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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5日，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乘船来到江
津发动“抗日献金运动”，曾在此暂住过21天。以卖字
画和游说演讲来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动员社会各界支援
抗战。冯玉祥募捐途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冯玉祥将军到达江津开展抗日献金运动的第9
天，他和夫人李德全等在通泰门码头搭乘货船去白沙
镇，由于货船是人货混装，船速很慢，到达油溪已是当天
傍晚了，行船只得在油溪码头靠岸歇脚，第二天再启程
前往白沙。

为安全起见，冯玉祥自称为安徽人，名叫冯焕章，受
聘到白沙去教书。船靠油溪码头后，船老大带着冯玉祥
一行上岸找旅馆住宿。由于码头人流量较大，岸上几家
旅馆早已满客。正当冯将军为难之时，一位热心人介绍
他们找到了附近开粑粑馆的付老板，付老板把他们介绍
给开绸缎铺的老板李肇盦。

李肇盦，字少安、绍安，三岁多时父母双亡，六岁左右
就去油溪的商铺当童工谋生，因踏实勤快又聪慧好学，深
得老板喜爱。多年后，他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后又做跑
船生意。由于价差大，因而收入颇丰。后沿长江发展了
重庆、武汉和上海三个货站点，又置办汽车跑昆明等地。
到20世纪30年代末，李肇盦成为油溪较有名的商家。
抗战时，他积极筹集物资，还捐款1000余大洋。

1941年6月5日，在较场口大轰炸惨案中，李肇盦

的旅馆和仓库被炸毁，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员工伤亡。
其时李肇盦正在云南组织货源，旅馆和仓库被炸，险些
让其破产。大轰炸惨案后，他减少了生意规模，到抗战
胜利后停止了“跑船”生意。

话题回到江津油溪镇。当晚，当家人把高大魁梧、
穿灰色粗布棉长衫和布鞋的冯焕章迎进屋就座后，李肇
盦马上出来接待客人。李肇盦身材同样魁梧且有几分
儒雅，两人起身拱手见面对视的那一刻，好像有一种莫
名的亲切。冯焕章说明来意后，李肇盦立即安排家人收
拾好房间安顿冯焕章一行，同时还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款
待客人。酒桌上，冯焕章与李肇盦互问年庚，结拜成为
兄弟。冯焕章比李肇盦大16岁，因此冯焕章为兄，李肇
盦为弟。

晚饭后，李肇盦与冯焕章摆起了龙门阵，言及重庆
较场口产业被日本人轰炸，生意一蹶不振，冯焕章鼓励
他咬牙坚持，说抗战一定会胜利。后来，还亲笔题赠李
肇盦“实业兴邦”四字条幅，落款为冯焕章。第二天一
早，李肇盦及夫人亲自送冯玉祥一行到油溪码头。临行
前，他赠送了冯玉祥几段绸缎布料以及银两和当地有名
的油溪粑粑。

后来，李肇盦偶然在大公报上见到了冯玉祥在白沙
开展抗日献金运动的照片，才知冯焕章原来就是冯玉祥
将军。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委调研员）

一 槐花深处
老家的地名和大多数地方的地名一样，是遵循某一

个特点而人为取名的。譬如某塆住着的某姓的人多，那
里就叫某家塆；又譬如哪里坡上什么树多，那里就叫什么
树坡。

因为地名常有时光在搅局，我常常会在各个地名间
犯迷糊。但在我记忆里，槐树坡这个地方，却是我怎么也
不会搞混的。

每年槐花开放的季节，附近的大人就会吩咐家中的
小孩子去槐树坡的槐树上摘嫩槐叶和槐花回家，用它们
掺和了主食来将就我们的一天三顿，顺便也节省一些粮
食来应对偶然出现的意外饥荒。

槐树坡的槐花林里有一户人家，也是偌大的槐树坡
里唯一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家里，也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邋遢的男子，满头的发总是乱着，如山坡
上被风吹乱的野草，一脸的胡子也乱长着。槐花开的时
候，他的头发上胡子上总挂着被风吹落的槐花瓣，那花瓣
在他的胡子上，像一粒粒白色的饭粒。

