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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古村

□龚诗宸

国庆节前，爸爸妈妈带我去了
白公馆。在这里，我看见了新中国
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是不幸的。他八
个月的时候，就和妈妈一起被
关进了监狱，见到爸爸的次数
也屈指可数。1949 年 9 月，本
应该看到希望与自由的小萝卜
头，却被看守残忍杀害。他牺牲
时只有9岁。

小萝卜头的生活是艰苦
的。他每天吃不饱、穿不暖，吃
的饭又臭又酸还有老鼠屎，难以
下咽。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他长
得头大身子小，才有了小萝卜头
这个外号。

小萝卜头的学校是特殊
的。他在老师的牢房里上课，用
树枝蘸水写字，上下课还有看守

押着。他没有同学，没有与同龄
人在一起的欢乐。小萝卜头对
知识无比渴望，牺牲的时候手里
还握着一支铅笔。

你们知道小萝卜头为什么
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吗？
因为，他在狱中除了生活学习以
外，还担任“小交通员”，为大家
传递消息，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了
贡献。

小萝卜头名叫宋振中，他没
有给我们带来童年的欢笑，却给
我们带来了思考。今天，我们生
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应该
珍惜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
给我们换来的这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好好学习，为祖国更加
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作者系重庆两江新区金山
小学栖霞路校区三年级学生，指
导老师：殷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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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萝卜头的故事

遇见美好的未来

□赵昱华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广为人知，郑和
所下的“西洋”，就是今天所说的印度洋。
自从“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国就与
印度洋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中国是有机会
成为海域的主人的，可是，中国为什么错
失了这个机会呢？带着这个问题，打开杨
斌所著《人海之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23年9月），书中从“船、物、事、人”

四个角度出发，讲述了古代中国与印度洋
的不解之缘。

古代中国长期被视作一个内陆农业
帝国，但中国与广袤的印度洋的联系，早
在汉晋就已产生，此时，推动中国人前往
这片危险海域的动力，是当地出产的奇珍
异宝，石崇斗富所用的珊瑚树，就很可能
来自斯里兰卡。

到了唐朝，信仰取代了现实的利益，
促使无数求法僧向西跨越海洋，尽管这常
常会成为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书中
有表格，清楚列出了有据可考远赴印度的
17名僧人，其中明确顺利返回故土的，仅
有两人。信仰的力量驱使这些僧人跨过
大洋，也无意间搭起了中国古代与印度，
乃至与西亚各国的沟通渠道。我们熟知
的唐玄奘，就曾有过航海前往斯里兰卡的
想法，可惜未能成行。

较之于开拓进取的唐朝，宋朝在军事
上无疑是保守的，但是，就海上贸易而言，
宋朝比唐朝更加繁荣。作者杨斌从考古
证据出发，通过对“南海1号”和“泉州一
号”的考古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唐代中国
对于海洋文化采取的是被动接受的态度，
而宋代的中国主动打开大门，向着海洋主

动进发。这两条来自南宋的沉船，成为了
跨越千年的时空胶囊，被打捞出的瓷器金
铁，充分证明了彼时的中国商人，不仅发
挥想象力，而且用实际行动实现着他们对
遥远海域的向往。或许，宋朝向海上的进
发，起初源自于其在陆上的生存空间受军
事强权的挤压，但是，这份压力反而让宋
朝因此而繁荣，而海洋，也成为了大宋最
后的疆域。

元朝虽然短暂，却因为有着和伊利汗
国联系的需要，大量官方外交船队继续开
辟着印度洋的航道，其身后跟随的，是大
量的贸易商队。航海技术的进步，稳定航
线的发现，私人贸易的发展……无不代表
着中国对印度洋的开拓蒸蒸日上。元朝
较之于宋朝，是既延续又变革的——其延
续的点，自然是私人贸易的繁盛；而变革
的点则在于，对于这片海域的主导力量，
从私人的商贩转为了官方的外交团队。

可以说，无论是唐宋之间，还是宋元
之间，古代中国的航海事业都发生了一场
变革，唐宋之间的变革，是古代中国对于
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海域，从被动接受到
主动踏足的变革；而宋元之间的变革，则
在于官方背景的介入。如果把这部分历

史作为整体来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
论：古代的中国对印度洋的兴趣是与日俱
增的，而这份兴趣的来源，正是这片海域
给中国带来的深厚利益。这份兴趣最终
在明永乐帝时期达到了顶峰：郑和七下西
洋，曾在印度尼西亚设立旧港宣慰司，一
度将这一片优良的深水港纳入版图。

