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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的伟大，就在于他一辈子干成了都江堰这件福
泽万代的事情。

翻阅历史，公元前 256年李冰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
守，任职期间，他的团队在岷江流域兴办了许多水利工
程。尤其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成为中国水利史上一颗
璀璨明珠，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大禹治水实现黄河防洪、通航，
至于是否解决了中原灌溉问题，灌溉事宜是否与得中原
者得天下的典故有关，不得而知。现在河南境内的黄河
已经成为悬河。

大禹治水早于李冰1800多年，两位四川籍历史老人
成为华夏治理大江大河的鼻祖。一个用时 13年治理了
黄河，建立夏朝；一个用时 6年治理了岷江，被封为王。
虽然二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认为，李冰的都江堰社会
价值更大，影响更深远。

差点错过李冰的都江堰。我自小生长在黄河壶口岸
边，大禹治水的故事耳熟能详，也曾亲自查看陕西韩城与山
西河津之间的龙门，心想都江堰也不会有大的游观价值。
于是，游罢青城山、大熊猫苑，直奔乐山大佛敬拜善良、慈
悲和能力。

返回成都，考虑不想在四川留下遗憾，便决定去看一
眼都江堰。

下高铁乘中巴直达景区东门，在导游的带领下，走过
一段茶马古道，乘电梯登顶玉垒山。深秋时节，四川气温
依然高于37度，湿热难耐，大汗淋漓，我感觉气候远不如
延安清凉舒爽，但是，都江堰的游客依然爆满。

都江堰市城西位于扇形成都平原的顶端，海拔 700
多米，到成都一带逐渐降为500多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倾斜着。玉垒山最高点建有观景平台，攀登玉垒阁远眺，
都江堰、成都平原、龙泉山全貌尽收眼底。

岷江发源于四川西北部岷山南簏，全长 735公里。
明代徐霞客考证金沙江之前，岷江曾被认定为长江源头。

俯瞰岷江中游出山口弯道处，江心浮动着一条堰鱼，
鱼嘴分岷江外江与内江，外江处于凸岸，内江处于凹岸，
内江的飞沙堰、宝瓶口建有溢洪道。

沿着玉垒山西面台阶缓步下行，导游时详时略讲解着
人文景点的故事。暑期游客多，上上下下拥挤不堪。二王
庙前，游人或甘于上香捐款，或惊叹李冰父子智慧超人，或
感慨都江堰水旱从人……这是2200多年来人们对李冰父
子的最高敬拜。

站在玉垒山脚内江东岸，江水湍急轰鸣、浪击波涌、奔流
不息，水面卷起浪花挟着雪山的寒气，驱散着堤岸上的闷热。

内江外江搭建一座夫妻桥，桥面棕绳横架，铺设木
板，桥围绳索交织，踩在脚下摇晃心悸，桥下江水滔滔，令
人想起“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诗句。

李冰的都江堰彰显道法自然，他通过鱼嘴分水堤四
六分流岷江水，冬春干旱季节六成水流入内江，夏秋洪涝
季节四成水流入内江，多余水量溢洪道排出。

他利用弯道环流原理排沙，将夏秋洪水期表层水引
入内江，低层水携带泥沙排入外江，裹入内江的泥沙通过
溢洪道排出，少量砂石回旋离堆沉积在凤栖窝，实现自动
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目的。

他伏龙有方，使水旱从人。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
位一体相互成就，作为都江堰渠首主体工程，设计建造精
妙绝伦，不仅解除岷江泛滥之灾，还便利航运、灌溉农田，
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他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
于江间，测量水位，现在被三根卧铁替代。李冰逝世400
年后，也许 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 2.9米的

“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
雕像。这位汉代水官是李冰的知音，他知道李冰的岗位
应该在哪里，把李冰雕像陈列在离堆公园伏龙观，是上世
纪70年代专家意见。

李冰的都江堰成为战略支撑，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
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造福的四川平原成为历
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秦始皇统一天下，刘邦项羽之争，
刘备建立蜀国。尤其抗日战争，四川出兵出钱出物，付出
甚大。热播剧《走向大西南》，第二野战军也是以四川为后
防，迅速解放重庆、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

