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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倩

走进李家林场，是在11月。
秋意，甚浓。
茫茫林海，波浪起伏，连着天、接着

地。
多是成片成片的落叶松，远远地，一

抹一抹或深或浅的黄，在群山的臂弯，借
点秋风，慢慢晕染开来。当然，山峦田畴
还有更为丰富的色彩，橘红、黄绿、灰青、
老绿、烟蓝或茶渍色，以及偶尔夹杂的新
绿，有心或无心地随意涂抹，一层层，一片
片，连绵起伏而错落有致，天光云影般。

到李家林场来，一眼都能看到这样
的景色，就在路边，不用下车就能满足心
愿。但来了这里，要是不到林间慢慢悠
游一番，就不足以对得起这样的山水，这
样的草木，这样的秋。

我们终究错过了时令，只能抬头远
望那些层层叠叠的金黄，或者金黄色落
叶松在绿色针叶木里的闪光。低处的落
叶松，多数针叶已跟随着风离开了枝头，
剩下黄灰色的林子，黄灰色的树，黄灰色
的密集的枝丫。这色彩，成于自然，无可
挑剔。细细的暗黄的针叶，软而又软地
铺了一地。恬恬静静、清清浅浅的，如一
场华梦初醒，像一阙清词婉转，在目光里

荡漾出刚刚好的岁月。
落叶松或粗，或细，简约旷美，风姿各

异。特别粗壮的，大都是翩翩少年，风华
正茂，直入蓝天。整个林中都是树，但疏
落有致，相互之间三五米，或更远的距离，
身处其间一点儿也不拥挤。就是站在高
处、远处看它们，也不显挤，不羁不绊，不
牵不连，一种让人舒心的和谐与默契。不
繁华，不轻浮，安静清澈。一切恰恰好。

阳光漫过细细密密的枝条缝隙，一
米一米的斜斜地照着整个林子，不燥不
烈，不浓不淡。每一棵树的树梢、树身、
树根都沐浴在金色的秋阳里，每一棵树
周围的草丛、野花也都仰着头、眯着眼，
惬意地享受。瓦蓝瓦蓝的天空下，这连
绵的落叶松林更像是群山的素纱裙裾，
淡雅、简洁。沿着这脉络，可以看到金色
的驰骋，绿色的畅想，还有岁月点缀的万
千色彩，淡而生香，熨贴自然，是诗意，也
是人间乐趣。

秋风总是悄然而来，不张狂，也不娇
柔，而天边的云朵，纤巧一撩，心旌开始
摇曳。枝上的松针也按捺不住了，毛毛
雨般洋洋洒下，那喁喁私语，柔柔的，打
湿了我的双眸。这万千素雅的松针，哪
一叶写着过往，哪一叶托着梦想，哪一叶
要向着远方，哪一叶又将停泊在我心的

荷塘……我从不悲秋，生活何尝不是这
叶，一生一落，一落一生，疏朗如画，而后
徐徐消融，归化于尘土。然，在光秃的枝
丫中，在地下的根须里，又孕育着新生的
力量，待来年，总会有嫩芽悬于枝头。

慢下来，深呼吸。温润的空气里，隐
隐的松香、淡甜的野花香、若有若无的青
草香，甚至每一块山石、每一片苔藓、每
一处泥土，都散发着素淡柔和的芬芳。
我贪婪地吮吸着，这每立方米 7000多负
氧离子的森林味道，时光静美，岁月沉
香，欲罢不能。

闭眼，倾听。层林鸟语，天籁般纯
净、清晰，有意无意间都是一首熟知的歌
谣，舒缓地进入最深的记忆。脚边偶有
三三两两的虫子爬过，窸窸窣窣，不紧不
慢，像是在相约前世的情，又亦是在扣问
未来的缘。这秋声，让人坦然、超凡，慢
了时光、润了心田。

一只灰褐色的小鸟一动不动，停在
一块灰白色的石头上。相机里已经留下
了它一张又一张可爱的面容，可它依旧
站在那里，没有一丝一毫忌惮地站在那
里，转动着水灵灵的眸子。