可惜，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对印度
洋开拓的高峰期，却也成为了绝唱。其背
后的原因，可能恰恰正是源自那“布天威
于四海”的政治需要。在此之前，古代中
国对于印度洋的开拓，总能让其取得现实
的利益，满足贸易和外交的需要；但郑和
下西洋却是以举国之力宣威万国，是以政
治操弄贸易，产出远低于投入，反而促成
了严格的海禁，终结了数百年来与印度洋
世界的往来。旧港宣慰司这一明朝在印
度洋上的据点和中转站，也最终在明英宗
朱祁镇在位时期被放弃。元朝以外交促
进商业，明朝却以政治掌控贸易，最终政
消商亡，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就这样，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伴行千
年，终究分道扬镳。《人海之间》为我们打
开了一扇一窥古代中国和海洋关系的大
门，将古代的中国置于世界的海洋之中，
读完此书，也算是完成了一场在书中进行
的航行。

注：“南海I号”和“泉州一号”，就是书
中的命名法，前一个是罗马数字。

□刘友洪

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题记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说：“屋舍俨

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
犬相闻。”在丹棱顺龙山上，有一处不施粉
黛、自然天成的古村，恰如陶公笔下的世
外桃源。

古村的幸福色彩

牛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春节还没
过完，到处已是姹紫嫣红，春意盎然了。

驱车翻过几道山梁，绕过几道沟弯，
再步行小半里，幸福古村就映入眼帘，只
见一片绿的世界，花的海洋。红的是桃
花，白的是李花，漫山遍野，映山映水，艳
得把整个山野都染了个色。

花儿也香了。香味随轻舞的薄岚，飘
过山崖，飘到梅湾湖畔，引来蜜蜂蝴蝶翩
翩起舞，嬉戏追逐。

游人如织。他们穿上唐装，或汉服，
在桃树下，李树旁，摆出几个姿势，引来相
机一阵“咔咔”作响，好像要把这美景全部
带回去，但分明又是游人要与这花儿争艳
出个高低。

然而，你可知道，过去的古村是什么
颜色？

单调孤独的褐红色，构成了电影《被
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底色，红的山坡、红的
土地、红的石头，放眼望去，全是褐红。在
那个贫穷的年代，什么都缺，唯一不缺的
是红石头。于是，红石头夯成了屋基，垒
成了堡坎，砌成了墙壁，成了村民家中最
多的家什，拿它做了桌子，做了凳子，做了

猪槽。剩下的几块巨石，伫立在村头，做
了古村的标志，如风中的一面旗帜，成了
石猴，成了鹰嘴，成了龙抬头。

电影确是轰动了，让世人知道了古村，
但古村也成了贫困、闭塞、落后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后，有了好的政策，勤劳善良
的古村人民，凭着不屈不挠的毅力，硬是在
红土地上种出了好吃的水果！于是，满山的
梨、桃、李、杏，打扮出了古村而今的景象。
红石头早已让位于鲜花与翠绿，成为桃红柳
绿中的朵朵点缀，宛如盛开的朵朵红花。

有花就有果，有果就有香。如今的古
村已是果树成林，瓜果飘香，就连以往光
秃秃的红石头，也覆盖上了深深浅浅的苔
藓，鲜活可爱。

古村因多彩而幸福。

古村的盐铁古道

在古村的谷底，潺潺溪水发出欢快的歌
声，缓缓转动的水车向游人诉说着古村的故
事，古朴沧桑的赵桥在溪流之上显得格外醒
目，一条小路就从赵桥上延伸出去——
那是用铁器在红砂石上凿出的石阶，石
阶上还有当年背二哥的拐耙子留下的石
窝。小路宛若一条逶迤的长龙，翻越山
岭，顺着莽莽丛林，消失在远山深处。

这就是幸福古村的盐铁古道，一段永
不褪色的记忆。

在这条古道上，走过了千年的马帮与
背二哥弓形的身影，结实的草鞋，马儿叮
叮当当的响铃声以及拐耙子着地的声音，
在山谷中回荡。

在这条古道上，运过了多少柴米油
盐、金银铜铁，带走多少酸甜苦辣、爱恨情
仇，承载了多少希望与梦想，赵桥可以作
证，山风可以作证，盐铁古道可以作证，任
凭千年的风吹与雨打，就为了见证今天古
村的幸福！

冬天来了，瑞雪初霁。踏雪寻梅，历
览古道。游人在水车旁、古桥上、溪涧间，
探访当年遗风、古道情愫，感受曾经的点
点星火，找寻行路者的坚韧与执着。

旅途中，遇一老翁背着一捆柴禾，正在
石阶上歇脚。我们问他：“大爷您多大年纪
了？背这么多柴。”他说：“不大不大，就七
十多岁。在我们幸福古村，人不倒床脚不
歇，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下地干活的多着
呢。”他说这话时脸上荡漾着开心的笑容。

