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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市融媒体中心编印武 夷 风武 夷 风
WUYIFENG

一部武夷山革命史，波澜壮阔，可歌
可泣。从 1927年 7月建党，到 1949年 5
月解放，武夷山经历了大革命的浪潮、土
地革命战争的硝烟、抗日战争的烽火和
解放战争的炮火。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
年，也是崇安县（今武夷山市）解放75周
年。回顾“福建解放第一城”，武夷山经
历了三个经典时刻——

一、积极准备，迎接大军

1949年 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
战役胜利结束，各路野战军长驱南下，追
歼残敌，国民党败军窜入闽赣境内，夺路
逃命。早于 3月，以曾镜冰为司令员的
闽浙赣游击纵队北上江西，到达资溪、贵
溪境内。此时，闽北游击纵队活动中心
由崇安转移到上饶边界。4月下旬，第
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军四十四师和四十
五师，千里行军进入上饶地区，切断国民
党败军向崇安逃跑的去路。

但敌人不甘失败。4月初，国民党
政府行政院电令闽省政府对福建各游击
区实施经济封锁，对崇安为中心的闽北
设立3个“清剿区”。国民党崇安县政府
加紧征兵，据资料记载，1948年至 1949
年，全县先后强迫抓壮丁300余人。

针对这一形势，按照闽浙赣省委的
指示，崇安党组织加快扩党练干，吸收大
批青年，加紧扩大地区，粉碎敌人进攻阴
谋，配合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闽北游
击纵队一部在程胜福带领下，成功攻破
崇安黄土岭炮台，使敌人陷于困境。另
一支游击队在上饶县和广丰县边界开展
工作，重点消灭国民党军事设施和军事
目标，为解放崇安扫清外围障碍。

5月初，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
四、五兵团所属部队相继抵达赣东北。
在上饶县花厅镇，司令员兼政委王文波
率领的闽北游击纵队，与军长秦基伟率
领的四兵团十五军会师时，确定了 4项
应急任务：协助大军解放上广地区，配合
大军向闽北挺进，对当地国民党上层人
物进行策反，组织群众做好支前工作。

闽赣边区敌我军事力量发生的重大
的转变，给了中共崇安城工部支部极大
的鼓舞。5月6日，国民党崇安县警察局
局长李尊贤带着两个分队，匆匆向浦城
方向逃命，被城工部支部书记朱宗汉率
领的武装小分队，在一个小庙里活捉了，
40多名警察缴枪投降。回城后，崇安城
工部支部立即控制了县警察局，并通过
各种形式和多种渠道进行黎明前的政治
宣传，消除了各阶层人士的思想顾虑，为
南下大军解放崇安做了许多准备。

二、高歌猛进，解放崇安

1949年 5月 3日，南下解放大军解
放了江西上饶县；5日，攻占了江西广丰
县。兵临崇安城下之势已经形成。

5月8日，秦基伟军长统率十五军的
主力师四十四师下辖三个团，分三路向崇
安挺进，并由驻扎在上饶的闽北游击纵队
配合，向崇安进发。一三零团在团长李钟
玄率领下，由闽北游击纵队中队长杨金生
带一个分队接应，经岚谷岭阳关，进入吴
屯乡大际与国民党交警大队相遇，一举
歼敌200多人，急行军向崇安县城进发。
一三二团在团长郎玉林率领下，由闽北
游击纵队三分队队长程仁义、二分队指
导员吴日富带一个分队接应，经洋庄乡
的寮竹关向崇安县城进发。一三一团在
团长葛明率领下，由闽北游击纵队一分
队队长游老杨带一个分队接应，经洋庄
乡大安村的分水关向崇安县城挺进。

越往南走，山越来越难爬，多数战士
双脚满是血泡。一三一团指战员每天急
行军150里，当队伍接近分水关顶，宣传
员们打着竹板为队伍鼓劲，勇士们快步
进入了崇安县的大安街。“闽北苏区首
府”的大安群众仿佛见到当年的红军，热
情地送茶送饭，慰劳亲人解放军。

5月 9日夜间 11时许，在崇安县城
西门、北门方向，最先响起攻城的枪炮
声。随着隆隆的枪炮声，头戴“八一”军
徽的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县
城。崇安县宣告解放。昔日饱受血与火
洗礼的山城，顿时沸腾起来，欢呼声，锣
鼓声，鞭炮声，划破夜空。5月 10日早
上，秦基伟将军身穿粗布草绿色军装，骑
着高大战马到达崇安县城，军部机关设
在城关南门外天主教堂楼上。当晚召开
军民联欢大会，大军首长、城工部领导、
解放军和群众代表500多人出席。