我恋恋不舍，一再回头张望。
绿烟的草地像铺上了绒绒的青毯，

简约、清澈干净、富有张力，勾勒出洒脱

的轻盈。触到的草叶光滑、湿润、弹性，
还有那毛茸茸的样子，忍不住去抚摸，这
种野性的美，带着大胆的俏皮，既柔媚，又
纯真。多想写一首诗，但我又怕拙劣的文
字虚张了一场深沉的绿意。那么，就浅坐
一方草地，静享一米暖阳，不言不语，不惊
不扰，直至坐成了一棵草或一棵树的模
样。生命的禅意在一抹秋色中流动。

曾几何时，所谓的林场不过是一片
残次杂乱林，黄草遍山野，顽石满山岗。
是曾家森林管理所的工人们披星戴月、
挥汗如雨，在云雾弥漫的大山中开荒栽
树，几十年来，这里没有人间烟火，只有
茁壮生长的草木和自由快乐的精灵，也
因为如此，成就了这一片 10万余亩的浩
瀚林海，13000平方米的茵茵草甸。不管
在黄土黄沙之中，还是在荒山秃岭之上，
温暖的春风一来，潇潇的春雨一到，大大
小小的落叶松总是争先恐后，延展着盘
根错节的根系，奋力伸出翠绿的针叶，带
着诱人的清香，勃勃向上，直至郁郁葱
葱、青翠欲滴。年年岁岁，如今，它们笔
直高耸，直入云霄。

恍然若梦，回过神来，依旧在秋日、在
林场。岁月在，我在；树在，山在；大地在，
时光在。如此，如此，还要怎样更好的世
界。

林场之美

马晓蓉

赤化，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然而，她
也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我是跟着祖辈的足迹来的。在此之
前，我对赤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父亲模
糊的记忆之中。新中国成立前，我的祖
奶奶带着有一手精湛造船技艺的爷爷万
般不舍地离别故土，翻山越岭，辗转来到
这里讨生活。

祖奶奶为何断然决然地离开故土，
在莽莽苍苍的利州大地上选择了赤化作
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本名白田坝的赤化，又是什么时候
迎来了红军迎风招展的旗帜？

如今，这昔日的革命老区在新时代
里扬帆起航，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
风景？

……
红叶漫天的秋日，我带着萦绕在心

里几十年的迷惑，走进了这片还带有祖
奶奶体温的热土，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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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河从摩天岭南麓出来，穿过龙

门山北端，一派碧波由西北向东南，浩浩
荡荡地流经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到竹园镇汇入黄沙河，再经宝轮镇注入
白龙江，在广元境内全长154公里。

清江河的尽头就是我祖奶奶曾经的
居所——白田坝。沿河两岸，肥沃厚实
的黑土地一直延伸到目力所及的山角。
正是深秋时节，层层梯田错落有致地横
挂在倾斜的山坡上，满眼秋色斑斓。

宽阔丰盈的清江河在春天里唱着兴
奋的歌谣。她在夏天舒展，在秋天腰肢
苗条。往来商船带着沿江两岸人民生产
的商品从青川起锚，顺流而下，途径十余

个乡镇，抵达白田坝码头装卸货物，然后
满载货物商船又在这里起锚汇入白龙
江，驶入昭化码头，然后江面上白帆齐
发，“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山”，一夜之后，满载货物的帆船趁着风
声浩荡，便抵达了重庆朝天门码头……

水运的交通便捷，带来了文化的交
融与碰撞。不知什么时候，在昔日白田
坝的码头边，出现了一座巍峨壮观的南
华宫。

这是人们为了庄子而修建的。
战国前期，周朝已经名存实亡，社会动

荡不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庄子身
处黑暗的社会政治当中，对苦难中的百姓
寄于了无限同情。他开始游走华夏大地，
传播道家思想，试图从精神上解救苦难中
的百姓。传说，庄子曾游历到白田坝，一边
为当地百姓传播文化思想，一边治病救人，
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白田坝。白田坝的
老百姓感念他所做的贡献，尊称他为南华
老祖，并集资修建了南华宫。

白田坝人们对于庄子的纪念方式是
独特的。每年三月初三庄子生日这天，
白田坝的乡绅们就会请来方圆百里有名
的戏班子，在南华宫唱一整天大戏。千
百年来，这一特殊的纪念从未间断。

南华宫不仅是白田坝百姓对文化的
信仰，更显示了他们对知识的尊重。走
进南华宫，同行者从南华老祖的神坛上
为我取下了两本庄子的著作。千百年
来，如此厚重的国学经典竟然以这样的
方式春风化雨般滋润着这片土地。站在
南华宫里，我真切地体悟到了一些意味
深远的人生哲理。

