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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树红撑余日色，浮萍绿绉认风痕。瞥
看矶畔来寒月，半映轻舟半映村。

——清•刘修爵《杨林晓渡》

白螺镇杨林山，是监利境内最大的山，
海拔76米。与湖南临湘山（马鞍山）隔江对
峙。溯江而上约10公里，有狮子山。顺流
而下约10公里，是洪湖螺山。山腰以下，杨
柳茂密成林，故得名。古称“杨林矶”“隐
矶”“杨岐山”“杨林浦”。滨江而卧，群峦
耸翠，柔美多姿，文化底蕴浓厚。山势虽
算不得十分高大险峻，却是长江中游三把
锁钥之一。

从西面远远望去，杨林山群峰参差罗
列，绵延起伏，曲线柔美，犹如侧身而卧的
美人，那满山葱茏的修篁翠柏，是其衣裙。
南面略显突兀，状如鹅颈的天鹅山，是其头
颈。天鹅山前的龟山和晒网山，低矮而呈
穹隆形，是其髻鬟。天鹅山偏北主峰雨台
山，高而略平，东西两端并列数峰，形如奋
飞的凤翼，故名东西凤翅山。雨台山和凤
翅山构成其胸部。雨台山往北，山势渐低，
燕窝山是其腹部，而狭长的山梁木星山是
其胯腿。木星山北面的斗石山，山峰再次
隆起，悬崖壁立，山势戛然而止，山上红花
绿树，恰如美人翘起的绣花鞋。木星山腰，
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杨林山电排站”，五
十多米宽的渠道河，如仙女腰带飘向远方。

杨林山东面沿江一侧，峭壁绵亘，水面
矶石林立，暗礁密布。尤其有二矶如猿臂
伸入江中，江水受阻，形成浩大的水流洄旋
湾，将上游漂浮物多揽于此，回流下端故称

“来宝凹（洼）”。
杨林山有“古寺晚钟”“杨林晚渡”“飞

燕扑梁”“香炉夕照”“雨台览胜”“洼畔来
宝”“凤凰展翅”“鹅嘴望春”等景观，风光旖
旎，钟灵毓秀。这里大大小小九十九座峰
峦，每一座峰都有故事流传。

祖师庙堂多传说。雨台山东北麓的祖
师庙，又名道士观，始建于何朝未考，香火
一直极盛。相传庙中曾饲养了一头怪猪，
总不见长，终日在外滚一身泥。忽来一长
者要买猪，道士们求之不得。交易后，长者
将猪泥洗净，发现是一头金猪，骑之，飞奔
而去，道士们追悔莫及。来宝凹“金猪滚泥
坑”尚存。

鸡冠山上金鸡群。雨台山北坡有一巨

石，形状酷似鸡冠，名叫鸡冠石，是出入山
西的必经之路，相传此地有金鸡群。人们
早晚入山，常常听到母鸡唤小鸡，以及小鸡
叽叽喳喳的声音，但无缘得见。一天下午，
一樵夫砍柴归家，忽见一母鸡引一群小鸡
觅食。樵夫用铜烟锅头砸向母鸡，结果砸
死了一只小鸡，母鸡扑过来将樵夫中指啄
了一个洞，引着小鸡跑了。樵夫发现被砸
死的小鸡变成了一个金元宝，高高兴兴地
捡回家。被啄伤的指头溃烂，疼痛不已，天
天捡药治疗，直到把金元宝换来的钱用光，
指伤才愈合。

天鹅孵蛋天鹅山。天鹅山和雨台山交
接处，形如天鹅匍匐之势，故称“天鹅孵蛋

地”。据《余氏族谱》载：清朝初年，余世拨
妻叶氏葬于此，当初下葬，丧夫掘墓基发现
一块石板，将石板撬开下见一地穴，穴中两
只天鹅忽然飞走，仅剩三枚石蛋。

紫燕扑梁吉祥地。木星山西南临近西
凤翅山处，叫“紫燕扑梁地”。相传余氏五兄
弟同来杨林山，一日，老五路过山侧风子口，
因醉酒倒地沉睡。忽闻有人耳语：“公长久
地不在此，尔左手六角刺处即是。”老五惊
醒，一看四下无人，知是地脉神在说话。回
家后告知儿子。老五死后，其子要丧夫在六
角刺处掘墓基，挖出一块棺木大小的平石，
下葬。后来，老五一家后人大发。

