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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的丹凤县蔡川镇页山村王沟组，满目苍翠，空气
清 新 。 距 离 沟 口 2 公 里 的 张 家 院 ，近 几 个 月 来 人 来 车
往，一片忙碌。当笔者再次踏访小东沟的时候，工人师
傅正忙着拓宽道路，老房子已修葺一新，场院上铺设青
砖也接近尾声。女主人热情地给工人们端茶倒水，提及
旧居改造时，她难掩心中的激动，动情地说：“国家没有
忘记我这一家人，我爷死了 76 年了，如能看到今天的景
象，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欣慰的。”女主人就是革命烈士张
孝仓的孙女张芳莲。

张孝仓生于 1874 年，早年笃信佛教，乐善好施，扶贫
助弱，为人正直，在乡民中有着良好的声誉。到了晚年，他
在村里的菩萨庙办起私塾，一心教孩子们读书识字。1939
年秋，在巩德芳的动员和帮助下，富有正义感的张孝仓参
加了革命，当了“外白内红”的留仙坪副保长，此时他已 65
岁。随后几年，张孝仓不顾年迈体弱，以留仙坪副保长的
身份主动为巩德芳率领的陕南游击队筹粮筹款、打探消
息、营救被捕的游击队员。

1946 年 7月底，李先念率领的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
进入丹凤，负责接应的巩德芳考虑再三，决定让李先念住
张孝仓家。8 月 2 日，李先念率领的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
队和巩德芳率领的陕南游击队在留仙坪砖庙沟口胜利会
师，部队随即在留仙坪一带休养，李先念等军区领导到张
孝仓家隐蔽指挥。3日，在张孝仓家的场院里，李先念主持

了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和陕南游击队连以上干部联席
会议，宣布了两支部队合编、共同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的决定，同时宣布了根据地内三个分区的人员配备。李先
念住在张家的那些日子，张孝仓全力以赴保护首长的安
全，家人想尽办法照顾李先念的生活起居。李先念为了不
过多打扰张家，婉言拒绝专门腾出来的土炕，睡在了屋角
装粮食的大柜上。李先念司令员在张孝仓家安全度过了
七天七夜，直至部队转移。

部队离开后，张孝仓经常出现在留仙坪的沟沟岔岔，
走村串户为中原部队筹粮款、弄布匹、搞棉花，准备过冬的
棉衣。1946 年 12 月 26 日，连续忙碌了几天的张孝仓刚睡
醒准备起床收拾屋子，驻扎在留仙坪的一个国民党正规营
和老君乡公所自卫队杀气腾腾地闯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
把张孝仓五花大绑。由于叛徒告密，张孝仓为共产党、游
击队做事的情况被敌人知道了。凶残的敌人推推搡搡地
把张孝仓老人从屋场往下拉，刚到沟口，失去耐心的敌人
就将其杀害了。老人悲壮地倒在了他曾经迎送中原部队
首长的地方——小东沟口，时年 73岁。

张孝仓老人牺牲的第二天，疯狂的敌人再次闯进小东
沟，将老人还在吃奶的孙子一把夺了过去，用力摔到一块
石头上，可怜的孩子当场死去。老人的儿媳也被敌人打倒
在地，家中的粮食、衣物被洗劫一空，不能拿走的东西也大
多被毁坏了。

张孝仓家一连失去两人，家中空空如也，备埋老人都
无法进行，直到第二年三月，老人才在邻里的接济和帮忙
下入土为安。从此，张家人伴着血和泪，挣扎在饥饿的边
缘线上，艰难度日。

斗转星移，历史不会忘记张孝仓，祖国不会忘记这位
革命烈士，人民不会忘记这位“革命的好老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李
先 念 常 常 提 及 他 在 商 洛 的 生 活 片 段 。 1985 年 6 月 18
日，他特意为商洛革命老区题词：“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
烈士永垂不朽！”这是对包括张孝仓在内的陕南革命英
烈的深切缅怀。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汪锋在《坚持战略要地》一文中写
到：“留仙坪张孝仓家，是李先念与巩德芳会师后指挥战斗
的地方，我也常住他家，敌人恨之入骨。在创建豫鄂陕根
据地的斗争中，边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烈士的
鲜血洒遍秦岭南北、丹江上下。”

1997 年 5 月 24 日，年逾古稀、银发皓首的原中原军
区司令员李先念的随行参谋肖健章带着女儿肖春临千里
迢迢来到丹凤，在原陕南游击队独立大队长刘兆英、政委
陈效真的陪同下，首先走进留仙坪王沟张孝仓烈士家。
当他看到 51 年前和李先念司令员住了 7 天的房子还是老
样子，大柜还在，肖参谋含泪塞给张孝仓的孙女张芳莲
500 元钱，并叮咛春临以后不要忘记这个烈士的后代。
从此之后，肖春临 20 多年如一日，每年春节都会寄给张
芳莲 500 元钱。