2
对赤化的红色文化，我敬仰已久。

带着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我走进了

位于赤化镇的“利州区红军文化陈列
室”，驻足在闪着红色光芒的文字中间
……

1935年初，红 31军为了阻击国民党
军队，从苍溪行军到老昭化绕牛头山到
大朝，上二郎山、走沙坝，从剑门关背后
再到白田坝驻军，指挥部设在赤化街场
头的南华宫。清江村的曹氏家族将祭祀
祖先的曹家祠堂无偿奉献出来作为红军
医院，救治伤病员。

据当地老百姓讲，这支部队并不是
徐向前元帅的主力部队，而是借剑门天
险这道天然保护屏障来迷惑敌人，主要
目的是救治伤病员。部队一进驻白田
坝，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建立
起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时
间虽只有短短 28天，但和其他县的苏维
埃政权一样，进行了基层政权建设、武装
斗争和打土豪分田地，共建立县、区、乡、
村四级苏维埃政权 78个。其中，县苏 1
个、区苏2个、乡苏16个、村苏59个，苏区
面积达1504个平方公里。培育各级苏维
埃干部 383人，其中：县级 5人，区级 11
人，乡级 118人，村级 245人。成立了赤
化县游击大队、赤卫队、少先队和儿童团
等自卫武装组织。同时积极组织动员群
众参军扩红，有784人参加红军。

时间过去了七十多年，赤化县苏维
埃不仅旧址依然如故，照片里红军所留
存的物件依然闪耀着历史的光辉，遗留
下的诸多红色文物，依然讲述着鲜活的
红色故事。如清江村曹家祠堂的红31军
医院，清江村村口的红军井，清江村的红
军树等。其中，红军錾刻的 19条永久性
标语，是赤化县苏维埃留给人们的一项
重要红色文物。

为永远铭记这段革命历史，当地党
委政府将原白田乡更名为了赤化镇。从

白田乡到赤化镇，历史发生了一个崭新
的飞跃！

3
闻着芬芳四溢的历史气息，我似乎

知道了我的祖奶奶为何甘愿放弃故乡的
一切，毅然决然地到赤化讨生活。

清江河水运交通的发达，让造船手
艺精湛的爷爷有了用武之地。白田坝码
头的繁华，则让我的祖奶奶在人流涌动
的街道上摆了一个小小杂货铺，一边卖
茶水，一边照顾爷爷奶奶和父亲的生
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历经千辛
万苦换来的稳定生活并未维持多久，由
于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腐败，老百姓处
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父亲不得不离开学
堂外出当童工讨饭吃……新中国成立
后，父亲依托他在私塾所学的文化知识
非常幸运地进入了国家机关，我们一家
人逐步过上了稳定幸福的生活。感谢这
个伟大的时代，我 80多岁的老父亲现在
每月有几千元的退休工资，足够他老人
家安享晚年……

今天，随着精准扶贫政策进一步深
入推进，国家对乡村基础建设的扶持力
度不断投入，赤化镇的道路交通已经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清江河旁边的
108国道线与宝轮镇的清江大道一脉相
通，向东穿过清江大道直达陕甘高速公
路，向西行驶几分钟，便到了剑门关高速
公路，可以直奔江油、绵阳、成都；高铁箭
一般地穿梭在赤化镇的山脊之间；乡村
公路越过张公岭山梁与白朝相通，连接
青川，直指唐家河自然保护区……

白帆高挂、靠天吃饭的水运历史早
已远去。今天，在四通八达的高速路上，
赤化镇正满怀喜悦朝着2020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奋勇奔跑！

赤化，红军走过的地方

文凌云

四十年前的夏末，天未亮，我们从
家里步行十里山路到公社小学参加小
升初考试。光阴荏苒，当年考试很多细
节都记不清了，但那次作文的经历仿佛
就在昨天，冥冥之中当年十一二岁的懵
懂农村少年，做了一只在春寒料峭时节
感知改革开放一江春水的“小鸭”。