来宝凹中“宝物”多。杨林山南部江面

激流回旋，形成一湾平缓的滩坡，叫“来宝
凹”。相传不知何年何月，来宝凹中出现一
匹怪异的小马驹，此马腹下多出第五条腿，
走起路来似乎十分别扭、难看。一日来了
一位云游道长，他听人说山中有一匹怪马，
遂入来宝凹。道长撮口一声长啸，怪马踉
踉跄跄跑到道人身边，俯首帖耳。道人拍
了拍马头，将其腹下的腿用带子吊于马后
背，然后骑上马，一声呼哨，怪马腾跃而
去。人们始知是一匹宝马。

还有香炉山的“金座椅”；晒网山的“金
便壶”；虾山的“九火铜菩萨”；有江心洲的

“金鸭子”……
这些传奇也许就是“来宝凹”的由来吧。

年轻的时候，我便很爱听红色歌曲，因
为它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长征组歌》中
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我至今还能哼唱。那
时我便对赤水河有着天然的向往，虽暂时不
能前往，可是心里却存下了心愿，有机缘一
定要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忙碌了几十年，
终于退休有时间出去转转，可以实现心愿
了。于是，在初冬的暖阳里，我们乘车南下，
抵达茅台镇时，不禁心潮澎湃。第二天便和
朋友开车从茅台到习水往返400多公里，沿
着红军走过的路，我观察、追忆、沉思……

一

走走停停，逶迤而行，我们去了一渡赤
水、三渡（在茅台镇）赤水地界（二渡没去），
四渡赤水地界在习水土城老街，接着去了青
秆坡战斗遗址、红军医院、中国女红军纪念
馆等处。

贵州的天分外蓝，是那种宝蓝色的、不
掺一丝杂质的蓝，看了就让人神清气爽。
草木掩映间，我瞥见了毛体书法“一渡赤
水”，飘逸挥洒，大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的气概。在一处楼观前，竖立着红军战士
擎举中国工农红军旗帜的一排红色浮雕，
场景庄严神圣，令人肃然起敬，不禁让人想
起战火纷飞的岁月。在茅台渡口还竖立刻
着“茅台渡口”四个大字的长碑，高11.7米，
碑名由著名书法家陈恒安题写，提醒的人
们永远铭刻那段传奇的革命岁月，也寄托
着中华儿女对红军的无比崇敬以及怀念的
深情。

我们一行来到土城，前面有一座上覆石
瓦的牌坊，中间刻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几
个大字，道路刷成迎宾红，象征革命烈士走
过的峥嵘道路。土城古镇很繁华，“千年土
城、四渡赤水”几个铁片拼成的大字，胜过千
万句华丽的广告。建筑古朴大气，彰显了传
统文化历史辉煌的一面。我还在中国女红
军纪念馆前与友人留影，红军医院纪念馆门
前台阶下两边摆放着的不是严肃的狮子，而
是可爱的小象，十分有趣。

四渡赤水纪念园几个大字被镶嵌在大
石之间，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红军有时向
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有时声东击西、
有时杀回马枪，牵引着国民党军疲于奔
命。这一作战方针使得中央红军跳出了数
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这是红军用鲜
血和生命夺来的胜利。在战斗中，红军不
畏艰险、百折不挠，铸成民族魂，四渡赤水
精神将彪炳史册。

我在游览时，还收集了几个故事，令人
回味。第一个故事：红军第二次、第四次渡
过赤水河都是在古蔺县太平镇太平渡口一
带，古蔺东南部的回龙场有个叫“云庄”的寨
子，内有亭台楼阁，外有高大石墙，环绕护庄
水壕，还安放两门大铁炮，扼守当年川黔大

