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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延安

三峡是旅游者向往的胜地，所以游三峡
的诗词歌赋可谓恒河沙数。我这个北方旱
鸭子游三峡，必然必须写游记以显壮怀。

（一）

自古以来，长江三峡这人间奇绝的山水
画廊，引得无数文人墨客驻足观赏、歌咏吟
唱。瞿塘之雄奇，巫山之秀丽，西陵之险峻，
早已为世人所知。我们也学古人放舟下三
峡，也像古人心在十二峰。

船行江上，只见两岸连山，似无缺处，峡
谷险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在大自然
面前，我“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
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伫立船头，但见悬泉瀑布，飞树其间，“枯
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
万壑雷”。江上清风，山间明月，耳得为声，目
遇为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亦乐乎？

古贤人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
不能。在三峡、在船上，我一时悲、一时喜，
一时忧、一时乐。郦道元的《水经注》、李白
的《蜀道难》、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杨
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罗贯中的
《三国演义》等诗词歌赋文，时时涌上心头。

巫峡十二峰，南北岸各六峰，我和大多
数游客一样，对登龙峰、圣泉峰、朝云峰、松
峦峰、集仙峰、净坛峰、起云峰、飞凤峰、上升
峰、翠屏峰和聚鹤峰这十一峰所知甚少，唯
独对神女峰情有独钟。十二峰中最高的是
神女峰，朝迎早霞，暮送晚霞，所以又叫望霞
峰。世人不知望霞峰，只知神女峰的缘故，
是那块几千年几万年站在悬崖上的神女
石。有人说，神女是王母娘娘的小女儿，帮
大禹治水，滞留三峡，因此神女成了救苦救
难的英雄；也有人说，神女是楚襄王梦中的

情人，所以神女又成了风流浪漫的情种；还
有人说，神女是三峡一位不知名的船工的妻
子，望夫归来，于是神女又成了贤妻良母的
化身。我不知神女究竟是谁，或许她既是王
母的小女，又是楚襄王梦中的情人，也是三
峡船工的妻子。有诗人呼喊神女“与其在悬
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这是用凡人的情怀忖度神女——神女应无
恙，千年等一回。

游船江中流，青山两岸走。山水相接
处，水拍石、石击水。水拍石万朵梨花，石击
水千层波浪。千里长江，千里石刻长廊。读
江岸，犹如读史书。磐石坑坑洼洼，伤痛累
累，我感慨这水滴石穿的历史和血痕。最令
人感慨的是“纤夫石”，千年纤绳磨勒，坚硬
的石柱留下条条寸余深的石沟。不知这深
深的石沟中，勒进了多少纤夫的汗水和血
泪，勒进了多少条汉子的青春和生命。想那
条纤绳上，荡悠悠的不是男人的情，不是女
人的爱，而是男人的血，女人的泪。两岸不
绝的猿声，啼不尽船工纤夫的怨恨；一江不
停的浊浪，洗不尽船工纤夫的血泪。

三峡石韵，如诗、如画、如歌、如雕塑、如
石刻，你可以尽情地吟唱、想象……

（二）

4月18日，我们朝辞白帝城，弃大船而乘
小船，游览大宁河下游的小三峡。

小三峡的第一峡是龙门峡。龙门峡全长三
公里，绝壁对峙，山是两壁悬崖，石如天外飞
来。左壁上一个个宽九寸、深尺许、相距五尺、
排列有序的古栈道孔，向世人倾诉着历史的沧
桑。据说，以大宁河为中心的古栈道网，一直延
伸到陕西。也就是说，这些石孔，当年连着秦、

楚、巴三国。姑且不论是谁凿了这无数的栈道
孔，也不管是什么原因“天梯石栈相钩连”，我只
知道这千万个石孔中，凿进了千万条生命，这千
百里栈道上，演绎了千百个故事。

过龙门峡，山势有张有弛，错落有致，这
就到了巴雾峡。巴雾峡因支流巴雾河而得
名。十里巴雾峡，气势磅礴有大景，小巧玲
珑如小品。大景小品，相互交织出奇险迷人
的景色。“银窝滩”，佐证了千万个船工的不
幸。“银窝滩，银窝滩，十船开过九船翻。”翻
船太多，滩下银成窝。我感到当年这栈道、
这水路，也是“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
血，杀人如麻”的艰难路。

巴雾峡最使人拍案惊奇的是悬棺。决
眦看船右千尺峭壁上的悬棺，我以为是悬着
一段历史，悬着一种文化。有人企盼解开悬
棺之谜，我不是搞历史的，所以以为解开千
年之谜是好事，解不开千年之谜也是好事。
解开犹如揭开面纱看美人，真真切切；解不
开就像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别有一番情趣。

滴翠峡是小三峡最长最宽的一段。因
为它把小三峡的精粹集聚于此，所以又叫集
翠峡。船到滴翠峡，天下起了雨，雨还越下
越大。风雨中游滴翠峡，“山色空蒙雨亦
奇”。尤其是那些在悬崖峭壁上腾挪跳跃的
猴儿，给小三峡平添了几分灵气，几分生机。

