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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明 （1917—2018），原名况明聪，1917
年 12月出生于赫章县野马川，1938年秋考入

云南昭通中学。那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

况明与全国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一颗报

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在学校参加了党的外围

组织——学生研究会，接受进步思想的教

育。

1945 年，况明从昆明高中毕业返家后，

应聘到赫章县野马川小学当教师。那时，他

父亲在野马川开办邮政代办所，他便以“况

明”这个名字订阅了一份 《新华日报》，将

革命的种子播撒在赫章县。当年年底，迫于

国民党的“剿共”行动，况明离家到昆明秘

密参加革命工作。

1947 年至 1949 年间，况明在云南省永善

县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当时，中共

永善县地下党组织，在秘密串联发动和组织

“农翻会”的基础上，积极准备组建游击武

装。

彼时，永善县地名叫黄葛树的地方有个

大地主龙奎垣，曾在滇军当过师长，有枪

100多支，可调动 1000多人。

这时，地下党组织需要在黄葛树设立一

个联络点，了解和掌握龙奎垣的政治、军事

情 况 —— 党 组 织 需 要 在 那 里 发 展 “ 农 翻

会”。因此，况明被派去黄葛树小学教书。

况明去了不久，组织上又从昭通派来了

当地的两位同志：粟连炳和刘传玉，让他们

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开展工作。

当时，黄葛树小学的校长刘达英是龙奎

垣的妻子。况明进入小学教书后，以教师的

身份进出龙奎垣家，逐步对龙奎垣进行熟悉

了解。

龙奎垣当时的政治态度是要稳住自己的

“土霸王”地位，不想向外发展。

1949 年，在云南全省临近解放的形势

下，龙奎垣想在当地自立山头，公开组织了

一个“西南革命军”，到昭通攻打伪专员安

纯三，并称霸永善县的井底、桧溪等地。

当时，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

为了活动方便和扩大农民武装队伍，决定派

况明和蒋永彬等三名同志与龙奎垣联系，表

示要组建一支隶属于他的队伍。龙奎垣听后

很高兴，任命蒋永彬为第四团团长，颁发了

委任状和大印，并编了番号。

从此，永善县地下党所组建和领导的游

击队半公开、合法化，对开展游击活动十分

有利。在此情况下，黄葛树党支部曾派刘传

玉去昭通，向上级组织请示以后应如何进一

步做龙奎垣的工作。昭通特支指示，向龙奎

垣建议进行“减租减息”，部队实行“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况明与龙奎垣洽谈后，

龙奎垣表示“减租减息”等政策待新政府来

再执行，只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

容表示“很好”。

1949 年冬，永善地下党领导组建起来的

游击队，全部到永善马楠集中，整编为一个

大队、三个中队，向大关方向挺进。部队到

了簸箕寨时，就接到昭通上级组织的指示：

游击队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

队第六支队永绥大边游击队”。同时，重新

组建中共永绥县工委统一领导游击队。根据

永绥县工委安排，况明负责统战工作。

况明认为，统战工作要紧紧围绕游击队

的活动需要开展。当时，游击队要向大关县

城前进，首先要路过一个叫高桥的地方。高

桥有个乡长，名叫向泽波，有武装人员 30多

名。未到之前，游击队就了解到向泽波对当

时伪县长曾铿不满，两人有矛盾。永绥县工

委对此作了研究，决定对向泽波采取团结、

争取靠拢的办法，叫况明带一名战士去高桥

找向泽波商谈。

当晚，况明对向泽波讲明了全国、全省

解放战争的形势，指出他目前应走的道路，

促使他靠拢党组织，同时说明游击大队要进

入大关县城的意愿。通过况明做工作，向泽

波表示愿意接受游击队的领导和整编。第三

天，游击队进入高桥，向泽波即随游击队向

大关县城进发。

游击队进入大关县城之前先到了黄葛

溪。由于对大关县城里的情况不太清楚，一

部分人住了下来进行了解。又因游击队对黄

葛溪北面的龙筱云地主武装情况不了解，县

工委决定派况明去调查，以借粮为名，进行

试探。

况明说明来意，对方说“无粮可借。”

