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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富斌

夏天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期。
彼时的水稻正需要水的充盈和柔情，去完成

分蘗发枝、拔节孕穗、抽穗开花、灌浆结实的使
命。如此，庄户人家才会有底气去期待一个笑盈
盈的秋天。

近段时间，我常去万盛金桥的青山、丛林的
绿水、黑山的白水溪、石林的溪源等乡村转悠。

蓝天白云下，那绿肥苗壮的高标准农田，堰
渠里叮咚作响的流水，塘库中荡漾的涟漪，微型
提水泵吐出的水花，以及那田间引水的农民大伯
大哥，不断丰腴着我眼前的图景。

天道酬勤，今年当是一个好年岁。我为之兴
奋得赤脚走向窄窄的田埂，寻找着乡闾的印痕。
地气、水气、草木的清香氤氲起往事，随之让一幕
幕远去但未曾褪色的稻田望水老翁的身影，从田
野与云天的相遇处向我走来。

站在猫岩、摩天坡往下俯瞰，淡岚中的梯田
一塆又一塆，层层叠叠。春天的田野，像一个个
调色板，图画着斑斓的梦；夏天的田野，似一条条
翠绿的绸缎，升腾起蓬勃的气象；秋天的田野，如
金黄色的锦毯，挥手之间一展万顷；冬天的田野，
则是瑞雪、冰凌镶嵌了边框的千层镜，在西山斜
阳下折射出道道光束。

过去，这里的生产力相对落后。要让眼前这
道看似赏心悦目的景致幻化成人们味蕾尖上的
流香，保障稻田的日常灌溉用水则成了重头的农
事。这副担子就落在一个人身上。

老家的人管稻田看水的活计叫望水。望水
谐音旺水，天然蕴含了对水、田土诗意般的憧憬。

我们这里的那位望水翁其实就是我的父亲，
一个穿着麻履和破旧青布衣衫从旧社会走来的
传统农人，土地是他骨髓里的命根子。自懂事
起，他为稻田用水奔走的影像，就搁放在了我的
心坎上。

望水不是在田间、沟渠上逛逛而已，更没有
在山坡采野花、听鸟语、捕捉蜻蜓的惬意。

记得久晴后的一个夏夜，山村桑拿天的热气
迟迟不散去，蚊虫一群群嗡嗡地罩着人飞，令人
毛焦；头上的云絮驱赶着星星，直至变成黑沉沉
的棉被把天空盖得严严实实的；蛙声稀疏，天地
开始静寂，风渐起。闪电、闷雷在远山宣示着一
场暴雨即将来临。

“你们去看一下后檐沟通不通，不要让屋檐
水、山水冲毁了泥巴墙。”望水翁与家人三言两语
后，便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提锄头大步走出家
门，隐没在了夜幕里。

那一夜，暴雨以积压已久的愤懑和力气，敲
击老屋上的小青瓦和竹林、芭蕉叶。母亲怀着心
事不停地翻身，我也几度惊醒。一家人都在担
心，手上没有照明的望水翁在雨中的堰沟上摸黑
行走，会不会有踩虚脚摔下悬崖的危险。

焦虑中天亮了，堂屋大门“吱呀”一声被推
开，他携带着一身雨水、一身雾气，在杜鹃声中回
到了家里。那一夜，他冒险到源头再度巡视清理
引水堰，打开梯田的排水渠，将大水引进大河
沟。稻田、稻禾安然了，说丰年的青蛙安然了，村
庄也安然了。

打那以后，在望水中，我渐渐体味到了一个
农人对土地那素朴深沉的爱。

在故土，稻田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大的叫
月亮丘、独凳丘、沿山丘、链子丘、过水丘、弯丘；
小的称向阳田、望天田、粑儿田、浸水田，等等。
平时的望水翁，叨念它们比叨念孩子的时候多。
水稻在望水翁的眼里成了性情之物，它们也有忧
愁和快乐。

