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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歇和熊完，他们的舍命江湖
———楚考烈王记事④

沈国冰

1
周朝的封国制度，为它自己的后来

埋下巨大隐患。 不仅导致诸侯国之间纷
争不断、烽烟四起，最后，周朝还被它自
己所赐封最厉害的一个诸侯国秦国，取
而代之。 所以，秦国终结长达 800 余年
的春秋、战国之后，坚决废止封国制，实
行中央集权、郡县制。

春秋初启之时 ，那个时候 ，后来坐
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双料桂冠的
楚国，才刚刚兴起。

彼时 ，在今天的河南东南部 、湖北
东北部一带，有一个诸侯国 ，它的名字
叫作黄国。

如你所知，不错，黄国就是今天黄姓
的宗源。

很长一段时间， 黄国都是淮河流域
的霸主。

可是，有一个诸侯国，少有大志，一
心想挑战黄国的霸主地位，这个诸侯国，
就是楚国。

公元前 704 年，楚国约会诸侯。用今
天的话来讲， 就是楚国邀请淮河流域的
诸侯国到楚国来吃饭。 请客吃饭， 酒菜
好备客人难请，客人能来，请客者要有一
定的实力才行。 能把客人请来， 那才叫
本事。

果然，黄国正眼都没有瞧一下楚国，
没来。

黄国心里想： 你请我就去了？ 你楚
国算老几？

黄国和楚国从此结怨。
公元前 675 年， 楚文王决定教训一

下黄国， 于是起兵攻打黄国。 黄国果然
不是浪得虚名，楚国虽然惨胜，但也吃了
大亏，尝到了黄国的厉害。

公元前 658 年， 黄国参加了密谋伐
楚的齐国、宋国、江国、黄国四国会盟 。
随着齐国霸主地位的形成，黄国日渐向
齐国靠近，以期借力抗衡楚国。

楚国和黄国彻底翻脸。
公元前 648 年夏天，忍无可忍、无需

再忍的楚成王，再次出兵，这次，楚国打
败了黄国。

楚国将黄国的版图收入囊中。
至此，黄国没有了。
或许，换一句话讲，黄国存在于楚国

之内，成为了楚国疆域的一部分。
楚成王占领黄国之时， 颁布了三条

律令， 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 大致意思
是：第一，对黄国人实行平等政策，不得
有任何歧视，在就业、入学等方面优先。
第二，减免黄国人赋税三年。 第三，优先
选拔黄国人当官员。

朝野内外很多人， 对楚成王过于优
厚黄国亡国子民很不理解。 雄才大略的
楚成王心里想， 你们怎么会理解寡人的
眼光和胸襟？

在楚国 42 个王之中，楚成王虽然算
不上雄主，但至少是一个英主。

楚成王执政 45 年，灭掉黄国，拓展
了楚国的版图。 但这却不是他最大的政
绩。 他最大的政绩是励精图治， 奠定雄
厚基础， 让自己的孙子成为了一个名震
春秋群雄的楚王。 这个王，就是“不鸣则
已、一鸣惊人”“问鼎中原”“余音绕梁、三

日不绝”的一代雄主楚庄王。
那么，楚成王的眼光有多远呢？
楚成王之后，过了 375 年，楚国的朝

堂上出现了一个黄国人，他外表俊朗、能
言善表、才华超群，还深谙谋略和军事，
深受楚顷襄王的赏识，那么年轻，就坐上
了左徒之位。

这个英勇睿智、 出类拔萃的黄国青
年，从这里登上战国后期的历史舞台，成
为暮楚的天幕上最为闪亮的一颗星星。

如你所知，他的名字叫作黄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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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初的开始，各个诸侯国之间

还能相安无事。
第一个因素，碍于周王室还在，尽管

周王室的存在只是一个符号， 但是毕竟
还在， 诸侯国还是有所顾忌。 周王室消
亡之后，诸侯国的那块遮羞布被彻底扯
掉了，互相之间撕破脸皮、大打出手。 第
二个因素，诸侯国之间实力相当，还没有
到哪一个一家独大， 强国们只是各自称
霸一方，所以暂时相安无事。

战国初期， 秦国远不是最强的诸侯
国，那个时候的老大是魏国，魏国的背后
是韩赵魏的三晋联盟， 为了共同抗衡魏
国， 秦国和楚国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良
好关系。

