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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打拼的人都清楚，最初的每
一步有多难。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的海外建设步伐，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主要任务就是打井，给非洲各
地缺水的人们寻找清洁卫生的饮用水。

时光牵着人们的思绪，追寻中国
员工在海外最初缀满荆棘的开拓之路。

施工区在光秃秃的一眼望不到边
的戈壁上，他是最后一位留在马达加
斯加南部小镇比给力的中方员工，他
叫李现春，是中国地质马达加斯加分
公司的员工。现在留给他的是分公司
在马达加斯加中标的 “500 眼井项
目”。施工区在马国南方偏远蛮荒的小
镇比给力。

一村一眼井，500眼井分布到 500
个村子，人员及打井所用的钻机等大
型设备，就要迁徙搬运 500 次。项目
刚筹备时，营地驻扎在镇上，共有 5
位中方员工，遇事一起商量，干活分
工协作。现在只剩李现春一人，身边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更别提说中文
的人了。在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
方，为保证信用和尊严，他下决心，
一定要把项目做下去。

钻机是打井队必备的主要设备，
几台钻机是分公司请求总部从科特迪
瓦调运来的二手旧钻机。先不说它们
是怎么从科特迪瓦到达岛国马达加斯
加的，单单李现春带着当地司机，将
它们从首都塔那那利佛运到比给力的
过程，就充满了惊险与曲折。

一千公里左右的路，大半是一边
是山一边是山涧沟壑的盘山道。恰逢
雨季，路面崎岖湿滑，随时都可能有
危险发生，当地的雇佣司机时不时发出
惊呼。副驾上的李现春，一路紧张得直
出冷汗。好容易熬到快出山区的时候，
错车时，他们的大卡车竟和另一辆拖挂
长车剐蹭。

那夜，双方只好在车上过夜。山
里的夜晚，冷得牙齿咯噔咯噔打颤。
但李现春觉得冷的滋味比行车受惊吓
好过，毕竟生命是安全的。

第二天处理好了事故，李现春和
司机出山又进入草原。雨季，小河已
经变成水量滔滔的大河了。他们只好
又开车绕道省会城市托利亚市，这里
距离比给力大约 400 公里，大都是无
路或狭窄的土路。等到小镇比给力，
已是六天六夜之后了。设备和人，几
乎都颠得散了架。

李现春看着眼前这些经过西非到
东非长途海运、已被大海盐渍侵蚀得
锈迹斑斑的钻机。它们身体上许多该
动的部位锈死了不能动，不该动的地
方偏偏又吱吱呀呀晃晃悠悠。他首要
的工作就是修理或改装这些大个子“兄
弟”。他自己加工导正架和扶正器，废
旧的零件用加工的代用品。活动的地
方焊补，垫叉用厚钢板现做……经李
现春之手，它们竟灿然一新，像精神
焕发待命出征的战士。

这套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操作，令法
国监理差点惊掉了下巴。他们哪里知
道，来马达加斯加之前，李现春是河北
邢台长征汽车厂机械师，机械修理是他
的长项，应聘海外员工时，因为年轻且
技术全面被选中。这一次，他的身手派
上了用场。

李现春机修技术一流，但对打井
施工技术最初一窍不通。他想，只要
有项目，即使苦一点，就有成功的可
能，反正自己拼一下，豁出去了。

他开始钻研标书，推敲技术条
款。之前打井，一个中国机长带10来
个属地员工。现在光杆子的他，只有
实行人员全部属地化。他招聘当地曾
在法国打井公司工作过的员工，自己
再一点点地学习掌握操作施工全过
程。为提高效率，他将人员分解成若
干组，这样可以几眼井同时打。

施工在广袤的草原与戈壁滩上进
行，村镇居民点没有联系方式，没有
路。为了解决此类难题，他把施工任务
全部交给当地员工，依靠当地工程师与
员工之间的交流，解决井位查找问题。