这时，况明发现房左角有一碉堡，从碉堡的

窗口可见里面有人。见此情形，况明一行人

就此转回。

接着，大关县伪县长曾铿派了一个人到

黄葛溪与游击队联系。永绥县工委决定：派

况明与此人进入大关县城与曾铿见面，了解

情况，试探曾铿的态度。况明向他谈了全

国、全省解放战争的形势并表明游击队要进

入大关县城。当时，曾铿没有表示拒绝。次

日，游击队进入大关县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况明转入地方

工作，历任云南省中共盐津县委组织部部

长、昭通专署民政科科长、中共鲁甸县委组

织部部长、鲁甸中学校长、云南省农业大学

图书馆馆长等职，1983年 4月离休。

况明一生用执着诠释信念，把自己的一

切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2015 年 9 月，他荣

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

况明对家乡一往情深。1950 年，他在昭

通曾用书信与赫章县委联系，为清匪反霸提

供线索。据了解，赫章第一任县长汪志敏

1987 年回赫章参加党史座谈会时曾说，况明

同志提供了很多情报，为赫章的清匪反霸作

出了特殊贡献。

2017 年 6 月 13 日，笔者到云南农业大学

采访况明当年的工作情况时，得到了云南农

大离退休工作处的赵平科长、档案科侬艳琼

科长的热情接待，他们帮笔者查阅了况明的

档案。从一本本泛黄的卷宗里，笔者了解了

况明的经历——

小时候的况明，勤奋好学。其父亲常常

教导他，要孝敬父母，尊师重道。在旧私塾

式的学堂里，况明读了十年左右的 《孝经》

《四书》《幼学》 等书，1938 年秋考入云南昭

通中学，初中三年成绩优秀，每年都获得奖

学金。

1945 年 12 月，况明参加了震惊全国的

“一二·一”运动，萌发了参加革命的意愿。

1946 年 8 月 11 日，经云大学生自治会蒋永尊

介绍，况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18 年 6 月 25 日，况明在云南昆明家中

病逝，享年 101岁。

有一天，一个走路有点跛，衣冠不整，

灰头土脸，一身臭味，大约 60岁左右的男性

乞丐到派出所报案。民警接案后，乞讨者称

自己在某小区路边石凳上打盹时，身边有一

个装有万元现金的布袋被人顺手偷走了。睁

开眼睛看时，那人还未走远，他看清了那人

的相貌特征，知道那人年龄七十多岁，还知

道那人的住址，姓名。

接着民警对乞讨者进行了询问。了解了

他的基本情况后问道：“你享受政府低保兜

底，居有定所，温饱无忧，又有钱，为何还

要乞讨？”乞讨者答道：“乞讨成万元户是很

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有万元已算不上什

么。要想日子过得更好，还是要乞讨。况

且，乞讨不违法，没有人禁止。”

民警问乞讨者：“你为何不把这么多钱

放在家中或者存入银行？为何不放在自己衣

服的口袋里，而是装在一个小布袋里随处放

呢？”乞讨者答道：“我虽居有定所，仍担心

被盗，随身带上装在小布袋中不起眼。”

民警问乞讨者：“你为何认定是这人作

案？”乞讨者答道：“我经常在他住的小区附

近乞讨，不仅面熟，还听到他的同伴叫他的

名字，我就牢牢记住了。证据已经很清楚，

还用再问吗？”民警说：“你提供的这些情况

是不能作为证据的。”

民警根据乞讨者提供的信息到小区及那

位老人曾经工作过的单位暗访，经过有关人

员证实，小区的确有这个人，相关特征、姓

名、年龄都吻合。经了解，这是位退休多年

年过七旬的老人，退休收入可观；老伴健

在，也有退休金；子女成才，工作单位好，

收入颇丰。更重要的是，这位老人几十年来

乐善好施，经常帮助弱势群体，多次向政府

慈善管理机构捐款，和同事、邻里关系处理

得很好。

这让民警感到十分纳闷：这样一位老人

可能去偷一位乞讨者的钱吗？而且他更不可

能知道一个脏兮兮的布袋里会有这么多钱。

这实在不合常理和逻辑。了解到这些情况

后，民警认为不需要再去接触老人。

民警再次问乞讨者：“你还有什么要补

充的证据？”乞讨者答道：“就是之前的那

些。”民警对乞讨者说：“我再次告诉你，你

原来说的那些都不能成为证据，我们调查中

也没有获得任何证据。你必须实事求是。每

个人都有很多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掌握着许

多别人的信息，同样，自己的信息也被许多

人掌握着。如果信息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捏造事实、造谣诽谤、诬陷诈骗，那

就天下大乱了。我们是法治国家、法治社

会，对社会恶作剧必须依法严惩。”

