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霞山又名峰顶山，位于绥江县会仪
镇和水富市太平镇之间。紫霞山无疑是
因紫气东来、晴霞遍野而得名。由于半山
腰垭口处有一条古道，经太平镇直达盐
津五尺道，过往客商在山垭口歇气赏景
时，不知峰峦之上还有景，俯瞰几座小山
包，便以为自己到了峰顶，到了“一览众
山小”的位置，于是就把紫霞山慢慢地叫
成了峰顶山。

紫霞山也好，峰顶山也罢，其实都是
人给山强行安上的名字。山不一定知道，
也不一定领情。人世苍茫焉可问，山风浩
荡更难知。然而，人和山终究是要发生关
系的。山无名，人就不好区分管理，就显
得没文化，所以无论是被称为紫霞还是峰
顶，这座山都不会介意。

除了古道、古桥，成就紫霞山，使之成
为名山的，主要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
水利工程，即东风堰，以及峰顶山水库的
修建和投入使用。“紫霞山前，新增虎穴，
万古桥边，人造龙潭，几曾流连忘返，多次
劳动盘桓。春光流水两县利，秋色湖波万
象涵。”先贤陈泽文的《跃进堰东风水库
赋》，如一幅恢宏的画卷，展示了修建水库
时：“红豆熬汤仍比武，二锤抡飞，青梅煮
酒论英雄，炮杆烫手”的壮阔场景。这项
投劳 38万多个工日，历时 6年建成的宏大
工程，既滋养了会仪镇 8000多亩田地，又
平衡生态，让白鹤栖息繁衍，最终在这里
安家定居。

绿水、青松、白鹤是紫霞山的最大特
色。这里的白鹤，起先是三五对，后来几
十对，再后来就数不清了。和县内香炉
山、莲花山、轿顶山等几座名山相比，紫霞
山没有古寺，只有一座清朝乾隆年间修建

的写字桥，以及很有规模的朱家院子。没
有梵呗之音的紫霞山，飘逸至极，人气反
在诸山之上。“才看紫霞登峰顶，又聆清灂
到汶溪”，中南大学教授、楹联大家余德泉
的楹联，既是对紫霞山的由衷推崇，又是
此山最响亮的广告词。“紫气氤氲，波荡湖
心嬉白鹤；霞光绚烂，云腾峰顶醉红枫”，
江西楹联家刘枫的楹联也值得称道。余
德泉和刘枫都是全国著名学者和楹联大
家，能得到他们的歌咏，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更是一件幸事。

跃进堰从二十多公里外的盐井坝，穿
岩越涧而来。由于常年有活水滋养，紫霞
山的青松、白鹤就显得与众不同。这里是
松的世界，鹤的领地。每位游人到此，都
能感受到松的气质，鹤的气度，以及山的
气韵。徜徉在通幽曲径上，鹤群总是不远
不近，若即若离。人不伤鹤，鹤不怕人，这
是人鹤和谐相处的意趣。这种把自己一
层层剥开，一层层融入山光水色、花香鸟
语中，把一切贪恋和烦恼当作冰和雪一
样，化解成清风的超凡之旅，实在是一种
莫大的享受和幸福。

揽一湖空茫迷蒙的烟水，涤尽胸中块
垒，你绝对会身轻如燕，吐气如兰，感觉多
年羡慕追寻的紫霞仙子，其实就是你自
己。的确，在紫霞山旅游，只要忘却烦恼，
敞开胸怀，人人都是一朵点缀湖山的红
莲。这里有淳朴的民风，纯天然的食品和
几百亩樱花。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持续打造下，
峰顶山的观光旅游一下子成了特色。每
年仲春，远近的游客都会携妻带子，邀朋
约友，慕名上山赏樱花。这里的樱花不是
几十株，几百株，而是几百亩，远看一片

红，近闻一阵香。人在花中，完全被花树、
花枝、花朵、花色、花香所包围。不管在花
丛中聊天、饮酒、谈情，还是在树荫下徘
徊、沉思和感悟，流岚写意的霞光，迷离馥
郁的淑气，把你濡染成一棵树、一枝花才
善罢甘休。这个时候鹤的飞翔声，花的开
放声，就是一曲天籁之音。这个时候，你
才真正与紫霞山结缘。