钻机进场之后，钻孔、下管、填砾、
洗井、取样、测试，确定合格成井后，立
即转场，这样，远距离一天成井两眼。
近距离搬迁，一天成井三眼。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现春打井施
工技术和经验不断精进丰富，管理也
更严谨。他开始实行定员定编，落实
岗位责任制，明令奖惩。项目工作走
上正轨，速度越提越快。局面由项目
开始时“监理催促施工进度”，变成李
现春“追着监理要井位”。

清冽甘甜的地下水，汩汩地从脚
踏泵源源涌出。李现春带领的打井队
受到了出资方、业主、监理、受惠地
区政府以及百姓的高度赞扬。百姓杀
鸡宰羊，搞盛典庆祝，犒劳员工们。

工作走上正轨后，李现春才着手
装扮在比给力的“家”。营地一直没有
围墙，他就砍下很多仙人掌，扔在房
前屋后的地上。李现春筑墙不为防
盗，而是为凸显那扇先于围墙存在的
特色“大门”。大门是他建营地搭板房
时自制的。三根废旧钻杆，一根钻杆顶
上高高飘扬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另
一根钻杆顶上是用自行车轮胎染色、弯
成弧形的中国地质标志；第三根钻杆两
头，焊上废钻头配重起到固定作用，横
在两根竖起的钻杆之间，就成了项目营
地独具特色的大门。

李现春每次出入这扇门，心里都
会涌出昂首挺胸的豪勇和欣慰，感觉
有了可以依靠的坚不可摧的支撑点。

李现春坚信，再完备的设施，也
不如一个国家和员工在当地的声誉。
多年来，就是这扇飘着中国国旗的

“大门”和一圈仙人掌“围墙”，护佑
着打井营地，进而生出一丛丛艰苦创
业的佳话。

当分公司总经理张付祥从分公司
所在地塔那那利佛来到比给力检查
时，李现春激动得满眼泪花，却因长

期见不到同事，母语竟说得磕磕巴巴。
张付祥看到他将所有工作都干得

有声有色，发自肺腑地称赞和佩服。
临别，李现春从口袋掏出一瓶相思豆
递给张付祥，告诉他，想家了，就数
数相思豆。

2000 年时，施工通讯条件大有改
善，只是仍然没有进出的道路。在比
给力附近，分公司不断有新的打井项
目，李现春仍是一个人驻守，过着和当
地居民一样的生活。好在比给力之南
的安巴尼地区，有十几名中方员工在实
施世界银行投资的乡村项目。偶尔，李
现春去和他们聚一聚，有中国人作伴，
感觉温暖。

分公司能中标安巴尼这个项目，与
李现春有关。当年世界银行负责人视
察500井项目，看到百姓喝到符合饮用
水标准的清洁卫生地下水，改善了生
活，感触颇深。同时产生一个疑问：这
些大型钻机设备，中国人是怎么搬到现
场的？他不得不赞叹中国人的智慧和
伟大。随即，他组织了包括中国施工单
位在内的义务示范队伍，示范指导当地
人怎么更好地使用井水。

当他发现李现春打井使用的临时
旱厕时，又是大吃一惊，他认为在马
岛值得推广，于是世界银行加大投
资，这才有了安巴尼等几百个村庄的
旱厕项目。

2022 年，张付祥站在中国地质马
达加斯加分公司总部驻地的办公楼
上，4000 多平方米生活与办公区一体
化的综合设施总部基地，是目前马达
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最时尚的建
筑。张付祥说分公司能有今天，完全
靠一代代人的坚守及中国地质的精神
传承，今天的硕果，是他们用青春和汗
水垒砌的。他拍拍身边的助理说：“他
就是当年马达加斯加 500 眼井项目的
施工现场负责人，是中方驻守马岛分公
司工龄最长的员工李现春。他曾在马
达加斯加南方连续工作 15 年，其中 6
年是一个人在比给力度过的，当年他
见到我的时候，汉语都不会说了。”

2022年，李现春荣获中国地质颁发
的“海外工作20年奖章”。他在比给力
当地培养了两位得力助手。多年来，李
现春及他带领的属地员工与中国地质
马达加斯加分公司共同成长。在高峰
中奋进，在低谷中前行，付出了超乎想
象的艰辛，也取得来之不易的成果。

