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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生命中会有许多值得感动的事物在你的记
忆里珍藏，即使只是一朵平凡的小花，也会在享
受了阳光雨露的滋润后，把花朵高高地举起，以
感恩之心面对这个世界。感动是一种心灵的感
觉，它很少张扬于外。感动不会大喜大悲，不会
哭天抢地，更不会大吵大闹。感动往往很微妙，
一句话，一个心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或一幅
场景，都会使我感动不已，甚至让我泪水涌出。

每天，来往于大街上下班，总会看到一些精
彩而又让人感动的瞬间，也正是这些美好的场
景，构成了这个充满爱的世界。

那天，我去上班，此时天刚刚亮，晨光中走来
一对母子，那位妈妈挑着满满一担子蔬菜正往农
贸市场方向赶，一头是茄子，一头是辣椒，因为担
子比较沉重，她总是大步大步地走。只见她右手
扶着肩上的担子，左手还拉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
孩。妈妈大步地走着，小男孩几乎要跑着才能够
跟上妈妈的脚步。妈妈说：“走快点，到了市场我
给你买油条吃。”小男孩喘着粗气说：“嗯，我还想
要根火腿肠。”瞬间，我被感动了，微笑着看了他
们一眼，记忆却回到了几十年以前，这样的场景
似曾经历，那位妈妈就好像是我年轻时的妈妈，
那个小男孩也就是童年时的我。

这是亲情的温度，也是小人物市井生活的真
实写照。小男孩那么早就起床，并且跟着妈妈跑
很远的路程去市场卖菜，这样的经历与我的童年
极为相似，甚至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生活中，很多的时候，我都会为这样那样的
瞬间所感动，也很想用手机或相机把它记录下
来。这样的照片，最有价值，最值得收藏，最能打
动人心。可是，我却很少能够实现这样的愿望，
主要原因是美好的场景总是瞬间即逝，来不及准
备，也容不得摆拍或重复。这样一犹豫，美好瞬
间也就过去了，我只能把它们默默地收藏在心
里，这可以算是一种缺憾的美。

这些令人感动的瞬间，没有刻意的掩饰，找
不出半点作秀的成分，完全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光
芒，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精彩，也是这个人间美好
和温暖的体现。虽然微弱，但只要人人都放射出
一点点光和热，那就是寒夜里的一根火柴，沙漠
里的一片绿洲，永远让人向往，让人不会在最危
难的时候感到绝望。

可遇

不可求的感动
◆汤云明

红红 军军 井井
◆田 禾

云南是个美丽的地方，我曾经去
过几次，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
天空和云朵，那里的人和动物、植物，
总是令人神往的，有种特别的东西，比
如色彩、气味和形态，与我平常所遇所
见的，有很大不同，这些不同，有一部
分变成我的诗歌，有一部分随着梦的
消失，也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平原地
区的人到了云南，就像孩子们做梦一
样，这种感觉的眷恋和抚慰，适合一个
诗人自然地生活想象，沉浸在天地云
水之间，如徐志摩的诗中所写的：“悄
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
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一次，我随着作家采风团进入
云南扎西老街，与以往的感受却大不
相同，我有些沉重，同时又很兴奋，我
似乎想要带走这一切，又好像自己把
心全都留在了这里。这并非是魔幻
小说里的情节，亦不是超现实的叙
事，在我随团到达的那一瞬间，我感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时间性与存在感，
灵魂也不断地充实起来，以往的那种
空虚和失落没有了。这里是云南威
信县扎西老街，天已经慢慢地黑下来
了，这种慢让我心醉神迷起来，这种
慢下来的黑夜的天空，时光的宁静和
混沌感，突然让我高大起来，高大得
不能再大了，我与这个古老的高原，
浑然一体了。这种慢下来的时空，才
使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我的灵魂，我的
存在和诗意。一条老街的延伸，漫过
那古老的传说，神秘的天灯和星光，
夜色中的灵人的起舞，火把挥动的旋
律，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我看见
扎西老街显现在时尚的红军红里，那
是映山红的红，红军帽上五角星的
红，红色党旗的红……

这样慢的时空节奏，扎西老街的
韵味、色彩和形态，渐渐地浮现在另
一种历史时空的幻象和映象的世界，
一种巨大的鲜活的时尚感和流行感，
仿佛英雄群雕立体起伏，交相辉映着
的红军红，融入穿斗式的木结构古建
筑，那些流畅的线条、天际线、漏斗
光、曲高与和寡，静谧夜色里对称的
黑白、红紫黄蓝、街道被马帮和传说
洗白磨光的石板，两旁的店铺都星星
般亮起了华灯，那些慢下来的光芒升
腾和闪烁，弥漫过雕梁画栋，亭台楼
阁，飞檐翘角，在人间灯火的映衬下，
那些丰富炫彩的雕刻纹饰，更显得精
致、柔美、典雅、工整、祥和。此时，我
游走的灵魂，融入扎西老街的静谧、
神秘、曼妙，在红军红的气息里，整座
老街如天机妙得，显得格外庄穆和辉
煌，宛如一座圣殿。

