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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红色历史小说《大东路》（团结
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描写了共产党
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不怕牺牲、与日寇
展开殊死战斗的场景，是一部反映邵阳
人民英勇抗战的巨著。小说没有陷入“戏
说”“神剧”误区，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
抒写邵阳的抗战故事。

作者曾恒为了写好这部书，花两年
时间走访了近百名抗战老人，走遍了大
东路一带的山山水水。同时，他还查阅了
关于湖南抗战的文史资料，将全书的时
间跨度确定为1944年5月至1945年5月
之间。作者设置了主、副两条线，主线讴
歌抗战英雄，副线歌颂他们的纯洁爱情。

作者根据史料，挖掘和展现了邵阳

抗战时期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在
人物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用高
标准的创作态度刻画了一个个饱满生动
的人物形象。该书塑造了陈天鹏、陈中
超、李秋月、陈子青、曾开生、陈上德等众
多英雄人物，英勇不屈、铁骨铮铮的抗日
英雄群象跃然纸上。

当日寇的铁蹄横冲直撞湖湘大地，长
沙邵阳相继沦陷之时，他们奋起抗击，用
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特别是在
大东路，陈天鹏组织了一支装备简陋、貌
不成军却特别能打硬仗的平民游击队
——东乡抗日独立纵队，自任司令。这支
队伍后归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他们炸公
路、毁桥梁、袭炮楼、夺辎重、劫军需、锄奸
灭匪、伏击日军扫荡大队，与侵略者展开
生死搏斗。在雪峰会战初期，东乡抗日纵
队派出90名精兵组成小分队，在邵阳西
部多县的崇山峻岭之中转战。当这支小分
队回到大东路时，只剩下30余人。

副线是爱情线，作者浓墨重彩写了
三对恋人，重点写了陈天鹏与李秋月的
爱情。陈天鹏在坡子村疗伤期间，秋月日
夜细心照料。作者用较大篇幅描写他们
的爱情，还对秋月的复杂身世和遭遇作
了补叙。但陈父因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
固，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天鹏冲破重重阻
力，最终这一亲事到陈父首肯……后为
掩护天鹏，秋月以身挡子弹，最后拉响炸
弹与鬼子同归于尽，英勇牺牲。这是一曲
悲壮而凄婉的爱情挽歌。曾开生与护士
孙小兰的爱情，由相识、相知到相爱，但
随着后来攻打羊塘铺炮楼曾开生牺牲，
他们的爱情戛然而止……尽管小说中英

雄人物的爱情是凄婉悲壮的，带有较浓
的悲剧色彩，但正因如此，《大东路》才有
了更深的文学感召力和鼓舞力。

小说语言朴实无华，人物个性鲜明。
作者在整部书中坚持使用朴实无华的语
言，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无论是人物对
白还是写景状物、叙述故事都做到了真
实感人。由于语言运用得当，对刻画人物
性格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陈天鹏的足智
多谋、英勇霸气，李秋月的聪明伶俐、善
解人意，陈中超的灵活果敢、有勇有谋，
老贾的神秘和难以让人琢磨，曾开生的
勇猛，小六子的机灵，都活现于读者面
前。借助朴实的语言，作者善于在矛盾冲
突中展示人物性格与情怀、内心情感、精
神境界，塑造了陈天鹏等一批典型化人
物形象，与细腻感人的细节相得益彰。加
上恰当的心理描写，使这些人物有血有
肉，真实可信。同时，写景结合特定场景
中的人物心理状态，寥寥几句便起到了
画龙点晴的作用。

小说地域色彩浓郁，教育意义深远。
该书以大东路命名，强调了地域性。书中
许多地名和美食都是真实存在的，地名
如邵东的五里牌、佘田桥、佘湖山等；美
食如佘田桥的豆腐、五里牌的青鱼等。还
有大东路一带的方言运用恰到好处，增
强了小说的地域色彩和个性。

《大东路》作为反映抗战题材的小
说，就是要告诫后人尤其是青少年绝不
能忘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 14 年的抗战
史，激励他们奋发图强，勇往直前，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
（易江波，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品茗谈文