李冰的都江堰养育人类精英，四川历史名人大禹、诸
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苏轼等曾为人类进步作出不可
磨灭的贡献。

李冰的都江堰蕴含四个自信，内江外江分而合之，内循
环与外循环有机结合，是道路自信。“深淘滩、低作堰”六字
经，“遇弯截角、逢正抽心”八字箴言，富含哲理，是理论自
信。“岁修”世代坚持，保障内江灌溉航运安全运行，是制度自
信。李冰的都江堰创造的精神文明永续传承，是文化自信。

人生坚持干成一件让众人受益的事，实属不易！

周末午后，正是白露，闲步消食，享受秋日的凉风，
感叹这大自然才是最精密的空调。四季轮回往复，节
气遵规守信，不差分毫，不欺一人。虽天有不测风云，
月有阴晴圆缺，但那正是在保持动态中的平衡。

路过一家简陋狭小的蔬菜门市，从门外似乎已将
店内陈设一览无余。里面只有几张铁架子，整齐排列
着大大小小的泡沫箱，盛放着五颜六色的蔬菜。没有
临时休息的床铺，甚至连板凳也没有。因为此时不需
要买菜，只是随便看看，不必关注店主在哪里。

就在这一刻，我忽然看到了温馨的一幕。原来这
是一家夫妻店，店内一旁的地上放着一张床板，一个大
约 50岁的男人正疲惫地酣睡，他头发蓬乱斑白，露出
的半边脸庞被晒成古铜色，消瘦却不失清俊的棱角。
他那还算魁梧的身上盖着一床破旧不堪的被子。我猜
想它可能是掩盖蔬菜防止被晒蔫或受冻时用的被子，
当然也可以当作店主人的被子。对于疲惫至极的人，
即使盖着这样一床被子睡觉，那也是一种莫大的幸
福。更何况，他的女人还坐在身旁，一边照看菜店，一
边为他按摩腿部的劳损疼痛处。

女人和男人年龄相仿，尽管已是两鬓斑白，头发却
梳得一丝不乱。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风霜，仍无法掩
盖她昔日的俊秀鲜亮。此时，她宁静端庄如圣母，眼中
储满深爱与柔情，动作轻盈而舒缓，生怕惊醒熟睡中的
男人。她有爱的神情、动作，使她显得更加贤淑温婉美
好。真是一对幸福的伴侣，尽管他们的生活比不得年
轻的“高富帅”“白俊美”那样激情浪漫、一掷千金、多姿
多彩，也比不得高薪阶层鲜衣美食、宝马香车、高枕无
忧。然而，这些人尽管睡在高档的宜家卧榻之上，却同
床异梦、各行其是、陌如路人，与这对为了温饱而辛苦
挣扎的、幸福的老夫妻相比，还相去甚远！

我悄悄地离开，又忍不住回头多看他们一眼，多么
美好的画卷！我只能静静地欣赏，诚实地记录，岂能打
扰了这份美好。

故乡是片宁静的田园，故乡的少年是曾经年少的
“我们”，“我们”是你我和相像于你我的人等。

如同孙猴子回到了花果山，少时的我们，上山摘
果，下河捉鱼，那不尽的岭峁沟川全都是自由的天地。
没有好奇探索不到的领地，没有快乐到达不了的角落，
没有奔跑不能冲撞的方向，没有新奇不能与我们亲密
会合，在滴水成冰的寒冬，就连堆摞在粮场边角的荞麦
糜谷玉米秸秆也是我们快乐游戏的乐园。故乡是辽阔
的，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岭岭黛
线起伏的山峦手遮阴凉望不到边。细细长长的清澈小
河就像一条条隐隐的丝线在沟壑间蜿蜒，溪流滋养水
草绿藻生机盎然，小蜻蜓轻盈似仙子，在草叶间妙舞飞
天；水舰子（水黾）沉稳似魔术师，把即灭即生由小及大
的水圈圈玩得轻松自如；数不清的蛇鱼（泥鳅）蝌蚪在
孩子们的小手间蹦游潜逃。青山碧水处，一湾安详的
山川沟岭就是几户人家安居的乐土，一片斜斜的石头
坡就让一群小主人小猴般欢蹦。一方石板上窜下滑，
在山雀般的呱噪声里，抱坐间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窜滑
往复，汗水可以湿透满头乌发，体温可以煨红稚嫩的面
庞，但完全减退不了伙伴们一起游戏的热情。