话还得从小学老师押作文题开始
说起。为了让班上学生获得好一点的
成绩，把估计可能遇到的作文题目，老
师写几篇标准的范文，让学生背诵，一
旦运气较好，考试遇到相同的题目就完
整背诵写下来就行了，全班作文包得高
分。如果运气一般，出到相似的作文题
就照猫画虎，仿写下来也会得比较高的
分数。语文考试作文给的分数都比较
高，只要作文取得了好的分数，整个语
文成绩就差不到哪里去。记得老师一
共写了三篇范文，多年来始终清晰地记
得其中两篇的题目，一篇叫《抓纲治国
气象新》，另一篇叫《记一件小事》。从
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第一篇题
目是由当时几乎家喻户晓的“抓纲治
国”政治口号演变过来的，另一个是每
次作文概率极大又极普通的一个题
目。小时候记忆特好，三篇作文没花多
长时间自己就背得滚瓜烂熟。

那天考试，记得是上午考语文，语
文其它出了什么题答得怎么样，岁月已
模糊了记忆，只留下作文记忆清晰得如
在眼前。不知哪位老师在蜡版上刻下
的工整而清晰度不一致的娟秀小字，仿
佛今天还散发出淡淡的油墨香味，扑面
而来。顺利做完了前面的基础知识，在
时间比较充裕时就进入了我的作文时
间，看了作文要求，是从两个题目中选
做一个，第一个是命题作文，题目是《记
一件有意义的小事》。当时毕竟只是十
一二岁的小学毕业生，当看到比老师押
的作文题目只多了“有意义的”三个字，
心中掠过一丝窃喜，没有顾得上多想，
顺理成章地选择写第一个。自以为将
会写得顺风顺水、一气呵成，而且十拿
九稳会得到不低的分数。

可万万没想到，由于没有真情实
感，几百字的文章写了三两百字时就感
觉写得越来越平淡，到最后还没写到规
定字数就没有话说，再也写不下去了。
停下笔想了几分钟，可还是不知怎么继
续写下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想着想
着不禁就有些心慌起来。慌忙之中很
快看了下面一个题，是给材料自己命题
作文，材料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研究哥
德巴赫猜想事迹的一段材料。当时不

知哪里来的勇气，把原来写好的几笔划
掉，自己命了一个题《给陈景润叔叔一
封信》，不幸中的万幸，没想到竟然写得
出奇地顺利。字迹有些潦草是可想而
知的，具体写了一些什么内容已记不清
了，只记得大致写的是表达对苦战攻关
精神的无限敬佩和向他学习的坚定决
心，交卷铃声响起时才写完最后几个
字，喘了一口气，匆匆忙忙把卷子交了。

下午怎么考的数学、怎么回到家，
也没有一点记忆了。但回家后在未得
知考试成绩前，二十多天惴惴不安的心
情，帮父母在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时心
不在焉的状态至今还记忆犹新。

还记得 7月的一天下午，在公社小
学读初二的哥哥回来告诉我，他们的班
主任张老师在虎跳学区看到我的作文，
同其它几篇油印出来贴在街上当道的地
方，他参加学区改卷时看到了，拿了一份
回来在他们班上给全班同学当范文读，
还夸我写得好，这时一直悬着的心才终
于放松下来。虽然小升初总分是初一到
学校报名时，看到毛笔写的录取榜，才知
道在当年全公社几百名小升初学生中排
在前五名，现在想来能取得如此优异的
总成绩，自己临机选择的作文题一定功
不可没！那时年龄尚小，既没找张老师
追问当时他看到作文张贴出来的一些细
节，更没收存下那篇作文做纪念，想来初
中升学试卷也不会收入个人档案吧，这
竟成了永远也不可弥补的遗憾……

回望历史，1978年 12月召开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
时期的标志，但历史变革总有一个孕育
的过程。当年3月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
大会上的讲话，吹响了向科学现代化进
军的号角。全国科学大会像早春的一
缕春风，让人感受到阵阵暖意，听到坚
冰融化发出的吱吱声响。郭沫若先生
当年热情洋溢的讲话尽情欢呼那是“科
学的春天”，但今天谁都会说那是决定
当代中国命运的真正春天！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通过千丝万缕
的方式与那个时代联系着，也注定会被
那个时代裹挟着、推搡着前行。没想到
我的小升初作文竟成为自己与这个崭
新时期联系的开端，小小年纪竟有幸在
给定作文材料中感受到了一丝丝改革
开放的早春气息，还用一个小学毕业生
稚嫩的语言为即将到来的伟大时代发
出了欢呼。那次作文给我留下的启示、
自信、兴趣和对时代的高度关注成了一
生受用不尽的财富，庆幸自己做了一回
感受时代温度变化的“小鸭”。

