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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祥

阿牛是乡下亲戚家的孩子，皮肤黝黑。
来我家玩时，他讲起了在山溪玩耍的有趣故
事，令人痴迷神往。

近些年来，渝东南坡地，生态恢复极好，
树林茂密，山水清秀。

一天，阿牛到山坡上去放牛。青青的坡
上，黑牛儿甩尾吃草，附近的山溪，汩汩呼
唤。阿牛看看吃态正酣的黑牛儿，估计一时
半刻，它不会去糟蹋山岗那边的苞谷地，于
是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丢下黑牛儿，沿着
若有若无的茅路荒径，狂奔而去。

溪水在斗石间扭腰缱绻，在卵石上柔手
轻抚，时而欢声笑语，时而沉默不语。瓜子
般小的白条鱼，来往穿梭；拇指样大的紫螃
蟹，爬泥留痕；拳头状粗的青石蛙，蹲岸乘
凉。

脚背水，淌得欢。阿牛却说，这么浅的
水，哪能全身祛暑？只能当胸撩泼两下。

他另外找到了一处宽大的石窝梭下
去，溪里的常态立刻被打乱。石蛙噗噗蹦，
溪水哗哗抵，沉叶悠悠浮，小鱼嘀嘀跃，小
蟹嗽嗽爬……水生物们以不同的方式，抗
议他这个不速之客的惊扰。唯有鹅卵石满
不在乎，对他的亲密接触，似乎还傻乎乎地
微笑欢迎。

激荡一阵后，沉叶浮尘被流水劝走，山
溪野沟复归安宁。见阿牛没有伤害之意，水
生物们重新活跃顽皮起来。

小银鱼梭上阿牛肚皮，以为踩着一面
大响鼓，开心地扭头摆尾，击鼓传乐；小螃

蟹钻过阿牛屁股，认为遇上两坨厚肥肉，
爬来翻去，急切地寻找突破口，好饱餐一
顿……

溪面温热，溪下淌凉。阿牛仰望天空，
两山剪出一块蓝天，很窄，却很高远。一片
小白云，也能横架一座美天桥，让牛郎织女
牵手溜过，一路撒下欢笑，飘向远方。这，当
然是梦幻。

眼前的毒太阳，被悬崖上的翠枝绿叶
滤下，刮去火辣，仅剩荫凉，留得一方舒
坦。微微的山风额面摇扇，青青的石蛙耳
边歌唱，细细的鱼儿胸上挠痒，小小的螃蟹
背上搓汗……阿牛说，这小山沟里享受的
天然生态浴，就是瑶池神仙，怕也没有这样
的奢侈。

身热退了，身心爽了，肚儿却咕咕叫了，
阿牛爬起来去找野果充饥。溪坎上的一垄
藤索间，悬吊着无数黑亮的眼。那是一树野
葡萄，枝蔓如蛛网，黄叶似卷耳。簇簇野葡
萄，坠弯枝藤，亮晶晶的，熟透了！站在藤
下，果碰额头，不用手拉，即可剥食。阿牛择
那颗粒饱满的直接撕皮，仰嘴呈接，鲜果入
口，甜！

夏季的山野，除了野葡萄，还有野麦李。
李子，本地叫“麦李”。七月熟的叫“七

麦李”，黄黄的，似金钱桔，让人馋涎欲滴。
野李树，又高又有锐刺，爬不上去，但阿牛还
是想捅几颗下来解馋。

找几根杂树枝，扯几截野葛藤，连接捆
绑，阿牛举着加长的木棒，啪啪一阵猛拍。
哔哔叭叭！李子像下冰雹，阿牛赶快抱头躲
闪。

打下的野李子，有的跌破在肩头，如碎
烂的鸡蛋，黄液淌胸，散发出成熟的清香；有
的沙沙落进草丛，嗦嗦沿坡而滚，咚咚跳进
溪水，溅起圈圈涟漪。串串金光沉下去，朵
朵黄菊开上来，好美的溪底景观。

阿牛说，其实这野李子，并不怎么甜，有
的还酸牙。

忙乎一阵，汗又出来，阿牛又梭进溪里
泡着，闭目养神，乐哉悠哉。睁眼间，只见溪
沟淌下来一股浑水。难道上游也有娃崽泡
澡？有个玩伴该多好！阿牛好奇，爬上去看
个究竟。