那时候，村里鲜有外人光顾，假如出现陌生的面
孔，是件令全村人都新鲜的事情。来人一般头顶麦秸
编制的草帽，挑着担子，迈着颇具节律的大步，行走间，
还不忘用手帕擦拭着面部颈部的汗水，只见那担子的
两头同高同低忽高忽低，炎炎烈日下，带着村里人平常
难得一见的物品，一边高声叫卖，一边摇着拨浪鼓，吸
引男女老少来看来买。那颇具韵味的叫卖声引来少年
模仿学唱，而大人们却往往立即向自家的孩子呵斥，制
止不能模仿。假如学舌少年对待村里的老年人谦和礼
让，就会受到远近的普遍赞誉。看似乡野，教养却从来
没有缺失，无论对待外来的货郎还是村里的长辈，先贤

的古风和礼仪，如同血脉一样递交承接，代代相传。当
然，这些买卖大多是鸡蛋粮食和物品的交换，真正拿钱
完成的买卖实在少之又少！

最吸引人的是牵着猴子挑着道具箱的“耍猴人”。
光临后，他们首先在全村的中心，挑选全村最大的还算
平整的场地作为演出点，然后拉着猴子敲着锣挨家挨
户地拜请人们前去捧场观看。这种热闹事几乎可以把
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吸引过去。伴随着密集
的敲锣声，演出开始了，操着一口外地腔，说着本地人半
懂不懂的话语，什么人场钱场的，让大家盯着听着这些
新鲜事物目不斜视地围成了一个大圈，心里甚是期待。

节目不多，演出最让人们期待的是“猴戏”。只见
那外地人抖擞着精神，敲打着急促响亮的聚场锣，挥舞
着呼呼作响的鞭子，在高亢的破锣声里，操着老戏腔，
眉飞色舞，念念有词。终于，猴子穿衣在时断时续的铛
铛声中开始了。穿衣戴帽，看似认认真真有板有眼，实
际却是笑点百出，那憨态囧样配上五颜六色花花绿绿
的装束，让人想憋也憋不住，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

接着是猴子扮相公。只见那猴子扇着折扇，一本
正经地打躬作揖，装斯文学古人给大家行礼。有时，猴
子还拿起毛笔蘸着墨汁在小板上歪歪扭扭地画起字
来，可是，那不听话毛笔却偏偏把墨汁刷到了猴子自己
的脸上，不懂风情没关系，可不能让“猴哥”难堪呀！再
下来，舞文弄墨斯斯文文的“文猴哥”就开始耍泼了，只
见那泼猴扮丑角闹笑话，一会为难一下小孩，一会关注
一下村里的体面人。这时，每一个人都欢欢喜喜，每一
个角落都热热闹闹，演出现场的上空好像有百千个五
彩的气球，挂着大大的笑脸，在轻轻盈盈地扩散升腾。

猴扮芝麻官一般压轴，大家最喜欢，场面也最热
烈，这节目演出时往往会在围观的人群中响起掌声
来。村里人大多木讷，不善言辞，不习惯表达，主动鼓

掌在他们那里是太不平常的事了。只见那猴子一件一
件地穿官服，戴官帽，有时衣服前后反了，有时帽子歪
了，顽皮的猴子还不忘扮个鬼脸，摇头晃脑，摇摇摆摆，
进进退退，好是搞笑。只见那围观的村里人个个乐得
合不拢嘴，有笑出眼泪的，有笑岔气的，有笑得刹不住
不得不弯腰甚至蹲下去的。