5月 11日，中共崇安城工部支部书
记朱宗汉等人到军部请示汇报工作，秦
基伟军长和谷景生政委亲切接见了他
们。秦军长作了4点指示：宣传好《中国
人民解放军布告》；安定地方秩序，恢复
生产；完成支前任务；协助政府做好政权
交接工作。接着，秦军长打开军用地图，
询问了去建阳的路线，城工部的同志作
了详细的回答。

崇安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对崇安
20多年来的反动统治已经结束，人民当
家作主的新崇安由此诞生。

解放大军在渡江胜利后的第19天，
就打开了福建的北大门，解放了福建第
一城。它对闽北乃至福建的解放，都具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三、全民拥护，建立政权

崇安县城刚解放，中共崇安城工部
支部征得秦基伟军长的同意，组织临时
班子，做了4项工作：

一是召回国民党崇安县县长陈亚
夫。崇安解放前两三天，他带着亲信逃
到下梅村，观望时局。鉴于他上任不及
半年，罪恶尚轻，民愤不大，城工部支部
便写信劝降，告以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
章》。5 月 12 日，陈亚夫率 100 余人回
城，交出所有枪械，向人民投降。几天
后，陈亚夫等人被遣散回乡。

二是收缴刘午波控制的武器。国民
党崇安县参议长刘午波也慑于人民解放
军的强大威力，接受了城工部支部的劝
告，只身回到县城。但他将其所控制的
武装留在上梅乡。城工部支部遂派彭学
时为代表，于 5月 14日和刘午波同到上
梅乡，召集部分自卫武装人员开会，向他
们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讲解共
产党的政策，消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自
卫队人员纷纷弃枪回家。刘午波只好把
100 余支枪挑到县城，交给了城工部。
其间，在全县共收缴步枪 1000余支，机
枪9挺，子弹数千发。

三是开展政治宣传，维护社会治
安。解放大军进入崇安县城后，城工部
支部在全县各处张贴标语，宣传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等布告和条例。同时，还组织城工
部党员和外围群众上街，协助人民解放
军和游击队维持治安。

四是封存粮食仓库，保护交通设
施。崇安一解放，城工部支部就查封了

全县所有粮库，派员监督，保证了解放大
军的粮食供给。为了使部队能顺利过
境，还组织城工部党员和外围群众保护
公路、桥梁等交通设施。在短短一个月
内，中共崇安城工部支部精心策划，闽北
游击纵队密切配合，顺利完成了新政权
建立之前过渡期间的工作。

1949年 6月 3日，成立建瓯军管会，
曾镜冰任军管会主任。接着，对闽北已
解放的9个县，分别任命了县委书记和县
长。6月13日，崇安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
时，中共建阳地委书记陈贵芳到崇安宣
布：县长杨金生，副县长翁赫贵。宣布取
消旧政权组织，解散反动社会团体，废除
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

8月 20日，华东局派遣的南下干部
长江支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到达崇安，
与县人民民主政府进行交接后，崇安县
人民民主政府改称崇安县人民政府，县
长李树荣，杨金生改任崇安县大队长。
县政府下设 12个工作机构，共有 110名
干部，其中南下干部66人，地下党干部6
人，城工部干部 5人，新吸收干部 14人，
留用人员19人。8月25日，中国共产党
崇安县委员会成立，书记李生堂。县委
设4个工作机构，下辖5个区分委。全县
有党员85人。

崇安人民 22年殊死奋斗的艰难历
程，10多万同胞的血肉拼搏，数万共产
党人与革命者的流血牺牲，终于砸碎了
人们身上的枷锁，获得了新生。历尽沧
桑的武夷大地，从此阳光普照，焕发生
机；饱受苦难的武夷父老，从此昂首挺
胸，成为主人。崇安的历史，由此揭开了
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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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锭 罗永胜

露浓染色更争新（水彩画） 刘鑫 作

中共崇安城工部支部成立地址裕生酒厂遗址中共崇安城工部支部成立地址裕生酒厂遗址（（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桐木关
春风，最先吹到这里
只有一千多米的高度
才能表达坚定和自由
在终日云雾缭绕的日子里
将淡淡的花香与果香拢入怀中
远离人群，接受命运的裂变

一生的沧桑与恩怨
在雨水一遍遍滋润下舒展
在人间，万物枯荣都是表象
迈过一道道坎
最后它在沸腾的水中，
与自己和解

春风最先吹到这里（二首）

□江巧华

涉足武夷文化之初，就喜读大
理学家朱熹的《九曲棹歌》，其诗首
句云“武夷山上有仙灵”。我怀着好
奇之心，想从诗中寻出“仙灵”所在，
读之再三，未得其果，便慢慢淡然。

后来看到前人对武夷山风景的
经典赞句：碧水丹山，秀拔奇伟，更
注释其兼有桂林之秀，黄山之奇，泰
山之雄，华山之险。我便学舌地引
用此说于文章或传于友人游客。但
常心存芥蒂，认为此乃自夸之词。