岩高壁陡，青苔打滑。好不容易奋力攀
爬上去，眼前的景象，让阿牛万分愕然。

嚯！溪水里全是黑毛。莫非遇上了传说
中的野人？阿牛心里咚咚跳，伏在草丛里，瞪
大眼，看分晓，原来是一群野猪在洗澡。

野猪妈妈带着一群野猪娃娃，泡在溪
里，怡然自得。几娘母紧紧地依偎着，开心
地浸泡着，也许那是它们最愉悦、最幸福的
大好时光。

阿牛心中那个激动呀，别提了！可他一
再告诫自己，冷静，别冲动，别吱声喘大气，
千万别打搅它们。就这么真实地多观一眼，
细瞧一下另一世界的母子深情。

那充满温馨的一家子呀，嘴里叽叽，鼻
腔哼哼，以它们特有的语言，相互传递、欢快
交流着泡浴的舒畅。

正看得起劲，猛听人吼：“鬼崽崽！怎么
看牛哟？牛把苞谷吃完了！”

糟啦！玩昏头了，阿牛全忘了自己还在
放牛，抱着裤儿就跑，独留野溪哈哈笑。

野溪欢

■简云斌

一
我居住的小城万盛，位于重庆南部，有条

河穿城而过。说是河，其实更像溪流，水面不
宽，冬春流水淙淙，夏秋山洪暴发，方有滔滔
之势。

这条河是长江二级支流，名字很特别
——孝子河，来源于一个本地故事。

据载，孝子河本名水潈溪，又名平滩河。
清乾隆年间，万盛场对岸芭蕉湾有个周孝子，
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周孝子每天涉
水过河，到场上帮人打短工，得米一碗，以供
奉老母。

有一天，平滩河涨水，周孝子担忧母亲挨
饿，不顾劝阻，冒险过河。刚至河中，一个大
浪将他卷走。众人叹息周孝子必死无疑，谁
知他被水冲去十里远，竟得以生还。人们都
认为是其孝行感动了上天，才得到善报，于是
将平滩河改名孝子河。

周孝子只是一介乡民，凭着朴素的孝行，
竟然让河流改名、桑梓增辉！

孝子河流经的万盛，唐代设置过溱州及
荣懿县，清代，四川的食盐、贵州的山货在此
中转，商贸渐兴，人们呼之万盛场，寓意万业
兴盛。万盛地下蕴藏着煤炭，1938年，因抗
战需要，在此开办南桐、东林等煤矿。万盛逐
渐成为工矿重镇，被誉为“抗战煤都”。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南桐煤矿工作过。
煤矿位于孝子河与其支流刘家河交汇处。说
实话，当年的环境不太好，满目乌黑，煤尘飞
扬，河水混着煤泥向下游流去，像一条黑龙。

那时年轻无知，除了厌嫌，并不了解这个
煤矿曾为国家作过什么贡献。只记得有一次
在矿机修厂，一个师傅指着一台仍在运行的
老式铁炉告诉我，这叫中频炉，是从日本人手
中缴获的。

后来，翻阅《南桐煤矿大事记》等资料我
才知道，抗战时期，南桐煤矿在大后方有着重
要的工业地位。

二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许多工厂从南京、武

汉等地搬迁入渝。一时间，重庆能源供应出
现严重危机，特别是钢铁厂、兵工厂开工不
足，影响前方战事。

为解决能源问题，1938年，经过勘测，渝
黔交界处的南桐煤田被发现。以侯德均、张
伯平、崔桐为代表的南桐煤矿首创者们，带着
从大冶铁厂、汉阳兵工厂拆卸的700多吨设
备，不顾日机轰炸，千里跋涉，溯三峡，抵重
庆，又沿着川湘公路来到孝子河畔，在万盛点
燃了工业文明的星火。

我只能想象他们当年的艰辛：单是将几
百吨设备运到偏僻的矿山，就已费尽移山心
力，其中一台“兰开夏”锅炉，长20多米，重20
多吨，且不能拆卸，天知道他们是如何将这个
庞然大物搬来的？

那时，矿区没有电，只能点油灯；没有自
来水，只能喝泥水；也没有像样的办公和住宿
场所，就只能借住在简陋的民房里。白天，他

们在山沟里奔波、勘查；晚上，就着暗淡的灯
光，画图纸、设计方案……

更为艰辛的是数千名矿工。井下条件极
其恶劣，在“四块煤炭夹一块肉”的地心深处，
矿工们赤身露体，没有任何安全防护，用手
镐、钢钎、撮箕、竹筐等原始工具，一点一点地
开掘着煤炭。