假如某个环节猴子不配合，或者因为什么原因把
戏给演砸了，那这猴儿就没有好果子吃了，而且就像平
地起雷祸从天降，坏果子立刻劈头盖脸而来！只见那
耍猴人挥着鞭子，鞭绳划破空气，抽打在猴子的身上，那
猴儿龇着牙，痛苦地发出吱吱的叫声，拽着勒在脖子上的
绳索，满场子闪躲腾挪，四面八方跑突蹦跳，如果鞭绳抽
到猴子的脸上就是一道红红的伤痕。先前里里外外轻松
愉快闹哄哄喜洋洋的场景立马就悲剧了，整场子的喜乐
立即凝结成大家心头的霜。“耍猴人”开始了驯猴，男女老
幼都不作声，眼里是那人的霸道“威武”，耳朵里是那人抽
鞭子的声音和斥责声。小孩儿们瞪着眼睛看着这阵势，
怕得小心脏在胸口咚咚咚直跳。

猴子没有演好某个节目，对那外地的耍猴人估计
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揍猴也可以被说成是加码的演出，
加演的这出正是鲜有稀奇不多见的，耍猴人或许会因
此多挣点钱回来。但是那只砸了戏的猴儿坏果子就得
吃一顿了，如果一块的猴子有两只或者三只，在挨了主
人的揍受了主人的罚之后，紧接着就要受到同伴的捉
弄和攻击了。

终于，热闹的猴戏演完了，村庄恢复了之前惯常的
宁静，怀着些许不舍，人们渐渐散去，而那耍猴人敲打
的急促的铛铛声却还在心里回响不停。

这小猴儿咋就这么倒霉呢？咋就落到这个坏蛋手里
呢？这小猴儿在自己的山林里不好吗？为什么要跟着坏
蛋来这里挨打受罚呢？跟随人群散去的小孩心里想。

我乘龙舟，我用九月的桨，
寻找你的水。
水载着一条汉江，
去古老的对岸。

我乘龙舟，我用归来的风尘，
洗你的涛声。
这么盛大的安静，
去涛声里躲避。

我在一座陌生的城市，
安顿好牵挂，
我在这灯火里，
给脚步穿上叮咛。

这水啊，江啊，
这从未见过的坚硬，
我将打造兵器，
去抵御我以后的担忧。

屈原吟旧了的昨天，
被后来的龙舟翻出来，
整理成黄昏，
我在这黄昏的背后，
被桨唤醒。

安康，安康
李全文

泛舟海诗魂牵梦萦是延安
杨志忠

征文选登征文选登

延安，多么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怀着对延安这片热土的深深眷恋，春暖花开的

时节，我再次来到延安拜谒，参观了凤凰山、杨家岭、
枣园、王家坪和南泥湾等革命旧址。此时的延安，草
长莺飞，杏粉柳绿，景色宜人。站在延河大桥上俯瞰
水面，河水波光粼粼，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梦幻般迷
人。那高耸的宝塔山上长满了青青柏树，随风而至
的是一缕缕松脂的馨香。

一天，我沿着凤凰山城市公园步道来到气势雄
伟的凤凰楼下，只见一些人随着音乐节奏翩翩起舞
地锻炼着身体。我停下脚步，望着山底的延安城以
及山对面的宝塔山、清凉山，思绪飞扬。

还记得我第一次从家乡来到 100公里外的延
安，是1989年的元月，当时才17岁。冒着严寒，我坐了
3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一路颠簸来到延安小东门汽车
站。一下汽车，第一眼就看到了宝塔山上的岭山寺
塔。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站在原地想象着电
影中八路军战士骑着战马在宝塔山下疾驰而过的镜
头，直至后面的旅客催促，才回过神来。此后的30多
年，我无数次来过延安，无数次瞻仰过革命旧址。

小时候，我从书本、画册和电影中看到过许多发
生在这里的传奇故事，它早已在我年少的心中生根、
发芽。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那段峥嵘岁月，被赋予
了一种神奇的魅力，永远值得缅怀。

现在还记得，离开汽车站后，我经过多方打听，
辗转来到了凤凰山革命旧址。

1937年元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由保安县（今
志丹县）进驻延安，凤凰山麓是他们最先落脚的地
方，凤凰山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第一个驻地。

凤凰山革命旧址北边，有前后两个院子。后院
有三孔窑洞，是毛泽东旧居。1937年1月至1938年
11月，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正面四孔石窑，与两厢
六间瓦房组成了一个四合院，中间的窑洞是会客厅，

