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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敏（壮族）

所有壮美的名山都有故事，而最壮美的故
事无疑属于井冈山。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
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映山红即杜鹃
花，歌曲《映山红》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歌词，表
达了人们对红军的热爱和对英雄的崇敬。听了
这首歌，眼前又浮现走进井冈山的情景。

仲夏，太阳宛如一个火炉，将大地烤得滚
烫。在这个火热的日子里，我所在的单位组织
党员干部，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革命摇篮井冈
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我们委托三湾改编干
部学院作为培训单位，校方安排稳重干练、口齿
伶俐的李妙群老师当我们的辅导员兼导游。李
老师是本地人，对井冈山的革命历史、人文风俗
了如指掌。当天下午，他在吉安机场接我们去
井冈山的大巴上侃侃而谈，80多公里的路程不
知不觉就到了。

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湘赣两省交界的
罗霄山脉中段，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
之腹”之称，山体连绵近百公里，号称“五百里井
冈”，全境群峰耸立，层峦叠嶂，是个进可攻、退

可守的军事战略要地。大巴行驶在蜿蜒的盘山
公路上，往车窗外望去，巍巍山岭间，杜鹃花一
朵接着一朵，一枝连着一枝，团团簇簇盛放在艳
阳之下，与满山翠色交相辉映，把井冈山装点得
分外妖娆。

大巴行至井冈山山脚后一路爬坡，傍晚六
时许车子驶进茨坪镇。该镇位于井冈山主峰北
麓，是一个坐落在崇山峻岭间的小盆地，也是当
年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心，留下了一大批革命遗
址遗迹。

次日上午，我们去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
园。陵园依山而建，面向雄伟的井冈山主峰，由
纪念堂、碑林、革命烈士纪念碑、革命历史人物
群像雕塑园四个部分组成。从大门到纪念堂有
两组台阶，其中一组是 49级，象征 1949年新中
国成立。我细心数了一下发现只有48级，正纳
闷着，李老师说，因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基
石，还有一级就是脚下的井冈山。我恍然大悟。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抬着花圈拾阶而上，
来到庄严肃穆的革命烈士纪念堂。堂厅里有一
块大理石牌坊，上面刻着“死难烈士万岁”几个
大字，是毛泽东的亲笔手书。吊唁大厅的四周
墙上，嵌刻着 15744名烈士英名。“井冈山革命
斗争时期，有 4.8万名革命英雄壮烈牺牲，其中
有3万多人没有留下姓名……他们是中国革命
的无名英雄”，李老师心情沉重地对我们说。大
厅内安放一块汉白玉无字碑，我们将花圈摆放
在碑前，向烈士们默哀致敬。

中国红军第四军医院旧址位于小井村，该
村在茨坪镇西北面六公里处，是井冈山大小五
井五个村庄之一。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
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部队驻地茅坪镇茅坪村
设立红军医院，但规模不大。由于战斗频繁，红
军伤员不断增多，部队不得不将伤员安置到群
众家中医治。为了改善医疗条件，更好地救治
伤员，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自愿捐款，自己动

手，次年 10月，在茨坪镇小井村建了一栋双层
木质结构的医院，取名为“红光医院”。

在红光医院里，我们听到红军师长张子清
献盐的感人故事。在一次战斗中，张子清大腿
负了重伤，住在红光医院治疗。医务人员每天
发给他一小包食盐清洗伤口，可他每天只用茶
水洗，而把食盐藏在病床底下。1928年底根据
地食盐完全断绝，伤员们没有食盐使用。张子
清把所藏的食盐拿出来，给那些急需清洗伤口
的重伤员使用，而他的伤口却因为没有消炎而
感染溃烂，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们从驻地乘车往湖南交界的黄洋界景区
驶去，公路迂回曲折，汽车盘旋而上，来到山顶
一车人有一半晕车呕吐。黄洋界位于井冈山主
峰北面，海拔 1343米，扼守湘赣两省交界的交
通要道，四周高山林立，陡不可攀。

黄洋界保卫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
强、出奇制胜”的经典战役。毛泽东在回师井冈
山途中，欣闻黄洋界保卫战取得胜利，挥笔写下
了“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
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
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首慷
慨激昂的词。如今，这门迫击炮就在黄洋界峰
侧的坪头上，就在我眼前。我走到炮台边抚摸
冰冷的炮管，俯视山崖下苍茫的战场遗址，心头
掠过一阵悸颤。当时的情况多么危急啊！在这
样险峻的山里，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这发炮弹
扭转战局，而军民团结、众志成城更是黄洋界保
卫战取得胜利的法宝。

茅坪村群山环抱，环境优美，一条小溪潺潺
地流过村前，秀丽的田园风光与井冈山革命斗
争时期遗存的革命旧址、旧居融为一体。

走进茅坪革命旧址，井冈山斗争时期设立
的湘赣边界党政军领导机关、红军后勤机关的
建筑保存完好。茅坪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经过战火的洗礼，但仍然保

留了八角楼毛泽东旧居、红四军军部旧址、湘赣
边界党的一大旧址、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旧址、
步云山练兵场旧址等多处革命旧址旧居。

我们来到毛泽东和贺子珍居住过的卧
室。室内光线昏暗，靠窗的书桌上摆放着一盏
油灯和一个砚台。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
毛泽东经常在这里居住和办公，他一边领导红
军开展武装斗争，一边进行红色政权理论研
究。在八角楼的桐油灯下，写下了《中国的红色
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
著作，指导井冈山革命斗争，坚定了军民的必胜
信念。

