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 余茜 编辑 / 王快 校对 / 叶新昀 电话 / 023-63844578 2022年12月22日 星期四Chongqing Zhengxie bao 4 版

视 野

郭沫若在重庆期间，与合川人民有过
两次结缘，一次是考察钓鱼城并题诗，利
用地方历史培育合川人民的民族气节；另
一次是支持合川青年追求进步的革命活
动，为进步书店题写店牌。

1942 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最艰
难的时刻，当时住在重庆的郭沫若通过各
种场合、运用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宣传中
国的出路是“实行全民族的抗日救国”。他
在写出了伸张民族大义、痛斥投降派的历
史剧《屈原》和《虎符》后，又选择了具有爱
国主义思想、反侵略战争的合川钓鱼城抗
战题材，准备将它写成剧本，搬上舞台，以
历史的光辉形象去激励抗日救国热情。

1942年6月2日，郭沫若在时任北碚嘉
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北碚管理
局局长卢子英的陪同下，由重庆来到合川
县城。当晚，在合川县城召开了钓鱼城历
史文化座谈会。次日，郭沫若一行又去钓

鱼城实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郭沫若对
遗址、遗物、寺庙、祠堂、碑碣、牌坊等进行
了详细了解并做了文字记录，还与合川当
地钓鱼城历史文化研究者郑知乐就宋元
（蒙）战争时期守城抗战人物作了探讨。郭
沫若回到重庆后，撰写了《钓鱼台访古》一
文，文中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钓鱼城
访古·华国英撰重建忠义祠碑文》。

魂夺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萦。
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
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
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诗中颂扬了钓鱼城危崖拔地的险峻

气势与钓鱼城军民击毙蒙古皇帝蒙哥的
英雄壮举，称赞冉琎、冉璞兄弟继承抗金
名将吴璘的抗战精神，并向四川守将余
玠建议修筑钓鱼城，使钓鱼城成为“蜀郡
山河壮甲兵”、孤撑宋室江山 36 年的金汤
之城的事迹。诗中明确表示，对于坚守

四川及钓鱼城的余玠、王坚、张珏“宋三
卿”，应千秋共仰；对于开城投降的王立
和劝说王立投降的熊耳夫人，应给予谴
责。该诗意在借古喻今，表达了作者对
抗日英雄的敬仰、对叛国贰臣的唾弃。

这首诗在当时的《合川日报》副刊发
表，极大地激发了当时合川文化人的爱国
热情，他们纷纷拿起笔来作武器，投入了
全民族抗战的热潮。

郭沫若与合川第二次结缘，便是 1946
年 2 月为中共南方局青年工作组在合川开
设的进步书店题写店牌。

1946 年 2 月 10 日，重庆各界人民在较
场口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
国民党蓄意破坏政协达成的协议，指派
特务捣毁会场，并打伤郭沫若及代表 60
余人，制造震惊全国的“较场口惨案”。
中国共产党为回击和揭露国民党的丑
行，驻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指定育才

学校组织青年工作组，深入民众中去开
展和平、民主、进步的宣传工作。因此，
中共育才学校党支部书记便选派了该校
赵 隆 侃 等 几 人 ，到 合 川 县 开 展 青 年 工
作。他们计划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在合
川开办一个书店，作为联络活动场所。

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新设立这
样的书店必须找一位德高望重且是进步
的社会知名人士题写店牌。经青年工作
组反复商议，一致决定请郭沫若题写店
牌最合适。郭沫若本因在较场口事件中
受伤在家休养，但得知是为革命的正义
事业，欣然应允，并根据书店办在合川，
而钓鱼城是历史名城，题写了书店名“鱼
城书屋”。书店开张后，合川县城很快出
现了争相传阅进步书刊的情景，这些精
神食粮极大地鼓舞了渴求光明、追求真
理的青年一代，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未
来、斗争的勇气。

最是初心见伟力
□ 刘学正

回顾百余年历史，是怎样一种伟大的力量让中国共
产党始终无比坚强，经千难而百折不挠，历万险而矢志
不渝，在蓬勃生机中取得辉煌成就？翻阅《初心如故》一
书，答案呼之欲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
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披荆斩棘、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
信念如磐，鲜红的党旗永不褪色。