丰水期，处于背阴塆梯田里的稻禾病恹恹的
不见长苗，通物性的望水翁似乎听到它们浅浅的
呻吟。为此，便接二连三前往“问候”“把脉”。在
排除其他病害的可能后，他得出了是“冷水湾、烂
泥田，太阳来得少，浸水过于凉寒”所致的症因。
于是便从水下手，梳理田间沟渠以适度排放原
水，使禾苗恢复了元气。有些时候，稻田并没有
崩渠、垮塌，可仍然有短水的现象，但只要望水翁
弯腰、低头一探，便能知道是不速之客螃蟹举起
铁夹铁铲来此打洞走了水。不仅如此，他还晓得
天生一副柔媚腰姿的黄鳝也是钻洞偷水的隐形
高手呢。

望水望的是收成、望的是好日子。因此，但
凡与水稻等农作物有关的琐事，望水翁都不是旁
观者。见稻禾里隐藏着稗草，他会悄无声息地将
其根除；好的土粒滚撒出田土外，他会躬身用手
捧着、衣服兜着将它请回原地。

为了那方水土，岁月将层层的梯田雕刻成了
望水老翁额头上道道的皱纹，太阳、汗水染就了
他古铜色的肌肤，风雨佝偻了他的身子，秋草长
成了他两鬓苍苍的胡须。

他的形象与油画作品《父亲》几乎如出一
辙。画卷外，当他面对金色的田野里那一束束低
头致意的稻穗时，脸上总是报以谦卑的微笑。

望水翁的微笑我珍藏了下来。我想，一位老
农经过逝者如斯的长流水所淘洗、沉淀下来的东
西，于我们今天的耕耘，是有所裨益的。

向朝善：

我在朝鲜守墓三年我在朝鲜守墓三年
替家属多看一眼烈士替家属多看一眼烈士

□赵迎昭

6月16日下午，巫山影剧院，“感
动巫山”2022年度人物颁奖典礼正在
进行。

“有请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
物向朝善为黄承艳颁奖！”听到主持人
念出自己名字的刹那，向朝善迈着矫
健步伐走上舞台，将鲜花和奖杯颁发
给像他一样扎根大山的黄承艳。

向朝善的夫人何孝菊用手机记录
下这一刻，并发在社交平台上。一位
网友看到后发出感慨：“都91岁的人
了，走路笔挺挺的，不愧是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的人啊！”

颁完奖，向朝善向获奖者和观众挥
手致意后，没作片刻停留，转身走下舞
台。这位老人已习惯默默付出，习惯了
没有闪光灯和掌声的日子，正如他在异
国他乡为烈士守墓的那三年。

向朝善，抗美援朝老兵，做过彭
德怀的警卫员，为毛岸英收殓过遗
骸，曾在朝鲜为烈士守墓三年。7月
27日是伟大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
年纪念日。纪念日前夕，我来到巫山，
听向朝善讲述他在朝鲜为烈士守墓站
岗的故事。

望水翁望水翁

悄悄参军
“过去蛮造孽，共产党来了才

翻身”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向朝善和爱人何孝菊居住在巫山

县净坛一路一栋临街居民楼内。平
时，向朝善总是站在窗前，透过街对面
两栋楼之间的夹缝，观望3公里外的
巫山长江大桥。看着看着，他的脑海
中不时闪现1951年初，他和战友们高
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跨过鸭绿
江的场景。

那年，向朝善19岁。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

发。是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
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
到中朝边境。值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
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
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
性决策。

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迅疾席卷小
城巫山。

“有一次赶场，我看到街上敲锣打
鼓，到处贴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
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标语，热闹得很。”
向朝善回忆道，此情此景，让他深受震
撼，参军的念头油然而生。

向朝善说，他是雇农家庭出身，家
中6个兄弟姐妹，没有土地，靠给地主
做长工维生。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才翻
身做了主人。