大人们说，槐树坡这个人不是本地人，是外地到这里
来的。他是因为自己深爱的女子埋在了这里，他才把家
搬到槐树坡深处的。

大人们还说，槐树坡这个男人失去了爱的人，从没看
到过他的悲，只看到他曾经清亮温暖的眼睛变得深不见
底，且发出阴森森的冷气。看一眼他的眼，人就如会进了
冰洞里。

或许是我们采摘时弄出的声响有些大，有时候槐树
林那户人家的男子会从林子深处钻出来，望向我们传出
声响的地方。我们发现他在望我们的时候，赶紧低垂了
眉眼，生怕一不小心看到他那双让人发冷的眼睛而掉进
冰洞里。

二 情深几许
我最早的家在塝上。
我们家从塝上搬到陈家塆是我上小学那年。
我们在塝上的家，总共只有一间半房屋。一间睡觉

的，半间厨房。
由于我们的家实在逼仄，父母很早就有扩建房子的

愿望。

在我上小学那年，父母虽然没在塝上扩建新房，
但在陈家塆给我们买了几间草屋。按道理，一般我们
这里叫什么家塆的，通常是整个家族的人都住在那
里，住户至少都有三到五户。但唯有陈家塆，只住了
一户姓陈的人家。

这户陈姓人家原本也不住在陈家塆，以前是住在镇
上的,也不知什么原因，搬到乡下来了，从此安顿在了这
里。

住在陈家塆这家人，一共三口人，姓陈的男主人以及
他老婆，还有他们那个好看的女儿。这家人一直都不爱
跟附近的人家往来。

这一年，这个与周遭事物隔绝了的陈家塆突然就出
了事。

先是陈家塆那对夫妻经常被叫到镇上去“学习”，他
们胸前挂着块大木牌，木牌上写着很大的黑色的字。

接着是这对夫妻好看的女儿也出事了。
有人说亲眼看见她和一个男人大白天就在槐树坡的

槐林里做苟且之事。
不尽的传闻加上无休止的动荡，这一家三口最终选

择了投井……
陈家塆这口井，是村里吃“大食堂”时候挖的。开挖

出的这口井井口不大，但特别深，当时能满足一百多号人
的日常生活用水。

水井里的水，两台抽水机没日没夜地抽了三天，依旧
见不着井底。井口上从别处赶过来的一个刘姓知青等不
及了，自己在腰间拴了根很粗的麻绳，央求着井口上的人
把他放到井下，看看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能把水抽干，也看
看陈姓一家究竟是不是都跳进了这口水井。

刘姓知青全名刘桂清，出奇的瘦高。
第四天，天刚发鱼肚白的时候，刘桂清用手电往井里

照了照，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他脑袋一片空白，然后眼
泪就收不住了。

他见到了陈姓一家三口——母亲紧紧地抱着女儿，
父亲则把自己老婆和女儿揽在一起站在水井的中央。他
们仿佛没有离世，只是站在井里享受着一抹别样的时光。

之后，抽水的和刘桂清费了很大的周章才把陈姓一
家子拽出水井。

刘桂清看着“团聚”的陈家人，
对着陈家的女儿喃喃着：“陈燕秋，
你说话不算话，说好的我们一起过
日子，一起照顾你的父母，现在你
们一家子却独独抛弃了我……”

后来，刘桂清把陈家三口拉
到槐树坡的槐树林去埋，他说：

“槐树坡偏，他们家生前就爱清静，槐树坡那里清静。还
有陈燕秋生前就喜欢槐花，她说她喜欢它的白，它苦涩的
香……”