2006 年 9 月 23 日，北京-广州新四军研究会“重走中
原突围路”考察团来到李先念曾经
居住的小东沟张孝仓家，追寻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挥戈跃马、
浴血奋战的印记。原中原军区司
令员李先念的夫人、82 岁的林佳
楣和女儿李紫阳，原中原军区副政
委任质斌的夫人胡志学、儿子任全
胜和女儿任在晋，与张孝仓的孙女
张芳莲相拥而泣，其情其景让人动
容，滚烫的泪水凝聚着两代人的情
谊和思念。

2020 年 11 月，留仙坪被中共
中央组织部确定为“2021 年红色
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按照省委
组织部的要求，要把留仙坪建成

“全市一流、全省有影响的红色教
育基地”。工程建设以来，省、市、
县各级党委和政府怀着对革命先
烈的无比崇敬之情，依托丰富的红
色资源，高标准打造和建设教育基
地。目前，会师广场、陕南游击队
指挥部旧址、红色教育基地已经建
成，游人络绎不绝，纷纷来此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
我们欣喜地看到，距离留仙坪红色教育基地 3 公里的

王沟小东沟里，张孝仓烈士故居改造和张孝仓烈士墓园建
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从张家院通往故居的道路正在
拓宽，地基已经处理完毕，即将铺设行道砖；近百年的老房
子已经重新翻修，加盖了两间作为纪念展馆的房子，室内
的布置正在进行，李先念司令员当年躺过的大板柜摆在堂
屋正中，见证着这里的一切变化；当年中原军区部队和陕
南游击队召开联席会议的场院已经铺上了青砖，院前的土
塄砌上了整齐的石坎。从房子侧边的青石台阶上去，就到
了新修的张孝仓烈士墓园，烈士墓依山而建，青砖围拢，墓
前纪念碑上的红五星熠熠生辉，金色的生平简介概括了烈
士伟大而光荣的一生。墓园入口，烈士后人栽植了四季常
青的兰花，象征着烈士高洁又不甘屈服的性格。目前，各
项改建工程已接近尾声，不久将会以崭新的面貌供广大游
客参观并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这里也将成为革命老区留仙
坪的一个重要的红色景点。

小东沟是王沟的一个小偏沟，地形如一个口袋，从正
沟进去一般不会在意，仅住着张孝仓一家人。76 年前，巩
德芳也就是看中了这里的安全地形，才把李先念率领的中
原军区突围部队的司令部安排在这里。为了人民的幸福
生活，为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张孝仓一家付出了巨大
的牺牲。在建党百年、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今天，改
造建设张孝仓烈士故居和墓园，也是对烈士英灵的深深告
慰和无尽缅怀。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革命精神
将代代相传！

孙女的一双白皮鞋鞋带儿粘
不紧，走路鞋就掉，我和妻子送她
上幼儿园，途经县城服务路口时，
正好遇到修鞋师傅摆开早摊儿，
我们便坐下来，请师傅修一修。

修 鞋 师 傅 是 个 中 年 男 人 ，
清 瘦 ，冷 峻 ，寡 言 ，一 脸 兢 兢 业
业 的 表 情 。 他 戴 着 灰 色 围 裙 ，
摆 弄 着 一 双 女 式 凉 鞋 ，见 我 递
来鞋子，就把手头的活儿放下，
接 过 小 白 鞋 ，用 剪 刀 将 失 效 的
粘 贴 取 下 来 ，换 上 一 片 新 的 粘
贴 布 ，用 补 鞋 机“ 哒 哒 哒 ”地 走
针脚，三下五除二就缝好了，动
作 行 云 流 水 ，娴 熟 专 业 。 我 付
了 5 元钱的手工费，小白鞋穿在
脚上跟新的一样，节省了不少钱。

我看师傅神情专注，又摸不清其秉性，就
没敢和他闲聊，只是在扫码付钱时笑着问了一
句：“师傅手艺好，一天能修百十双鞋吧？”哪知
师傅一句铿锵回答，让我大跌眼镜：“那可不止
了！”听口气，师傅一天的收入可不少呢。