恰如眼前这盐铁古道，一位千年不老
的智者。

古村的人间烟火

进入古村，追寻记忆深处的岁月时光。
信步走到徐家大院，但见川西民宅，

木墙青瓦，古朴典雅；屋旁池塘，水光潋
滟，残荷傲枝，蜻蜓玉立，一幅美妙的水墨
风景画。

推开柴扉，来到屋舍。置一张笨拙的

桌凳，背靠斑驳的泥墙，远眺黛青的山脊，
尽情享受这诗意般的生活。旁边就是幸
福食堂的山村集市，各种山货琳琅满目，
新鲜动人。

山腰处是古村的标志——夫妻树。
两棵百年银杏，脚抵脚、手牵手、头挨头，
相互长在了一起，如一对永不分离的情
侣，深情地凝望着对方，有多少情话、多少
衷肠，诉不尽、说不完。

闲暇时光，多才多艺的古村人就会翻
出些手艺来展示，有的吹奏唢呐，有的打
起锣鼓，有的抬出花轿，有的跳起莲萧，欢
欢喜喜、快快乐乐，用有滋有味的人间烟
火，来诠释幸福古村的幸福生活。

在古村，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平平淡
淡、怡然自得，如古堰溪水，如缕缕炊烟，
如屋檐下垂挂的玉米棒子在风中发出悦
耳的声音……

在古村，幸福就是天上的云山谷的
风，不经雕饰，随遇而安；就是心中坚守着
一份恬淡与平静，心若止水……

在古村，幸福就是“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旷达，就是“春水碧于
天，画船听雨眠”的忘情，就是“好山好水
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的流连……

此游得须无尽日，且看且赏且徐
行。——后记

注：幸福古村位于丹棱县城西12公
里，整个村子依山而建，面河而立，以民
居、古道、古村、古桥为代表，是保存完整
的古村落。是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外景拍摄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
村镇的未来”国际会议现场参观点。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孙利芳

九九重阳，佳节又至。清露染黄了菊
花，青霜打湿了红叶，鸿雁装点着晴空，银
杏绚烂着秋光，让重阳魅力四射，不是春
光，胜似春光。

登高，是重阳永远绕不开的话题。“遥
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自古，
人们就有重阳登高的习俗。登高望远，观
悠悠白云千载，瞻巍巍青山永存，望浩瀚天
空高远，赏漫山层林尽染，心胸便豁然开
朗，如高山般挺拔坚韧，若白云般自由自
在，似天空般湛蓝明净，像红叶般丹心一
片，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一切喧嚣都飞越
云端，一切纷杂都回归宁静，一切忧伤都无
影无踪。那快意、那潇洒、那激动、那回归
自然的喜悦、那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正如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赏菊，让重阳诗意绵绵清雅浪漫。寒

露秋霜让百花凋零，唯有菊花依然傲然绽
放。菊花与重阳，总是那么亲切，仿佛天
生一对老姐妹，从不独自出场。不知是重
阳染黄了菊花，还是菊花装扮了重阳。

菊花，不仅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绚
丽，有“独立疏篱趣无穷”的高雅，更有“此
花开尽更无花”的傲骨，有“暗香盈袖”的
超凡脱俗。菊之花形，或细若游丝，或层

层叠叠，或亭亭玉立，或团团相拥，或款款
而来，或傲然独立，千姿百态。菊之花色，
或金黄灿烂，或鹅黄点点，或殷红靓丽，或
墨绿含蓄，或淡紫高贵，或洁白无瑕，千娇
百媚。菊之花影，或傲立枝头，或星星点
点，或相拥成团，或硕大娇艳，千菊千影。
菊之花魂，或高雅纯洁，或傲骨犹存，或淡
泊无争，或安然自在，或超凡脱俗，或超然
豁达，或素雅坚贞，或刚烈坚韧，千锤百
炼。菊之花香，或暗香扑鼻，或清香盈袖，
或流香沾衣，或淡淡一缕沁鼻息，或清香
怡人沁心魂，千回百转。

重阳赏菊，驻足凝神，让人的心一下
子变得超凡脱俗，忘却烦恼，回归“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宁静，生活一下
子变得诗意绵绵，浪漫无比。

庆贺丰收，是重阳感恩自然、感恩大
地永不磨灭的记忆。中华民族之所以生
生不息，农耕文化功不可没。千百年来，
大地滋养了万物生灵，百谷滋润着人类的
生存繁衍。经历了春的播种，夏的滋养，

