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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11月1日四版）在六连围歼吉如松部叛
匪的同时，来自西藏昌都、云南中甸、德钦、怒江
的兄弟部队也在察瓦龙、碧土、格堡、普尼等战场
上执行外线包围的部队继续围堵，并紧缩包围
圈，内线部队分区域、分片进行搜剿，控制水源、
村庄、要道，发动群众切断叛匪的粮源，组织小分
队有重点地进行搜剿，并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对叛匪进行分化瓦解。各进剿部队采取围困、各
个击破的战术，打了很多胜仗。

在平叛中，采取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
的方针，争取被裹胁的群众，孤立叛乱骨干。经
过20天的战斗，察瓦龙战役共歼灭叛乱武装338
名，其中击毙叛首桑树林、董绍富、达拉格登、尼
玛百色等以下167名，俘叛首吉如松以下224名，
投降47名；缴获步枪134支，手枪23支，火药枪29
支，骡马148匹。平叛部队阵亡排长1名，战士14
名，伤排长1名，战士9名。

察瓦龙战役除小股叛匪漏网外，大部叛匪被
歼灭，达到了我军的预定目标。

六连指导员王凤朝风尘仆仆地从内地学习赶
回来时，察瓦龙战役已经结束，他为自己没能参
加这个战役而深感惋惜。

察瓦龙战役后，因六连连长李国忠的突出表
现，被军区选送到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团部任
命张起顺为六连连长。

查里战斗
查里位于德钦以北，甲工以西，与盐井、宁静

接壤，地形复杂，大山环绕，森林密布，处于海拔
5000米的查里雪山下，每年10月即大雪封山，交
通较为困难，是德钦的工作薄弱地区之一。

1959年3月，西藏以达赖为首的反动上层叛
乱后，盐井叛首贡格活佛，直接指挥查里叛乱。
寺庙、大管家、伙头等逐户派门户兵，他们规定：
凡男人只要能拿起枪的都要参加“保族护教”队，
上山去打金珠玛，无男人者派一牲口，无牲口者
出钱，男人不上山者以私通汉人论处，统统杀死，
女人接近汉人者要活埋。并制造谣言，威胁群众
上山参加叛乱。叛乱武装达130余人，有杂七杂
八的各种枪支。拉萨平叛结束后，叛匪分散到各
地进行“游击战”，一部分逃到了盐井，与这里的
叛匪汇合，做最后的挣扎。

丽江边防军分区于 7 月份命令边防一团进
剿，平息查里叛乱。一团接受任务后，命令五连、
六连和团部侦察排，共13个班143人，在指挥部的
率领下，进剿查里叛乱武装。经过连续21天的军
事进剿和政治争取，除伙头逃窜外，其余全部被
歼。击毙叛乱武装3人，击伤1人，俘虏13人，政

治争取活佛、大管家以下117人投降，缴获长短枪
21支，火药枪5支，子弹688发，手榴弹4枚，骡马
14匹，粮食2000余斤。平叛部队无一伤亡。

盐井江西战斗
西藏以达赖为首的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武装

叛乱以后，盐井一带的叛匪头目像打了鸡血一样
兴奋起来，极其嚣张。盐井的江西以达水伙头为
首，纠集200余人进行叛乱。达水伙头被称之为

“独脚土匪”，他的一只脚在打冤家时被打断后感
染截肢，从印度搞了个假肢，套上假肢，就像真脚
一样行动自如。达水伙头将18至60岁的男性强
迫组编为4个队：扛步枪者编为第一队，扛火枪者
编为第二队，滚石雷者为第三队，运送粮食物资
的编为第四队。叛匪们分布在保农、冲西、雷公
寺、达水等地。

9月边防一团团长晏福祥奉命率四连、五连、
六连三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警通连一部分，共计
382人进剿。其任务是：五连围攻雷公寺，六连和
侦察排奔袭达水，四连二排担任阻击保农叛乱武
装向北溃逃，三排围攻冲西。