除了湖水、松鹤和樱花，紫霞山还有
一处神秘景点。这个景点既叫黑洞子，又
叫“合洞子”。相传 500多年前，马湖府世
袭府官安鳌为了一统马湖沿岸各部落，派
兵在紫霞山腰凿岩修筑地下迷宫，将收集
的金银珠宝尽数藏于洞里，广招巫师、妖
僧大修撒豆成兵之妖术，妄图把紫霞山作
为对抗朝廷的据点。

多行不义必自毙。安鳌被诛那天，紫
霞山腰的黑洞子突然冒出一股黑气，接着
轰隆一声巨响，偌大的洞口就合上了。不
仅把安鳌的宝藏全封在了里面，而且数千
兵丁和巫师一个也没逃出来。

此后黑洞子就成了“合洞子”。几百
年来，许多人费尽心机，想找到洞口获得
里面的财宝，都未能如愿。据说只有心地
善良、心无贪恋者，才有机会一睹黑洞子
的神秘面容。相传清朝道光年间，山上一
朱姓庄主，为人质朴，经常周济贫苦乡
民。他做一次好事，就有一次走进黑洞子
的机会。从洞里拿出的财宝，他分文不要，
全部散发给大家度日，村民为感其恩，便在
山上筑了一口水塘，起名“积泉池”，意为积
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德成山，子孙平安。

积泉池在水库之上，黑洞子之下。周
围竹树环绕，池边石碑上有：积泉池及道
光三年六月的题记。

很多次从云师大的门前经过，都禁不
住要走进校园，在闻一多先生的雕像前驻
足良久，先生严谨、博学、不畏强权、不怕
牺牲的崇高品质，让人肃然起敬。

闻一多先生雕像坐落的云师大校园，
其前身是诞生于 1938 年的国立西南联大
师范学院。当年的西南联大群英荟萃、
精英辈出，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就
是从这里走出去的，闻一多先生不但是
这些知名学者中的一员，还是现代诗人，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
国民主同盟早期的领导人。

作为现代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曾
说：“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
的人民。”作为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更是
把他对人民的爱诠释得淋漓尽致，他光明
磊落，分得清善恶，看得透黑白，辨得明是
非。李公朴惨遭暗杀后，他把自己的生死
置之度外，不顾家人朋友的劝阻，毅然决
然地走向抗议的队伍，登上演讲台，作了
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他站在演讲台
上，像一个勇敢的斗士，矛头直指国民党
反动派，他义正词严地宣战：“今天这里有
没有特务？你站出来！”为了争取公平正
义，他义愤填膺，扯开嗓子高呼：“我们不
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
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
再跨进大门！”他挥舞着手臂，声音响彻云
霄，久久地在昆明上空回荡。

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的生死关头，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挺身
而出，像闻一多先生一样毫不退缩，宁
愿牺牲自己，作为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
的 朋 友 ，毛 泽 东 在 文 章 中 这 样 写 道 ：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
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在争取
民主和平的革命运动中，许多民主战士
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就像闻一多先
生，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作完演讲后返
回西南联大的途中，他和儿子遭到国民
党反动派特务的伏击，倒在了血泊中，
为自由、民主、和平的正义事业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

闻一多先生的壮举，痛击了当时国民
党统治的黑暗，为分崩离析的中国各族人
民打了一剂强心剂，让广大青年团结起
来，增强了各族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形成一股不可阻挡之势，他的牺牲，暴露
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倒行逆施，让各民主
党派、各族群众真切看清了敌人丑恶的嘴
脸，并更加坚定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下
定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

正如闻一多所说：“正义是杀不完的，
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就在闻一多先生牺
牲后的第三年，1949 年，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全国各族人民
的共同努力下，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
彻底打败了国民党，推翻了压在中国人
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迎来全国人民的解
放，建立起了人民的政府，人民当家做了
主人，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
缓缓升起之时，意味着中国人民从此站
立起来了。

伫立于闻一多先生的雕像前，心中充
满了无限的敬意，先生无疑是最耀眼的那
道曙光，照耀着黑暗中爬行的人民前进的
道路，他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无不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他的英勇献身，
让各民主党派人士聚集成了统一的战线，
为全国的解放和争取劳苦大众的和平自
由贡献了力量。