当年，继 500 眼井之后，李现春
以小镇比给力为基地，在周边地区又
相继实施了 140 眼井、350 眼井、300
眼井等多个打井供水项目。他书写了
一位中方员工造福马达加斯加一方百
姓的故事。

阳岭

江西崇义县城往东偏南一箭
之地，有群山，齐云接天，排峰
相叠，曰之阳岭。阳岭有巨峰36
座，主峰1296米，峰尖破云，林
木聚气蔽日，四季界线并不分
明，仿佛温暖生了根，赶也赶不
走了。

阳岭的水是长了翅膀的。阳
岭有多高，水就有多猛。阳岭有
瀑布 9 处，落差不等。大瀑，在
李白诗句之外轰然鸣响，垂练喷
雪，玉珠四溅。小瀑，飞流闪
烁，汇于曲溪，忽隐忽现。

阳岭深处溪谷多多，但最著
名的唤作“兰溪谷”。瞧瞧，连
名字都浸润着水气，散发着兰之
幽香。兰溪谷谷口有一块巨石，
劈面而立。石上所刻正是“兰溪
谷”三个字，字迹高古苍劲，却
又灵动飘逸。

进入谷中，便见一曲溪在谷
底流淌，汩汩欢畅。不用问，这一
定就是兰溪了。我沿石径前行，
寻之探之，视野里不是意外，就
是惊喜。溪畔偶有青蛙跳跃，而
溪中则有鱼影腾蹿。当地朋友
说，兰溪谷也有娃娃鱼呢，不
过，它们藏在水底石隙间，轻易不
肯露面。朋友挽起裤脚，欲要下
溪 水 中 掀 开 石 板 ，印 证 他 说 的
话。我摆摆手，说：“罢了，罢了。”

我想，对待自然最好的方
式，就是不要理睬它们，让它们
宁静而安然地生活，不受干扰。

阳岭群山中竹林广袤，多达
10万余亩呢。竹，非草非木。竹
就是竹。阳岭有大片分布的毛
竹、紫竹等常见的竹，也有零星
分布的红壳竹、乌竹、刁竹、石竹
等奇竹。更奇的是，阳岭居然还
有实腹竹。晋人戴凯之言：“夫竹
之大体多空中，而时有实，十或一
耳，故曰小异。然虽有空实之异，
而未有竹之无节者，故曰大同。”
过去，我一向认为，竹都是空心
的。看来，举凡天下事物，皆有
例外。

作为中国竹子之乡，崇义全
县竹林 70 万亩，一个阳岭就独占
其七分之一。于兰溪谷举目览
之，满坡满岭的翠竹不禁令我感
慨万端。

阳岭毛竹经过加工，化身成
了竹筐竹篓，竹桌竹椅，竹具竹
器。近年，当地又开发出了一种
集装箱竹地板，硬度大，强度
高，结构稳定，耐用美观。出口
海外，颇受欧洲人喜爱。如今，
崇义全县竹加工企业就有 80 多
家，每年创造产值 17 亿元。是
呀，一根翠竹就可让山民致富，
一根翠竹就可带动地方经济发
展。竹，真是个好东西呢。

登临阳岭山巅远眺，阳岭三
面临水，陡水、西湖、长河坝环
之。早年，水上有木船、竹筏、木
排往来，出则多运的是柴、炭、
竹木、野果等土特产品，进则运
盐、油、布匹、五金及杂货等生
活用品居多。不临水的那一面便
是县城了。观之，建筑林立，行人
及车辆如蚁如豆。

阳岭山巅有一家叫“阳明山
庄”的菜馆，远近食客常来光
顾。这里的竹笋扣肉、竹笋烧排
骨、魔芋烧麻鸭、瓦罐鸡、九层皮、
黄姜豆腐、艾草面蒸饺等几道美
食，让人食之不忘。而“阳明山
庄”自酿的客家米酒，更是回甘
绵润，甜美芳香。