道的隘口。正是倚仗着“地利”这一优势，
“云庄”主人、当地民团长官曾庶凡多年来一
直压榨乡邻、祸害一方。1935年，在红军第
一次渡过赤水河，途经当地时，便遭到来自

“云庄”的袭击。于是，在二渡赤水期间，红
军于1935年2月15日晚包围“云庄”，并于
次日傍晚越壕翻墙，攻入寨中。战斗中，反
动团丁纷纷缴械投降，曾庶凡从暗道仓皇逃
跑。17日，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公审、镇压了

“云庄”里作恶多端的大管家等曾庶凡的帮
凶，并将相关土地及寨子里的钱粮全部分给
当地贫苦百姓。第二个故事：一渡赤水后，
红军路过太平镇走马坝时，适逢当地贫农方
少周69岁的老母亲病重在床，危在旦夕，而
家里人却无钱医治。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住
在方少周家的一位红军营长主动前去看望
病人，并把自己珍藏的人参无私奉献了出来
给方母熬汤。服了参汤后，方母病情大有好
转。老人的命保住了，方少周全家老小喜不
自禁，连连感谢红军。后来，这位红军营长
随部队开拔离开了太平镇，但方家几代人始
终念念不忘其“赠参救母”的恩情。第三个
故事：在军阀、地主与奸商的压榨与盘剥下，
赤水河两岸的贫苦老百姓一度吃盐非常困
难，即便许多人干起“背盐工”，每天辛苦劳
作，但盐依然是“奢侈品”。以至于在古蔺县
二郎镇，当地还有首民谣：“好个二郎滩，四
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淡。”1935
年2月18日，一支红军部队攻克二郎镇。在
军阀开在当地的盐号“四公益”，红军举行群
众大会，会上，贫困老百姓纷纷揭露反动势
力的剥削压迫，并表达对吃盐的渴望。第二
天，红军便打开盐号仓库，将奸商囤积的6万
斤盐全分给了当地贫困老百姓。随后，红军
又截获了另一家奸商“集大成”盐号尚未卸
下的12船盐，也陆续分给了当地劳苦大众。
经过三天三夜，待分盐完毕后，这支红军部
队才渡过赤水河，跟随主力再入黔北。从这
些小故事里可以看出，红军的队伍是人民的
队伍，为人民打江山，在小事上为人民排忧
解困。

晚上回到茅台，在国酒茅台集团旁边一
家小餐馆吃土家菜、品茅台酒，那种感受和
味道还真的不一样。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赤水河酿造的酒，不是别处可以酿造
出来的。西南风情，得天独厚，在群山环绕
的小镇上快乐地吃一餐饭，感觉时间过得很
快。这里家家卖酒，喝酒的人很多，酒香飘
散，酒不醉人人自醉。

二

今天我去了娄山关，重温毛主席的《忆
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
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
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
血。”

读之，仿佛可以见到红军坚贞不屈的战
斗情形。我还见到了毛主席行草手书体，在
大理石碑上，约莫3米高、10米长，呈不规则
菱形。还有专门修建的毛主席诗词馆，为典
型的黔北民居风格，里面分为一个序厅和五
个展厅，展示了毛主席不同历史时期的诗词
成就。

相关资料记载，娄山关亦称太平关，原
名娄关，后称太平关。位于汇川区与桐梓县
交界处，北拒巴蜀，南扼黔桂，为黔北咽喉，
古称天险，为兵家必争之地。关上千峰万
仞，重峦叠峰，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
穹，川黔公路盘旋而过。作为黔北第一要
塞，娄山关峭壁绝立，雄奇秀丽，是众多游客
的常去之地。

关名的来历，源于古代对娄山山脉的称
谓。明代万历年间，总兵刘与播州土司杨
应龙曾激战于此。人称黔北第一险要，素
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1935 年 2
月25日至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与黔军大战娄山关前，经过反复争夺，歼灭
黔军两个团。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后来成
了重要的“红色”基地，遗址附近还有陈列
馆。景区的大门口砌着一堵青砖墙，上面
写着“长征第一捷”。