南桐煤矿是瓦斯、水、垮塌等灾害俱全的
矿井，他们随时都在与死神搏斗。我看到过
一些事故记载：

1941年8月23日，第二分厂三号竖井爆
发火灾，烟毒弥漫，死亡57人。

1941年 9月 10日，总厂五号井平巷垮
塌，压死7人。

1942年9月4日，第一分厂二号竖井发
生瓦斯爆炸，死亡5人。

……
为支援抗战，我们的先辈没有退缩。
他们以汗水、鲜血甚至生命为代价，开采

着当时极为稀缺的主焦煤资源，炼成煤焦后
运送到重庆，供应给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即重
钢前身）及各兵工厂，作冶炼钢铁、铸造枪炮
之用。

可以说，一粒煤炭就是一颗子弹，一块煤
焦就是一件杀敌利器。抗战期间，以南桐煤
矿为主力的万盛，共生产优质主焦煤上百万
吨，是大后方最重要的煤炭基地。

1943年《大公报》社论这样评价道：“南
桐之煤，不仅是炉火之薪，更是人心之锚！”

那时的孝子河是繁忙的。孝子河河床陡
窄，本不适合航运，但人们通过筑堤设堰，用
小木船将这些煤炭运往下游蒲河，再装上大
船，通过綦河、长江运到重庆。

湍急的河水中，一艘艘木船来往穿梭，飞
驰如箭。

小小的孝子河，承载着历史使命，在崇山
峻岭中，竟然流淌出一股惊天动地的浩气。

三
当年，万盛不仅有南桐煤矿，还有飞机制

造厂。
在距孝子河不远的丛林沟，有个巨大的

溶洞，叫海孔洞，中国第二飞机制造厂就藏在
这里。

该厂于1939年从南昌搬迁而来。在洞
里，全厂两千多名员工卧薪尝胆、铸剑深
山，躲过日机5次搜寻和轰炸，克服各种困
难，生产了数十架战斗机、教练机，还自行
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军用运输机——“中运
一号”，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的奇迹。当年
参与“中运一号”设计的林同骅、林同骥、陆
孝彭等技术人员，后来都成为航空航天界
的精英。

那些艰难岁月，无数热血儿女从四面八
方而来，在万盛这片热土上奋斗着、奉献着、
牺牲着。他们炽热的情怀、坚定的背影、无悔
的足迹，都留在了孝子河边，为这座移民城市
注入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基因。

令人感佩的是，当年，还有个万盛本地
人，主动放下万贯家业，走到了抗战最前线。

他叫刘子如（1870—1949），万盛金桥镇
青山人，年轻时父母双亡，十分穷困，靠艰难
打拼，中年时成为“缝纫机大王”。

刘子如发家后，并未贪图享受，而是捐资
创办了重庆私立孤儿院、青山孤儿院等多个
慈善公益组织。为了慈善事业，刘子如倾尽

家产，别人问他为何这样做，他淡然一笑：“不
留金钱与儿孙买耻辱！”

刘子如不仅搞实业和慈善，更有一颗
滚烫的爱国心。全民族抗战爆发后，67岁
的他放下生意，发起成立重庆抗敌后援会
战地服务团，招募70多人，筹集40万件物
资，并率团到鄂皖前线，为将士们劳军服务
3年。

他在阵地度过70大寿，被日军弹片炸伤
过。一位《前线旬刊》的战地记者这样写他：

“提起老先生，在皖南前线一带，几乎已成一
个特殊的人物。因为他的出现，是代表着中
华民族崇高而伟大的奋斗精神的，使衰老的
中国，好似也年轻了许多！”

当他离开前线时，陈毅将自己的照片赠
给他，并题字“送给站在抗日最前线的刘老团
长”。

四
刘子如去世后，葬在故乡青山石岗坪，距

其墓七八里远的山下，便是日夜流淌的孝子
河。

千百年来，小小的孝子河一直浸润着万
盛，见证着它从唐宋溱州、抗战煤都、工矿基
地一路走来，蝶变为美丽宜居的转型新区、移
民城市、旅游之城。

在这座城市，有很多人物、很多故事，被
孝子河一遍遍地书写与颂扬。

古代的周孝子，抗战以及三线建设中的
无数先辈，正是他们以大仁、大义、大孝、大
爱，让这座城市拥有一种弥足珍贵的人文气
质。

每当我行走在孝子河畔，迎着清澈的波
光，打量着熟悉的城市，“热血之城”“孝行天
下”“忠义千秋”“万业兴盛”……这些词总闪
现在脑海里。我知道，在家国精神滋养下，我
的城市会像春天一样生生不息、万花盛开。