滴翠峡中有一个“罗家寨”，据说是双龙镇罗
姓人为儿子读书修的。我们没有上去，但我却咀
嚼出罗家寨的甜酸苦辣。想那罗姓父亲，在这深
山之中，绝壁之上，为儿子修一个安静的读书场
所，可谓耗尽财力，费尽心血。那位父亲的良苦用
心，不是淘尽这大宁河水可以书写的。

船到小小三峡口，雨下得更大了。我们
就在悬崖下、在峡谷间、在两水交汇处、在风
雨中，吃了一顿值得永远回味的饭。

（三）

游三峡，游小三峡，千古人物、千古诗
文，都涌上我的心头。

李白没有走过剑阁，有人说他凭想象写下了
千古绝唱《蜀道难》，我以为不尽然。李白没有到
过剑阁，但他曾“朝辞白帝彩云间”。也许“诗仙”
是从三峡得到《蜀道难》的灵感的。你听：悲鸟号
古木，子规啼夜月；你看：枯松倒挂，飞湍瀑流；你
想：猛虎长蛇，磨牙吮血。这不都是三峡的情景
吗？所以诗人才侧身“西望”长咨嗟！

一部《三国演义》，泼墨秦、楚、巴，聚焦
长江水。孙坚跨江击刘表、赵云截江夺阿
斗、关云长单刀赴会、吕子明白衣渡江、陆逊
营烧七百里、孔明巧布八阵图，尤其是成为
兵家范例的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使演义如
长江般后浪推前浪，“浪花淘尽英雄”。一百
二十回的演义，之所以能波澜壮阔，就是因
为有长江水，有三峡浪。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是三峡的气势；“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是
小三峡的景象；“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
水路九连环”，是小小三峡的风采。万里长
江处处景，风景独好是三峡。

屈子文、李白诗、苏轼词……千古文人，
千古诗文，不是我能领会的，更不是我在三
峡时能吟唱完的。我“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羽化而登仙”，只不过是发发千古幽思而已。

问大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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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事物，看似其貌不扬、
普通无奇，但当你有机会走近它、抚摸它、深
入地去了解和读懂它，身临其境感触它所记
载的点滴过往、沧海桑田时，它带给你的是震
撼，是感动，是钦佩，是缅怀，是鞭策……

从黄陵县城出发，驱车沿着平坦公路向
西北畅行，两旁山脉依次有序徐徐展开，小河
蜿蜒流水潺潺，满眼翠绿令人心旷神怡，如诗
如画的优美景色让人错以为踏足于江南。大
约四十多分钟后，便抵达小石崖革命旧址。
在那几乎垂直的峭崖陡壁上，点缀着大小不
一的石洞。这些直观印象中简陋而奇特的石
洞，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中宜游击队的活动
旧址，更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从未丢失的红
色根据地。这里处处镌刻着艰苦卓绝中奋斗
不止的岁月痕迹，每一棵树、每一块石、每一
寸土都流淌着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蕴含着
烙在骨子里的基因密码，告诉我们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秘诀。

秘诀是艰苦奋斗本色不改。在山脚下
乍一看，这些石洞似乎只是随山而布，随意
而凌乱地铺散着。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些
石洞是勤劳人民的心血智慧的结晶。人们
借助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充分利用山形之
利，用最简单的榔头和槽刀等工具一点点、
一寸寸凿出石洞，使其变成了易守难攻、隐

蔽安全的革命根据地。拾阶而上，经后人整
理修葺的台阶，充其量也就可双人同行，手
扶护栏也需小心翼翼。由此可想，战士们当
年上下穿梭而行，身手是何等了得！不同的
石洞功能各异，有商议决策开会的“会议
室”，有伤员休息疗养的“医疗室”，有放风瞭
望的“警戒塔”，有烧水做饭的“厨房”，有休
憩所用的“卧室”，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洞口相对狭小，用木桩拼搭起门框样貌，踏
入洞中豁然开朗，却可明显感到寒气逼人。
这既因山中储水向外渗滴，又加之洞内无阳
光照射，夏天或许会觉得凉爽惬意，但成年
累月待在湿冷的洞内，身体难免受影响甚至
生病。可就是在如此简陋艰苦的环境中，革
命先辈们不怕艰难困苦，即便面对种种困难
也从未退缩，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百折不
挠地顽强斗争，用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抒
写了一曲曲战天斗地的精神赞歌，锻造出一
支无坚不摧的革命力量。

秘诀是理想信念坚如磐石。小石崖的
革命故事虽只是伟大革命史卷中的一小段
落而已，但已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伟大信仰
的磅礴力量。无论外部环境多么恶劣艰苦，
不管前进道路上多么困难重重崎岖不平，哪
怕是险象环生壮烈牺牲，都丝毫没有影响和
动摇战士们那执着而坚定的革命理想——

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这高于天、厚于地的精神信仰，磁力般
把无数革命先辈们吸引凝聚在了一起，并为
之前赴后继、奋不顾身、无怨无悔。

