乱。枣贩子痛饮，
安然无恙，挑重担的军汉也放心了，将另
一桶买来喝了，结果杨志一伙全被麻翻，
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智取生辰纲。白胜在
黄泥岗上的出色表演堪称《水浒传》中精
彩的一幕，也是白胜人生的绝响。

随后，蔡京严令破案让济州的知州
不敢懈怠。案件的突破口来自吴用的失
误，他们不应该去住客栈，大宋对住宿登
记管理是很严格的。案发的前一天，何涛
的弟弟何清恰巧在安乐村王家客栈打
工，认出了打扮成贩枣的晁盖，第二天还
遇着白胜挑着一担醋。

知州立即组织力量，先去捉了白胜，
寻得赃物。白胜被连打三四顿，打得皮开
肉绽，鲜血迸流，“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
人”。但是府尹喝道：“告的正主，招了赃
物，捕人已知是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了。
你这厮如何赖得过？你快说那六人是谁，
便不打你了。”白胜打熬不过，只得招道：

“为首的是晁保正。不认得那六人。”白胜

的骨头是硬的，虽不如史进和武松，却比
宋江和卢俊义强很多，宋江是一打就招，
卢俊义是屈打成招。

白胜为什么要招晁盖呢？一是官府
已经知道；二是先保命要紧；关键是白胜
知道晁盖在郓城县的能量，知道有人保
护晁盖。事实确实如此，何涛一到郓城县
就被宋江稳住，先是宋江送信给晁盖，后
是朱仝、雷横放跑晁盖等人。

官府没有能缉捕晁盖一伙，只拿到
两个庄客，把另外六个人一一招供了。为
什么没杀白胜？书上写，是准备抓了晁盖
一干案犯之后，一并处理。可晁盖等人跟
官兵一场恶仗之后，跑上梁山了。

晁盖当上了一把手后也没有忘记白
胜，对吴用道：“……白胜陷在济州大牢
里，我们必须要去救他出来。”吴用派人
使钱将他从死牢中救了出来。白胜跟对
了人，晁盖对他不离不弃。而为救宋江坐
牢的唐牛儿，却坐穿了牢底。

白胜上了梁山 ,由于坐牢失去了参
加石碣村第一次反围剿和火并王伦机
会，也失去了成为梁山元老的机会，宋江
大排座次的时候，参加智取生辰纲的8

人，除去死去的晁盖，其他六人都位列天
罡星的高位，只有白胜坐了梁山第106把
交椅。征方腊，杭州城下，白胜得了瘟疫，
含愤身亡。

他辞掉中
兴公司的高薪
职位，泪别慈
母和身怀六甲
的妻子，成为
枣庄街第一个
黄 埔 军 校 学
生；鬼子的一
颗子弹，被他
主动换来的一
块 假 银 元 挡
住；他随口一
句炮3 0团，轻
松打掉鬼子一
个指挥部……
他就是枣庄街
的回民抗日英
雄 李 鉴 恩 。
1996年老人去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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