该书由“革命诗词”“红色家书”“烈士遗书”“入党志
愿书”四辑组成，以28位中国共产党人优秀代表的文献资
料、鲜活事例为切入口，解读文字背后的精神内涵，探寻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基因。他们中，既有革命战争
年代的先辈先烈，也有社会主义探索建设时期的道德模
范，还有新时代建功立业的时代楷模。一首首豪情满怀
的革命诗词，一件件柔情绵绵的红色家书、凝结血泪的烈
士遗书、承诺如山的入党志愿书，荡气回肠，感人至深。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
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是毛泽
东写于 1965 年的一首词，充分表达出中国人民敢于创
造、勇于创新的凌云壮志。而杨靖宇在狱中创作的《田
中奏折》中“世上岁月短，囹圄日夜长。民族多少事，志
士急断肠”则把一位革命者在民族危难之际身陷牢狱，
无法报效祖国的焦急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百余年的
征程里，中国共产党人以澎湃的爱国热情、不懈的奋斗
激情，写下了大量广为传诵的诗词佳作，为后人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色家书，饱含着赤诚与挚爱，从字里行间可感知
到一个个崇高的灵魂。奔赴战场前，邱少云写下了他人
生中唯一的一封家书，“为了让所有的受苦人都像我们
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个啥子么？你们在家要把
分的地种好，多打些粮食，多交些公粮，支援抗美援朝。”
得知儿子有调动工作的想法时，从来不沾公家“光”的徐
海东在信中告诫他，作为一名党员，务必“事事、处处起
模范带头作用，坚决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决定，万万
不能搞特殊！”

无论威逼利诱，还是严刑拷打，革命烈士们始终持
守初心、宁死不屈，他们留下的遗书，无疑是最有力的见
证。方志敏被捕入狱后，志坚如铁石,受尽残酷折磨，没
有透露半点党的机密，临刑前他手书：“敌人只能砍下我
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
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小说《红岩》“江姐”的原型江竹
筠，同样有着大无畏气概，英勇就义前，她写信托付表弟
抚养自己的孩子，“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
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一位革命母亲
对孩子的爱与希望溢于纸上。

入党志愿书，是对党的庄严承诺，托举起坚贞的信
念。钱三强作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用一生奉献
诠释“国之脊梁”。他在入党转正申请书里表示，将“警
戒自己不要带有特权思想，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用
生命叩开地球之门的黄大年，则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

“若能作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
洪流，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
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薄薄几页纸，尽显中国共产党
人“以身许国”的熠熠光辉。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蕴含
信仰之力，凝聚品格之力，绽放奋斗之力。读罢该书，我
愈发感受到，唯有初心如故，坚持不懈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才能告慰历史，才能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实践者
和捍卫者。

悦读笔记悦读笔记

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高
山流石滩上，生长着一种神奇的植物——
塔黄。

这种单次结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要
经过数年乃至十几年的生长后，才会开花
结籽，而一旦花谢籽熟，它便悄然结束自己
的生命。

其实，开花前的塔黄并不起眼，看上去
就像一棵大白菜。但到了开花这一年，它
就 会 突 然 摇 身 一 变 ，长 出 高 达 2 米 的 花
序。花序自下而上，逐渐由粗变细；花序外

面，则一层一层包裹着宽大的半透明的奶
黄色苞片。此时的塔黄，成了喜马拉雅高
山地区草本植物中最高的“巨人”，远远望
去，极像一座金碧辉煌的宝塔，格外耀眼醒
目。这或许就是“塔黄”得名的来由。

喜马拉雅高山地区，气候环境异常恶
劣。生长于此的高原植物，在强紫外线、严
寒、狂风等极端气候下，大都植株矮小、紧
伏地面。而塔黄却大不一样，长得挺拔、高
大、壮丽，在空旷、冷寂的高原山野，显得鹤
立鸡群、卓尔不凡。

植物学家发现，塔黄如此与众不同，是
因为它长有一种对付严酷环境的“秘密武
器”——苞片。它们重重叠叠地裹住花序，
使得苞片内密不透风，温度比外部高 10℃
以上，就像一个温室，为花序上的花粉和胚
珠的形成与发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苞片
除了防寒之外，还可以抵御风沙的袭击和
雨水的冲刷；而它艳丽夺目的外表，吸引着
昆虫前来传粉。即便花期过后，枯萎的苞
片仍会继续保护种子，防止种子因寒冷失
去活力。