娄山关脚下还有娄山关大捷实战演
习，只见红军战士英雄伟岸，在战火纷飞
中为人民打江山。娄山关桥为拱形，横跨
两山之间，桥栏中间朝外刻着毛体“娄山
关”。广场中央竖立有毛主席的立像，目
光如炬，好像刚从战场上归来。中国革命
老区的板标，纵深裂纹的仿红色山石，上
面露出右手扶着枪柄，中国工农红军的旗
帜绕着枪柄飘扬，象征红军在这片热土上
为人民的解放，洒下了鲜血。还有好似羽
翼的模型，底部卷着枪柄，下面刻有一句
话“人民军队，从这里走向胜利”。我看得
热血沸腾。

从娄山关到遵义，茅台的朋友驾车，几
十分钟就到了。最初知道遵义，还是儿时听
别人唱《长征组歌》，里面有一句“遵义会议
放光辉”。因着歌词豪情万丈，而又朗朗上
口，故我至今记得，时不时哼唱两句。

当地还有一位曾为红军指路村民王海
清的后辈王善明。据六十多岁的老人王善
明讲，他的二伯父王海清姊妹共八个，1935
年红军来到村里的时候，王海清大约三十
岁。由于国民党对红军的大肆污蔑言论，宣
扬红军会抢占村民财产，霸占村民房屋，极
尽抹黑红军，村民几乎都跑光了。王海清和
他的家人没有逃走躲，他们躲在屋子里观察
外面红军的举动。红军到达娄山关时情势
紧迫，急需制定突破娄山关的作战路线。此
时红军找到了当地村民王海清，红军来到王
海清家中并没有像国民党所说的那样抢夺
村民财产，不但没有拿走王海清家一针一
线，反而主动帮其扫院子、挑水、劈柴。看到
这种情况，王海清主动出来和红军讲话。红

军亲切地喊王海清为老乡，并问王海清是否
知道通过娄山关的路，王海清告诉红军从
东西出发的两种路线。红军知晓娄山关的
具体路线以后，并未在王海清家多逗留，带
领队伍迅速前进，王海清担心红军走岔路，
带红军走了大概五公里的路才独自回家。
国民党二十五军知晓王海清为红军带路的
事情以后，找上王海清家门质问王海清。
沉默不语的王海清激怒了国民党官兵，他
们把王海清吊起来毒打了一顿，这顿毒打
使他卧床多日，当时经济条件差也并没有
对其进行更好的救治，大概三个月时间王
海清身上的伤才好。王海清经常会和王善
明提起这段历史，也正是因为给红军指路
这段渊源，通过与红军的接触才更加了解
红军，王海清也经常告诫王善明，要听共产
党和政府的话，好好劳动，发扬艰苦奋斗的
作风，朴素的话语饱含了对党和红军的信
任与依赖。

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回来的，
我们要倍加珍惜，牢记长征精神。

三

红色文化教育，滋养着后辈。我十分向
往这处革命圣地，今天终于来到了遵义会议
旧址，只见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
座青砖牌坊，牌坊的一面有“慎笃”二字。遵
义会议旧址檐下悬挂着毛主席1964年11月
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6个字的黑漆金匾，
内面保存有红军标语，有一间铺面房是当年
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用的，还有当时的
桌椅板凳等物件，似乎还原了那个色彩斑斓
的激情年代。

长征在遵义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遗址内有毛主席《长征》手书体，镌刻在一面
巍然的长方体墙上，金字黑底、外围赭红
色。如携风雨凌厉之势，铺天盖地，展现了
革命家的博大情怀。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
的转折点，长征途中，红军在连续突破国民
党军队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从出发时
的 8.6 万人锐减到 3 万多人。在严酷的事
实面前，一些曾支持“左”倾观点的领导
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这次会议是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
面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
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
中国革命。

