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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华光◎盛世华光

阳春三月，我去了一趟宣汉县马渡关
镇，收集“听马渡民歌，看乡村振兴”创作素
材。这是我第二次去宣汉马渡关。

马渡关地处川东达州宣汉县东北部，自
古为巴蜀取道中原的通衢要道，东汉即设

“马渡关”，因传说三国猛将张飞跃马飞渡沙
溪河而得名。我国第一首飞向太空的歌曲

《康定情歌》的作者李依若故乡就在马渡关。
时光荏苒，第一次去马渡关，不觉已有

30多年。记得那是个寒风凛冽的腊月天，我
还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毛头小伙子，单位
派我去马渡关镇出差。我搭乘长途班车，车
厢里很拥挤，刺骨的风不断从缺损的车窗缝
隙猛灌进来，抽打在脸上。

好在中午前到了马渡关。来车站接我
的老张，40岁出头，瘦瘦的脸，八字胡，小小
的眼睛很有神。老张待人热情而耿直，干事
利索。他先领我去一家小餐馆吃了面条，又
领着我在乡场上的小街转了一圈。小街上
沿街开着各种小店，那天似乎是个赶场天，
很是热闹，村民们背的背、挑的挑，带来农副
产品和粮食蔬果，汇集在乡场上做买卖。

办完事离返程班车发车时间尚早，老
张又领我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坡，他指着
山脚下那一大片被树木掩映的奇石怪岩，
向我如数家珍地介绍三国古战场、白莲教
遗址和荔枝古道的传说典故。临走时老张
对我说：“小曹，你都看到了，我们马渡就
这条件，又苦又穷。但我想只要勤劳肯
干，一定会变好。到时欢迎你再来作客。”
我当即答应一定会再来马渡关。

自从那次马渡关出差后，我就和老张失
去联系。偶尔，我也会想起马渡关，想起老
张那双炯亮的小眼睛。30年过去了，如果老
张还健在，应该步入老年了。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我的老师
谭力创作的电影剧本《跑马溜溜的山上》得
知，《康定情歌》这首歌曲的背后，原来还有
作者李依若一段曲折凄美的爱情故事。马
渡关就是情歌王子李依若的家乡是若干年

后我从报上看到的，当时我很激动。我眼前
闪现出老张的模样，想起分别时他曾邀请我
再去马渡关，心里暖暖的。我总想，要是能
再见到老张该多好。

那天，当我来到马渡关镇，惊喜地发现
如今的马渡关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旧模样，
它已被当地政府和勤劳的马渡关人民打造
成“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川东民歌之
乡”，集观光、休闲、度假、康养于一体的国家
三 A 级旅游景区，我置身于此，仿佛进入山
清水秀、鸟语花香的人间仙境，哪里还能找
到当年乡场小街的痕迹？

在马渡关镇旅游中心的广场，我们观
看了百米书法长卷唐甄 《潜书》 展示和诗
歌朗诵等文艺节目，实地领略了传说中的
荔枝古道、三国文化景区“马渡关关楼”
石林的秀美风光。大家不禁为马渡关厚重
的历史文化底蕴啧啧称奇，更为马渡关在
乡村振兴中发生的巨变鼓掌喝彩。尤其在
百丈村参观修缮中的情歌王子李依若故居
时，当地的几位歌手为我们演唱了原生态
马渡民歌，还弹着吉他演唱了那首脍炙人
口、经久不衰的《康定情歌》，展示出“川东民
歌之乡”人人皆能随口而歌的独特魅力。如
今马渡关人唱的民歌，都是对脱贫致富奔小
康幸福生活的由衷赞美，抒发的是新时代
中国农民对乡村振兴美好愿景的共同心声。

川东民歌 400 首，马渡关占 200 多首。
马渡关还是著名民歌《苏二姐》的发源地。
我想，乡村振兴，必先文化振兴。宣汉县提
出“文旅靓县”战略，深度开发民歌资源，擦
亮民歌名片，推动文旅融合，绝对是睿智、有
远见的选择。也正因如此，马渡关镇成为川
东大地众多乡镇明珠中最耀眼的一颗。如
今美丽富饶的马渡关就像一只涅槃重生的
凤凰，在乡村振兴的希望田野上展翅飞翔。