每年 6 月，高原冰雪开始消融。在短
短 4 个月的生长季中，进入开花之年的塔
黄，抓紧时机，快马加鞭完成开花结果的
使命。

为了一生只有一次的花事，塔黄往往
要积蓄多年，不断地往地下粗大的主根里
贮藏养分；只待时机成熟，它便放手一搏，
绽放花期；不开则已，一开便是一柱擎天。

塔黄能够在冰雪与石砾覆盖的高山地
区生存并繁衍下去，是它长期进化的结果，
更是它坚韧抗争创造的生命奇迹。

沐心海沐心海
一 生 只 开 一 次 花

□ 卢兆盛

“橙香飘处是故乡。”这个富有诗情画
意的句子，几乎装饰了我这个奉节游子的
整个乡愁。

其实我的童年乃至整个少年时期都和
奉节脐橙没什么关联。我的老家在奉节一
个偏远的乡村，因为海拔和气候的原因，老
家并不出产脐橙。还记得刚到成都时，便
有人问我老家有哪些特产。那时，呈现在
脑海里的只有房前屋后那几分薄田和土质
并不肥沃的山梁，主产苞谷和洋芋。我只
得如实回答：“玉米和马铃薯。”我觉得这些
从书本上学来的新词，要比“苞谷”和“洋
芋”洋气得多。

事后，我在心里暗自反思，自己对老家
的概念是不是过于狭隘？故乡并不只是老
家那道连名字都没有的山梁，也不是山脚那
条并不秀美的小溪沟，而是应该把故乡的概
念扩大到整个奉节全域。思路一打开，我的
心里就有了底气。因为声名在外的白帝城

和奉节脐橙，都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这 样 的 心 理 建 设 ，效 果 是 立 竿 见 影

的。再有人问及老家特产时，我就会反问
对方：“你是问耍的还是吃的？耍的有白帝
城，吃的有奉节脐橙。”在谈及白帝城时，我
就给对方背诵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
里江陵一日还。”而在脐橙前面特别加注奉
节的地理标签，意在表明老家脐橙的“纯正
血统”。

因为很少吃脐橙的缘故，我对奉节脐
橙也只有一个模糊的认知，并不知道它
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每每说起奉节脐
橙时，我都只是反复强调“确实好吃，甜
得很”。

后 来 ，当 我 真 正 走 进 奉 节 脐 橙 主 产
区，置身漫山遍野、橙香四溢的橙海之中，
随手摘下脐橙现场品鉴，才明白我对奉节
脐橙的认知是何等肤浅。那种甘甜与果
酸融合得恰到好处的味蕾层次，果肉在齿

间绽放、甜汁沿舌尖蔓延的极致口感，岂
是“好吃”和“甜得很”这样的简单词汇就
可以概括的。

奉节脐橙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
以前。无污染、无冻害的环境优势，冬暖少
雾、日照时长的立体气候，让奉节拥有在世
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的脐橙成长乐园。如
今，奉节脐橙早已形成能养活 30 万人的庞
大产业，形成了涵盖纽荷尔、福本、中华红
等多个产品矩阵的庞大家族。

因为奉节脐橙的示范效应，全国很多
地方都争相种植脐橙，我也常常有意去购
买其他产地的脐橙。在一次次试吃和品鉴
过程中，我也一次次在心里为家乡脐橙“颁
奖”。因为每次品鉴的结果都是一致的，那
就是奉节脐橙最好吃，“中华名果”的头衔
并非浪得虚名。

在奉节，脐橙还有一个儒雅的别称——
诗橙。将诗和橙组合在一起，是因为历代

文人在奉节留下了很多关于脐橙的名篇佳
作。诗人杜甫在此任橘官时，就留下了“园
柑长成时，三寸如黄金”的经典诗句。如
今，我的一些作家朋友依旧还在写关于奉
节脐橙的文章，让这个小小的脐橙又化身
成了贯通古今的文化介质，打通了古今文
人精神共通的时空隧道。

去年腊月，我回奉节为母亲祝寿。刚
到奉节，一朋友的电话就尾随而至，他意味
深长地说：“奉节的脐橙不错。”我只得心领
神会地答复说：“把地址发给我。”就这样，
我被友情“裹挟”到了脐橙批发市场，选果、
装箱、发货，然后电话提醒他及时收货。让
家乡名果在朋友圈里广为流传，何尝不是
一份浓浓的乡情滋养和深度的精神慰藉。