新征程呼唤新担当，新使命激励新
作为。生在和平时代的今天，我们要珍
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自己的
力量，在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口号”
75 周年之际，在全国上下掀起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实现“十四
五”和夺取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
时刻，我们要以闻一多先生这样的民主
战士为榜样，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广大党员特别
是领导干部必须大兴调研之风，拿出敢
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主义
精神和无比宽广的爱国情怀，在民族复
兴的强国之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创
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伟大目标，借以告慰长眠于地下的
各位先烈！

我见过许多柿子树，在不同的地方，
它们要么孤零零地站在高山上，任意地
开花、落叶、结果，然后任由飞鸟啄食，年
复一年地完成大自然赋予的使命；要么
静静地躲在丛林之中，偶然开一朵花，结
两三枚果，不愿意长大；有贴近人们生活
一点的，长在房屋后面，成熟时用摘果子
的笊篱，摘两个红果哄一哄孩童。这些
柿子树，近处看不需要太多揣摩，或一树
绿叶，或满树红果，或满树枯枝，一目了
然。若要从远处把它当作山水画来看，
却缺少山水画的意境，总感觉与记忆里
的画面有些差池。在我二十多年的人生
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家乡的柿子树，冬
天挂满红果，白雪映衬，夏天郁郁葱葱。

我想念乡下那棵柿子树。
我的老家在昭通市巧家县小河镇，

全镇海拔落差较大，低至牛栏江河谷，高
至大火地，再高就是两座大山，与荞麦地
相连，从下往上走，即便是在盛夏，也能感
受到冬夏季节的更替。海拔落差造就的
垂直立体气候差异，使得整个区域的动植
物物种丰富，就植物来说，山下有香蕉、芒
果、枇杷等热带作物，山上有灌木等温带
植物。在这诸多的物种中，自然少不了柿
子树。从六合街出发朝南走，经过花地、
田坎，到观音庙，在观音庙和马店村之间
有一条雪线，冬天积雪两分，雪线以上就
是积雪，越往山上走越厚，要是从对面鲁
甸的乐红看去，银装素裹，亮闪闪、白茫茫
的一片，绝对是一道少有的美景。柿子树
就长在这里，再往上太冷很难成活，即便
成活也结不出果子，若是再往下走又太
热，枝叶自身难保。早些年山上的人赶
街、上学都是步行，爬不动山，出发的时候
精力充沛，回来的时候就有些疲惫了，于
是这些柿子就成了最好的能量补给，顺手
从沉甸甸的枝头摘几个成熟柿子，剥了皮
放到嘴里，冰凉、软糯，甜香。这样的感受
陪伴了我许多年。

我记忆犹新的是途经观音庙，一户人

家门前的柿子树。初中时上学总想家，而
回家有两条路，一条是常走的，以观音庙、
田坎为主线，另一条则被我们称之为万年
桥。回家途中要经过一条河，若是周末或
者其他假日回家时遭遇大雨，那么回家之
旅就必然要作出选择，要么承担风险蹚水
过河，继续向观音庙方向前进；要么避开
走万年桥。如果回家时遭遇大雨，那么
万年桥就是最好的选择，万年桥的名字
为何而来，是这桥历史绵长，还是修桥
者希望它能经久耐用以至万年，我也不
清楚，只知道在许多年前它就存在了。
从两条路的分岔口出发，跋山涉水一番
后，要经过一座由圆木、木板、钢绳拼凑
而成的桥，桥的两边是不高但陡峭的悬
崖，下面是奔流的河水，还没走到桥上，
就能听见桥下轰隆隆的水声。我们从悬
崖边走过，颤颤巍巍地走在桥上，摇摇晃
晃的桥让我们心惊胆战，同行者要么快马
加鞭，三步并作两步跨过去；要么就紧紧
抓住钢绳，慢慢挪动，生怕一不小心成了
这河里的冤魂，而我则属于后者。过了
桥，从山路攀爬上去，是一处平地，再爬一
段路，才有人家，休整片刻，又继续朝家的
方向奔去。