四十年前春寒料峭，如今神州春色
满园！

春江水暖

俞天鹏

巍巍大巴山，淼淼嘉陵水。锦绣竹
江，造化钟灵。北枕傲盘，南浴竹滩，东
邻香溪，西接青牛。临亭湖，碧波荡漾，
渊沁峡崥乳雾蒸；面苏山，嶂峦成波，横
卧天际画屏满；八百亩良田沃沃，嘉禾
修竹，屋舍俨然；九千亩森林郁郁，珍禽
异兽，安然为家。听岗上松涛，阵阵洗
皎镜；看千年虬柏，啸啸傲风霜。春山
如笑，迎鼻缕缕七里香；夏山欲滴，入耳
处处瀑布响；秋山似火，满目苍翠携红
妆；冬山如玉，透心晶莹生洁光。美哉，

竹江！
茫茫天地阔，山川岁月长。巴人古

洞，崖壁留痕。刀耕火种，牛犇奋力，饥
寒交迫，几多艰辛。狮子梁，枪林弹雨，
红色战地闪红星；风堵垭，川大农场，扎
根乡村播文明。集体生产群情昂，战天
斗地，铁铧翻腾；元宝水库山湾塘，披星
戴月，汗筑土夯。忆往昔岁月，丝丝入
乡情；逢亘古巨变，飒飒生壮志。干群
同心，居民点上披霞光；里外携手，改变
家乡真情漾；捐资出力，国学花道映眼
亮；乡村振兴，团结跃进谱新章。壮哉，
竹江！

竹江赋

王锡华

第一书记
风寒暑热天，入社夜难眠。
精准查贫困，回头纠错员。
责权添动力，榜样必当先。
矛盾常调解，帮扶雨雪连。

新政新貌
欢喜过新年，村民笑脸鲜。

吃穿愁不在，行住享安然。
义教不交费，求医少付钱。
设施夸巨变，流转建丰田。

小康路上
帮贫意志坚，时限岂能延。
上下齐心力，千钧压两肩。
众人勤习技，产业不空填。
奋进奔康路，新村梦共圆。

诗词三首

邓亮

走基层
蜀中有仙山，
连艮川陕边。
初冬黄金遍，
千山层林染。
群峰绵鸟恋，
水潺潺鱼欢。
风中红叶翩，
无意醉霜林。
遥望萋萋山，
忘却在人间。

走基层，
至农家，
忽惊艳。
本是苦寒，
怡然自乐愁不现。
景有春暖冬寒，

人有富贵贫贱，
名利双难全。
守得真、美、善，
知足便是仙！

剑门七十二峰
群峰联缀，
山势巍峨。
岭翻浪涌，
峻跃惊涛。
景观雄浑，
袅娜旖旎！

群鸟飞鸣，
草木萧瑟。
游目骋怀，
摇曳翩翩。
清风徐来，
至足兴也！

诗词二首

作词：子敬
作曲：王沛
演唱：汤非/喻越越

创作幕后故事：
近年来，“脱贫攻坚”是文艺界创作

的重要题材之一。与此相关的歌曲忽
如一夜春风来，子敬和王沛创作的《蓝
天下》，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

《蓝天下》这首歌之所以能在众多
同类歌曲中脱颖而出，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作者完全没有拘泥于“脱贫攻
坚”的具体理念、措施，而是把诸种理念
和措施熔铸于艺术的想象和表达中。
纵观那些传唱了几十年的经典歌曲，似
乎无不有着这样的特点，即“写它不提

它，确实就是它”。会心的读者和听众
不仅可以从中读出字面背后的东西，而
且可以品咂出更丰富的意蕴。

“远远的，有人听见春雨发出轻
响。雨来时，从不曾错过每一寸土壤。”
词作家子敬说，每一个人的贫穷，都是
我们所有人一份未完成的任务和永久
的心结。就像春雨来时，从不会错过每
一寸土壤。此句堪称全篇警句。以春
雨比喻救急救难，似乎不是什么新鲜
事，妙就妙在，词作者在人们熟知的意
思上更进了一步。人们除了期盼春雨
解决干旱，也感恩春雨普降大地，不会
因为土地肥沃或贫瘠而放弃滋润任何
一寸土地。

（本报记者 张园文·图）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蓝天下》

喻越越 汤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