离开马渡关返程途中，我望着车窗外
的新农村景色，为没能再次见到老张有些
遗憾，却更为亲眼目睹老张的家乡马渡关
的美丽蜕变感到欣慰。

现代生活正以超人的速度进步，身
在海外客居漂泊，与亲人联络有手机微
信、网络电话，因及时、快捷、人性
化、便于操作，老少皆欢，爱不释手。

自从妈妈也有了手机微信，我们经
常沉浸于手机里流连问安。母亲身体硬
朗，早晚出门散步，闲暇舞太极剑，比上
班族还要充实忙碌。我发现母亲的心态
远比我年轻，乐观向上，情绪比我还好，
从容洒脱，当年的文艺青年如今还文采
依旧。我与母亲像朋友一样谈天说地，
分享人生感受，一起追忆逝去的岁月，
拾起记忆里珍贵美好的一串串贝壳。

母亲教师出身，她与父亲结婚时，
还是个满脑子充满梦想、喜欢音乐、爱
跳舞、爱文学的文艺青年。婚后先后有
了我们四姐妹，她的梦想从此被锅碗瓢
盆所取代。白天上班忙于学校里的学
生，晚上还要疲惫地照顾自己的孩子。

父爱如山，母爱如水，父亲的吃苦耐
劳、诚恳豁达，母亲的勤俭持家、乐善好
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那时，要
凭票证购买限量粮食和副食及日用品，
我家有个菜园子，应季小菜基本自足，
家里饲养鸡、鸭、鹅、兔以补给肉蛋不足。

记忆犹新的一幕幕：用沉重的铁水
桶远道挑水喝；用大斧子劈柴、砸煤；
用火炕、火墙取暖；蹲坐在地上用搓衣
板在大洗衣盆里洗衣服；棉衣、棉裤自
家手工缝制。出行无论多远，几乎都是
靠步量，后来家里有了自行车，爸爸的
自行车上坐满我们姐4个，像演杂技一
样令人开心陶醉，那是我们在一起最愉
快的时光记忆。

记得那时家家都有干不完的家务
活，有时我半夜起来看到：母亲还在地

上洗永远洗不完的衣服，在缝纫机上轧
永远轧不完的针线活儿。母亲做事认
真，经常拆了缝，缝了又拆，为赶制一
条棉裤通宵达旦。母亲在昏黄灯光下的
神情依然在我眼前晃动。

母亲含辛茹苦，舍不得吃舍不得
穿，事事以孩子为中心，孩子从来没离
开过母亲的手心。如今我们长大成人离
开家，越走越远，她总是理解支持。我
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她心的磁场，她依
然不远万里捎来在她眼里好看的服装鞋
帽、她爱吃的中国食品，因为她爱吃，
所以我们也一定爱吃，那是她的母爱逻
辑。提起我们姐妹4个大学生，一直是
她心中的骄傲自豪。

自己有了小家也成为母亲后，生活
繁忙，电话便代替了与母亲的相聚，很
少静下心来倾听母亲的心声。总以为母
亲还好棒，她那么乐观、开朗，不需要
我们照顾和担忧，倒是我们有什么事
情，第一时间都向她倾诉。

已成人的儿子，今年第一次张罗去
饭店为我过生日，令我感动。我这才懂
了做母亲的心思：哪一个母亲不期待与
儿女们在一起呢？在过生日、节假日里
团聚，那是母亲最大的期待。每当我们
对母亲说工作忙、学习忙、家庭忙，忙于
那永远忙不完的事情，母亲总是轻描淡
写地说：“忙去，我最不爱过生日了”。我
们总信以为真，原来母亲也会善意地说
谎，母亲总是能体贴、理解她的孩子。

思亲想家是每个海外游子永远的牵
挂，无论我们异乡漂泊有多远、有多久，
家乡味——母亲做的饭永远是游子的最
爱和舌尖上的想念，母爱的广阔胸襟、
无私奉献，是多么圣洁。

古有韩信遭困得助于漂母慷慨解
囊，韩信立志图强知恩图报，传为千古佳
话，演绎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母爱仁慈、博
爱之美德，如一幅博大精深的母爱图画
根植在中华儿女心中。中国人无论浪迹
何处，爱母亲爱祖国，感恩回报社会，永
远是他们坚守的价值观和做人的根本。
母亲在家即在，我们与母亲血脉相通，母
亲的安康就是在外游子最大的慰藉和福
祉。祖籍国就是游子最强大的精神母
亲，我们与祖国息息相通，祖国国泰民
安，就是在外游子最大的自信和骄傲。