到了战国中期，魏国衰败了，秦楚双
方的共同敌人不复存在， 都想争夺四川
之地，从此开始，秦楚关系破裂。

到了楚怀王的时候， 秦楚为了争夺
对四川的控制权，大打出手。 渐渐地，秦
国占据了上风， 楚国彻底失去对四川的
控制权，更在与秦国的战争中落败下风。
过分的是，秦国以邀约诸侯会盟为幌子，
把楚怀王骗到了秦国，囚禁起来了。

楚国不能没有王， 于是楚怀王的儿
子接任，就是楚顷襄王。

什么叫做生不逢时呢？ 楚顷襄王执
政之时， 秦国正是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
可是一代雄主，是他在秦王的任上，奠定
了秦国后来一统中原的雄厚基础。 秦昭
襄王启用了一文一武两个超级人才。 武
将，就是白起，攻破楚国郢都、长平之战
打残赵国，都是这位战神的杰作。 文臣，
就是范雎，秦昭襄王拜范雎为相，采纳并
推行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

秦昭襄王亡楚的企图，暴露无遗。
白起率领的秦军，一路东击，如入无

人之境，一举攻陷了楚国都城郢，楚国几
十万精锐损失殆尽。

这一战，楚国元气大伤，从此再也无

力和秦国抗衡，更不要说争霸了。
但局势的发展和极端复杂的不确定

性，远不是这么简单。
此时， 楚国面临着亡国之危。 楚顷

襄王敏锐地洞察到了国家面临的这一生
死危机。

楚国总要续命，只要国家还在，就会
有机会。

求和、服软，成为唯一选项。
秦国的终极目标是要灭掉楚国，而

不是让楚国续命， 更不想给予楚国喘息
之机。 因而，在实力对等巨大悬殊的背
景下，求和，实力超强的秦国，又怎么会
轻易答应呢？

那么，派谁出使秦国，才能完成这一
重大使命任务，挽救命悬一线的楚国呢？

想必，楚顷襄王数夜不眠，把文臣武
将都思虑了好几遍。

最后， 楚顷襄王想到了朝堂上的一
个年轻的高官。

不错， 就是那个黄国后裔， 左徒黄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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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 黄歇不过 40 岁刚刚出

头，却已位居左徒高位。
左徒，在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诸

侯国中， 楚国独有的官职设置。 相当于
副宰相。

相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副相，
其职级和地位之高， 可想而知了。 楚国
设置的独有官职左徒，好像职数配置只
有 1 名。 此前，著名大诗人、今天端午节
宗源屈原，担任的就是左徒。 由此可见，
黄歇这个人是怎样的厉害了。

黄歇能被楚顷襄王选定代表楚国出
使秦国谈和，可见他在朝堂的影响力，更
足以显示楚顷襄王对他的超级认可和信
任！

黄歇果然没有辜负楚顷襄王和楚国
全国上下的期望与重托。

至于黄歇出使秦国， 怎么把秦昭襄
王说动了心，史书上都有详尽记载。

反正，秦昭襄王答应和楚国和谈！
消息传递至楚国， 楚国朝堂上下一

片欢呼，楚顷襄王当晚夜宴群臣，喝得大
醉，吐了一地。 然而，楚顷襄王高兴得有
些早， 因为秦昭襄王提出了一个极为苛
刻的前置条件：秦国和楚国可以和解，但
签订和平条约的前提是， 楚国必须把太
子熊完送到秦国。 就是楚国必须把太子
熊完送到秦国当人质。