当时，因雨季来临，雷雨天气较多，道路难行，
各分队提前一天行动。4月17日，派侦察排奔袭
夏后，抓住俘虏返回木水，以迷惑叛乱武装。部
队于4月18日分别集结于江东、江西待命。4月
19日，指挥部抵达保农，获悉雷公寺、达水叛乱武
装集结较多，决定兵分三路进剿。命令四连一排
的无后坐力炮排加强五连作战；指挥部率侦察
排、六连、机枪连围歼达水叛匪；四连一排、侦察
排分别在保农和夏后搜剿。

4月20日，各路进剿部队先后进入战斗。四
连三排进至冲西，与零星叛乱武装接触，击毙叛
匪2名。五连在炮火掩护下合围雷公寺，经过15
分钟战斗，占领雷公寺，俘获叛乱武装76名。达
水伙头的长子达水百长（相当甲长）纠集叛乱武
装70余人，占据里地以南险要地形，企图阻击进
剿部队。

六连从山林里搜索着前进，尖刀班是七班，尖
刀班刚接近一个狭道，前面“啪、啪”两声枪响，尖
刀班一个战士大腿上中弹，顿时军裤一片鲜红。
班长鲁追的枪也几乎与土匪的枪同时打响，他立
刻命令道：“有埋伏，隐蔽，准备还击！”全班战士
散开卧倒，尖刀班的冲锋枪、机枪、步枪齐射，压
制住土匪的火力。一阵对射后匪群向左贡县加
达村方向逃窜，他们凭借坚固的民房与六连对
峙，激战半个小时，六连击毙达水伙头的长子以
下叛匪 9 名，俘虏 14 名，其余逃窜，六连跟踪追
击。当叛乱武装逃至达水、扎石、永丁一带时，指

挥部命令五连的加强排和四连投入战斗，继续追
歼叛乱武装，最后全歼这伙叛匪。

这次战斗中六连副排长雅岗益西农布壮烈牺
牲，还有几个战士负伤。

独脚匪首达水伙头不敢停留在曲子卡，带着
他的小老婆和几个心腹逃至俄仓南山，渡过澜沧
江躲在了对岸的一个山洞里。达水伙头的次子
带着40多名叛乱武装在附近埋伏。

4月22日，我军顺着澜沧江东岸前进，发现江
对面有叛匪活动，原来这伙叛匪就是藏在岩洞里
的匪首达水伙头一伙。只见岩洞离江面高出十
几米，站在高处可以看到江对面的洞口和土匪的
活动，下到江边就看不见洞口了。叛匪不时放
枪，打伤了六连的好几个战士和副排长扎史都
吉。六连战士射击时，匪徒躲在岩石后面，根本
打不着他们。最好的办法是投掷手榴弹进行轰
炸，于是，六连的战士们下到江边，站在江水里向
江对面的岩洞里投弹，但距离太远都投不到洞
里。只见这时扎史品初卷起裤腿，涉水到齐腰
深处，使出吃奶的力气一次一次地向洞口投弹
……

六连采取正面牵制与迂回包抄相结合的战
术，一小部分战士在江东岸射击、投弹佯攻，吸引
叛匪的注意力，大部队从上面绕道过江。当部队
接近一处悬崖小道时，躲在附近的达水伙头的次
子放几枪后撒腿向山上跑去，走在前面的七班长
鲁追一边追一边喊：“站住，站住……”叛匪根本
不听，只顾往山上跑，当追赶的几个战士接近时，
叛匪们从山上推下一排排的滚石雷，原来他们在
山上垒好了石墙，等着解放军。我方战士躲避不
及，有的受了伤。叛匪凭借预设工事以射击、滚
石雷等手段阻击六连接近山洞。七班长开枪击
毙了达水伙头的次子，匪徒见头头被打死，谁也
顾不得山洞里的独脚匪首达水伙头，自顾不暇地
向山上溃逃。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击毙达水伙
头次子以下7人。