那是 1993 年春节前
的一天，听从舅父的安
排，我从家乡雷州半岛
坐上了通往深圳的长途
汽 车 ， 辗 转 10 多 个 小
时，来到了深圳宝安。

这里被称为改革开
放的前沿。舅父在这座
城 市 已 经 生 活 了 10 多
年，算是最早的那批来
深建设者。他说，你在
大学里念的是经济学，
就该来深圳探探水。这
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却未从想过与宝安的缘
分早已镌刻在命运之中。

舅父是个忙碌的生
意人，早出晚归。平时我
就当他的跟班，跑跑腿，
打打下手。他说，人啊，
在深圳忙不死，只会懒死。有时没事，他便让我
到外面走走看看，熟悉一下城市的环境，也算
增长一点见识。

那天，我溜达到他家附近的一座新工业
区，厂区的围墙还在建造中，正值中午下班时
间，工人们穿着整齐统一的工服，一群群簇拥
着走出大门，直奔食堂。这是一张张青春、朴
素的脸，甚至还显得稚气，他们大多与我年龄
相仿，有的甚至比我还小，但却显得沉着而有
朝气。看着他们，我不禁想起了我二弟，他中
专毕业那年也只有18岁，同样汇入了来宝安打
工的洪流。他打工微薄的薪水，有一部分就是
我大学读书的生活费。他们是那样相像，每个
青涩瘦弱的身影背后，都是一个负重的家。这
是青春的痛楚，也是青春的责任。

这个工业区大门口左侧的垃圾堆吸引了我
的注意，在零乱的杂物中，我发现有很多废弃
的泥塑公仔和音乐盒。走上前去捡起几个，我
才发现这些小工艺品还是全新的，不由惊呆
了。一名女工走过来对我说，这是她所在的工
厂生产的，都是出口货，品检标准高，只要存
在一点点瑕疵，都会淘汰，堆在这里成了无用
的垃圾。在那个年代，大学校园里流行做点小
买卖，算是社会实践的一种。我灵光一闪，想
着如果把这些小玩意带回学校去，必定是畅销
货。我立马给二弟打电话说了我的想法，他二
话不说，就给我找来了两个大麻袋。我俩像探
宝一样，猫在垃圾堆里忙活了两个多小时，竟然
收捡了鼓鼓两麻袋的工艺品。10多天后，我带着
几个要好的同学在我就读的校园摆起了货档。
果然不出所料，这些小公仔颇受欢迎，我们共卖
了1000多元。在那个年代，这算是不小的数目
了，算是我人生赚取的“第一桶金”。在这批

“废品”中，其中一个音乐盒至今仍存放在我老
家，时光已穿梭近30年，其音质依然纯净得似
乎一尘不染，足以见证深圳质量的不同凡响。

1995年，我带着梦想，来到了宝安，也有
了一份较稳定的工作。那时二弟也刚换了一份
新工作。说起他的求职，还是一段有意思的经
历。当时，他求职会计，老板问他月薪要多少
钱，他说现在先不定，干一个月后再定薪。一
个月后，老板不但将他留了下来，而且给了令
他非常满意的薪金。二弟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
27年，现已成为公司的高管。这家公司换了三
任老板，他始终是每一任老板最信任的员工之
一，也是这家公司最忠诚、最勤勉、执行力最
强的企业管理者之一。他对我说，像他这样在
这家只有500多人的公司服务超20年的员工就
有40多人，很显然，公司已成为他们心中的另
一个家。也是从那年起，我像上紧的发条，在
宝安的时间和空间中辗转。

宝安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我在两年之后
更坚定了在此安居的决心。1997年底，我在宝
安购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算是在这里安
下家，心也安定下来了。几年后，父母亲陆续
来到了宝安生活，我们家便也成为众多来深求
职的乡友最初的落脚点。有时来人太多，到吃
饭时间，站着围桌用餐便也成为常有之事。二
弟统计过，那些年来，外出求职在我们家暂住
的就有100多人，至今仍留在宝安工作生活的有
三成多。

宝安是深港文化之根，早在东晋咸和六
年，这里已经由中央政府设县管理。上世纪改
革开放的浪潮迭起，“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
的宝安人，令这块古老的土地华丽嬗变，焕发
出了蓬勃生机。而今天，迈入湾区时代的宝
安，正秉承城市发展的内核，沐浴湾风海雨，
把握时代的脉搏，走出自己强劲有力的节奏，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城区。