这个前置条件不仅极为苛刻， 还具
有极大侮辱性。

在国家命悬一线和太子去秦国当人
质之间，楚顷襄王十分清醒，他选择了牺
牲亲情。

然而， 派谁去秦国陪伴当人质的太
子呢？

这个人选，又成为一大难题。
朝堂之上， 当楚顷襄王征询群臣这

一人选之时， 他看到的是群臣低俯的身
躯和不敢迎视的胆怯。 这时， 一个青年
官员出列，大声而坚定地对楚顷襄王说：
大王，臣愿意领命！

这个青年官员， 就是刚刚出使秦国
完成重大使命任务的左徒黄歇。

公元前 272 年早春的一天清晨，楚
国太子熊完前往秦国的车队， 从楚国的
都城陈都出发了！

未来无期，前途未卜，凶险莫测。
早春的中原大地，麦苗泛青，柳树抽

芽，遍地青色。
美好的春色， 太子熊完哪里有心绪

欣赏。
时年，太子熊完 18 岁；陪同太子熊

完前往秦国的左徒黄歇，时年 42 岁。
一路向西，陈都的轮廓模糊远去。
黄歇把紧握的右手伸给太子熊完：

太子，您猜我手里握着什么？
太子一脸茫然和疑惑。
黄歇松开紧握的右手，空空的，看起

来什么都没有。
太子，我的手里握着一把春风啊！黄

歇大声地告诉太子熊完。
黄歇看见， 太子熊完的眼睛里有一

道亮光闪现。
咸阳，还遥不可望。
太子熊完和左徒黄歇， 他们两个人

的舍命江湖，从此开启了！

楚成王资料图，来源于网络

黄国故城资料图，来源于网络

《示 儿》与 陆 游 的 淮 南 情 怀
周 强

陆游的作品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
与杜甫的沉郁悲凉，尤以饱含爱国热情
对后世影响深远 。 陆游存世诗文近万
篇，其 85 岁时的临终绝笔 《示儿 》更以
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成为后人传颂的
经典。

诗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
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
乃翁。 ”陆游一生致力抗战，一直希望能
够收复中原。 虽然频遇挫折，却始终不
改初衷，《示儿》虽短，但其浓浓的爱国
情怀力透纸背。

那么这首爱国主义诗作名篇与淮
南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陆游的爱国主义种子是在淮
南种下的。

陆游的父亲陆宰曾在淮南为官多
年，“先君初有意居寿春，邑中亦薄有东
皋”。 后来陆宰转任外地，北宋宣和七年
（1125 年），陆宰由扬州乘船赴北宋都城
东京开封府，准备转任新职。 十月十七
日（公历 11 月 13 日），陆游出生在淮河

淮南境内的官船上。 不久因宋金战争爆
发，全家流落淮南居住数年 ，陆游在淮
南开始了启蒙教育。

古人在儿童 4-6 岁时进行开蒙教
育。 陆游《次韵邢德允见赠》诗说：“细思
渭北希高价，终胜淮南诮发蒙”。 此句说
明，陆游是在淮南开始的启蒙教育。 这
句诗也间接说明，陆游全家在淮南居住
至少有 3 年时间，离开淮南时陆游已经
开蒙，因此不会早于四、五岁。

陆游接受启蒙教育时就接受了这
样的现实：一方面是异族入侵 ，铁骑肆
虐，淮河以北成为敌国领土。 自己当时
出生在官船中 ， 从淮南至开封必经颍
河，宋金划界时，颍河已经成为敌国内
河； 一方面父亲因宋金战争而丢官，在
战火中全家从中原漂泊，一路上颠沛流
离，最终流落淮南，暂居寿春邑中东皋
旧居。 国仇家恨交织，因此陆游从幼年
在淮南的启蒙开始，心田里就已种下了
影响其一生的爱国主义种子。

第二，淮南是陆游心中的家园。
陆宰曾在淮南三度为官，累计十余

年，对淮南的情况非常了解 ，因此在对
陆游进行家教时，经常将他在淮南的生
活经历、风土人情、奇闻琐事，讲故事般
地灌输给陆游 ， 陆游幼年又在淮南成
长，生动的淮南故事经常成为陆游诗文

中的素材。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八
公山下，草木皆兵”是发生在淮南的两
个著名成语典故，后来这两个典故都被
陆游融入诗中。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见于《作梦》：“骠骑向来求作佛，淮南末
路望登仙”；“八公山下，草木皆兵”见于
《舟行蕲黄间雨霁得便风有感 》：“江底
鱼龙贪昼睡，淮南草木借秋声”。

《家世旧闻 》 是陆游的史类书稿 ，
《老学庵笔记》是陆游的笔记体散文，这
两本中都记载了大量的遗闻故事、风土
民俗、奇人怪物等，内容多是陆游的亲
历亲见亲闻之事，其中不少亲闻的内容
就是父亲陆宰当年讲述的淮南故事。 有
一件事很具淮南特色。 当时寿春人将南
唐名将刘仁赡的塑像立在西汉淮南王
刘安的庙中进行纪念，有人觉得刘安是
因“据国叛西京”而被迫自杀，与刘仁赡
“担身保一城”的忠勇行为不堪相比，因
此将两人放在一个庙中祭祀是极不合
适的。 于是陆宰“始为仁赡筑庙，且具奏
得额曰‘忠显 ’”，从此刘仁赡的地位提
高，得到寿春人的单独祭祀。