龙市镇位于井冈山北麓的莽莽丛林中，这
个山清水秀的小镇四面群山连绵起伏，中间是
河谷盆地，有“驼岭峙其西，龙江贯其中”之称。
清澈的龙江河宛如玉带，汩汩地流过镇中，河畔
护栏饰以杜鹃花浮雕，美轮美奂。车子驶过龙
江桥，停在龙江书院广场。背依五虎岭、面临龙
江河的龙江书院，古色古香，历史悠久，书院因
龙江而得名。该书院为砖木结构，雕梁画栋，悬
檐翘角，具有浓厚的民族建筑风格。龙江书院
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创办第一期军
官教导队之地，也是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第
一次会面的地方。

天高云淡，我站在石桥上，透过岁月的风
烟，遥望宽阔的会师广场和矗立在广场中心的
会师塑像，96年前红军胜利会师的情景仿佛就
在眼前。

井冈山的杜鹃花为什么这样红？因为它是
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浇灌的革命之花、信仰之
花、英雄之花。这次井冈山之行是一次心灵之
旅、精神之旅，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我们的心
灵得到净化与升华。返程路上回望井冈山，山
岭上的杜鹃花在阳光的照耀下迎风摇曳，灿若
云霞，折射出耀眼而迷人的光芒。

（作者系本报签约作家）

序曲：划破长空的闪电

闪电，威力无比的光之刃
从天空直劈而下，漆黑的天宇一如帛裂
从豁开的口子
战鼓惊天动地一阵紧似一阵
光明与黑暗展开殊死较量

黯淡的故园如失血过多的美人
苍白的脸毫无生机
红船的宣言，划破长空的闪电
淬火的大地霹雳狼烟
那阵势，摧枯拉朽，壮怀激烈
让新鲜的血液
在故园喷张的血管奔流

只有在长夜里苦苦煎熬的人
才懂得晨曦的美好可贵
只有在大气层里几近窒息的人
才倍加珍惜雷雨之后的自由呼吸

所有一切，令人振奋
划破黑幕的白刃
直指这片蛮荒昏黑的废墟
以最美的光，直击已死或将死的魂灵

勇士在厮杀，战鼓在震荡
极目处，闪电数度击燃地火
香木熊熊燃烧，浴火重生的凤凰展翅高飞
白驹过隙，朗朗乾坤
蓬勃着无限生机

第一章：故园回望

1.乡村印象

老旧的破水车
有月之玉指
轻扣锈迹斑驳的璜片
如水鸟
凫着粼粼波光
晶莹闪烁
缕缕暮烟般袅袅柔情
如枭
浩瀚的音域
激荡无垠的荒芜

2.大地的悲悯

四季来了又去
无声无息
尽管上天有好生之德
可是当黎民倒悬
上天也无能为力
让朱门酒肉臭的同时也让
路有冻死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天安门城楼上
伟人庄严的宣告超越时空
激荡寰宇
站立起来的人民
开始了亘古未有的幸福耕耘

第二章：大地颂

1.喷淋机挥洒幸福毛毛雨

背风带的苗岭，春雨，很贵
滴滴如油
季风殷勤地为大地上妆卸妆
唯独冷落了苗岭

被经年冷落的苗岭

面黄肌瘦满目颓废
日夜渴盼甘霖
精准扶贫，全面小康
扶贫攻坚的壮举
把改革开放成果送到侗寨苗乡
激荡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看，新时代的春天就是不一样
喷淋机高高扬起喷头
毛毛雨便幸福地在田间地头任性飘洒
柔软滋润的土地里
农作物拔节的声音动人心旌

“春得一犁雨
秋收万担米
立春三场雨
遍地都是米
春雨贵如油
多下农民愁
春雨满街流
收谷累死牛”

伴着喷淋机的马达声
人群中有人唱起这歌谣
幸福的歌声愈唱愈响亮愈唱愈激昂
响彻了整个苗寨，声震云霄

远远近近，地上枝头
一粒粒鹅黄攒动
那一粒粒鹅黄是秋收的希望
奔走在阡陌间的斗笠
将梦打扮，储满田舍粮仓

2.蔗区呈现别样的风景

十里八乡，吃过年饭的人们
掀开了新春的头盖
耕地。开畦。施底肥
蔗种插下，沃土覆上
孩童和大人一样忙碌
开阔的蔗区人们劳作甚欢

人心和大地一样纯朴
就不会招致兵荒马乱

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
又怎会罹患不幸灾荒
乡亲们何以过上其乐融融的日子
老蔗农一席话令人豁然开朗

阳光如此明媚，空气多么清新
蔗农们给大地种植甜蜜
绘就了一幅幸福安康的别样风景
漫步蔗区
我静听沉厚的土地里
蔗种们亲昵的窃窃私语

第三章：远去的乡愁

乡愁是家乡的一条小河
乡愁是家乡的一朵黄花
乡愁是老家田野上的一只云雀

我日思夜想的河流
能否再舀回最初那一瓢饮
我牵肠挂肚的那朵黄花
能否始终保持可人的笑靥
我望眼欲穿的小云雀呵
是否还在我那一亩三分地上展翅

年华似水去，乡愁渐依稀
乡亲们时常捎来喜庆的话语
精准扶贫感天动地
乡村振兴日新月异，放眼中华大地——
鲜花满山坡河水泛清波
小鸟鸣翠树爱犬逗人乐
人勤地生宝沙尽始到金
把盏黄昏后恬静且安心
高楼拔地起五谷满粮仓
丰衣又足食六畜多兴旺
村道无杂草村寨换新貌
文娱强心智皆言盛世好

而今我谓乡愁，不过轻烟一缕
风过处点点散尽
遥望家山
处处堆金砌银
那耀眼的光芒是富足和喜庆

（作者系本报签约作家）

杜鹃花为什么这样红

□ 韦斯元(苗族)

（组 诗）

大 地 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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