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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野

五月的风有了一丝丝热意，吹过桑树
梁，吹到苦竹坝，吹上摩天岭，然后滑到岭
那边浓浓的树荫里。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风吹麦浪，
将山乡大地轻轻摇出了一片金黄。阳光下
满坡满坎的金黄是山乡在这个季节最美的
颜色，美得像是一幅热烈奔放的油画。黄澄
澄的麦穗儿映着明晃晃的日头，将天空的蓝
衬得无边无际，偶有两三朵白云浮在半空，
不停地变换着身形，轻飘飘的，一阵微风就
可以吹出老远。

“我到坡上去看了一下，麦子可以割
了。”父亲从乡政府下班后，抄着手顺路从
桑树梁转了一圈回来，对母亲说。母亲知道
父亲这句话其实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关于四
时节令里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向都是由
父亲说了算。父亲退伍回来后成了地地道
道的农民，加上会识文断字，几年锻练下来
已经练成了种庄稼的好把式。后来到乡政

府上班担任蚕桑技术员，科学种地的道理自
然懂得多一些。

要开镰了，父亲从农具房里寻摸出几把
镰刀，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镰齿。镰齿已经
有了一层淡淡的铁锈。

老屋前的地坝边上立着一块长方形磨
刀石，不知道已经被磨了多少年，上沿被磨
成了圆弧形凹槽，两侧有薄薄的一层青苔。
自我记事起，它就在地坝边上。父亲搬个板
凳，舀盆清水放在磨刀石旁。父亲坐在板凳
上身子前倾，先在盆里掬一小捧水淋在磨刀
石上，然后一手握住镰刀手柄，一手捏着刀
尖，将镰齿顺着磨刀石的凹槽来回划拉。划
拉一阵后，镰齿上透出了铁森森的白色来。
父亲用手指剐蹭两下，也仅仅是两下，便知
道功夫还下得不够。于是，又继续磨，如此
往复。落日余辉远远地照射过来，覆盖了整
个地坝，镰齿反射出阵阵锃亮的光。父亲磨
完一把又一把，直到把天色磨成烟青，把远

山磨成黛色。
在等父亲磨镰刀的间隙，母亲从房梁

上取下腊肉之类的，烧水洗净备用。再趁
天刚擦黑，从地里摘些海椒茄子四季豆之
类时令蔬菜回来。第二天要开镰了，须得
保证周围来帮忙的邻居们的伙食。麦子成
熟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抢收。万一天气
不好，一场雨下来，麦子全都要霉烂在地
里。每当这个时节，邻居们都会自发地相
互帮忙，而且多年来达成了默契，哪家先割
哪家后割都有固定的顺序。东家割完就紧
着西家割，趁着天气好，三五天内要将几家
的麦子全部收回来。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第二天一大
早，母亲早早就提着灌满茶水的几个茶瓶和
一篮子碎花白底瓷碗，悠悠地走上桑树梁。
晨光的山坡上，父亲和邻居们正挥舞着镰
刀，深深地陷进了金黄色的麦浪里，欢声笑
语在整个山谷里久久回荡。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的宏大叙事，从脱贫攻坚迈向乡
村振兴，巫山下庄人咬牙闯出一片天。看《开山人》，心潮
起伏。观众满眼都是“当代愚公”不惜牺牲生命建设故乡
的历史画卷。这条路，是一条开拓之路，一条希望之路，
一条幸福之路。重庆电影集团出品的电影《开山人》，用
文艺方式吹响了乡村振兴的时代前进号角，展现了现代
农村的真实影像和当代基层干部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也回顾了新时代农村的发展历程。

这部影片是“重庆制造”里份量十足的作品。它是真
实事件改编进行影像化重构的电影，将历史与现实紧密
连接，通过真实人物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事
创作以人为核心，创作者对于巫山县下庄村的这段修路
史进行了充分挖掘和细节化还原，在台词设计上尤有地
方特色。电影来源于真实的人物——脱贫攻坚一线优秀
党员干部代表、“时代楷模”毛相林，和他奉献半生的下庄