第三，陆游因长子陆子虡在淮南为
官而对淮南关注更多。

陆游生有七个儿子， 长子陆子虡，
次子陆子龙，三子陆子修，四子陆子坦，
五子陆子约，六子陆子布，幼子陆子遹。

长子陆子虡曾在淮南为官，有《寄子虡》
诗为证：“汝官南寿春，我居东会稽”。 北
宋末年置寿春府，府治在下蔡县 ，寿春
县为寿春府属县，因此有南寿春 （寿春
县）与北寿春（下蔡县）之说。 沿至南宋，
北寿春归金，为寿州州治；南寿春属宋，
初为安丰郡军治，后为寿春府府治。

陆子虡曾参与编撰陆游的《剑南诗
稿》，全书 85 卷，收诗 9300 多首。陆子虡
在淮南为官，陆游心中非常挂念。 《剑南
诗稿》中，陆游仅寄长子陆子虡的诗就
有 20 多首。 有一回陆子虡回绍兴省亲，
将一幅淮上地图呈给陆游。 陆游观阅地
图，反复研读，竟至动情落泪。 《夜观子
虡所得淮上地图》：“闭置空斋清夜徂 ，
时闻水鸟暗相呼。 胡尘漫漫连淮颍，泪
尽灯前看地图。 ”“淮颍”即寿县正阳关
淮河对岸的颍河入淮之口。 当年父亲陆
宰携全家由淮入颍而赴东京 ，如今 “淮
颍”已被敌国占有，“胡尘漫漫”对淮河
流域的蹂躏 ， 诗人有心杀敌却无力回
天，只能空对淮上地图而流泪。

陆游生在 “淮颍”， 长在淮南， 如
今一河而将中华民族两隔， 使陆游痛彻
心扉。 收复失地 ， 统一中原的爱国情
怀， 支撑着陆游走完其孤忠人生， 临终
前虽然留有无尽的遗憾， 但仍悲情期望
“王师” 最终能够 “北定中原”。

暖阳下的刘少海故居
吴 骧

寿州古城南过驿巷、 北过驿巷，是
明朝官家邮差、 将士休息补养的驿站，
现如今大都为低矮的砖瓦平房，成为普
通民居。 步入北过驿巷，沿着窄窄的水
泥路，到达巷子的中段，一幢高大的建
筑特立突出，灰砖黛瓦的门楼，本色油
漆的大门， 门上高悬一块黑色横匾，上
题“刘宅”两个金色大字，这就是被列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刘少海故居。

刚跨入大门内，扑面相迎的是一扇
深灰照壁，上面镌刻着“福”字，还有飘
散在空气中的阵阵花香。 转过照壁，明
净蔚蓝的天空下，闪亮温煦的金色阳光
洒满偌大院子的每个角落，映照在灰砖
黛瓦的屋宇上，辉映在深浅交错的方砖
地面上，冷寂森严的院落立刻温暖鲜活
了。

刘少海故居始建于清代， 占地总面
积 1571 平方米。 从 2017 年开始， 本着
“修旧如旧”的原则，寿县文物局组织人
员，用了四年时间对此进行修缮。修缮一
新的刘少海故居不失原有的特色和韵
味，现已辟为寿县旅游著名的人文景观，
运用大量实物、图片、雕塑、文字解说，还
原当时生活场景，供人们参观游览。

故居整体建筑格局为“田”字形，四
个套院，九幢房屋：轩敞富丽的厅堂、摆
放笔墨纸砚的书塾、 五谷满仓的粮行、
收存各种什物的当铺……所有建筑均
为砖木结构，灰色砖墙，叠瓦屋面。室内
素白墙壁、 黑漆屋顶檩条与檀木家具，
搭配朱红镂空隔扇、 桔黄木门和格窗，
雍容典雅中释放着明快与温情。

刘少海家族是寿州名门豪族，在清
末民初很有影响力。刘少海私宅历经刘
氏祖孙三代苦心经营而成。刘少海的祖
父是一位头脑活络的商人，恪守义在利
前、诚信为本的经营之道，从手工作坊
做起，资金越聚越大，发展到经营当铺、
粮行、银楼等产业，开始征地兴建刘氏
私宅。