如今回奉节大都只在县城停留。承载
老家记忆的房屋已经没有了，但脐橙构建
起来的味蕾连接，逐渐取代已经渐行渐远
的老屋，成了我与家乡共情的乡愁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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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我们总爱浓墨重彩
地过冬至。自记事起，我们就从
父亲的口里知道了冬至：又称日
南至、冬节、亚岁等，兼具自然与
人文两大内涵，既是二十四节气
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国民
间的传统祭祖节日。冬至是四时
八节之一，被视为冬季的大节日，
在古代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讲
法，冬至习俗因地域不同而又存
在着习俗内容或细节上的差异。
在中国南方地区，有冬至祭祖、宴
饮的习俗。在中国北方地区，每
年冬至日要吃饺子。

小 时 候 我 们 聆 听 父 亲 的 话
语，对冬至的向往与日俱增。我
们家在祖国的西南方，按照习俗，
这天就得祭祖、吃好的，才不辜负
这冬天盛大的节日。

父亲注重过冬至的仪式感，
他说，能有今天的好日子，离不开
祖辈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基
业，离不开自身的努力奋斗。所
以，冬至午餐前，就是祭祖环节，
不可或缺。冬至这天，母亲把饭
菜端到桌上放成一排，再把酒杯
放 好 。 父 亲 提 着 酒 壶 倒 满 酒 ，

“请”祖辈们“喝酒”“吃冬至饭”，

以表达深深的缅怀之情。然后，
父亲带着我们向逝去的祖辈们作
揖、鞠躬，寄托思念。

祭祖完毕，一家人就开始吃
“冬至饭”了。母亲特地做了老
咸菜回锅肉、滑肉片汤、烧白、油
煎豆腐等。父亲尤喜喝酒，我们
也 纷 纷 端 起 碗 ，与 父 亲 一 起 碰
杯，然后喊出“冬至快乐”，真是
其乐融融。

酒足饭饱，父亲越来越兴奋，
开始讲对党和政府的满心感激，
眉飞色舞话农事，对我们提出“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的希望……
我们边吃边听，就这样，“冬至饭”
吃出了无比的温暖和幸福。

后来，我们读到了“邯郸驿里
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天时
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
阳”等诗句，在冬至那天吟诵更添
诗情画意。考上学校、参加工作、
建立家庭后，过冬至更为充实、富
足，渐渐吃上了羊肉、萝卜。不单
亲人间吃饭图个团团圆圆，还邀
朋友欢聚小酌，谈天说地，让冬至
更有一番韵味，这不就是“大如
年”吗！

郭沫若与合川的两次结缘
□ 兰梦宁

街巷烟火气
□ 杨力

朋友打来电话，邀约周末中午小聚，聚餐前还有热
身，那就是茶叙。我心中一暖，这太“隆重”了。

说起来，这几个朋友都是以前的老街坊。后来搬新
家，居住地分散了，彼此就时常邀约聚聚，这一习惯保
持了多年。

到了周末茶叙时间，几家老友陆陆续续抵达，每个
人脸上都透着兴奋。朋友赵君是这次聚会的东道主，所
去的茶楼是他小儿子半年前开的，他曾在电话中诉苦：
经营有些困难。但挺过了暂时的困难，今日脸上已一扫
阴霾。赵君说，新冠病毒最肆虐的时候我们必须和国家
保持一致，现在国家适时调整政策，咱们生意人也有信
心了。

朋友詹君点点头深有同感。之前他大学毕业的女儿
想自主创业，打算成立一家以短视频制作为主的自媒体
公司。现在女儿的公司从营业执照到门店装修已办妥，
势必迎来国家新一轮经济建设的高峰，詹君和女儿对未
来都充满希望。

说话间，眼前已是茶客盈门，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互
相打着招呼，这样的场景一直延续到中午。当我们走进
预订好的餐馆时，人们一边叙旧一边敬酒，叙旧声充满
对故友的牵挂，酒杯里斟满对彼此的祝福。餐馆老板也
过来凑热闹，说老朋友们回来了，烟火气也回来了，这条
街巷里处处飘着茶香酒香，生活重新步入正轨。

我想，茶楼餐馆只是一隅。新春将至，许多在外打
工的人回家团聚，将是最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

人间味人间味

我 的 甜 蜜 乡 愁
□ 李光德

四时新四时新

冬至大如年
□ 何龙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