我们一行沿着红军长征的路，唱着红色
的革命歌曲，收集红军时期的历史故事，观
看红军战斗的实景演出。一路行来，使我感
悟很多，收获很多。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
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
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会员、湖北省
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著作权学会会员。）

智勇超凡俗 用兵真如神
□ 安 频

一块新手表
□ 董川北

周末的午后，微风拂过院子里的香樟树，阳光投下斑
驳的阴影，在地上晃来晃去。7岁的孩子在树下独自搭着
积木。此时，孩子激动不已，甚至屏住了呼吸，因为一座
漂亮的城堡，即将在他的小手下诞生……

男人和女人坐在屋里，各自刷着手机，各自沉默不
语。女人突然开口说：“老公，今年‘双11特卖节’，折扣
力度真大啊！”

“你又想买什么？”男人头也不抬地接话，“今年公司
效益不好，工资降了不少，咱还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吧！”

“可是你忘啦？去年‘双11’我要买东西，你没答应，
后来你向我保证说今年‘双11’买给我的。”女人有些生
气，瞪着眼前这个心里觉得有些窝囊的男人说，“你还说
今年就算砸锅卖铁，也会给我买一块新手表的！”

“情况特殊嘛！”男人自知理亏，赶忙放下了手机，赶
紧赔不是。

“我同事蓉姐戴的手表是进口的，五千多块，我只要
块国产的手表，现在打完折，一千块不到。”女人几近带着
哭腔说，“这么小的要求，你都拖了好几年，是男人就要说
话算数。”

“你别太过分！”女人的言语似乎触到了男人的底
线，男人的声调明显变了，“买什么手表？明天都揭不开
锅了！”

女人本想继续争辩，却看到孩子站在了大门口，大大
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女人不再回话，泪水涟涟地扭头
进了卧室。女人把头埋进被子里，心里十分委屈……

男人这时也看到了孩子，孩子似乎在瑟瑟发抖，那
双清澈的眸子里，分明有晶莹的东西在闪烁。男人有
些后悔，一来女人说的是实情，自己确实没有兑现诺言；
二来是觉得，夫妻间再大的矛盾，也不应该当着孩子的面
争吵。

晚上，男人做好了饭，叫女人起床，女人不吭声。男
人只好陪着孩子随便吃了几口。安顿孩子在儿童房睡下
后，男人蹑手蹑脚进入卧室，自觉地从柜子里抱出一床被
子，在床边打起了地铺。

窗外月光恬静如水，男人辗转反侧，开始反思自己。
女人在汽车店做销售，店长要求员工必须穿戴整齐，统一
化淡妆，并佩戴腕表。女人现在戴的那块手表，还是结婚
时买的便宜货，原本的玫瑰金色，磨得褪成了银色。过于
陈旧的手表与女人得体的妆容明显不符，已经被同事们
挖苦了好几次。

“要求的确不过分，是我的错，明天早上就下单买一
块。”男人内心对自己说完这句，渐渐进入了梦乡。

女人在梦里终于戴上了新手表，居然和蓉姐的一样，
流光溢彩，奢华有度，将女人衬托得优雅而大方。只是，
女人感觉手表凉凉的，手腕痒痒的，像有软虫蠕动，又像
青草触碰。终于，女人咯咯地笑着醒过来。男人听到女
人的笑声，瞬间惊醒，急忙拧开了台灯。

“妈妈，你不要笑哦。你一笑，我画得就不好看啦！”
孩子穿着小背心小裤衩，手握一支圆珠笔，借着月光，俨
然已经帮妈妈戴上了一块新手表……

熊 伯
□ 杨朝贵

记忆里，熊伯住我家的隔壁，只是她家大门向南，而我
家的大门朝东。熊伯每次来我家，都要穿过她家东边的山
墙，从我家的后门进屋，然后笑着对母亲说声：“刘妑，吃饭
没，在忙些什么？”母亲也笑着回答一句吃了或还没呢之类
的，然后说：“来，熊妑，坐会吧。”我按母亲的吩咐，赶快把
椅子端来摆在熊伯及其他伯伯婶婶的面前。他们谈论的
多是家长里短，比如：某某家媳妇真好，今天给婆婆做了双
新鞋。某某的儿子真有孝心，昨天把病重的父亲用队里的
板车，冒着大热的天气，拉到公社医院看病去了……