对于很多踏上深圳追逐梦想的年轻人来
说，宝安是无数来深打工者开启梦想的地方，
几乎每个人都与它有一段或长或短、或悲伤或
喜悦的故事。宝安，古时因境内有一山名为宝
山，山中有银矿，明朝有书载：“得其宝者安，
凡以康民也。”故而得名。在我的理解中，这是
因为众人都从它这里收获一块或者多块属于自
己的宝，这也是这座城市送给每个人几乎平等
的那一份，或忠诚，或勤干，或诚信，或坚
韧，或机遇，无论他最终离开，还是留下。

我们是属于留下来的那一群，在20多年的
时光里，这里已有了故乡一样的熟稔。就我们
而言，健康的父母亲是我们的镇家之宝，一个

“勤”字，是我们的立家之宝。我们愿意真诚拥
抱这“二宝”，得宝而安居，怀宝而乐业。

福建，仿佛一座巨大的茶台。上面青
山如海，绿水如带，云雾缭绕，雨帘如
丝。伸手一抓，就是一片白云和几缕茶
香，在手心里久久不散，引来阵阵鸟鸣，
把个千山万水叫得分外青翠。此来三明，
我发现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摆着一张茶
台。三五亲友围坐在一起，无论谈家国大
事还是工作生意，都是在袅袅茶香中进行
的。好安恬好惬意的日子啊！

三明市，一片热血激荡的土地，红军
长征 4 个出发地之一。这里到处布满“闹
红”的故事，走近那些鲜活的生命、奋发
的青春、在困苦中勇往直前的历程，总是
让人激动不已。

风展红旗如画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
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出击，在同从井冈
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后，一路转
战到福建的龙岩、三明地区。1930年春天，
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形成，并先后成立
了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永定、上杭、武平、
长汀、连城等广大地区，党领导农民开展土
地革命，各县、乡的农会如雨后春笋般组织
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变封建的土地所有
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办起来的，还
有数百所“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党和
红军获得了广大贫苦群众的热烈拥护。

那时福建山区生产力极端落后，农民
家徒四壁，尽管艰难如此，当时三明地区
却仍然每年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募集“千
担纸、万担粮”和数十万钱款，提供了有力
的兵源、粮源和财源保障。农民踊跃报名当
红军的热潮源源不断，仅宁化县就有过万优
秀儿女参加红军，并组成了“宁化模范团”。
国民党军惊呼三明的红军“越打越多”。这
期间，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在三明地区
留下许多传奇故事。日夜行军打仗，敌军
围追不止，穿行在群山中的毛泽东依然意
气风发，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在马背上吟
成《如梦令·元旦》。在第二次反“围剿”取得
五战五捷之后，又挥毫写下《渔家傲·反第二
次大“围剿”》，中有“赣水苍茫闽山碧，横
扫千军如卷席”之句，道出苏区“风展红
旗如画”的壮丽景观。

1933年下半年，连吃败仗的蒋介石又
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实施“铁壁合
围、步步为营”的第五次“围剿”。此时，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
党的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临时中央负
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
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

况，一味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
战和消耗战。经过近一年苦战，红军遭受
巨大牺牲，革命事业危在旦夕。1934年10
月中旬，主力红军8.6万人分别从福建的长
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
被迫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其中有福建子弟兵近3万人。

红军上路后，连连突破敌三道封锁
线，接着便遭遇了第四道封锁线——湘
江。面对部署在湘江东岸的 40 万国民党
军，渡江大战进行了四天五夜，红军战士
大部分壮烈牺牲，江水为鲜血染红。事后
当地老百姓掩埋了上万具烈士遗体，两岸
号哭动天，苍天为之泪雨。渡过湘江后，
8.6万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战斗中，担负
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不足千人，面对十
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毫无惧色。师长陈树
湘的肠子被打出来了，他不愿当俘虏，用
双手把肠子扯出来慷慨赴死。五团团长易
荡平身负重伤，不能行动，命令警卫员对
他开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不肯也不
敢，他遂抢过枪对着自己的头开了一枪。
100团团长韩伟和6名战士被敌人逼退到轿
顶山山头，毅然纵身跳下 20 多米高的悬
崖。所幸韩伟和 3 名战士被树枝挂住，后
来历尽千辛万苦重返部队。著名的“少共
国际师”成立于江西宁都，是由一群平均
年龄不到18岁的“红小鬼”组成的武装部
队，萧华 （《长征组歌》作者） 任政委时
才17岁。湘江战役中，该师以血肉之躯保
卫湘江界首渡口，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但成功地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为
红军战略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损失
惨重，屡建奇功的少共国际师不得不于
1935 年 2 月撤销编制。为掩护主力渡江而
身陷重围的红三十四师被困湘江东岸，最
后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就义，被称作