迎来了秋的收获。金黄的玉米，清香的芝
麻，甘甜的红薯，饱满的绿豆，圆润的黄
豆，洁白的棉花，红红的柿子，甘甜的苹
果，红艳的石榴，雪白的甘梨……重阳，就
这样喜悦地栖息在硕果累累的农家院里，
就这样幸福地锁定在广阔厚重的大地上。

敬老，让重阳亲情弥漫，温情浩荡。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孝老爱亲传统美德
的民族，敬老孝老是重阳永恒的灵魂。每
个人都是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每个人又
都将为人母为人父。当把儿女都抚养成
人，当儿女都飞出父母的怀抱时，我们都
终将老去。而此时，人生的旅途恰似重
阳。每个人都盼望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
幸福永远，每个人都会在重阳感念父母恩
情，回味亲情，回报父母。携父母登高祈
福，陪父母赏菊怡情，敬父母清酒一杯，祝
父母福寿安康。

经历了少年的青葱岁月，走过青年的意
气风发，经历中年的隐忍锤炼，如今步入老
年，一切都变得历经沧桑但却豁达包容。所
有的人生经历，都凝聚在霜染的白发中；所
有的人生历练都沉淀在深深的皱纹中；所有

的人生感悟都升华在沧桑的面容中；所有的
人生财富都聚集在那一抹最美的夕阳红
中。老人对儿女的爱，对家庭的承担，对社
会的奉献，恰似九九重阳不畏严寒暗香弥漫
的菊花，更如那一抹霞光万丈普照大地的夕
阳红，傲骨依旧，风韵依然。重阳，既有对儿
女无限关爱无比深沉的温情弥漫，又有“老
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万丈。一生一世
的永恒亲情，为家为国的博大情怀，都深深
地融化在那两个字——“重阳”之中。

清露染菊，清香四溢；登高祈福，牵念
无比；庆贺丰收，感恩大地；敬老爱老，生
生不息。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佳节年年不忘，
相伴地老天荒。
（作者系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

□吴天胜

我坐直身子，将眼光从显示器中拉
出，瞥向窗外，一抹黄色映入眼帘。

那抹黄色只是绿黄，是一棵树上的叶子
开始黄了，黄得还不彻底，仍有一部分绿着。
黄绿相间，渐变着，越向树梢黄得越纯粹。

起身到窗前，顺便活动一下筋骨。窗
外满眼斑斓，栾树的花朵已经开过，红枫
的叶子刚被风霜染红，对面坡上种植的黄
洋槐，正恣意地绽放着它的青春。

是的，每种植物都有它的青春，有的
在春天，有的在夏天，还有的在秋天。黄
洋槐的青春就在秋天，且是深秋，这个季
节才是它散发魅力的时候。开繁的黄花
缀满枝头，晃眼望去，金灿灿的一片，像那
青春的赞歌唱响山坡。

好些年前，父亲时常为秋冬季养蜂没蜜
可采而犯愁，我见到一些地方开着黄洋槐，
便种了几棵，以为可以解决他的难题。却不
料，黄洋槐是没有花蜜的。没有花蜜也无
妨，至少它可以开花，至少它的花朵能装扮

秋天。每到深秋，黄洋槐在房前屋后绽放，
点缀红砖灰瓦，别样有趣，平添一季惊喜。

一朵是装点，一树也是装点，开满整
个山坡就不再是装点了，简直成了主流
色。大片大片的黄色夺人眼目，试要与那
些银杏树平分秋色。

路边的银杏树叶也已泛黄，只等那最
有深意的霜风吹来，霜风往往裹挟着秋
雨。秋雨像染色剂，一夜之间将浅绿的银
杏叶染黄。秋雨又像是催化剂，加快了银
杏叶变黄的步伐，那颜色由绿黄变淡黄，
再变成深黄，直至金黄。它不但自己变
黄，还欲把身边的世界染黄，要把整个秋
天变成金色的主场。

但总有那么一些树木是不易被染黄
的，它们要么绿得挺拔，要么红得耀眼。

倒是一些灌木左右逢源，绿中泛着黄，黄
中镶着褐，褐中透着红，各种颜色交织出
一幅巨大的斑斓壮锦。

别看那几棵红枫，虽然身子小，但是
个性鲜明，在那满山的黄色世界里，楞是要
表现出自我来，哪怕是一丢丢或一抹。然
而，就是这一抹，却鲜艳得让人眼前一亮，
精神为之一振。它不过是人工移植到山坡
上的，或许是园林工人不小心把它种错了，
也可能是故意而为之，恰好产生了点睛之
效。果然，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世界里，
那一抹红色恰如美人朱唇，性感、迷人。