一团机枪连从江对面封锁住了洞口，洞口的
叛匪支持不住，往洞里退却，六连战士接近洞口
喊话：“投降，快快投降，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我
方每喊一句，匪徒便射来一排子弹，根本就没有
缴械投降的意思。我方本来想，他们是瓮中之
鳖，要抓活的。达水伙头负隅顽抗，在劝降不成
的情况下，六连战士随着一声令下，纷纷向洞里
投掷手榴弹，随着爆炸声，从洞里冒出一股股浓
烟。战士们冲向洞口，洞口较小，里面很大，下了
一个木梯子，下面的空间很大，足有两间房子那
么大。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入”。在洞里打

扫战场时，只见里面的几个匪徒都被炸死了，血
肉横飞，匪首达水伙头的小老婆和出生不久的小
儿子也被炸死了，达水伙头被炸断的手腕上那只
金表还在“滴答，滴答”地走着呢！

在我进剿部队不断搜剿和强大的政治攻势
下，击毙独脚匪首达水伙头和他的次子等8人，
俘获木水伙头等13人，逃到山里的叛匪们纷纷下
山投诚。至此彻底歼灭了盐井地区的叛乱武装。

盐井江西平叛作战，自4月20日开始，至5月
1日结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6次，击毙达水伙头
以下24人，俘虏木水伙头及雷公寺管事以下128
人，迫使雷公寺巴机活佛、托瓦百长等 426 人缴
械。缴获卡宾枪1支，步枪72支，手枪14支，火药
枪192支，手榴弹3枚，子弹2087发，藏刀174把，
望远镜1具。

我军对在叛匪头目的威逼之下上山当土匪的
一般平民百姓，进行教育之后叫他们各自回家，
好好过日子。投降的叛匪里有大小头目14个，比
较顽固的有近百人，把他们集中在碧土寺里进行
社会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民
主改革政策，让他们进行讨论，提高觉悟，脱胎换
骨，重新做人。

我军在生活上对他们很照顾，大米、白面、猪
羊牛肉样样不缺。经过教育，提高认识后，绝大
部分俘虏释放回家，做遵纪守法的公民。

守卫溜筒江铁索桥
1948年由丽江商人赖跃彩发起并捐款，在佛

山溜筒江村畔的澜沧江上架设了德钦县境内唯
一的铁索吊桥，名曰“普渡桥”。溜筒江桥是交通
要道，过去是“茶马古道”上的必经之路，战争时
这座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平叛战斗中它成为咽
喉要道，把守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平叛初期溜筒江铁索桥由民兵武工队守卫，
经常受到叛匪的骚扰和威胁，给人民生命财产造
成危险。后来交由一团六连一排把守，平叛前线
战事紧张时由一排一班守卫。在一班守卫期间
发生过两次战斗，一班一死一伤。

当时桥东桥西各有一座碉堡，桥头有一个哨
所，离哨所一百公尺左右有木板搭建的营房，那
附近还有一座溜筒江村的小庙宇。有一次，几个
土匪来偷袭，守桥的老兵发现后先向土匪开枪，
但是没打中。土匪进行还击，打中了老兵的胳
膊，老兵扔出手榴弹，把土匪吓了回去。

1959年年底，6个土匪来偷袭，打死哨兵后，
土匪们从桥上逃往梅里雪山。班长立即向连里
报告情况，要求去追击。连长命令说：“夜里黑灯
瞎火的，敌人在暗处，容易遭伏击，你们班明天天

一亮就去追击！”
第二天，天一亮，一班留4名战士留守外，其

他8名战士奉命往梅里雪山追击土匪。到说拉牛
场时问牧民：“见到土匪了没有？”牧民们说：“见
到了，他们夺走我们的一些酥油、奶渣、糌粑后走
了。”一班翻过说拉垭口，下行到了格布村，老百
姓说：“看见土匪从这里走了。”一班又追到巴拉
村，发现土匪没有粮食，吃了农民地里的瓜充
饥。追到恩曲珠卡，打电报给前方的部队，请求
堵截。最后在民兵武工队的协助下，6个土匪打
死的打死，打伤的打伤，被俘的被俘，全部报销
了。