脚下，孝子河仍在无声流淌，它要把这些
淳朴而美好的故事，带到远方去。

孝子河畔孝子河畔 万花盛开万花盛开

■郑维山

近日，备受瞩目的川剧大幕剧《巴蔓子
将军》首演，生动再现了2000多年前战国时
代巴蔓子将军“割头留城”的壮烈史实。

全剧由七场戏组成，并非简单地复述历
史，而是通过巧妙的布局，逐步展现巴蔓子
波澜壮阔的一生——

“序幕”拉开危在旦夕的巴国背景；“闯
滩”突出借兵的艰难困境；“借兵”直面忠义
抉择；“平叛”虽取得胜利，却暗藏悲剧阴影；

“辩冤”细腻刻画责任担当的立体人物；“哭
庙”推倒神像，将悲愤升华为哲学思考；最
终，在“取义”一幕中，巴蔓子以刎颈殉国，彰
显其精神的升华与忠烈情怀。

《巴蔓子将军》还用川江号子和巴山夜
雨等地域文化元素描绘巴渝水域的风土风
情，并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

船工们粗犷有力的川江号子，营造出豪
迈气势与险峻环境。而偶尔出现的巴山夜
雨背景，则为剧情笼罩上地域色彩，使地域
风情与人物命运交相辉映。

剧中人物设置象征丰富，塑造了忠义悲
剧英雄巴蔓子、贤妻萦芑、权谋楚王、无能巴
王、私怨蹇佩、庶民蓉儿及边缘倡优等人物，
展现不同阶层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与抉择。

音乐方面，川剧的五种声腔博大精深。
在“哭庙”中，昆腔绵长婉转，表达巴蔓子内
心的冲突与矛盾挣扎，个性鲜明、高亢昂扬
的正宫调则彰显其刚毅与阳刚；萦芑的二黄
调旋律悠扬细腻，展现女性的温婉与愁思。

川剧特有的帮腔多次出现，或诙谐幽
默，或悲凉哀婉，不仅叙事丰富，还极大地烘
托了气氛。如“借兵”场上，倡优帮腔“虎豹
不堪骑……人心隔肚皮”，寥寥数语便道尽
人性复杂与世事无常。

传统乐器的运用也为剧情渲染提供了
强大支撑：“平叛”时，锣鼓雷霆万钧，裹挟着
胜利的狂喜与军队的势如破竹；“哭庙”中，
二胡的悠长呜咽，渲染出悲戚而庄重的气
氛；“闯滩”的湍急音效，将观众瞬间拽入波
涛汹涌的险境；“取义”中，巴蔓子刎颈瞬间，

配以短促锣声，这种戛然而止的音效处理，
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听觉冲击和心理震撼。

一部好剧离不开演员的舞台表现。《巴
蔓子将军》中，演员们技艺精湛，“趟马”动
作矫健，“圆场”自然流畅，“亮相”彰显雕塑
般的戏剧张力，皆与舞台音乐巧妙配合。

尤其是演员们在歌唱、念白、身段和武
艺上均展现出了深厚功底。武戏部分的打
功，一招一式尽显川剧“手眼身法步”的精髓
与美感。“取义”的群体“武舞”气势恢宏，将
舞台力量表现推向极致。

其中，唐纬饰演的巴蔓子，表演张力十
足，无论是“辩冤”中肩背荆棘、跪地请罪的
痛苦，还是“取义”时舍生取死的悲壮，都通
过层层递进的情绪积淀、强烈的情感爆发、
坚定的眼神、无奈的表情配合精准动作，将
人物的内心挣扎与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
使观众真切感受到英雄的无奈与伟岸。

周露饰演的萦芑，则以清亮穿透的嗓音
和柔美多变的表演，细腻地展现送别巴蔓子
时的不舍与哀怨、焦虑与担忧。她用细微的
唱腔颤音和哽咽的念白，诠释出巴地女性的
温婉与坚韧。