刘少海的父亲刘跃龙，少年时学习
制作手工炮竹。 中法战争之后，列强欺
凌日盛，刘跃龙深感于国是日非，发愤
从戎，于是前往山东威海投靠绥巩军统
领戴宗骞，从而进入威海随营武备学堂
学习。 1895 年，刘跃龙勇敢冲向甲午战
争前线，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 1920 年
7 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落败。 身为中
央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的刘跃龙，目睹
军阀连年混战、 民不聊生的惨淡现实，
毅然辞官从商，在沈阳、抚顺一带开设
绸缎庄。从商发迹后，在寿县南关集、北
兴集、八公山购置大量土地，扩大刘氏
产业规模，促进家乡农业发展。

刘氏家族具有课子耕读、崇军尚武
的传统，所以，刘少海自幼就习文好武。
成年后，继承家业，不断做大做强。当时
的寿州当铺业三雄并立：北过驿巷的刘
少海当铺、南过驿巷的孙蟠“石州当铺”
以及孙显庭当铺。 刘少海粮行，在寿州

粮行界也堪称翘楚。
刘少海 （1890———1947）， 中等身

材，生就一副慈眉善目，待人接物宅心
仁厚， 即使对待长工和佃户也平易可
亲。他富贵不忘四邻，博施济众，竭心致
力于家乡慈善事业，成为清末民国时期
誉满寿州的乡绅、慈善家、武术家。

他不惜重金创办私塾学堂，聘任博
学方正的寿州名儒孙子贞为塾师。这样
既方便督促家里的孩子读书上学，也接
济了很多穷人家的孩子能够上得起学，
因为他们只需交付很少的费用，就可以
就读刘家私塾了。

刘少海一生酷爱武术， 武艺高超，
致力于弘扬中华武术文化事业。他开设
武馆，广收门徒，又聘请武艺精湛、饱贮
民族气节的河南武术大师魏仿石为师，
传授拳术、刀枪棍棒等武艺，造就了众
多武林高手。曾经在上海滩担任过武术
教练、 赫赫有名的孙北辰就是他的弟
子。

民国时期的中国， 自然灾害频发，
加之战争频仍，常常赤地千里，饿殍遍
野。处在天灾人祸中的寿州百姓缺吃少
穿，在死亡边缘痛苦挣扎，他们无法度
日，无力安葬逝者。 刘少海对此伸出援
手，慷慨解囊。每年春节前，刘家就把红
包塞进穷人家的门缝中，帮助他们渡过
难关；刘家在南关集自家土地中划出五
十亩义地，并捐献棺木，为死去的穷苦
人进行安葬。刘家还常年向穷苦百姓施
放稀粥，救人无以数计。

在刘少海故居大门入口北侧院落，
有一处景点特别抢眼：四根立柱撑起一
个草棚。草棚内一张大桌，两条板凳，桌
上放着一个仿佛仍散发着袅袅热气的
赭色釉盆。一位身着长袍、腰系围裙、头
戴瓜皮帽的慈祥长者， 盛满一碗粥，笑
容满面地递向一个男孩。 男孩一身补
丁，张开双手接粥，并连声道谢。等候在
孩子身后的是一位母亲， 头绾窝髻，衣
衫褴褛，手持碗，怀里还抱着嗷嗷待哺
的婴儿。 这就是刘宅施粥棚，通过简单
的陈设、几尊乌铜雕像，生动再现了当
年刘家放粥的真实场景。多少凄风苦雨
的日子，无数面带菜色的穷苦人从四面
八方朝圣般赶到这里。 他们衣不果腹、
瑟瑟发抖，在呼啸的寒风中，喝着热气
腾腾的稀粥，不禁热泪盈眶，啧啧称赞：
“寿州的活菩萨，刘大善人！ ”

1938 年， 抗日的烽火燃烧到了淮
河岸边，参与蚌埠阻击战的一批爱国青
年沿淮而下，漂泊到了寿州。 刘少海毫
不犹豫接纳他们住进自己家中，妥善照
顾他们的饮食起居，保住了祖国的这些
文化血脉。他们中有后来成为北大教授
的孔庆钤、上海二军医大副教授的周良
猷、台湾高僧释智严等。 一介乡绅刘少
海，满腔悲悯之心和济世情怀，令人感
佩不已。

