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的夜晚，我

的思绪常常从村庄开

始。镰刀、黄土、袅烟、

土灶，一叶瓦，半块砖，

几棵擎天的大树，那里

都栖满了我心灵的诗

意。我知道，村庄终是

我的魂和根。它扎在乡

间的狗吠声里，扎在长

满树木的大地上。无论

是哪里的村庄，骨子里

都刻着我的悲欢。

瑶岗村便是如此，

和我记忆中的故乡小村

不差分毫。不同的是，

这个身处肥东一隅的地

方，是块革命圣地，是渡

江战役方略诞生地之

一。曾为当年渡江战役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站过

岗，放过哨的王万高老

人说，这块热土“是让全

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历史见证，它也因为是

渡江战役总指挥部所在

地 而 声 名 远 播 。 2006

年，它被评为“安徽省历

史文化名村”。设在村

里的瑶岗渡江战役总前

委旧址纪念馆1985年对

外开放，1996 年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目前已成为远近闻

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红色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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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镇民宅指挥
因为交通方便、百姓觉悟高和地形地势

有利的因素，1949年4月初的一个黄昏，渡江

战役总前委及其部分工作人员在邓小平、陈

毅的率领下，乘一列闷罐车到达合肥，第二天

一早，就在曾希圣和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

员曹荻秋的引导下进驻肥东瑶岗村。

现任瑶岗村书记的王永金带着我们来到

了总前委的旧址。一进大门，就看到了当年

总前委的会议厅。宽大的厅内，摆放着几张

木桌，上面放着六个喝水的瓷缸和一部老式

电话机。王永金说，这里当时是地主王世新

家的一座四合院。其中，院子的头路、二路为

邓、陈的卧室和办公室兼会议室，厢房住随从

人员，后路房屋为王世新自住。就是在这样

一个极其普通而又简陋的清末民宅内，总前

委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

邓小平亲挖防空洞
瑶岗人都知道有个螺滩，王万高老人也

不例外。他向记者介绍，古时候，有一年合肥

干旱，老百姓们颗粒无收。因此只好到河塘

水沟边摸点田螺以充饥。螺壳放在一个固定

的地方，日积月累便堆成小山状，后逐渐演变

成一个滩，这便是螺滩。

总前委入驻后，经常遭到国民党的飞机

轰炸，为安全指挥作战，邓小平和陈毅自己拿

着铁锹来到了螺滩，准备挖防空洞。当年只

有十八岁的王万高，依稀还记得邓小平首先

在地上画了个直径三尺的大圆圈，接着，他们

俩脱去棉袄，摘下棉帽，用力地挖土，随行的

战土也加入挖掘大军。因为螺蛳壳层又厚又

硬，挖起来十分费力，因而，当防空洞基本成

形时，他们已经花去了大半天的时间。后来

经过整修，整个洞能容纳数十人。每当敌机

侵袭，总前委指挥部便会立即迁入洞中，确保

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今，这块曾经在渡江战

役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防空洞早已不复存在，

留给我们后人的，仅仅是一块竖立的牌子，上

面的鲜红字迹提醒着我们，辉煌的历史不会

因时间埋没。

佑贤学校的纪事
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学校纪事，瑶岗也

不例外。虽然佑贤小学在解放初期，被划分

给老百姓分拆掉，但是瑶岗村有年纪的村民

们坦言，自有记忆起，学校洪亮的钟声、朗朗

的读书声及整齐划一的口号，就一直在脑海

中萦绕不去。

佑贤学校是1911年始创办，为村私塾，主

要是教《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旧时流行

的启蒙类读物，1921年改为学堂。1928年，由

李鸿章在上海的大管家、五品官王景贤和当

地的大户人家王佑贤慷慨捐资扩建，并从两

人的名字中取佑和贤作为校名。

应该说，这是全村人民的福音，因为佑贤

学校正式挂牌起，不管穷苦富裕，都可以入学

读书。据王永金说，如果当时你考上了中学

和大学，佑贤学校还会出资捐助贫困学子。

这也使得瑶岗村的人才，在社会的舞台上大

放异彩，世界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老师王道平

也是从佑贤学校走出的。

后学校作为警卫营的驻地，为总前委和

全村的安全担起责任。

朱公庙的传说
朱公庙是瑶岗的又一个神奇之所。它曾

作为总前委的医疗室和野战军的康复医院手

术室，后成为巢湖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

如今再去访庙，已是一片废墟，站在此，

思绪已随着王万高老人的介绍飘到它的兴盛

时期。庙是红漆大门，写有副对联：庙小乾坤

大，神灵日月长。朱公坐在龙虎椅上，肚里藏

有罗盘一个，本草纲目医书一套。从前，它是

瑶岗村祭祀时的主角，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朱

公都要被抬着绕村一圈，这样才可保全村人

民平安。不过这个旧风俗早已摒弃，现在的

瑶岗人，更相信的是自己。

那么，这个朱公是何许人呢？

原来，朱公原名范蠡，是春秋末期的政

治家，后定居在山东定陶，改名陶朱公，既行

医，又经商。因此，瑶岗人觉得朱公会行医

能保全家健康，会经商又能保发财致富，因

此就自发建起朱公庙，意为瑶岗带来好运。

事实上，作为总前委的医疗室，它确实

为瑶岗人谋取了健康。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

军的命令》，总前委立即将命令转化为雷霆

万钧的军事行动，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

势，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 500 公里长江

沿线，扬帆起渡，全面出击，仅2天时间就一

举突破了国民党苦心经营了 3 个半月的长

江防线。正如渡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蔡传

林所说，总前委在瑶岗指挥渡江战役的丰功

伟绩将永载史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韬伟略和崇高品

德将永远留在瑶岗、合肥乃至全国人民的记

忆中。

瑶岗位于合肥东郊肥东县撮镇，南临淮南铁路和合芜公路，北靠312国道。邓小平之女毛毛所著的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第619页上对瑶岗这段历史也作了描述：“1949年4月2日，父亲（邓小平）和陈

毅乘坐着一节‘闷罐车厢’，沿铁路从蚌埠到达合肥，并立即驱车前往瑶岗村的总前委指挥部……”

瑶岗村：烽火浓烟唱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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