从1956年至1960年的5年中，“藏三连”是在
你死我活的平叛战场上度过的，是在激烈的战斗
中成长的。全连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部队各级首长的正确指挥下，与德钦各族人民
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继承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优良传统，以勇敢顽强过硬的战斗作风，转战在
德钦、西藏昌都地区的察隅、左贡、芒康等地，战
斗在滇藏交界的雪山峡谷，踏遍这里的山山水
水，全连指战员吃大苦、耐大劳，冲锋在前，干部
战士的鲜血和汗水洒在了家乡美丽的高原上，洒
在了保卫新生政权、保卫劳苦大众利益的战场
上。平叛战斗的胜利，为和平协商民主改革创造
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民主改革的胜利，迎来藏族
农奴彻底翻身解放。

平叛作战时期，全国民兵英雄雅岗单珍扎史
家族的五个兄弟益西农布、扎史多吉、鲁珠、丹
巴坚参四兄弟和堂弟鲁追同时在“藏三连”当
兵，牺牲2人；三排长此里品初和弟弟夏东此仁、
大舅子培楚洛丹三兄弟同时在“藏三连”当兵；
连长李国忠、哥哥李国良和李国祥三兄弟同时当
兵，在不同的部队服役，牺牲1人；班长扎史此里
和哥哥在“藏三连”当兵，弟弟同时在中甸七连
当兵……

“藏三连”在艰苦卓绝的5年平叛战斗中有15
位同志牺牲，在训练中有2位同志牺牲，一共17位
同志光荣牺牲。他们是：排长白丁恩木、此里农
布，副排长益西农布、扎西定主；班长格玛师诺、
单贞、扎西定主、巴登，副班长吾丁、此里达瓦；战
士鲁追、安吾尼马、恩主、吉称、阿纳、此里尼玛、
娘拥。有30多位同志负伤。

向英勇牺牲和光荣负伤的战友们致敬！
为了表彰“藏三连”在平叛时期的卓越贡献，

昆明军区荣记“藏三连”集体一等功，并授予奖旗
一面，此里品初、扎史品初、多吉、鲁追、巨米等荣
立战功，光荣地参加了昆明军区英模大会。

火花
轻轻一擦
划破夜空中最孤寂的两颗星
左边的星
沉睡中睁开了眼
右边的星
跳跃中停下了脚
光芒
笼罩四周
弦子拉响了阿尺木刮的欢快

左边的星在四处寻找
那个荡了秋千过了溜索的
美丽的纳西女孩
右边的星在悄悄暗恋
上了刀山下了火海的
英俊的傈僳小伙
米酒喝起来
赞歌嗨起来
火把燃起来
两颗星醉在火把旁的欢歌里

左边的星从高黎贡山走下来
带着燕麦的清香
大山深处的云雾
峡谷飞越的溪流
右边的星从坝子走上来
带着野花的芳香
田野显露的生机
湖泊穿越的万物
两颗星的相遇

火花
慢慢燃烧
夜空
星光璀璨
万物有了勃勃生机

纳西小女人
你在黄昏
哀叹时光匆匆
我用格林威治秒针
轻戳了你一下
你惊醒
原来美好就在当下

你在秋季
哀伤爱情匆匆
我用丘比特之箭
轻射了你一下
你惊喜
原来爱情就在眼下

你在远方
哀愁相聚匆匆
我用微笑之惑
轻点了你一下
你惊觉
原来拥有就在脚下

你的每一次哀鸣
都在我这儿戛然而止
我用纳西小女人的情怀

一一化解
入睡时
你含着蜜一样的梦
醒来时
你抱着梦一样的蜜
世间万般感受
哪一种能替代
纳西小女人的风情？

傈僳山寨只有鸡打鸣
凌晨
冷空气还在拥抱着
宁静的村庄和
熟睡的人们
此起彼伏的鸡鸣
一声声
一声声
催促着一天的好光景
从一缕轻烟中快快升起
勤劳的傈僳人
在薄雾中
拾起了米斯尼的预言
傈僳山寨的早晨
在鸡鸣声中徐徐拉开了帷幕