“过去蛮造孽，共产党来了才翻
身。在旧社会，我们上无一片瓦，下无
立身之地，不叫人，只能叫会说话的劳
动工具。”说着说着，向朝善哼唱起幼
时广为传唱的山歌：“一想我从前，种
的老板田，白天黑夜都在干，活路做不
完……”

他感慨道：“共产党来了，我们才有
田种、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人才像
个人，都称为同志。”

怀揣保家卫国的强烈心愿，向朝善
扯了谎，瞒着家人悄悄报名参军。

“到了奉节换军装时，家人才知道
我偷偷跑了。”向朝善说，当兵不怕死，
怕死不当兵。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时隔
6年多，他才再度踏上故乡的土地。

异国守墓
“他们的父母怎么来朝鲜？

我就为家属多看一眼烈士吧”

参军后，向朝善被分配至中国人民
志愿军直属司令部警卫团，与全团战士
一起保卫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彭德怀和司令部的安全。

“啥？不能上前线！”向朝善感到委
屈，他找到接兵的人，慷慨激昂地说，

“我是来打仗的，申请上前线！”可是，军
令高于一切！

既来之，则安之。在部队，向朝善
不怕苦不怕累，“上山打柴火，人家跑一
趟我跑两趟，人家背一根我背两根。”站
岗时，他如履薄冰，一丝不苟。凭着这
股子干劲儿，向朝善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1953年 10月14日，他还立下三
等功。

“入朝后工作一贯积极，埋头苦
干，在完成各种任务中能起模范带头

作用，并有一定的成绩。”立功证明书
上写道。

听我念出这句话，向朝善流露出孩
童般的笑容：“我是受苦人出身，共产党
来了才翻了身。部队首长对我蛮爱护，
我感到蛮温暖，所以工作蛮积极。”

抗美援朝期间，向朝善目之所及都
是断壁残垣，到处是炸弹坑，活下来的
朝鲜老百姓在深沟里头、树林边上搭铁
棚棚过日子。

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
1950年，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参战。
11月25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飞临志
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
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
烈牺牲，年仅28岁。战时，按规定将毛
岸英就地安葬。

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
岸英》一书中写道：“遗骨先葬在大榆
洞，朝鲜停战后迁至桧仓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陵园。”

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位
于平壤以东约100公里的平安南道桧
仓郡群山之中，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34
名志愿军烈士长眠于此。修建桧仓中
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以及将毛岸英
等烈士遗骨迁至于此，正是由向朝善所
在连负责。

在将毛岸英的遗骨迁至桧仓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时，向朝善和其他
战士都痛哭不止。尤其是看到墓碑后
面的碑文“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
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
年一代”时，向朝善更是哭得撕心裂肺。

“当时蛮悲痛、蛮心酸，怎么会不哭
呢？毛主席带领着咱们解放全中国，还
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危险的地方，为人民
而牺牲。人都是有感情的。”说这话时，
向朝善的眼眶湿了。

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954年动工，1957年正式落成。

“最难的就是挖井，一天最少挖8
个小时，多的时候12个小时。”回忆起
安葬烈士、修建陵园的经过，向朝善说，
到了冬天，土地被冻得硬邦邦的，用铁
锹挖不动就用钻钻，冰天雪地里，劳动
不一会就满身大汗。

在安葬完所有烈士之后，向朝善向
组织申请留下来为烈士们守墓，这一留
就是3年。“烈士牺牲在朝鲜，埋在朝
鲜，感觉蛮痛心。他们的父母怎么来朝
鲜？我在这里为他们守墓，就当替家属
多看一眼他们吧。”向朝善说。

守墓的3年，向朝善主要任务是
站岗守护烈士英灵，无论寒风凛冽，还
是暴雨如注，他的身姿都是一如既往
地挺拔。

“在异国他乡站三年岗，寂寞吗？”
“不寂寞，感到蛮好。他们是保家

卫国牺牲的，为国家流的血。没有他们
的流血牺牲，哪有今天？”