村，修路主线统揽全片，通过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展
现或宏阔或细微的生活场景，追述和复活修路的壮烈事
迹，从而体现村民们的担当与奉献，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电影中的人物不说教、不脸谱化，而是从一些细
节让观众看到了他们自强的性格、乐观的精神。

以主角之一黄祥基为例，他出去打工赚钱，但当家
乡需要时，他义无反顾地回家支援，还带回来新的技术
和设备。主角毛永福在修路过程中，其精神信念从未垮
塌，一直充满着创造历史的激情。但他不唱高调、喊口
号，也有过犹豫、有过崩溃，也需要周围的伙伴撑一把。
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互渗融合，人物就在我们眼前鲜活
起来，让人感动。影片是“用小故事展示大生活、以小人
物凸显大情怀”。

《开山人》的创作团队进行了长时间的前期筹备，
剧本几易其稿，深入巫山县，选取了一个与当年下庄村

地理环境极为相似的村落，全方位规模统筹，沉心静气
实景蹲点拍摄。无论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服装、村民的
房屋院落、人物造型，乃至于村庄环境都努力还原，让
观众看到了 20 多年前重庆三峡山乡的风貌。无论是
一个会议室、一个院坝，抑或是几座山，城里的灯火都
是记忆中的模样，这样对修路故事沉浸式的还原，让电
影内容有了更真实的呈现，也增强了影片的精神感召
力和艺术感染力。特别是影片中修路村民坠下山崖
时，不少人流下了热泪。情怀与信仰，奉献与牺牲，在
影片中深情展现。

几多坎坷几多风雨，影片结尾时，当年要求修路的小
学生变成了美术老师，带着学生来写生村里美好的生
活。这片温暖的故土上百果缤纷，村里更添欢声笑语。
电影让观众始终坚信，不甘落后、不等不靠的“下庄精
神”，将会以新的形式在下一代人身上流淌延续。

在我的人生旅程中，红岩英雄一直陪伴着我。
童年时，最喜欢看红岩故事。那时难得看电视，孩

子们能看到的也多是小人书，所以只要听说哪个小伙伴
有红岩英雄的书，就会想方设法借来，看得津津有味、热
血沸腾，《江姐》《小萝卜头》《双枪老太婆》，我都反复看
过很多遍。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我是走了十来里的夜
路到邻村去看的。

那时候，红岩英雄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个传奇人
物，我对他们充满了敬仰和崇拜，不光爱看他们的故事，
还喜欢跟小伙伴们讲，讲得眉飞色舞，讲得洋洋得意。
有时我还故意卖关子，到紧要处戛然而止，来一句“欲知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惹得小伙伴急不可耐，缠着
非要说完不可。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读过小说《红岩》，学过红岩烈
士们的诗篇，知道红岩英雄们并非凭空虚构的人物，而
都有原型。于是，我不断去探求英雄原型的革命斗争故
事。在这探求的过程中，我的内心一次次受到震撼，从
中感受到他们可歌可泣的高贵品质。

比如，江姐原型是江竹筠，一个娇小女子，在巨大悲
恸中继续革命，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

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
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再比如，成
岗原型陈然，是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特支书
记，并担任机密印刷工作。被捕后，陈然威武不屈，以顽
强的意志写下《我的“自白”书》：“毒刑拷打算得了什
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他们以年轻的生命诠释了革命者的气节，感天动
地。我经常想，该怎样来形容这些英雄呢？后来看歌
剧《江姐》，剧中插曲《红梅赞》的旋律响起，我心中豁
然开朗，他们不就是红岩上的红梅吗？在严冬里傲然
开放，开得那么红艳，开得那么热烈。而这些红梅也开
在了我的心上，深深地影响了我，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
困难和挫折，我就会想想红岩英雄，鼓舞自己也要像红
岩上怒放的红梅，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冰霜，去克服一个
个困难。