房前屋后
三三两两的公鸡母鸡
闲庭碎步观望着
山那头的雾
和主人背着牛羊们
翘首以盼的包谷秆

小姑子 小叔子
在火塘边
拔亮了一家人的希望
傈僳男女的心声
在鸡鸣声中悄悄打磨着光阴

午后时分
公鸡打一个盹
母鸡下一个蛋
烟雾缭绕了傈僳小山寨
风中摇曳的树林
时静时动
潜伏着好大雪的丰年
火塘边的烧土豆
散发出阵阵清香
傈僳娃儿嬉戏着小黑狗
在庭院下
串起了山那头的一颗颗星星
傈僳阿妈的眼神
在鸡鸣声中静静凝望着山寨

傈僳山寨
在鸡鸣声中抖擞精神
云山树河
在鸡鸣声中展颜欢笑
我的家人
在鸡鸣声中书写沧桑
鸡鸣的一天
是傈傈人跳阿尺木刮的一天
一天的鸡鸣
是傈僳山寨欢天喜地的一天

广告

从梅里雪山走来的英雄藏三连
☆祁继先

纳西女孩傈僳小伙
★萨玛格

（外二首）

老屋的脊背上，摇曳着一株株草，我
仰起小脸蛋儿迎着朝阳望天空，鳞片状
的瓦楞间，青盈盈的叶片让我好心动，蓄
满好奇的小童心，也随着瓦楞草轻盈地
舞起来。

我在屋里背唐诗，唐诗里说：“南内
墙东街路旁，须知春色柳丝长。”唐诗没
背完，忽然想起老屋脊背上像柳丝一样
摆动的瓦楞草，一抬脚我跑到院子里，放
眼瞧去，瓦楞草在碧空中正朝我挥手
呢。我看的好奇又入神，我在想，这青青
瓦楞草是否也能入诗呢？

我一天天去上学，学算术，还学古
诗，那半懂不懂的古诗读起来虽有些含
混，但我仍会摇头晃脑地沉浸在古诗的
文字里，诗里诗外都令年幼的我快乐和
陶醉。放学了，我和小同学一路嬉笑打
闹，眨眼间就走到老屋旁，一株株长不大

的瓦楞草又闯进我的视野里。瓦楞有的
三五成群抱成一团，一株挨着一株，有的
分布随意又率性，三三两两站立在高高
的屋脊上。晨曦中，熹微的薄光镀进村
子，瓦楞草秀色青隽。夕阳泼洒下来，瓦
楞草便沐在霞光里。我没读过有关瓦楞
草的诗，可瓦楞草已在诗中行走了。

我对瓦楞草充满了好奇，我们朝夕
相处，却从未相握相牵，于是我把自己幻
想成一缕青烟，腾地而起，在屋脊上自由
行走，就能与瓦楞草相言相欢了。那天，
我找来一个矮木桩，索性坐上去，直愣愣
地盯着高空中的瓦楞草相视而笑。

秋天到了，秋风一吹，我家屋顶上瓦
楞草变了颜色，金灿灿地长在青黛的瓦
片间，一根根笔挺地站立着，悠远而入
神，天也更高远了。每当这个时候，年幼
的我同样喜欢那些明晃晃的瓦楞草，它

们退去了青绿，却披上了金色。那天我
站在低矮的南墙根朝北望，突然感到瓦
楞间的小草更像个大人了，天要转凉，它
们却沉实了很多。在以后的日子里，我
同瓦楞草一道，在年复一年的岁月中，抬
起脚步不回头地朝前走，一步一步往前
迈。

瓦楞草，长在屋背瓦楞上，屋子旧
了，瓦楞草也就长出来，一株株散发着绿
意和微笑。现在房子一个比一个新，再
也见不到像以前那样的瓦楞草了，好多
楼房更没了瓦楞草的栖身处。转身回到
岁月中，那年那月沧桑的老屋在简朴的
日子里一步步前行，人们在困顿的生活
中仍是满怀希望地向前奔，在美好的憧
憬中终于走出来。瓦楞草，给了我童年
更多的乐趣和诗意，也给了我回味和期
盼。

青青瓦楞草
●董国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