渐近中午时，暖风吹拂，太阳更加
光芒四射，一览无余地照耀在刘宅的每
个地方，温暖宜人。 施粥棚檐的稻草有
节奏地摇曳着， 正堂前的花树吐蕊怒
放，花香四溢，堂内上方悬挂的对联“松
间明月长相照，身外浮云不足凭”，与射
入的阳光交相辉映，灿烂夺目。

妯娌智救交通员
黄士玉

民国 29 年日本侵略者攻占寿县
城，因城内百姓大都早已 “跑鬼子反 ”
逃到戈店、双门一带去了，在财空物缺
的小县城里，小鬼子得不到补给，就下
乡掠夺财物。

可是小鬼子的每次出城打劫行
动， 总是被地下交通员将其消息提前
传递给以大队长曹云露为首的抗日游
击队和石寅生组建的县自卫大队 ，致
使日本军出师不利，以失败告终。 你想
小鬼子多精明呀，三番五次受到打击，
能看不出个中的一二三吗？ 小鬼子吃
亏之后， 组织当地汉奸和汪精卫的伪
军下乡巡逻，盘查南来北往的行人，对
形迹可疑者，一律抓回城拷问，验明正
身， 企图通过这种方法逮到通风报信
的联络员和交通员，以绝后患。

话说初夏的一天上午，有一支巡逻
队出了城门，行走在通往邓家渡口的土
大路上，他们一边走路，一边交头接耳，
其中领头的小鬼子叽哩哇啦地向手下
人发号施令。 这群人嘻嘻哈哈，不知不
觉走了几里地，来到小松林，小鬼子警
惕性高，率先发现对面过来的一个小青
年，但见他个头不高，略显清瘦，但精神
抖擞，还行色匆匆，便起了疑心，命令手
下人等将其抓获。 而小青年也不一般，
一看情况不妙，岔到田间小路，顺着高
粱地跑，七拐八绕，甩掉了尾巴，这才略
略松了口气，仔细琢磨脱身之法。 过了
一会儿，一拍脑袋，有了！前面就是胡家
堆坊，何不进村躲避躲避！

小青年来到胡家堆坊， 进入一户
人家， 恰好遇上正忙着做午饭的两个
中年妇女，在打招呼的时候，发现其中
一位是自己的远房亲戚， 心里暗自庆
幸，有救了！ 于是长话短说，禀明遭遇
巡逻队的情形，请求其给予帮助。 老二

家快人快语，满口答应，丢下手中的活
儿，对老大家说：“大嫂，你烧锅，我把
小兄弟送到竹滩上去，那里很安全。 万
一巡逻队的人来了，你搪塞一下。 ”

老二家带领交通员小马来到村南
的大塘边， 小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
的水塘，水面少说也有十几亩，塘中央
有一片高滩，生长着茂密的翠竹，遮天
蔽日， 据说竹林里毒蛇丛生， 蚂蜂如
星，所以平时无人敢轻易上滩，今天因
情非得以，二嫂才出此下策。

老二家喊小马从看塘的小屋里抬
出一口大缸放入塘中， 又递给小马一
个水瓢， 指着大缸对小马说：“快划缸
过去，到竹林藏好！ ”于是小马进入大
缸，飞快地划到高滩，他把大缸推到荷
丛之中，才进入竹林隐藏其身。

话分两头， 再说巡逻队一路追随
小马，却不见踪影。 中午时分赶到胡家
堆坊，挨家挨户搜索小马。 巡逻队来到
老胡家， 小鬼子通过翻译问大嫂和二
嫂有没有看到个头不高瘦瘦弱弱的陌
生小青年，并威胁道：“如果知情不报，
必将严惩不贷，死啦死啦的！”能说会道
的老二家抢先回答：“我们忙着烧饭，大
门未出二门未迈，哪能见到陌生人呀？ ”
小鬼子见问不出名堂， 就下令搜查，于
是把胡家翻了个底朝天， 结果一无所
获，只好悻然作罢。临走时，小鬼子忽然
问胡家妯娌那个小青年会不会躲藏到
竹林里。 老二家回答道：“一是水面宽，
一般人游不过去； 二是竹林上有毒蜂，
下有毒蛇，无论遇到毒蜂，还是毒蛇，都
必死无疑。就算他有胆去，也没命活，所
以不可能。 ”小鬼子觉得言之有理，不再
纠缠，收队打道回府。

就这样， 交通员小马在胡家妯娌
俩的帮助下，化险为夷，逃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