乞讨者做贼心虚了，承认自己为了钱不

择手段，万元被盗是假。他的存折上只有低

保金，身上也只有几十元钱，只想“咬”老

人一口。鉴于他认罪态度端正，民警放他走

了。

过了一段时间，小区里的一些居民把这

事传开来了。听到的人都愤恨这个乞讨者，

觉得其可怜又可恨。小区居民把此事传给了

那位老人，传话人说：“你该好好教训一下

那个混蛋了，若非民警严格依法按程序办

事 ， 工 作 认 真 细 致 ， 差 点 就 坏 了 你 的 名

声。”老人镇静地说：“不必理他，浊者自

浊，清者自清。不与小人计较，不和破事纠

缠，就当此事压根儿没有发生过吧。”

林徽因
过毕节的遗憾

林徽因 （1904—1955），现代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亦能书

画，有“才女”之称，女儿梁再冰却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

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

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林徽

因曾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和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是外

交家林长民的女儿、建筑大师梁思成的妻子、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儿

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之一。

1940年，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的指示，中

央研究院从事人文科研的全部力量，于该年秋冬时节分期分批迁往

四川李庄。因搬迁准备工作的混乱、焦急、疲劳，梁思成在行前突

发高烧，只得暂时留下休养，所以未能随行。12月 2日，林徽因带着

母亲何雪媛和 11岁的梁再冰、8岁的梁从诫，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

中国营造学社部分同仁的家眷 30余人，分坐 3辆有篷客车离开昆明，

沿“抗战生命线”川滇公路经曲靖、宣威、黑石头、威宁、赫章，

向李庄。一路沟壑纵横、坡陡路险、艰苦备尝，终于在 12月 3日傍晚

抵达毕节县城。

2011年 2月，中央电视台国际中文频道曾播放过一部名为 《梁思

成与林徽因》 的 8 集专题纪录片。在第 4 集“流亡”中，年已八旬的

梁再冰，翻着“12月 4日，星期三”的日记，深情讲述了母女俩与毕

节文庙邂逅的经过。

早上，林徽因将在威宁因受寒而发高烧的梁从诫交给母亲照料，

自己带着女儿走出了旅店。从广惠路某药店为儿子买好药走出来，

林徽因就看见了毕节文庙 （在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内） ——“那个

庙已经改成一个小学校了。她就一定要看这个庙。我去了之后，那

些小孩子就来围观。一大堆小学生把我围起来，我非常恼火。我坚

决不肯进去。我母亲非进去不可，我非不肯进去。我母亲拗不过，

就没有进去。回来后她就冲我发了火，训了我一通。那通训话，后

来我还记在我的日记上，所以现在还有点印象。”

在梁再冰的日记里，母亲的训斥可谓声色俱厉：“你今天为什么

这么不高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要参观的话，就一定要看看

这个地方的县政府、重要机关、学校、孔庙、街道布置法、城墙的

建筑法才对，并不是单看铺子里卖什么就完事儿了！”女儿太小，对

建筑不感兴趣，觉得母亲是小题大做：“我当时心里很好笑。我才十

一岁。那个时候，我觉得跟我说这个有点对牛弹琴。我觉得，我又

不是搞古建考察的，我又不搞你们这一套，我怎么会懂呢？”可是，

对母亲那天的不高兴，女儿也有自己的理解：“但后来我想，她那天

比较恼火，是因为我父亲不在！我相信，那天要是我父亲在，他们

俩一定进去大大考察一番……反正，我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知母莫若女！在建筑学家林徽因身上，既有发达的文学艺术细