与万年桥不同的是，观音庙、田坎这
条路要友善得多。蹚过了河，走一段公
路、几段小路，便到了田坎的地界，田坎人
家多，累了渴了有水喝，再往上走到观音
庙，人烟稀少，就成了饮水困难之地。观
音庙水果多，夏季有桃李，秋季有石榴，冬
季有柿子，这无疑给了我们这些赶路的人
莫大的鼓励。我们格外喜欢冬季，不图别
的，就为了柿子。观音庙漫山遍野都是柿
子树，有人家种的，也有野生的，值不了几
个钱，当地人在摘掉一些后，剩下的，飞鸟
啄食或者掉落腐烂，由它自生自灭，正好
成为我们的口粮。冬季的几个月里，这些
柿子由硬变软，由生涩变得甜糯。在漫长
的求学生涯中，我们从柿子树的高处吃
到矮处，从绿的吃成红的。抛去食物的

属性不谈，作为风景，我印象最深的，是
从小卖部上去，经过两片竹林和一户人
家所看到的一棵柿子树。这是一棵长
在房后的柿子树，笔直的树干，春夏时
郁郁葱葱，一片生机勃勃，冬季时挂满
红果，红色与青砖绿瓦相映。清晨雾气
缭绕，虫鸟高鸣，太阳初升时，满树红果
同朝阳交相辉映；炊烟袅袅的下午，犬吠
声、赶牛声、孩童嬉戏打闹的欢笑声缠绕
着柿子树。

我在文山读书时，父亲的门前也有一
棵柿子树。父亲在 2020 年时生了一场
病，在昆明医治一段时间后，跟随大哥去
了文山。大哥在街道附近的村子里租了
一间瓦房，置办东西让父亲住了进来。父
亲门前有一棵柿子树，身处异地，父亲没
有朋友，身体残疾不能远行，也没有其他
事情可做，在大哥去学校上课时，他就常
常坐在柿子树下发呆，似乎思索着什么。
父亲门前的柿子是水果柿子，还未红透就
被主人家连同树叶摘去，仅剩下孤零零的
枝丫同瓦房作伴。父亲门前的柿子树不
是家乡的柿子树！到 2022 年，父亲一直
嚷着要回家，说想回去看看，见见家乡的
人和事，祭拜爷爷的坟，大概是思念家乡，
总把“耗子有个洞，雀子有个窝”挂在嘴
边。7 月的一天，他如愿以偿地回到了
家，喊饭、烧纸、焚香，做完他想做的。在
8 月的一个晚上，与世长辞，告别了他苦
难的一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回想
父亲的一生，少年丧父，壮年丧弟，中年丧
兄，多年来我与大哥都在外求学，他一个
人孤零零地生活着。2010年，父亲外出打
工落下残疾，母亲与他分居，各过各的生
活，大哥和我跟着父亲。10 年来，父亲拖
着残疾的身体，用两支拐杖支撑着去种
地、喂猪……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没
让我们挨饿，我和大哥也在父亲的鼓励
下考入了大学，本以为生活会一天天好
起来，可谁知在命运的安排下竟草草收
场。父亲也喜爱吃柿子，记忆里，父亲

吃柿子的场面，也只有那年冬天，我与
他去我家的草地里捞树叶，他捡起的那
枚残破的柿子，也许自那以后父亲再没
吃过柿子。

我曾想过在门前种一棵或两棵柿子
树，一则是取“事事顺意”之意，冬季时

犹如红灯笼挂在门前，增添喜庆之感；
二则是在我的印象中，总觉得视野里的
老人和一棵红红的柿子树很配，富有诗
情画意。

至今，我大学毕业，即将远赴异乡工
作，我又去哪里找这样一棵柿子树呢？

门前这棵柿子树，孤零零地守候着父亲最后的时光。

风
景
秀
丽
的
峰
顶
山
。

赵
旭
良

摄

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门 前 柿 子 树
◇陈洪盛 文/图

紫 气 东 来 峰 顶 山
◇吴运强

在
闻
一
多
先
生
雕
像
前

◇
杨
刚
述

32023年5月26日 星期五

责编：杨 明 组版：李章会 校对：王文富 投稿电话：0870-3191969 E-mail：ztrbtkb@126.com

阅读昭通·人文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