孙女去了学校，我和妻子返回，再次途经
修鞋摊儿时，师傅周围已经坐着好几个顾客。
只见一位靓丽的女子，赤着脚看着师傅给她修
鞋，清澈的眼神儿里，荡漾着满意的笑。

修鞋匠是手工艺人，一般选择人来人往
的巷子口，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市容，在闲置
的空地上放几个马扎，摆上补鞋机、铁脚拐、
钳子、剪子、皮刀、锤子、起子、锥子、皮绳、胶
水 等 一 应 俱 全 的 修 鞋 工 具 和 材 料 ，挣 点 小
钱，养家糊口。

修鞋也是一门艺术，修鞋匠不只是能吃
苦、不嫌脏，而且心灵手巧，总能把破损的鞋子

修理得结实美观。往年我家住漫川，曾经去街
边修鞋摊子修鞋。修鞋匠是位少妇，山里人，
长得俊俏，为照顾两个孩子读书，在街边摆起
了修鞋摊子，生意自然很好。他不但把我的皮
鞋脱线处修理如初，还给鞋底板外侧磨损的地
方钉上一枚弯月状的“鞋云儿”（铁片儿），我穿
上修好的鞋子，“叮咚叮咚”走在街上，有种老
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气神。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节俭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
的优良传统，作为一种美德世代传承。如今的
中国，虽然物质丰富，衣食无忧，人们的生活水
平提高很多，但不少人依然保持着勤俭节约的
传统美德，养成了简洁清廉的生活习惯，鞋子
坏了修一修，穿上脚继续赶路。修鞋匠如同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枚“活化石”，修鞋摊则是
城市里的一处不可或缺的人文风景。修鞋匠
在，克勤克俭的传统美德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2022 年春节期间，我回到了位于云蒙山下、洛河
岸边的杨家村，闲游走动时来到了村后杨家岭下的王
沟口，再次看到了不知栽植于何年何月的那棵皂角
树。地面的积雪尚未完全消融，仍能看见掉落在树下
的零零散散的皂角，树上依然挂着不少的皂角，在春日
的阳光和微风中摇来摆去。

在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棵皂角树寄托了
乡亲们清洗衣物的梦想，为附近的群众杀虫治癣帮了
大忙。老人们常常念叨说，这棵皂角树是“神树”，万万
不可破坏。

干了一辈子木工活的父亲以及村子里上了年纪的
老人们都曾经说过，皂角树木质硬，是制作农用车、家
具的上好用材；皂角树对土壤适应性强，生长速度慢但
寿命长，6到 8年才开花结果，结实期长达数百年，因树
型茂盛、花型好看，也被用作园林行道树。

皂角树浑身上下都是宝，是极具开发利用潜力的绿
色产业原料资源。其荚、子、刺均可入药，有祛痰通窍、
镇咳利尿、消肿排脓、杀虫治癣之效；皂荚种子中含有丰
富的植物胶，是理想的植物胶源；皂荚果肉中含有丰富
的皂荚素，可用其洗涤丝绸及贵重金属、制作轻质混凝
土的起泡剂，还可用其配制泡沫灭火剂、农药杀虫剂等。

皂荚刺作为我国的传统中药材，是中医治疗乳腺
癌、肺癌等多种癌症常用的配药之一，被列为抗癌中草

药。李时珍将皂荚列为珍品，“治痈肿妒乳，风厉恶疮，
胎衣不下”；“治风杀虫，功与荚同，但其锐利直达病所为
异耳”。皂荚树叶可以作为蛋白质木本饲料资源加以开
发利用；皂角粉可以用于加气砖厂生产的各种规格的加
气砖块；皂角皮是天然的工业洗涤产品，可用于动物毛
皮制品的清洗加工，加工后的毛皮柔软、光泽好，也可从
皂角皮中提取制药用的激素等材料。

我到现在依然记得，儿时放学后，一帮小朋友常常
围拢在这棵皂角树下玩耍。它繁茂的枝条向四方延
伸，形成巨大的树冠。村边的水井旁和洛河岸边，早晚
不时响起的棒槌声、欢笑声，就是这棵皂角树为人们带
来的乡愁与快乐。

当 然 ，现 在 已 经 很 少 有 人 使 用 皂 角 洗 涤 衣 物
了，家家户户院落内的自来水伴随着洗衣机的滚筒
声，代替了记忆中棒槌击打皂角和衣物的声音，但
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依然会用棒槌捣烂皂角，
带 上 衣 服 走 到 洛 河
边 ，一 边 浣 洗 一 边
闲 谈 。 他 们 的 笑 声
与 流 水 声 荡 漾 在 青
山 绿 水 间 ，就 是 一
幅 优 美 的 秦 岭 山 地
美丽乡村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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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鞋 匠
金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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