胞，又有注重调查研究的科学实践精神，更有一份对中国古典建筑

艺术的由衷热爱。早在 1937 年夏，她就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了一

座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正当她要进行深入研究时，“七七事变”爆

发，野外调查工作被迫中断。不久，北平沦陷，梁思成、林徽因全

家不愿做亡国奴，辗转逃难到达昆明。1938 年，林徽因为云南大学

设计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1930 年到 1945 年，她同丈夫一

起，走过中国的 15 个省 190 多个县，考察测绘了 2738 处古建筑物。

他们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

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

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通过他们图文并茂的介绍，像河北赵州大石

桥、山西应县木塔等很多古建筑，被全国乃至全世界认识，得到了

应有的保护。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得以破解中国古

建筑结构的奥秘。得到林徽因这位贤妻的协助，他完成了对北宋建

筑学家李诫编写的 《营造法式》 的解读，后来编写成 《中国建筑

史》。1946 年，梁思成在李庄完成了英文本 《图像中国建筑史》 最后

一部分的撰写，在“前言”结尾，他满含深情地写道：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

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求学的时

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以后，在大部分的实际调查

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

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然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

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

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

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毕节文庙始建于明清年间，经过三次大的迁建、改建和扩建。到

1940 年，文庙局部虽然已经破旧残损，但整体依旧庄严肃穆：跨越

广惠路的两架高 3 层、4 柱 3 门的砖石牌坊，东坊中门上方刻着“金

聲”2 字，西坊中门上方刻有“玉振”2 字，彼此遥遥相对；两坊中

间，是一道长约 50米、高 4米，覆盖着琉璃瓦的黄色门墙，墙上有青

花碎瓷镶嵌的“萬仞宫牆”4 个楷书大字；红墙东西辕门内是两座高

大的木牌坊，东坊上端刻有“德配天地”4 字，西坊刻有“道冠古

今”4 字；大墙东、西各有一道拱门，东为“禮門”，西称“義路”；

在两座拱门边，立有高约 1.5米、宽约 40厘米的石碑各一块，碑上刻

字“一應文武官員至此一律下馬”；文庙后山长庆山上，大大小小 37
间殿宇错落有致，几百棵苍松翠柏绿荫覆盖，好鸟相鸣；文庙内

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道若江河，随地尽成洙泗；圣如日

月，普天犹是春秋”“一景会山川，百代文人渊薮；两楹开宇宙，万

古吾道宫墙”等大气磅礴的联语，无不书法精美，刻工精湛……尽管

只是站在文庙前面的一瞥，林徽因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毕节城这处

历史悠久、庄严静穆的亮丽人文景观的非凡魅力。未能如愿以偿进

入文庙考察建筑情况并留下更专业更权威更经典的情况记录，既

是林徽因这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本人的遗

憾，也是毕节历史上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毕节故事”专栏，讲述毕节好故

事、传递毕节好声音。

我们希望以“小切口、微视觉”反映

“大时代背景”的方式写作，我们希望以

“大众写作、人人讲述”的方式来呈现

“毕节故事”。

可以写写一个关于创业的故事，一个

关于爱与关怀的故事；可以写写一个令

人 敬 佩 的 身 边 人 ， 一 抹 洗 亮 眼 睛 的 风

景，一段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可以写

写眼里喜人的变化、心中感动的涟漪；

可以写写千年生息发展宏大历史中被遗

落的一个片段，也可以写写日常不起眼

生活中的一瞬亮光。这些，都是“毕节

故事”。

不断挑战自我、拼搏奋进的励志故

事，毕节人在外地奋斗的拼搏篇章，外

地人的毕节“第二故乡情怀”，毕节与泰

州，毕节与广州，毕节与深圳，毕节与

川渝，毕节与周边，我们的故事就是大

家的故事，就是毕节故事，就是贵州故

事，就是中国故事。

敬请关注“毕节故事”，并欢迎您投

稿。

《毕节日报》 投稿邮箱：BJRBbjgs@
163.com

“掌上毕节”APP 投稿邮箱：zsbjgs@
126.com

“毕节故事”向您征稿

赫章籍百岁老党员况明
□ 李学友

□ 翟显长

巧 诈
世 象

□ 吴太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