的确是呢，不信你看，那婆娑的竹叶，
像不像美人婀娜的身姿，那沙沙的竹叶声，
像不像美人在呢喃？它在讲述着什么？原
来，夏天出奇干旱，那丛竹子终抵不过烈日
的“烤”验，翠绿的叶子很快被晒干、变黄。
我以为它被渴死了，园林工人说，放心，它

没有死，只要一场雨水下来，肯定会再活过
来的。入秋后，天气凉爽，雨水增多，那丛
竹子很快就长出了丝丝新叶。一开始，新
叶从黄叶中艰难地探出头来，再过几日，大
片的绿叶挤落黄叶，最终像变魔术似的又
成翠竹一丛。我用手机记录了这一魔幻过
程，也是一丛生命重生的过程。

还是香樟树最稳重，不管是炎夏、暖
春，还是冬寒或冷秋，它始终保持着挺立
的姿势，且绿意盎然。

“万类霜天竞自由”。不得不感叹季
节的美妙，它就像一个绘画大师，将长的、
短的、圆的、细的树叶调和成黄色、绿色、
红色、粉色，终成斑斓世界。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是春光，胜似春
光。”窗外的世界似乎在邀约我去亲临它
们，近距离地感受如画美景。唯有这秋
色，最是斑斓，让我沉醉。

不知何时，案上花钵中的绿植也添了
一枚黄叶。我故意不摘，好让斑斓的色彩
住进室内。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黄勇

跋山涉水来看你
缭绕的云雾迷蒙了我的双眼

上亿年的冰川仍在梦中
虽隔咫尺却如天涯

通往山林深处的木栈道
有飞鸟的痕迹

不知你能否感受到我的真诚

漫长的风雨路有你在我心里
走遍千山万水 你我一起渡过
时光让岩石穿上坚硬的外衣

洛格斯的传说
凿进我的内灵深处

同一片天空下共浴淅沥细雨
河滩上的红石抚摸着我的心跳

那是斜风中的一缕风沙
在倾听洛格斯的深情呼唤

（作者系媒体工作者）

洛格斯的呼唤

□兰采勇

露水还睡着，把羊群赶上山坡
把富裕的路子迈出去
依次叫醒花草林木

鸟雀打开房门迎接错乱的蹄声

记忆的酸楚历历在目
穷则思变

绿草丰茂打开一扇窗

生活的主人
扬鞭抽打潺湲的溪水

流水清洗耳膜，羊群八面埋伏

咏叹过往，不如眺望前路
羊群选择在青山绿水间落脚
胖胖的身体悠闲地咀嚼啜饮

一如那扬鞭人寻找到幸福的源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把羊群赶上山坡

□高歌

秋风细雨渐冰凉，
湖泊水冷飘雾茫。
湿地公园重葛艳，
康庄绿道桂花香。

千家喜乐庆丰硕，
万户团圆话吉祥。
桂月寒霜添衣裤，
登山饮菊晒娇阳。

注：重葛：三角梅；娇阳：秋
天的太阳。

生态之城

万里荷塘留涩影，
莲台山下抚甜瓜。
大千学子调琴瑟，
文阁佳人撕羽纱。
圣水甘泉滋百草，
书香门第沏清茶。
沱江自古穿城过，
碧水缠城飞彩霞。
（作者系媒体工作者）

七律·桂月喜乐（外一首）

生活
随笔

清露染菊话重阳

吟咏
自然

一抹斑斓入窗来

□蒲苇

光阴漫步在风言风语里
春光馥郁在春寒料峭的枝头

瑞雪是个好兆头
傲霜斗雪的蜡梅

居高不下的开放，热烈又奔放

尘封旧历年的心灰意冷
似水流年卷走荒芜的浅淡时光
往昔已渐渐淡出惊恐的视线

落叶缤纷的原野上，押韵的雨滴
是这一季最恰如其分的滋润

星光沐浴赶路人，虔诚的祝愿
正搭乘在开往春天的列车上

青春的每一次出发
皆背负先辈的重托

扬帆远行的航道上，所有的舵手
激流勇进

在时代的大潮中乘风破浪

时代劲风吹拂大地
凡有风吹草动

必是追梦者的智慧之光在闪耀
无数奋斗者

鏖战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蔑视前进道路上的
每一寸风霜雨雪

生龙活虎的华夏儿女
唱着春天的歌谣

曼妙的音乐
赋予了新年数以万计的美好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