阳岭山间亦有茶园，茶垄曲
线纵横，或蜿蜒起伏，或重重叠
叠。产自此处的“阳岭绿茶”，饮
之，解渴，润肺，通体透爽，美也。

农事谚语

在崇义山区行走，我于民间
采集到的一些农事谚语几乎都与
天气相关。比如，雷打惊蛰前，
高山好种田——在惊蛰之前，天
空中打雷是好现象，预示着风调
雨顺。比如，东虹日头西虹雨
——根据彩虹出升的方向，预测
是晴天，还是雨天。比如，春雾
晴，夏雾雨，秋雾风，冬雾雪
——根据四季起雾的情况，预知
天气是晴朗，是下雨，是起风，
还是下雪。比如，旱风树上叫，
雨风地下扫——干旱之日，气流
升腾；多雨的天气，气流下沉。
等等。这些谚语里透着崇义人的
民间智慧。

我们所见的天是虚空的，但
实际上并不虚空，它充盈着气。
此气由阴气和阳气组成，阴气阳
气永远处在动态变化中。阳伏而
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必
然发生极端天气现象。反之，亦
然。

天地之间，人物存焉。可谓
天 有 天 道 ，地 有 地 理 ， 人 有 人
伦，物有物性。有天道，故日月
星辰可行也；有地理，故山川江海
可成也；有人伦，故尊卑长幼可分
也；有物性，故长短坚脆可别
也。这话是古人说的。

今天，已经进入了智能时代，
农事活动不再依赖于那些谚语。
然而，在崇义采集农事谚语期间，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地山民对自
然的敬畏，对传统和农耕文化的
尊重。

梯田筒车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
争。崇义之农事，依水而生，伴水
而在，随水而长。在长期农事活
动中，崇义人认识到这样的道理：

“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
后裕国。”

在崇义，山峦相叠，水流丰
沛。客家人创造出了“森林—村
庄—梯田—水系”四要素构建的
山区农业生态系统和自成一体的
自流灌溉体系，涵养山川草木，
造福一方。

明代，王阳明平息匪患后，
崇义山区渐渐安定。遂有客家人
迁入，开垦山麓和低缓丘陵的坡
地，渐成板块梯田。还开掘山坡
池塘，拦截雨水，引入梯田。

崇义上堡梯田多多，梯田因
山成形，因水而兴，因农作而发展
完善。一代一代崇义客家人居山
饮涧，有序开垦，梯田稻作规模渐
渐可观起来。

水利灌溉体系亦逐年完善。
为了尽量不破坏森林植被，在梯
田上方森林中，主要采用竹笕输
水，开挖简易沟渠，依靠天然的
地形实现输水。由于梯田独特的
地形条件，在梯田与梯田之间，
主要通过修建水渠和借田输水。

在崇义上堡，“之”形流灌
最常见。水流自溪流引入梯田顶
部水头田后，自上而下自流灌溉
每一块梯田，需要在每一块田设
置入水口和出水口，并错位布
置，使水流路线呈“之”字形
状。“之”形流灌，具有调节溪
水温度和土壤温度、有效用水等

功能。
筒车是一种灌溉工具，亦称

“水转筒车”，一种以水流作动
力、取水灌溉的农用水车。筒车
出现于隋朝，盛于唐朝，这种靠
水转动而自行提水的灌溉方式，
在崇义的山间溪畔时有所见。崇
义的朋友告诉我，筒车还有另外
几个别称：“天车”“竹车”“水
轮”“水车”等等。

筒车，按照材质分为竹筒车
和木筒车。筒车的水轮固定在河
边水中，轮周斜装着若干竹木制
的小筒，多达42筒。其原理是利
用水流推动主轮，轮周小筒次第
入水舀水至顶倾出，以竹槽接
之，导入水田，灌溉稻禾。如此
连续循环，把水输送到需要之
处，功效奇佳。

北宋时期，王安石对筒车赞
赏有加，朝廷曾颁令，大力推广。

崇义上堡民间有诗云：转此
大木轮，救汝旱岁苦。老农用不
知，瞬息了千亩。

黄昏中，河溪上的筒车转动
着，吱吱扭扭，一圈一圈，它苍劲
老迈的身影带给我无限的遐想。

野果

那是一幅奇画。在崇义“野
果大世界”的展厅里，我看到了
一幅画，画上没有山水，没有风
景，没有人物，画上是一个绿色
的巨大的“野”字，“野”字的
周围汇聚着大小不等、横竖不一
的格言——野是一种元素/野是
一种文化/野是一种性格/野是一
种天性/野是一种生活方式/野是
有趣的灵魂/野是洒脱随性/野是
做 到 最 好/野 源 于 自 然 归 于 自
然。哈哈哈——野果新滋味，果
然与众不同啊！