在舞美设计方面，《巴蔓子将军》采用写
意与象征手法，布景简洁大气，营造的意境
为剧情增色。

例如，“借兵”中，舞台仅用粗犷的线条，
便巧妙地构建出楚王宫殿的森严与肃穆，体
现虚实相生的意境之美；“取义”高潮时，舞
台骤然点亮红色灯光，象征热血与牺牲的壮
烈，同时预示悲剧临近，强烈冲击视觉与心
灵；而在巴蔓子沉思或独白时，蓝色或绿色
冷光营造出超然或孤寂之感。

舞台灯光不再只是照明工具，而成为剧
情、环境氛围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断强化了
观众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

毫无疑问，《巴蔓子将军》以“割头留城”
的悲壮场面，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哲学思考，激
发我们对忠诚、信义、家国情怀的深层共鸣。
期待该剧进一步精细打磨，让作品的深沉意
蕴更好地与新时代的澎湃情感、执着追求融
会贯通，迸发出持久而绚丽的文化生命力。

历史洪流中的命运与抉择
——川剧大幕戏《巴蔓子将军》观后

■苏其善

重庆这座充满魔幻色彩的城市，“魅力
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已成为点亮夜空、讲述
城市故事的神奇画笔。

在微风轻拂的周末夜晚，我站在南滨
路的观景台上，眼前是波光粼粼的长江
水，对岸的高楼大厦灯火辉煌，勾勒出城
市的繁华轮廓。身旁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大家都怀揣着期待，翘首以盼与一场夜空
盛宴的激情约会。

随着一阵轻微的嗡嗡声，无人机群从弹
子石广场缓缓起飞。它们像是一群训练有
素的舞者，整齐划一地排列在夜空中，起初
只是闪烁的光点，如同繁星洒落人间。

紧接着，奇妙的变化发生了，这些光点
开始有序移动和组合，眨眼间汇聚成一朵巨
大的山茶花在夜空中绽放。

花瓣层层舒展，细腻的光影勾勒出清晰
的轮廓，一抹鲜艳的红色，在漆黑天幕中显
得分外夺目——山茶花，作为重庆的市花，
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与精神象征，此

刻以这样震撼的方式呈现在眼前，让重庆人
心生敬畏与自豪。

无人机继续在夜空中编队飞行，变幻出
各种绚丽的图案和文字。

时而化作重庆的标志性建筑洪崖洞，在
夜空中闪耀着金色光芒；时而拼出重庆火锅
的形象，展现着这座城市的美食文化；时而
又组成“重庆欢迎您”字样，向来自五湖四海
的朋友表达着重庆人的豪爽与热情。

精彩绝伦的无人机表演，继续在浩渺的
天空中演绎。

它们化作一座古朴的吊脚楼，飞檐斗
拱，每一处细节都栩栩如生，仿佛将巴渝地
区的古老建筑原汁原味地搬到了天上。

随即，一碗热气腾腾的重庆小面出现在
空中，红油辣子的色泽鲜艳诱人，面条根根
分明，甚至能让人联想到那麻辣鲜香的独特
味道。

这碗小面，是重庆街头巷尾最常见的美
食，也是重庆饮食文化的代表。它体现着重
庆人的生活节奏和热情爽朗的性格，无论清
晨还是深夜，一碗小面总能唤醒人们的味

蕾，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在无人机的光影变幻中，小面似乎活了

起来，升腾的热气仿佛要冲破天幕，让人觉
得伸舌就能品尝。

无人机还演绎着重庆的历史与当下：古
老的巴渝文化印记——长江索道、川江号子
一一呈现，带领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千年巴
渝的韵味；现代都市的繁华景象，高楼大厦、
飞驰轨道次第出现，激情表达着重庆蓬勃发
展的活力；“数智之城”的未来蓝图，犹如流
动的像素，描绘出重庆在科技浪潮中勇往直
前的信心与决心。

当最后一架无人机缓缓降落，人群中爆
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场无人机灯光秀，不仅是一场视觉
的盛宴，更是一次对重庆这座城市的深
度解读。它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
完美融合，感受到了科技赋予生活的无
限可能。

在这片璀璨的夜空下，我深深沉醉于山
城的独特魅力中，也对这座城市的未来充满
了更多期待。

夜空的盛宴

题记
为支援抗战，我们的先辈没有退

缩。那些艰难岁月，无数热血儿女从
四面八方而来，在这片热土上奋斗着、
奉献着、牺牲着。小小的孝子河，承载
着历史使命，在崇山峻岭中，流淌出一
股惊天动地的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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