秘诀是人民至上的鱼水深情。中国共
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
在第一位，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
革命队伍舍生忘死的为民情怀、秋毫无犯的
严明纪律，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爱
戴。小石崖革命根据地能不断发展壮大，也
得益于当地老百姓的认同爱护、全力支持。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不畏艰险上山采
药，忙里偷闲纺线织衣，自发前来为战士们送
药送粮送衣。纵然自家生活万分艰辛，甚至
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仍如有首歌中所唱：“最
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
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
亲骨肉送去上战场。”一叶见秋，从这个缩影
中不难明白，我党为什么能从小变大、从弱
变强，我党之所以能步步难行步步行、关关
难过关关过，就是有亦是人民亦是江山的老
百姓的支持和拥护。这是别的任何政党都
无可比拟的。而人民自始至终都是党史中
频率最高、分量最重、底色最亮的词语。党
爱民、民爱党，党民同心同德携手弹奏出一

首首动人心弦的天籁之音，演绎了一幕幕感
人肺腑的真情故事，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
的辉煌历史。

阳光暖暖，深情抚摸石壁上一道道依旧
清晰的岁月痕迹，举目环望四周美不胜收的
壮丽山河，内心不禁感慨万千。如今所有美
好的一切，是无数革命先辈们历经千难万险
才换来的。征途漫漫，惟有奋斗。身处新时
代的我们，更应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永葆共
产党人的奋斗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精
神抖擞、一往无前，扎扎实实走好属于我们
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临走前，面对迎风飘扬的国旗，我高举右
拳，庄严而神圣地重温了入党誓词。一群少
先队员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面对石崖石洞
齐声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歌声
热血激昂、嘹亮悠长，在山谷间、丛林里、石崖
边久久回荡、不绝于耳。再回首，我仿佛看见
了革命先辈们对如愿盛世的欣慰笑容。请放
心，有着红色基因的代代相传，有着红色血脉
的永久赓续，有着红色传统的发扬光大，神州
大地必定会处处繁花似锦、富饶美丽，中国
的明天也必将更加灿烂美好！

小石崖处寻秘诀
方少

我的家乡甘肃武威古称凉州，历史上
曾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塞。据史书记载，
公元前 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
病远征河西，击败匈奴，为表彰其“武功军
威”而取名武威。

家乡武威是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
的城市，也是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的出
土地。武威自古是“河西米粮”之地，素有

“银武威”之美名。
这些年来，我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村

孩子，在陕西当兵 13年之久。转业后被
分配在陕北革命老区工作。细算一下，
离开家乡已经 24年，尽管在外奔波艰难，
走了不少崎岖的“山路”，但是家乡给了
我拼搏的动力，我能走出家乡也成了父
母的骄傲。

回忆儿时的夜晚，约上几个伙伴漫步
在乡间小道上，沉醉在夜色中，抬头向着
遥远的星星诉说自己心里的小秘密，心情
是那么愉悦。

家乡是一坛陈年甘醇的老酒，是一幅
具有色彩的风景画，是“黄河蜜瓜”的香
甜，是“甜杆杆”的味道，爆米花的清香，面
皮的香辣爽口，“三套车”的大气与奢华，
是游子藏在心里的思念。

家乡小村庄里一辈一辈流传下了动
人的故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亲们
是纯朴的。如今，我虽然早已离开故乡
多年，每当思乡的时候，总喜欢一个人
找个安静的地方泡上一碗故乡的三泡
台。闭上眼睛，故乡的庄稼地、戏楼、大
白树、大沙窝、村庄……便一一浮现在眼
前。喝一口三泡台，一曲《武威贤孝》仿
佛在耳边响起；放下三泡台茶碗，再次
闭上眼睛，那《武威贤孝》的声音仿佛愈
加清晰。

小时候，我们都对城市充满了向往。
可当我们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愿望，住到了
城市中的高楼大厦中，却夜夜梦回故土。
总想喝一杯家乡的熬伏茶，吃一顿家乡的
山药搅团，闻一闻家乡泥土的芳香……可
这一切，都成了一种奢望。

思家乡、念家乡、回家乡，是多少异
地游子的心愿。家乡，永远是我们走完
人生旅程时的归宿。希望我告别这个世
界的时候，后人能把自己埋在生我养我
的家乡，让我和家乡的泥土融为一体，在
梦想的国度里再次听到贤孝声声，听到
浓浓乡音。

乡 情
李金虎

你是一汪清澈的水
我就是一方平躺的砚
手牵着手
慢慢研磨
孵化成一首首爱的诗篇

你是一双清亮的眼
我就是那一弯明亮的月
在夜晚里
相视而安

你是一帘洒脱的浪花
我就是水下的礁滩
只要有我
只要有你
就会有水花
不停地飞舞四溅

你是海面轻薄的雾
我就是那高挂的帆
帆牵拽着雾
雾缠绕着帆
朦朦胧胧的你我
在心的田野里
忽隐忽现

你是一望无际的海
我就是等你歇息的岸
当你神采奕奕飞扑而来
我就会敞开胸怀
轻轻地
拍着你
相拥而眠

一往情深
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