踏着老街这慢下来的节奏，历史
的过客梦幻般地展开。我走进了扎
西小镇的时光深处，放眼望去，一块
刻有“扎西老街”的石碑呈现于眼前，
穿过石碑，扎西老街的历史尘封烙
印，时隐时现，街道蜿蜒起伏，如一条
缓缓流动的小溪，一块块玉石般的石
板，如洁白的浪花欢唱，曲静的深巷，
层叠分明的石梯，流光溢彩。古朴清
静的青石板路不断延伸，犹如接向天
籁之音，一把古老的曼陀铃琴，我一
一地轻抚、慢拨，这些质地朴素的青
砖瓦房，一座座古色古香，一排排鳞

次栉比，那山花烂漫的木格窗棂，那
精致绝伦的飞檐雕龙，都

是 我 此 刻 诗 性
跳 动

的音符，将我引入悠远的历史长空。
今夜星光灿烂，北斗星指向我的

心灵，仰望和俯视，虔诚与敬畏，扎西
老街的历史遗存、民族风情、人文典
故、市井气息，交相叠现，我此时诗象
的叙事，理想的信念，腾空而起，合而
为一，与走进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

“红军红”，融为一个诗人此时新的长
征。我追寻着这激情，享受着这理
想，礼赞着这希望，努力地去接近这
古老的，而又时新的红军精神的内在
生命秘密。

清明时节，在暮春的黄昏里，采
风或踏青，慎终追远，感恩怀古，在诗
人采风的游历书写中，我独自沉思和
行吟，深入扎西老街红色的记忆深
处，追溯那个烽火连天、狼烟四起的
旧中国，那个叫作“红军二万五千里
长征”的亘古传奇。1935年 2月，中央
红军分兵六路进入云南威信。红军
在行进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2 月 5
日至 9日在威信县境内的水田寨花房
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
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
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三个会议统称
为“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补充和
延续，对中央常委进行了明确分工，
洛甫正式取代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
泽东和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从组织
上保证了毛泽东行使军事指挥权。
从此，红军开始变被动为主动。扎西
老街见证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红军
的危急关头，确立了回师东进、二渡
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决策，开启了
四渡赤水的红军传奇，使中国革命不
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近百年过去了，
我来到这个叫作扎西老街的明清古
镇，或更远的唐宋驿站，茶马古道，边
民山寨，那个近百年前，由一群“泥腿
子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走过的青石
板路，眼前的一切诗象和梦幻般的天
上人间，又让我变得如此沉默和虔敬
起来。我古老而年轻的祖国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这变化亦延伸到这眼前
的扎西小城，在这莽莽苍苍，云山幻
海的高原边地，如此地实实在在。自
从红军来了之后，扎西小城成为中国
百年小镇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特
别是近年来，为增强生态文明意识，
树立民族自信，弘扬长征精神，促进
边城的经济文化繁荣，建设文明美丽
乡村，扎西老街经过新一轮的科学规
划和人文布局，丰富了“红军红”的时
代内容，注入新的活力和精神元素，
让四街（上街又叫红军街、巷子街、龙
井街、老街）和九巷（朱家巷子、晒坝
等），形成了扎西老街红军街核心的
价值衍生。

在这里，人们沿着蜿蜒的石板路
缓缓前行，犹如抚琴，可观画，亦可咏
诗，不断探寻红军走过的足迹，搜集
红军在长征路上留下的难忘故事，接
受红色文化和红军精神的洗礼。

走进龙井街，有一口水井叫龙
井，我们一行三十多人在这里驻留了
半天，仿佛想发现什么，古井的意象，
生命的泉源，心灵的饥渴，从坐井观
天，到明月投影，故乡映象，古老的深
井，水质透亮清澈，甘甜可口，深深的
历史性、故事性、诗意性，从井口溢
出。这是一口古井，看上去很有年代
感，与我在很多古村落见过的水井差
不多。我想，在那更远的年代，扎西
的祖先们是如何开掘出这口井的，我

充满了好奇和冲动。因为

与我的诗象之源有关，我的乡土的明
月还在亮着，哪里有故乡，哪里就有
口老井。故乡的老井，正是明月的相
亲，云山的归意。至于什么年代砌成
的，我不必去细细考证了。因为，此
时的时间是永恒的，是没有感觉的时
间性，只有千里的奔波，万里的归途，
来者都是过客，客者饮之于老井，都
是时间饮入了诗性的生命。

那年红军到达扎西老街时，就是
饮这口老井的水，提井里的水煮饭、
蒸薯、洗衣。清甜可口的井水，滋养
了一代又一代居住在这里的扎西人，
也滋养了红军。这口水井有更深的
内涵，蕴含着百年华夏民族新生命的
诞生。老水井由老式青砖和石块砌
成，水井的井台要比街道高一尺多，
井沿和井口比井台更高，水已经漫过
了井口的平面，顺着井沿向外流淌。
老水井的水来自地底一股汩汩喷涌
的泉水，这股泉水，不仅没有山间溪
流欢畅的跃动，而且有更多的高楼大
厦耸立在它的周围，包围着它，困扰
着它，可泉水的喷涌从来没有停止
过，井水也从来没有干涸过，它缓缓
地流淌，默默地释放着自己的活力与
能量。

