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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南县过风楼镇梭子棚村境内的偏头山，
距离县城 30公里。

每每在城北高地上向西南而望，总会看见一座
突兀的山峰，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山头偏向东方，如鹰
嘴，如斜生的笋，又似绅士的鞠躬礼。它是那么高，
高到周围的山峰都隐去了身影，只有它的存在。

我从未到过偏头山，不是不想去，而是没有找到
机会。其实偏头山的名气挺大的，海拔 1030 米，算
是商南境内的高山了。在我眼里，海拔超过千米的
山都能作为攀登的目标，商南境内最高峰、腰庄林场
的 玉 皇 尖 海 拔 只 有 2076 米 ，甪 峰 海 拔 也 才 1621

米。我也听到过一些关于偏头山的传闻，据说当
年真武大帝云游到此，一只脚踩在

山顶上，压得山头偏向一边；
另一个说法是真武大帝坐

在山尖上，把山尖坐成

了马鞍状，真武大帝走后，山头恢复不
了往日的样子，永远偏向一边。商南境
内大凡高大点的山都有与真武大帝相
关的传说，甪峰原来是一个山头，真武
大帝一脚踏下，硬是把山头从中劈开，
成了两个山头。

近日，我决定去偏头山看看。驱车到过风楼镇
后转入湘太路，进涧水沟时车窗外面蒙上了一层霜，
伙伴提醒我注意路上有没有结冰，我说没下雨，路上
不会结冰的。随后驶向左边的桃园沟，上山的路越
来越陡。

车到山梁上的岔路口，一条通往水沟村，一条通
往炭沟村，一条通往偏头山。通往偏头山的路铺满
桦栎树叶，又陡又窄，我没了开车的信心，说：“我们
走过去吧。”伙伴说：“还有几公里路，走到几时？”我
把车交给最会开车的定勇，沿着山脊一直行驶到偏
头山下，有伙伴说：“开上去。”我不同意：“剩下这几
百米的路，走走吧。”

下车来，眼前一片明亮，一缕朝阳驱散了天空的
阴霾，空气中透着一股清新的味道，真是一个叫人神
清气爽的好地方。主峰就在眼前，平地拔起，怪石层
叠，直入云端，岩石缝间绿树点缀，石上生树，树根抱
石，奇峰怪石，杂木丛生。峰高 200 多米，主峰的座
山和周围其他山并无二样，在这里怎么也看不出偏
头的样子。峰下一大块田地，足有 100 多亩，多数荒
芜，靠近路边一小块用木条栅栏隔开，种着小麦，现
在能看到小麦也算稀罕。

沿着陡峭的道路来到山顶，果然见到真武大帝
当年“坐”过的山坳，后面高一点的地方，翠柏遮住了
山顶的大殿，路旁几块石碑看起来很老旧，仔细辨认

碑文，有“天图山玉皇大帝庙”字

样，才晓得原来偏头山叫天图山；还有“大清道光二
十年”“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咸丰七年”字样，算起来
最早的碑至今有 170 多年了。碑文多刻着重建捐款
情况，其中“咸丰七年”那块碑刻有“一议禁止赌博窝
藏匪徒”“查出罚取一千文赏取五百文”字样，可见此
碑属于乡规民约碑，是地方法规。这些碑显示的是
重建，至于何时建造玉皇大帝庙不得而知了。石碑
装饰有浮雕图案，线条流畅，画面优美，字体刚劲有
力。

正殿是一个四合院，打开殿门，正中玉皇大帝塑
像黄袍加身，满面红光，笑容可掬，和蔼可亲。一边
站立童男，一边站立童女，左右两旁设立娘娘和财神
塑像。大殿内四处蒙
尘，无人打理，一片狼
藉，是一个荒芜了的玉
皇大帝庙。从殿外的
新建房屋和新修的道
路看，人们并没有抛弃
它，只是这位玉皇大帝
时运不济，此处少有人
来，未续香火罢了。

出院门，眼前一道
低山树木成荫，好似一
道屏风立于殿前。四
合院对面的房屋算作
第一道屏风，这里该是
第二道屏风，再往前一
公里的地方横着一座
山峰，算是第三道屏风
了，不过它们都比大殿
低些。

站在偏头山顶北望甪峰，见其双尖如笋、如乳，
在群山中高高耸立，东边的青山好似绿海里的一堤，
东北方的县城一角好似海市蜃楼，其余各处重峦叠
嶂，一望无际。

碑文上刻着此山叫天图山，也许是想纠正人们
习惯叫偏头山说法，取其谐音而已，只是一厢情愿罢
了，人们只知道商南有座偏头山，从没听说过天图
山。其实叫偏头山未尝不可，从远处看形象逼真，无
须为其正名。玉皇大帝塑像蒙尘，说明深山里的人
越来越少，多数村民已迁出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哪里还有心思朝拜灵山，祈求神仙保佑呢？玉皇大
帝庙的衰落，反而彰显了如今的国泰民安。