响彻雪峰山麓的抗战英雄史诗
——读长篇红色历史小说《大东路》

易江波

人们时常把聊天、说闲话
很形象地说成是“摆龙门阵”。
大概有朋友跟笔者一样奇怪
了，这个“龙门阵”究竟是个什
么阵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得
先搞清楚什么是“阵”。阵字
从车，意思是土山前摆满了战
车。这个字本作“陈”，阵为后
起字，其本义是两军交战时队
伍的战斗队形。《左传》中记载
郑庄公率郑军在繻葛之战中
对抗周桓王率领的联军，摆出
鱼丽阵，收到了奇效。《孙膑兵
法》里列出了十种阵法，分别
是方阵、圆阵、疏阵、数阵等。
更著名的是，明朝戚继光抗
倭，发明了鸳鸯阵，将大军分
拆成十二人小队分工协作，大
胜倭寇。

在古典小说里，阵法更是
披上了神奇的外衣。举凡演义
或武侠小说，如没有几个阵法
出来亮相，似乎就很对不起读
者。像《三国演义》里的八阵图
困住了东吴陆逊，诸葛亮、姜维
这对师徒也曾凭八卦阵击败曹
魏的司马懿和邓艾。《水浒传》
中阵法颇多，最精彩的有梁山
和辽国兀颜光斗阵。梁山摆出
九宫八卦阵，辽国摆出太乙混
天象阵，梁山不能破阵，最后还
是九天玄女梦授宋江破阵之
法。《说岳》里岳家军大破金军

的金龙绞尾阵，令岳飞的威望
达到了顶峰。最著名的，当属

《杨家将》里的穆桂英大破天门
阵。以杨家将为首的宋军，在
穆桂英率领下，打破了母阵套
子阵、子阵套母阵、奥妙无穷的
天门阵。

武侠小说里，阵法也成了
香饽饽。《三侠五义》后半部襄
阳王在冲霄楼布下铜网阵，白
玉堂惨死，三侠五义会同其他
英雄大破铜网阵。新武侠小说
中的阵法也是层出不穷，以金
庸为例，在他笔下就有少林罗
汉大阵、武当真武七截阵、丐帮
打狗大阵、绝情谷渔网阵等。
单看下这些阵名，就知金大侠
深得中国阵法精髓。

至于我们现在说的龙门
阵，来自古典小说《薛仁贵征辽
事略》和《说唐后传》。小说里
写，唐太宗出征高句丽途中，军
中火头军薛仁贵，临危布局，巧
摆龙门阵。这个龙门阵看来很
高级，跟八卦阵、天门阵大概有
一拼。这段故事在民间知名度
很高，尤其在巴蜀地区更是脍
炙人口。薛仁贵摆龙门阵，那
摆字的意思是安放、排列。巴
蜀方言之“摆”字，有说谈、表述
之意。巴蜀人就借用了“摆龙
门阵”，来形容畅快的聊天。后
来，摆龙门阵更是成了国人聊
天的代名词。

◆史海钩沉

“龙门阵”是个什么阵？
张天野

此俚语本义指，对付不了
冬瓜，把怨气发泄在葫芦身
上。常用来比喻奈何不了比自
己强势的人，便把怨愤发泄在
比自己弱势的人身上。

本俚语牵涉到一个逻辑问
题：欲奈何冬瓜，肯定是与冬瓜
有解不开的纠结，但葫芦除了
弱小易拿捏外，是无辜的，为何
要寻到它发泄怨愤呢？逻辑就
是因为葫芦弱小。本俚语是对
欺软怕硬的人的批评与贬斥。

“猫咪守着个牛头
——想吃却无从下嘴”

牛头大，牛皮又太硬。猫
的嘴小，张开来放在牛头的哪
个部位都使不上劲，不知从什
么地方开始吃才能啃动这个
牛头。此俚语常用来指人很
想办某件事情，但因该事复杂
或由于自己能力、财力有限或
条件不够，理不清办事的头绪
或根本不能启动办该事情的
进程。

“木匠人家没凳坐”

木工师傅家，却没有凳子、
椅子可坐。此俚语常用来指具
有某种技艺的人，其家庭却缺
少该技艺制作的产品。弦外之
音有该人懒散、不成家（成家，
这里是指努力建设好家庭的意
思）之意。本俚语常常被用作
自我解嘲，即本来自家应当有
的东西，临时却又拿不出来，就
使用本俚语表示不好意思。但

使用本俚语描述他人时，则有
嗤之以鼻的意味。

“拿到你句话，牛都踩不烂”

把你这句话比作一个物
件，用牛来踩，也踩不破它。此
俚语常用来指别人讲的话虽然
粗俗，对自己不利，但却在理，
你辩不过他。本俚语常常是用
语人自认服软的表示，说出这
句话就表示用语人同意按对方
讲的办，但一般都表现出一种
无可奈何的情感。

“哪块石板底下不藏鱼”