几年后，我先后游此四大名
山。金秋的桂林，宛如一幅水墨丹
青，平地拔起的尖削山峰，淌淌而流
的漓江水，特别是夕阳之下的阳朔，
俨如田园诗山水画，让我陶醉。

初冬的泰山，暮色苍茫，傲立于
齐鲁大地，更显高耸伟拔。其巅上
的碑刻，留下不少高人名家的翰墨，
当年皇帝登临封禅的恢宏气派宛如
犹在眼帘，令人肃然起敬。

至于黄山，我曾三度攀登。那
嶙峰、怪石、苍松，难以言状，让我惊
叹不已。无怪乎，古今画家将此视
为创作殿堂，据说世纪大画家刘海
粟曾十上黄山，传为美谈。

华山之险天下闻。参加西安法
门寺茶文化节后，我心急火燎朝其
奔赴。店家告曰，若想登上最高朝
阳主峰，大都是半夜始上：暗不见
险，心不怯，腿不抖，且无从可退，只有前登，才能临其巅，
否则多数半途而止。我则是天亮始登，上到最低之北峰，
已气紧腿酸，只剩仰望其他四峰之力。就此而言，也算上
过华山，心存满足。

游罢四山，审视武夷。风景区最高之三仰峰，海拔不
过七百之余，比黄、泰、华差之甚远；九曲溪只能放筏，漓
江则深可航船。故就单项而言，家乡武夷，无出其右，不
可比拟，但是武夷山“兼而有之”，好像也非妄言。君见否
水抱山还的九曲水，不但逶迤秀美，且可放伐览胜，别有
韵味；拔地而起的大王峰，具王者威仪，若临其顶一览众
山，群峰折腰作揖；亭亭玉立、光彩照人的玉女峰，动听故
事随清溪流转，如歌如泣，牵动多少痴情男女；隐屏峰据
传曾有仙人与凡夫在此对弈，早年没设护栏云梯，有几人
敢上？故对武夷山水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大有人在。据
传“不如武夷一小丘”那是文人的酒后之言，“谁来此处比
高低？”也许是诗人偏爱武夷山的即兴之作，著名作家、文
学评论家冯牧先生的见地是“岱宗雄奇世无伦，黄山幽邃
自古闻，桂林秀色甲天下，未若武夷集一身”。此诗承继
了古人“秀拔奇伟兼而有之”论说，又突出他山之显，皆大
欢喜，我非常爱听。也许，这就是武夷山的灵性。

由此我想起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的金句：“山
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武夷山正因此说。
清乾隆十六年《武夷山志》载有“方外”（即仙）50多位，生
前或廉明官宦，善者仁人，道士和尚，甚至有宋代知县赵
抃府中录事邹某，“奉公甚谨，一介不取”后得道坐化于幔
亭峰。更有居杜葛寨临近崖洞之编织草鞋高手，死后身
躯不腐，受供于岩龛，乡民便取“草鞋仙”地名以纪之。当
然，名显位尊者当属武夷君，朱熹考证，其当是古时部落
首领，生前统领山民种谷植茶，构筑崖居，逝后册封为仙，
多次受到朝廷加封祭祀。如今，其作为中国最早种茶之
茶神，与最早发现茶之始祖神农、最早撰著茶书之茶仙陆
羽，同入华夏“先农御选”名录。实至名归，值得庆贺。故
武夷君为山中首屈之仙，理所当然。

另说武夷山之“龙”，其实谁也未曾见过。“龙”本来就
是传说中的神物，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世人往往借助
其名，以彰显风水灵气。武夷山先民亦然，想象出几条神

“龙”：由西至北有条龙峰，护卫着峰岩坑涧、茶园寺观；九
曲溪中卧龙潭之潜龙，镇妖保航；更有九龙窠之九条龙，
荫庇着茶王母树大红袍。凡此，使秀拔奇伟美景万古流
芳，逶迤九曲为游客增加无穷雅致，武夷佳茗为饮君平添
美好享受。武夷“龙”功不可没，当受敬祭。

武夷山上的神仙、祥龙，是古代先民的精神寄托，如
今已成一种文化，弘扬此等文化，也可为旅游平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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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最美四月天，踏青赏景春意绵。
溪岸杨柳枝叶软，满园花香吐蕊妍。
沿途竹径莺歌细，洲头鹭鸟舞翩跹。
春光明媚惹人醉，村舍采茶不得闲。

人间最美四月天
□林国平

春风，最先吹到这里
云雾、朝露、精巧的鸟儿
半坡樱花和新冒头的嫩芽
太阳照进整座山坳
雨水斜入整片茶园

燕子窠满园生机
野生植物们任意生长
这里是被“名气”围住的地方
这里的每一片茶叶
是久负的盛名
是淳朴的民风
是超脱的意境

燕子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