后来，我还去了红岩魂广场、白公馆、渣滓洞。看
着那些牢房、审讯室、烈士们被害的地方，听着英雄们
狱中斗争的故事，我禁不住想，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
能够让这些英雄们在黑暗如磐的环境中仍能看到光
明？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做到英勇不屈、无所畏惧？

我反复思索，坚信答案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那
份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是的！叶挺将军在皖南事变
被捕后，面对劝降的说客，他坚定地表示“头可断，血
可流，志不可屈！”他拒绝了国民党的威逼利诱、高官
厚禄，并写下了激动人心的《囚歌》：“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还有一个故事，在
狱中，罗广斌拿出自己入狱时带来的红色被面，将丝线
拆掉当旗面，用黄草纸撕成五角星的样子，用攒下来的
米粒粘在被面上，制成了一面五星红旗，并作了一首

《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的诗：“等解放大军来了那
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洒着自由的眼
泪，一齐出去！”坚定的信仰，让他们在极端险恶的条
件下坚持斗争，相信胜利终将到来，一片丹心向阳开，
谱写了气贯长虹的壮丽诗篇。

红岩英雄不仅是一株株傲霜怒放的红梅，更是一座
座灯塔，高擎着信仰的灯火，在黑暗中光芒四射，照亮了
人们前进的方向。这些灯塔也驱散了我心中的迷惘，让
我懂得只有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不忘初心使命，
才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当代愚公《开山人》
□ 赵瑜

红岩英雄伴我行
□ 洪德斌

风吹麦浪开镰忙
□ 项德林

布谷声声
集结开镰的号角
一望无际的麦田
律动耀眼的金黄
延展五月饱满的畅想
繁忙的脚步
踩过香甜的梦境
我听到 父亲
披着满天星光
蘸着皎洁的月光
嚯嚯的磨镰声
像当年睡意朦胧时
他在窗下喊我

晴朗的天空下
父亲手执镰刀
在麦田深处挥汗如雨
弯曲的身躯与大地平行

醉人的麦香四溢
融入一幅辽远的画卷
让我感受淳厚质朴的父亲
对土地的挚爱
对粮食的敬畏

麦浪

经历了漫长的煎熬和等待
五月的麦田
一个个鲜亮活泛的词语
渐渐丰盈圆润饱满起来
沉甸甸的麦穗
以极大的热情回馈大地
村庄此刻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被突如其来的金黄
弄得措手不及
开始沉醉于幸福之中

小满书（外一首）

□ 路红顺

我生活在一条大江边的城市。这条河流，让
我于万州这座城市里，目光清澈，心中明亮。

从这条河流，我曾经乘一艘慢船去武汉、南
京、上海，往往需要几天几夜的航程，我可以在船
上怀着耐心读完一本著作、一篇传记。我怀念那
些在涛声相伴中读书的日夜，每当读完一本书，这
艘船在鸣笛声中已停靠在一个外省城市的码头，
两岸乡村、城市的模样，慢镜头一样划过我的记
忆。而今，每当我阅读一本书，往往忍不住要在手
机上磨磨蹭蹭，生怕错过微信里的一条信息、一条
朋友圈的动态，这样被切割成碎片化的阅读，让我
阅读体验支离破碎。当然，在这个飞机、高铁为重
要出行工具的时代，我凝望中的那艘慢船，已在河
流中退役了，浩渺水光中它对我打过一个告别的
手势。

一条大江的水波，哗哗奔流着一座城市的时
光。那年，三峡工程竣工后，大江的急流波涛，被
驯服成柔波清流，大江成为大湖。特别到了深秋
175 米蓄水线，烟波浩淼的城，天蓝水碧，娉娉婷
婷，美眸流转。

文友老鲁，彪形大汉，声若洪钟。他当年是这
座城市的诗人，在那些诗歌如黄金的年代，老鲁收
获了无数崇拜的目光。老鲁后来从一家企业辞职
下海，赚得了一桶又一桶金。

一座山水含笑的平湖之城，老鲁没有辜负它
的美好。14 年前的秋天，泳者老鲁纵身一跃，成
为江里的“一条鱼”。有天，我怀着羡慕的心情去
看老鲁游泳。那是冬天，我在江边看到裸出上身
强壮肌肉的老鲁，跃入江水中。凛冽冬日，老鲁在
江中畅游了近半个小时，他从江中起来后，沿着树
木葱茏的滨江道跑步，直到全身发热才停下步
履。老鲁对绿幽幽的江水大喊：“爽啊！”