里边陈设有木质桌凳，墙上挂有毛泽东和白求恩大
夫谈话的照片。卧室里的陈设非常简单：一盘土炕，
炕上放着两个行军箱，地上有一张开裂的木方桌、一
把掉漆的木靠椅、一只熏黑的木炭火盆，还有大小不
一的两个木书架。院中当年房东磨面碾米用的石磨
和石碾，记录着岁月的沧桑与更替。

在土窑洞豆大的油灯下，毛泽东伏案疾书，面对
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毛
泽东以惊人的毅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先后写出
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为了将
《论持久战》早日写出来，毛泽东通宵达旦，废寝忘
食。陕北的冬夜，阵阵北风寒冷刺骨，毛泽东一边挥
毫疾书，一边把脚踏在火盆边取暖，鞋被烤着了竟全
然不知，幸亏被及时发现。

位于杨家岭的毛泽东旧居，坐落在向阳的半山
坡上。毛泽东1938年11月搬离凤凰山，开始在此居
住。走进杨家岭，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有一块菜
地，田埂清晰可见，残留着农作物的根茬。此情此
景，让我联想到当年的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周恩
来等中央领导人开荒种菜，学习纺纱，“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的火热劳动场景。这里共有三孔窑洞，中间
的一孔窑洞是毛泽东办公的地方，窑洞内有一个旧
书架、一张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左边的窑洞是
寝室，室内有一张木床，床头放着一个书架，一个木
箱紧贴墙壁，寝室和中间的窑洞相通。

毛泽东在这个简陋的窑洞里工作和居住了 5
年。一张狭小的书桌上摆放着《纪念白求恩》《新民
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等光辉著作，这些书籍的
字里行间留下了毛泽东饱蘸浓墨的激情，闪耀着毛
泽东深邃的思想光芒。

枣园革命旧址，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
地。1943年 10月至 1946年 1月，毛泽东在这里居
住了两年多。每当夜幕降临，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中

透出的灯光映红了枣园的夜空，他身着粗布衣，在
煤油灯下奋笔疾书，一个民族的出路在他如椽的笔
下延伸……在彻夜不息的油灯下，毛泽东不畏酷暑
严寒，构思并写成了一篇篇光辉的著作。正是这普
普通通的窑洞，让中国共产党人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而那如豆的灯火映亮了窑洞，如夜空中明亮的北斗，
指引中国抗战胜利的航向。在这里，他写就了《为人
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光辉著作。

王家坪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西北，隔延河与城
相望，是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1937年1月至1947
年 3月的所在地。1946年 1月至 1947年 3月，毛泽
东由枣园搬到这里居住，并撰写了《以自卫战争粉
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等文章。在这里，毛泽东在一棵大树下的石桌旁，
教导刚从苏联回国、喝过洋墨水的长子毛岸英去上

“劳动大学”，拜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师，被传为佳话。
王家坪革命旧址分为南北两院，南院是政治部，

北院是司令部。北院分为前院和后院，前院有军委
会议室和彭德怀旧居，后院有朱德、叶剑英旧居及军
委参谋部和后勤部旧址，南院有毛泽东、周恩来、王
稼祥等中央领导人的旧居，院子中央是中央军委礼
堂，礼堂修建于1943年。抗日战争胜利庆祝大会曾
在此举行。在此，毛泽东和党中央踏上了转战陕北
的征途，后东渡黄河，进驻西柏坡、挺进北京城，完成
了走出延安窑洞、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伟大壮举。

回望历史，延安是世世代代中国人心中一个红
色的情结。巍巍宝塔山，铭记着一代伟人力挽狂澜
的不朽功勋；滚滚延河水，讲述着一个个传奇的革命
故事；而延安精神的光芒，刺破了夜空，迎来了喷薄
的日出、辉煌的明天！

我站在凤凰山上，望着庄严雄伟的延安革命纪
念馆和彩虹般的王家坪大桥，深感革命成功确实来
之不易，幸福生活需要倍加珍惜！

故乡少年
高振华

李冰的都江堰
白水河

温馨的一幕
郭愿宏

栖居 袁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