不忙的时候，熊伯、母亲、伯伯、婶婶们会不知不觉地
聊上一个上午，或是半个下午，只有在队里出工的劳力收
工回来之前，才会匆忙地赶回自己的菜园摘一点黄瓜、茄
子或辣椒回家择菜做饭，以免耽误子女们回家吃饭。

熊伯在队里一些上了年纪、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们
中，无疑是见过世面最多，也是最有主见和最能说会道
的。队里的老人也喜欢和她围在一起唠唠家常、说说心
事、打发时光。大人们说，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土
改时期，熊伯曾当过区辖下公社的妇女主任。她工作能
力强，态度积极、与人和善，工作得到了队长及上级领导
的充分肯定，因而熊伯便被提拔为公社妇女主任。在当
时那已经是非常受人尊重和令人敬仰的干部了。

从我有记忆起，熊伯已是近六十岁的年纪，而且还是
大队唯一的一位女党员。当时农村连党员很少的情况
下，可想而知，熊伯在所有人眼中是多么的出类拔萃。而
熊伯的老伴左伯也是先在大队油厂里干过，后来又当了
队里的会计、队长等。领导着全队三十多户人家，一百多
名社员的劳动生产。熊伯的儿子华哥，更是年纪轻轻，就
当上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按当时的情况，熊伯一家绝对
是令人羡慕与敬佩的革命家庭。

我被熊伯深深感动的是我稍大点后，离开村小到公
社上初中时那个冬天。那年年关将近，因母亲病重，被父
亲接去县里住院治病，而大哥二哥已成家另过。大我几
岁的三哥因在公社变电站工作，也无法照看我一下。那
天已是黑夜时分，十多岁的我，从离家十多里路的公社中
学放学后摸黑回到家中，加之早上上学时无饭可带，而中
午也午饭未吃，当晚上回到家中，已是饥肠辘辘、又冷又
饿，我进门看着冰冷的锅灶，我只觉得眼睛模糊，心中真
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而就在我饿得实在难受的时候，正
好熊伯从我家的后门经过。

“老四，怎么现在才回来，这么晚了，吃没？”熊伯看我
一个人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脸发呆，笑着问我。

“没吃呢，熊伯。”看着熊伯边笑边问地走了进来，一
下子，我从无助的神态中清醒过来赶紧回答。

“唉……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也不知道你母亲的病
什么时候能好，能回来照顾你们！”熊伯不由得发出同情
的感叹。

“饿了吧，今天我家里在做豆皮，我去给你拿两个热
豆皮过来。”说完熊伯转身回家拿豆皮去了。

“快点来吃，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刚一会，熊伯
拿着两个热气腾腾的新鲜豆皮送到了我的手上。看着熊
伯慈祥的笑容，已经饿得脑袋有点发晕的我，赶紧从她的
手上接过金黄的豆皮，大口地吃了起来。只是吃着吃着，
忽然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我的全身，霎时我的眼睛有点
湿润起来，虽然此刻我分不清心中是感激还是委屈，但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此生中吃到的最美味的豆皮，此
后我再没有吃到过这么糯香、好吃的美食。那两个热气
腾腾的豆皮，至今已过去四十多年，今天却依然温暖着
我的心间。

现在，熊伯与母亲那一代老人，都已去世好多年，但
我对她们的记忆，却依稀就在昨天。特别是隔壁的熊伯，
那位队里唯一的女党员，母亲那帮老姐妹心中的主心骨，
同母亲一样热心、慈祥、善良，今天我依然十分怀念她。

奇峰聚宝杨林山
□ 陈爱明 段济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