偏 头 山偏 头 山
蔡红旗

1980 年 10 月，山阳县袁家沟口乡庙沟垴小学教师阮
班柱在修整老房时，母亲告诉他：“你父亲在世时说房中担
子梁那头的墙缝里边有个什么事，不叫人撞动。”阮班柱就
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墙缝里边去摸，结果摸出了一个子弹
壳和一张黄色纸质的字条。字条大约 20 开,上边写着一
些繁体字,天长日久,加上尘灰迷蒙,已有些模糊不清了。
他想起七八年前自己跟着父亲上山打柴时,父亲曾爬到一
处险要的山崖间去,从一片隐秘的地方带上来一支已经锈
坏的枪和一把子弹,并从一颗子弹中掏出一卷叠成寸把长
的黄纸筒,打开来看了好长时间,当时父亲泪流不止。他
断定这就是父亲带回的那张字条,并猜测可能是祖父留下
的纪念品，就小心地将其夹在一个笔记本中,妥善地保存
了下来。到了 1983 年 10 月,乡中心小学校长江天博到阮
班柱所在的小学检查工作时,与阮谈起了其祖父的事情，
原来阮班柱的祖父阮英豪，就是原袁家沟口神坛组织“大
刀会”的头领之一。1934 年 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
军长征入陕,在新建立的中央鄂豫陕省委领导下,开始了
创建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袁
家沟口大刀会被收编为中共鄂陕特委领导下的第四路游
击师,积极投入了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在当时所掌握的资
料中,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有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
府。袁家沟口是根据地的腹地和巩固区,较早就建立了区
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副主席阮英豪,都是本地人。随
着资料征研的不断深入,在县以上是否还有更高一级的苏
维埃政权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由于没有依
据而无法确认。

这次谈话使阮班柱想起了父亲收藏于墙缝中的那张

字条。为了弄清真相,他请来了程家盛烈士的儿子程先
政。程先政读过古书,认识繁体字,对当年的事情也略有
印象。他小心地抹去纸条上的尘埃,终于辨认清楚了上边
的文字。那是程家盛的手迹,内容是——

阮英豪副主席:
本府决定你领人把九间房壹号库的东西转到红岩寺

五星筹备处,特此为证。
主席程家盛

公元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
此件的珍贵之处是上边盖的那枚方形朱印印模,九个

朱红色的印文是:“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由于原件纸质
很差,年长日久,左上角已破损了一块,近处有磨损的小
孔。阮班柱便用浆糊将其粘贴在一张纸上,贴好后在煤油
灯旁手烘干时,一不小心,将印文中“鄂陕”两字处烘焦,致
使印模残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据调查,“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大印原为方形铜质,
一直为主席程家盛亲自掌管。1936 年春,根据地形势恶
化,程家盛被捕前将铜印交给妻子倪世莲保存。倪世莲历
尽千辛万苦将铜印保存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交给了人民
政府,可是在 1952 年送省上展览之后，这枚沾染着程家盛
烈士鲜血的铜印的下落，经多次寻找均无结果。现在，这
个公函上的印模足以成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最高苏维埃
政府——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确实存在并开展工作的有
力依据，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乃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
根据地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无独有偶。1983 年镇安县饮食服务公司职工陈炳生
翻修房屋时，想起父亲去世前曾郑重交代说，有朝一日若

要翻修或拆迁老房时，其他地方均可请人去拆，唯后墙不
要让外人动，必须自己动手。陈炳生猜想父亲可能藏有重
要东西在墙中，就恪守父亲的遗言，亲自动手拆除。终于，
他在一处墙缝中发现了一个小纸包，展开一看是两张布
告，一是《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
一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一
一关于商业政策问题》。两张布告皆为油印，印在约 16 开
大小的蓝色纸张上。

《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发于 1934 年 12 月 20
日,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第 12 天，当时红二十五军正
进抵今丹凤县的棣花镇。棣花是商洛川道地区,土地肥
沃,人烟稠密,商业曾繁华一时，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
动宣传,不了解真相的群众大都吓跑了,从而“致使商业
停滞,商人吃亏,群众卖柴买盐都不方便”。《关于商业政
策问题》的布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布告指出:

“务望各商户各安其业，莫信谣言。”申明“苏维埃商业政
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
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特别申明“凡没有参
加反革命(即令是地主)的商店,如能遵守苏维埃的法律，
仍保证其继续营业”“凡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
行动境内，准其运输行走”。布告共分为 7 条，具体地贯
彻了省委庾家河会议精神，对于开创新区、稳定民心、促
进物质交流等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以往的红二十五军
战史及党史研究中，所依据的皆是 1935 年 2 月 5 日布
告，署名次序为: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
徐海东，政治主任郑位三。而镇安县发现的这张布告提

前了一个半月时间，署名为:司令程子华，副司令徐海
东，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主任郑位三。完全是以北上
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发布的。这就使得这张布告比中央
档案馆所存的那份更为珍贵。

1935 年 1 月 9 日,红二十五军占领镇安县城的当天,
发布《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它
宣布:“红军已经占领了镇安县城,把压迫剥削咱们穷人的
国民党镇安县政府打倒了,把屠杀摧残咱们的豪绅地主的
大本营推翻了！过去大老爷们把穷人当牛马的时代,现在
快完了。目前已经是咱们穷老子们走上了光明大路,大家
赶快起来创造我们穷人的世界啊!”《告群众书》在向人民群
众发出 7 条具体的号召之后，热切地号召工农劳苦群众赶
快团起来，“建立穷人自己的政府,造成工农贫民自己的镇
安县!”在发布《告群众书》的同时,红二十五军也将《关于商
业政策问题》的布告贴进了镇安县城。这两份文件互为补
充，广泛地宣传了省委会议精神,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
地的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陈炳生家的老房就坐落在镇安县城后街,其父看来是
个颇有远见的人,他将这两份珍贵文件收藏于墙缝之中,
使其避过了长期战乱和白色恐怖的阴影,完好地保存了下
来,成为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资料,在党史军史研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革命历史文物的收藏者不为名、不为
利,冒着生命危险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证物,他
们的后人又将其无私地交给了当地人民政府和党史征研
部门。他们所收藏与保留下来的，就不仅仅是一份历史档
案，而是一种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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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山远眺偏头山远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