“绝命后卫师”。
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后，国民党军对三

明地区进行了疯狂残酷的报复，焚毁村

庄，烧毁房屋，灭绝上万户，导致当地人
口锐减。即便如此，三明各地留下来的地
方红军和游击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坚定支
持，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长达 3 年的艰苦
卓绝的游击战。

痛哉！肃立在烈士陵园的墓碑前，我不
能不热泪长流。行走在三明的山水间，我不
能不放轻自己的脚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都渗透着烈士们的鲜血和乡亲们的眼泪啊！

红军标语博物馆

这一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博物馆，
2013年建立，地点在三明市所辖的永安市
洪田镇马洪村。这里背靠青山，紧傍国
道，村前广场立有一块巨石，上书“中央
红军村”5 个大字，道边是一片碧绿的荷
塘，环境清丽而静幽。村中的廖氏祖宅有
三堂六厅、两书院、四横厢、两大坪，碧
瓦飞檐的大门上书有“逢源”两字，现在
为博物馆主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多支红军的机关
单位进入洪田镇，有少共国际师指挥部、
红一军团指挥部、红军医院、东方军一部
等等。当时各级党政军把标语漫画视为宣
传动员群众的“第二武器”，各机关、部队
都设有专门的宣传干事，不背枪不打仗，
只负责刷标语，对标语内容和写法也有严
格规定，如“署名一律署‘红军’二字”

“不要写草字、省笔字，不要性急乱涂”等
等。后来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当时就
是一名宣传干事，他拿着笔提着桶，把红
军标语从中央苏区一路刷到陕北，“累了就
躺在地上歇一会儿，然后再去撵部队。”现
为洪田镇副书记、大学生出身的余君对我
说，“闹红”期间，整个三明地区的大街小
巷、村村镇镇甚至民居走廊、屋内，到处
用黑墨或白粉刷写着红军标语和漫画。洪
田、小陶两镇成为标语最为集中也保存最多
的地方，总计 500 多条、万余字。红军长征

离去后，白军反扑，老百姓纷纷用抹泥刷
粉的办法把这些标语口号掩盖起来，直到
新中国成立后才重见天日。

我一个个展厅看过去，其中有“只有
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
军”等等。时过近百年矣，墙上的标语尽
管已字迹斑驳，党的火热初心和当时的战
斗目标却赫然在目，铿锵有声，让先烈的
呼吼和历史的回音永久激荡……

珍贵的军用号谱

在气势恢宏的宁化革命纪念馆，一份
油印的、已经发黄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
号谱》静静摆放在玻璃柜中。这是全国现
存的唯一一本保存最为完整、刻版印刷的
军用号谱培训教材、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军号是军队指挥员的“喉舌”，是“号
令三军”调动指挥部队行动的信号。1931
年秋，15岁的三明籍红军战士罗广茂被选
派到司号大队学习吹号。结业时，首长把
一份号谱郑重交到他手上说：“小鬼，这可
是红军的最高机密，你扛得起吗？”小罗
答：“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结业
后，他带上这份号谱，来到朱德军长身边
当了司号员。后来多次工作调动，他始终
将号谱带在身边。1934年，第五次反“围
剿”失利，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小罗
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不得不留下。军号被
炸坏，他只好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珍藏
起来，伤好后只身前往寻找部队。新中国
成立后，罗广茂终于回到家乡，他曾多次
询问母亲，那份号谱还在吗？由于年事已
高，母亲想不起来藏哪里了，怎么也找不
到。直到1974年，年至花甲的罗广茂在拆
建谷仓时，发现一件用油纸包裹的东西倒
钉在谷仓底板上。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这
正是他魂牵梦绕了整整40年的《中国工农
红军军用号谱》，还有那只已经锈黑的号
嘴，老罗激动得跌坐地上，痛哭失声。过
后，他把这份珍贵的号谱和号嘴，捐献给
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复制件展于中国革
命军事博物馆。

三明市12个县 （市、区） 都是中央苏
区县，共有 300 余处红色遗址。寻访拜谒
之间，我的心总是沉沉的痛痛的。望苍茫
群山逶迤连绵，默然耸立，多少烈士忠骨
长眠在大地之下，有谁能数得清？今天，
新时代新生活在高楼林立的三明迸射着绚
丽多彩的光芒，白天车流如潮，入夜华灯
齐放。我多想向先烈们倾诉人民对他们的
思念，诉说今日三明的繁盛、美丽和飘着
茶香的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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