望着老鲁健硕的躯体，我羡慕中有嫉妒。那
年我正好 40 岁，不惑之年里，我却困惑不少。多
年伏案带来的腰椎、颈椎疼痛，让我常常在半夜醒
来。我业余写作多年，到底还要不要写下去？我
越疑惑，身体状况越是糟糕，爬七楼也开始气喘
了；更为恼火的是开始一夜一夜失眠。

老鲁开始对我循循善诱，在他的鼓舞下，两年
后的秋天，我跟他一起下江游泳了。我依靠少年
时代在乡村池塘、水库掌握的游泳技术，加上老鲁
在旁边耐心辅导，我变换着蛙泳、仰泳、自由泳的
姿势。我划开一波一波的水，感到胸腔在变得阔
大，肺叶在变得舒展，身体在变得轻盈。

我从最初的 500 米，到 1000 米、2000 米，一直
到参加冬泳横渡大江赛。我成为水中自由的鱼，
成为自己身体健康的掌控者，也成为快乐心情的
调节者。

12 年的游泳时光，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
到冬。我埋头在江水里，看见江水如白色火焰般
一圈一圈漾开，我侧耳细听，那是时光之水的潺潺
流声。我抬头望天，看见云朵在天空变幻着各种
姿态；我抬头望城，一座城在水声荡漾里拔节生
长。12 年里，无论是元旦还是除夕，我雷打不动
地要到江水中去畅游，送别旧年的晚霞，迎来新年
的晨曦。

12 年的游泳时光，让我的身体强壮起来，写作
的源泉也川流不息。一江碧水荡涤着我的紧张、
焦虑，让我的心与水融在一起，欢欣奔流。

一条大江的拥抱
□ 李晓

唐朝天宝年间
在涪州的荔枝园里
一串串成熟的果实被摘下
然后打好包送上马
快递给当朝贵妃杨玉环

驿使们快马加鞭星夜兼程
翻过一座座山岭
越过一道道河谷
终于在荔枝色香味未变之前
把它们送到了长安

远远地看见一骑红尘
贵妃娘娘大声地笑了起来
因为她又可以吃到新鲜的荔枝了

回望运送荔枝的古道
留下了多少马蹄的印记
在相距遥远的驿站旁
不时可以看到
疾速飞驰的马匹

声声马蹄
阵阵欢笑
一起飘到了马嵬坡的上空
成为千百年以来
经久不息的历史回响

荔枝古道的源头

据说苏东坡喜食荔枝
是受了杨贵妃的影响
就像他的那些诗词
受了唐诗的影响一样

他的好友黄山谷
于元符庚辰来到涪州
得知当地出产的荔枝
就是杨贵妃的最爱

黄山谷把这一信息
辗转告诉了他
让他感慨良多

然后在《荔枝叹》中
郑重写下“天宝岁贡取之涪”
让我们从中找到了
那条荔枝古道的源头

荔
枝
古
道

（
外
一
首
）

□
李
柔

乡村新图景乡村新图景

南风如故
轻轻翻开槐花的心事
花瓣上颤动的月光
像梦的蝉翼
摇曳芬芳的时光
蛙声里的隐喻
一如蛰伏的农谚
在五月拔节幸福的畅想
关于乡愁的深度
绿韵，呈现不同层次的见解
荷蕾抱紧漫长的期待
水车纺出遥远的思念
逐渐饱满的稻穗
让日子的细节饱满起来
苦苣菜还没淡出节气的话题
一颗颗泛红的荔枝
迫不及待地
跳上故乡的肩膀
插叙农家生活的甜蜜

小满时节
□ 陈海金

信仰之路信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