旧时，崇义野果巨多，分布
于大小山岭，溪谷河畔。清光绪
年间，县志就有记载：“过埠蜜
桃 ， 味 甜 如 蜜 ”。 崇 义 盛 产 杨
梅、金桔、枇杷、柚、橙、葡
萄、刺葡萄等。

不过，崇义野果的根脉时断
时续。据记载，1937年，崇义产
桃 315 担，李 406 担。以后若干
年，就没有确切的统计了。1956
年，崇义兴办果树苗圃，进行无
核柿子嫁接，还进行梨树、蜜桃
和红橘实生苗培育。

“野果大世界”创建于 1995
年。那是一座无名山谷，野果有
刺葡萄、八月炸、柿子、皂角、
野酸枣等。一个叫庄席福的青
年，颇有眼光和想法，他向崇义
县政府申请，在此建立野果保护
区。取名君子谷野果保护区。

庄席福是本地人。他熟悉这
里的山岭，熟悉这里的野果，甚至
熟悉这里野果的味道。保护区的
建立，源于他的一个梦想——把
小时候吃过的、见过的野果保护
起来，让这些野果不至于绝种。

20多年间，跋山涉水，风餐露
宿，庄席福走遍了南方各地的山
野，采集各种野果的种子在君子
谷播种，栽培繁育，终获成功。

一个具备相当规模的“野果
种质资源圃”也建立起来了。举
凡能说出名字的南方亚热带野
果，在这里都能找到它的种子和
实生苗。君子谷成了真正的野果
世界。

忽然间，我想起梭罗说过：
野果的价值不在于被人获取或者
吃掉，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种
精神。

一个人的坚守
刘慧娟

崇义之地
李青松

窗外夕阳如血，寒风中传来一个消
息：池田大作先生逝世了。

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实。
两天前，我与丝绸之路艺术协会负责

人访问创价学会总部，路过那片绿树环
绕的寂静住宅时，还在想念着池田大作
先生。

我们回想了父亲常书鸿与池田先生的
友情和整理出版他们的对谈 《敦煌的光
彩》，我作为往来中日之间的使者和助
理，在整理文稿过程中，第一时间看到了
他们闪闪发光的思想，像一盏明灯指引我
前进。这是我最珍贵的人生和艺术的教科
书，因此我提议明年在纪念父亲诞辰 120
周年、母亲诞辰百年之际，在敦煌戈壁一
块巨石上镌刻“敦煌的光彩”五个大字并
留下两位先生的话，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
的支持。

这是因为他们两人一生对丝绸之路敦
煌艺术的热爱和诠释，影响了许多学者、
艺术家。

50 年前，当我看到池田先生的 《夕
阳》摄影集时非常震撼，我那时还不知道
他与中国有那么深的渊源。后来，夕阳也
成为我写生创作的源泉。

1984年我赴日留学，一年后我和父母
参加了盛大的琦玉文化节，当池田先生向
两万观众介绍常书鸿、李承仙并引起全场
欢呼时，我看到父母脸庞上流下的晶莹泪
水，因为这是对他们一生守护敦煌的褒奖。

旅日40年中，我5次见到池田先生，这
是难得的殊荣和聆听教诲的机会，他每次

见面都给我热情的鼓励：努力学习，为日中
友好、为世界和平，创造新的文化艺术。

1997年，当母亲带领我向池田先生报
告在敦煌开凿新石窟时，池田先生马上
说：“新的石窟壁画的制作是敦煌文化复
兴，是重大的和平文化大事业，是作为世
界文化交流的据点，是使人类的心更加宽
广的原点。”

这句话支持着我克服任何困难，砥砺
前行，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将告慰两位先生：为了人类和平和
文化，我会继续做下去，传承、发展敦煌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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