每块石板底下都是可能藏
有鱼的。本俚语常常比喻只要
肯干、肯动脑筋，什么地方、什
么事情都是可以获利的。也
指“动歪脑筋”，以不正当的手
段获取利益。

本俚语是一个感情色彩褒
贬兼备的俚语。其用语目的有
二：一是责怪他人(一般是指近
亲属)，懒于想办法挣钱；二是
责怪他人(一般是指近亲属)办
事刻板，死守原则，不善生灰色
之财。俚语中的鱼是用以比喻
钱财。用语意义以第二种居
多，在这种用语意义下，应作如
下理解：石板底下的鱼，是不见
天的鱼，用以比喻不显露之
财。人要捉到石板底下的鱼，
势必把手伸进石板狭窄曲折的
地方，用以比喻采取非常规的
手段。

（许文华，武冈市作协会员）

◆俚语赏释

“奈冬瓜不何，寻到葫芦出气”（外四则）

许文华

说起有关儿童的漫画，我想到了两
本经典之作，一本是德国漫画家卜劳恩
的《父与子》，另一本是中国漫画家张乐
平的《三毛流浪记》。两本都是长篇连环
漫画，都十分有趣。如果说，《父与子》会
给我们带来开心的笑，那么，面对三毛的
不幸身世和他解放前在上海流浪的种种
悲惨遭遇，《三毛流浪记》带给我们的只
能是含泪的笑和锥心之痛。由于大家对
这两本书比较熟悉，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以为，运用漫画艺术对儿童进行
德、智、美三个方面的教育，是漫画家应
有的责任。我想就我的有关儿童漫画创
作，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与感受。

在漫画《过洞》中，我画了一位身材
高大的父亲，他带着矮小的儿子过一个
洞。由于洞口稍低，这位父亲只得佝着背
低着头过洞。儿子见样学样，竟然也佝着
背低着头过洞。我们在微笑之余，似乎也
感悟到了：模仿是儿童的天性。成年人的

一举一动，都是对儿童的“示范”。由此我
想到了另一幅漫画《我想有个安定的家》
（庞平作）。一个小女孩愁眉紧锁，两只忧
伤的大眼睛摄下了可怕的一幕：爸爸妈妈
在吵骂、打架。所以，她乞求：“别吵了，我
想有个安定的家！”我想社会上诸如此类
让孩子“在战斗中成长”的家庭，决非绝无
仅有。作为父母，他们图一时之气，全然不
顾他们的不当行为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
投下了多么大的阴影，造成了多么大的负
面影响，实在是应该好好反省的。

我以为除了模仿以外，儿童还有一个
天性，那就是“好奇”。因为对他们而言，一
切事物都是陌生的，好像一个个谜，他们
渴望知晓谜底。我在一幅《三娘训子》的漫
画里，画了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小儿子走在
路上。儿子忽然看到鸟在天空中飞，便问：

“妈妈，鸟为什么会飞？”妈妈对儿子不屑
一顾，漠然回答：“我又不是鸟，我怎么知
道鸟为什么会飞！”这位妈妈可能未曾意

识到，她的这个简单、生硬的回答，无异于
给儿子的求知热望泼了一盆冷水。当然，
这也许不是这位妈妈的初衷。

1992年，我在《儿童漫画》12月月刊
的封面上，发表了一幅《当代哪吒》的漫
画。一个儿童用化学元素符号替代风火
轮，用笔和书本替代火尖枪与混天绫。他
要用这一切去闹科学知识的大海。这幅
漫画借用了“哪吒闹海”这样一个十分生
动有趣的神话故事作比方，对儿童们的
学习应该是会有所启发与激励的。

2014年，我在《儿童漫画》月刊上发表了
一幅《以“礼”服人》的漫画。公园里，一名中年
男子脚踩椅面，坐到了长椅的靠背上。一名
儿童见状，对这名男子说：“叔叔请您下来！”
中年男子下来以后，儿童指着长椅说：“叔叔
请坐！”中年男子见到长椅上那两个脏兮兮
的鞋印，羞愧不已。儿童的文明礼貌行为，与
中年男子的不文明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我
想此作对儿童与成年人都应有所启示。

最后，我想到了一幅题为《一张白
纸》的漫画。画面中是一个儿童的轮廓，
恰似一张白纸，上面还有家庭、学校、社
会三只握笔的手。三支笔将在白纸上画
些什么，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面对这一
绕不开的重大课题，成人们必须作出明
智的抉择。

◆思想者营地

有关儿童的漫画
李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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