来自千年扎西地底的这股泉水，
虽然没有山间树木和山岩的保护，看
起来不免有些失落，但它有不可磨灭
的意志，有不让它消沉的灵魂，所以
黑黢黢的泥土压不住它，相反更激发
了它强烈喷发的生命力。从蓄势待
发到喷发流动，从秋天到冬天，从冬
天到春天，从春天到夏天，默默奉送
给人们一丝丝的沁凉甘甜，低调而谦
卑地滋养着人们的生活。当我缓步
走近老水井，看到井口旁边的一块石
碑上刻着两个字：“龙井”，大家几乎
同时叫起来：“龙井”，但很快平静下
来，几乎都屏住了呼吸，没有人再说
一句话。那时我无法猜测人们心里
想到了什么，我只在寂静中，听见漫
溢出井口的流水沿着井沿向下流淌
的声音，那是大自然之母流出的奶
汁，淌出的生命天籁之音，亦似我们
一行中潘灵、沈洋清新嘹亮的歌喉，
轻松明快，委婉动听。我们屏住呼
吸，只见头上的白云，脚底下的清风，
也都围绕过来倾听。

千年扎西老街深处，这口龙井
水，那么清澈，那么纯净，那么透明，
清澈得人们不敢上前去打扰它，纯净
得人们不敢去喝上一口，透明得人们
怕去打破这面照透人心的镜子。不
知怎么的，大家几乎都愣愣地站着，
时间像是停滞了，没有人说一句话。
这时，突然一只鸟从头顶像疾风一样
飞过，在空中边飞翔边叫着，一下打
破了此时的寂静。过了半天，我突然
回过神来，第一个纵身跳上了井台，
对大家说：“这么好的水，来了不喝一
口，就会是终身的遗憾！”于是用双手
捧着甘冽清甜的井水，大口大口地喝
了起来，一边喝一边说：“太好喝了。”
这时诗人们一窝蜂似的跳上了井台，
都同时饮了起来，还听见大家都在
说：“好喝！好喝！”

当大家走下井台，还沉浸在井水
的甘甜中时，重庆诗人王顺彬激动地
说：“这扎西老街的井，红军喝过，这
井应该叫‘红军井’！”我认为王顺彬
说得对，这井就应该叫“红军井”。回
到我们晚上居住的宾馆，我在手机上
百度了一下，其实早有人把这口井叫

“红军井”了，第二天我就向沈洋建议

把井旁的石碑改成“红军井”。就这
样，一群共和国的新时代的诗人，不
经意间命名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扎西
老街的“红军井”。在诗人的心中，扎
西的龙井更像红军红的灵魂之心泉，
长征精神延伸了古老的自然，大地的
感恩，万物生命的给养。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一路走一
路打听着在“红军井”发生的故事，我
自己也想象着发生在“红军井”的故
事。当时部队的炊事班怕打扰百姓，
在扎西街道的偏角处架起大锅烧水、
煮饭，战士们不停息地到井里挑水，差
不多要把一口大水井挑干了，部队首
长知道了，赶忙对挑水的战士们说：

“这井里的水不能再挑了，我们把水挑
干了，老百姓就没有水吃了。我们到
外面找水去，去赤水河里挑水，把井水
留给当地的老百姓。”于是战士们只在
晚上夜深人静，老百姓都睡了，才去井
里挑水。

白天，战士们把早晨涨起来的井
水，都留给了老百姓，他们则去远处的
赤水河里挑水。战士们看见身体残疾
的老人、生病的老人，就主动帮助他们
挑水，打扫院子，房子漏雨就帮他们检
修。战士们所做的一切，老百姓都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滴水，一份情，
于是扎西人对这支军队更加敬佩和爱
戴，对中国革命的成功，更有百倍的信
心。“红军井”从此打上了红色标签，成
为了人们记忆中的一口红井。

那些从水井的井口漫溢出来的
水，最后都流进了赤水河中。四渡赤
水，是中国革命的神来之笔，是毛泽
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是中
国革命经过无数挫折之后走向最终
胜利的起点。由“红军井”到赤水河，
诗人的激情想象再次飞升，直抵大江
大海，长征精神生发的这一条革命的
河流，红色的河流，带着真理、带着革
命的理想信念、带着中国革命不可阻
挡的磅礴气势，化作一条奔腾不息的
河流，一条流淌着无数烈士的鲜血的
河流。

饮水思源，二万五千里长征，红
军一路走来，中国革命一路走来，不
知被多少这样的一泓清泉，一汪井
水，一条河流滋养着。赤水河的波澜
壮阔、博大胸怀，都来自这默默奉献
的泉水和涓涓细流。现在，它们依然
不知疲倦地波动着，流淌着，沁入我
们的心底，滋养我们的生命，荡涤我
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灵魂永不干涸，
使我们的理想信念永不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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