三 月儿空空
我们家搬到陈家塆不久，有一晚，月亮起得特别早，

又特别亮。月光在不断地延展中，把白天看到的一切，都
挂上了一种朦胧。大地因此显得尤为空蒙，特别是偶尔
响起的几声犬吠，使得这块大地不但空蒙，而且虚无。

我不知道我是刚睡着，还是睡了一阵，我被很大的喊
声惊醒了。我听到我的堂哥大喊着，从我们家的坝子边
过去。

我站在堂屋门口，看见我的父母站在坝子里，朝着我
堂哥过去的方向，嘴里低声地说：“好端端的，怎么疯魔
了。”而堂哥喊着的声音却清清楚楚地传进我耳朵：“月光
光儿空空，槐树花花儿白白，任你空空忙，由你白白活。”

自从堂哥疯魔后，我们这里的人家，在有月的夜就会
被堂哥那串“月光光儿空空……由你白白活”切割断开
——有人刚入梦，堂哥的喊叫声就到了，只得等堂哥的声
音过去，才继续做梦；襁褓中被惊醒过来的孩子，则扯开
了喉咙哭，把整个夜哭得高低起伏的。

在堂哥疯魔期间，我常听爷爷埋怨大伯：“当年你就
不该给你这娃子去陈家提亲。”同时也自我埋怨：“要早知
道，就不该让大娃与我一道去埋那家姓陈的。”我大伯则
用同样的话回我爷爷：“爹，真不是那回事，大娃不知从哪
里听说当年传出刘桂清和陈艳秋在槐树坡苟且的事是他
传的，且一传十十传百地铁定是他的样子，大娃觉得冤，
心里就结了结，释不开来。”

我们家再次搬家了。
父母去了镇上安定下来，我则去了县城落户安家。
我曾经熟悉的塝上、陈家塆，以及槐树坡，随着时间

慢慢地流淌，成了我记忆里的一段光景。
有一次回父母家去探望父母，父亲告诉我说，槐树坡

那个刘桂清死了，是疯魔了的堂兄埋的刘桂清，他把刘桂
清埋在了陈家三口的坟旁边。

多年后，我在媒体上看到有人把槐树坡打造成了网红
打卡地，而且把槐树坡改名叫“遗爱坡”。有一句招徕语很
吸引人：“在这里产生的爱情，比洁白的槐花更纯洁。”

看着那段招徕语，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却出现了这
样一幅画面……青色的月光照着槐树坡，槐树坡深处传
出堂哥大声地喊：“月光光儿空空，槐树花花儿白白，任你
空空忙，由你白白活。”

堂兄的声音很大，也很空，像月光里空无一物的天
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槐树坡
□黄海子

江津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有着1800多年的建
制史。江津是中国长寿之乡，重庆市第一个历史文
化名城，是中华诗词城市和中国楹联文化城市。聂
荣臻元帅生于此，陈独秀先生逝于斯。为挖掘江津
历史人文，《重庆晨报》副刊部与江津区作家协会联
合举办“江津往事·寻踪”征文活动。征文如下：

一、作者:作者不限，江津区内外作者均可投稿；
二、内容:主要反映江津的前尘往事。文史、党史、正

史、津城秘史；奇事、趣事、怪事、佚事，鼎山故事，包括地
名来历、历史轶事、人物奇闻、人文景观、民间趣事、山珍
美味等；

三、主题:必须正能量，向上、向善、向好、向美；
四、内容:有据有因，拒绝胡编乱造。凡江津百

姓耳熟能详之旧事如“莲花石爱情”爱情故事等，要
写即要有新内容、新发现。老故事新角度、新写法，
不得抄袭，不得侵犯他人权利；

五、写法:写法上注重“寻访”，要有现场感；
六、字数:每篇1200～4000字，若有珍贵照片可以

配图；
七、在《重庆晨报》副刊和其他报刊择优发表，刊

发稿件均配活动专用题花。征文结束后集辑出版，均
给薄酬；

八、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止。
九、投稿邮箱：
912529179@qq.com 17708332565@163.com
欢迎来稿，欢迎参与！

《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江津区作家协会

《江津往事·寻踪》
征文启事冯玉祥乔装化名

在江津油溪募款抗日
□李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