回答我的问题时，91岁的向朝善不
假思索，几乎是用沙哑的声音吼出这话，
身体随之前倾，差点从沙发上滑出来。

优良家风
“父亲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给我们很大影响”

转眼到了1957年。
当向朝善得知复员回国的消息时，

他先是愣了一会，后偷偷跑到毛岸英墓
前，痛哭不止。他舍不得毛岸英和牺牲
在这里的战友，他舍不得这片他曾用青
春热血守护的山河。

2009年10月29日，在中国人民
志愿军入朝参战59周年和毛岸英牺
牲59周年之际，向朝善和5名战友赴
朝给烈士们扫墓祭奠。

在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
园，时年 77岁的向朝善和战友们举
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他们几个抱
作一团，哭得稀里哗啦。”回想起在
媒体上看到丈夫在毛岸英墓前和战
友痛哭的视频时，何孝菊的泪水夺
眶而出。

在何孝菊眼中，向朝善是一个耿
直、善良、勤快的人。复员后，向朝善在
原巫山县大庙区做了22年区武装部
长。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从家中走到大
庙区下辖的红椿、大坪、大山等乡镇，少
则三四个小时，多则五六个小时。他经
常走进这些地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为民排忧解难。上世纪80年代，向朝
善患上声带癌。手术后，他还是没有停
下为老百姓服务的脚步。

“外面再辛苦，他回到家还是看到
啥子干啥子，剁猪草、挖红苕、挑水样样
都干。”何孝菊骄傲地说，丈夫虽然当了
干部，但从没穿过别人一双鞋子，从没
抽过别人一根烟。

优良家风，浸润子女心田。
“父亲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给我

们很大影响。”向朝善的二儿子向登亭
是巫山县大庙初级中学历史教师。上
世纪90年代初，向登亭曾有转行到城
市打拼的想法，可遭到了父亲的当头一
棒。向朝善叮嘱他：“不要这山望着那
山高，要扎根山区，在平凡的岗位踏实
工作，克己奉公。”

向军是向朝善的幼子，现在重庆市
地质集团从事地质找矿、地灾防治等工
作。18岁时，向军追随父亲脚步，赴成
都参军，后又常年战斗在高原，为祖国
的测绘事业一干就是12年。转业回渝
后，向军随重庆市地矿局205地质队在
高原地区进行勘探工作。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人迹罕
至，气候条件、生存环境都十分恶劣。
向军说，是父亲一直教育他勇挑重担，
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
出来。“想着父亲三年如一日在异国他
乡为毛岸英等烈士守墓的奉献精神，
我们那点辛苦算得了什么！”在父亲奉
献精神的感召与鼓舞下，向军几十年
如一日，为祖国地质事业发展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

向朝善长孙向挺也深受爷爷影
响。“小时候，爷爷曾把他珍藏的毛
主席像章送给我做生日礼物，这是
他最珍视的物件。”向挺说，青年人
也要把抗美援朝精神传承下去，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

儿孙们的奋斗故事，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也恰如向朝善一样，在用实际行
动为理想“站岗”。

是啊！“站岗”，已成为向朝善祖孙
三代毕生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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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朝善获得的立功证明书向朝善获得的立功证明书。。

青年时期的向朝善和妻子青年时期的向朝善和妻子、、孩子们孩子们。。

人物名片

向朝善，1932年出生，重庆巫山
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直属司令部
警卫团4连1排1班班长。曾荣立三
等功一次，荣获和平勋章及抗美援
朝纪念章。1951 年初，他参加抗美
援朝战争，被分配至志愿军总部警
卫团，与全团战士一起保护彭德怀
和司令部的安全。1953 年朝鲜停
战，他奉命修建志愿军烈士陵园，为
134名烈士修坟立碑，并主动申请留
下守护陵园，直到 1957 年才回国。
回到家乡后，他曾任巫山县大庙区
武装部长等职，发扬军人优良作风，
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向朝善获得的和平勋章及抗美援
朝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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