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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 163 公里的万泉河是海南第三大

河流。清清之水自五指山来，九曲碧波，奔

腾入南海。这条河，生态美、青常在，千百

年来传唱“溪头渔舟荡清波，忽闻太公唱渔

歌；太公为啥这里来，只因这里鱼儿多。”这

条河，因为扛枪为人民的红色娘子军而名

扬海内外。

说起红色娘子军，人们必定想到万泉

河。她们成长在万泉河、战斗在万泉河，她

们的青春、热血洒在万泉河。她们的英雄

事迹与“母亲”万泉河一样，波澜壮阔，源远

流长。

红色渡口 历久弥新

冬日清晨，薄雾为万泉河披上一层轻

纱，两岸的绿植更显葱郁翠绿。海南省琼海

市嘉积镇椰子寨战斗遗址，是打响琼崖革命

武装斗争第一枪的地方。顺着镇墟渡口，漫

步河边栈道，宽阔的河面流水潺潺，空气舒

爽香甜，往昔的峥嵘岁月，静静流淌。

万泉河近半穿流琼海境内，曾是海南

水上航运最繁忙的一条河。河畔渡口不计

其数，先后出现了乐城、嘉积、文曲、椰子

寨、文堂、石壁、船埠等商埠。岁月变迁，商

贾辐辏的渡口，因为路的修通、桥的兴建，

渐渐隐没在莽草中，唯有像椰子寨这样刻

下革命印记的红色渡口，历久弥新。

红色娘子军的后人、阳江镇文化站原

站长庞启江说，渡口承载着琼崖革命的荣

光。如歌曲所唱“我爱万泉河的千重浪，红

军在这里把敌人赶下河”，80 多年前的冬

天，红色娘子军为掩护琼崖红军主力强渡

万泉河，谱写了一曲万泉壮歌。

1932 年 10 月，在第二次反“围剿”中，

琼崖红军师部、红一团余部以及女子军特

务连一连在南牛岭会师，一路南下，打算渡

过万泉河，奔赴阳江，与红三团一部会合。

但敌人盘踞万泉河各大渡口，在埠口架好

长枪短炮，埋好地雷只等红军入网。

从小在万泉河边长大的娘子军们，熟

悉万泉河水文地理，白天化装成农妇，侦察

地形。女子军特务连战士王时香多年后回

忆：“我们在万泉河边，在石壁附近周转了

半个月，寻找渡口。”

最后，在南俸山下，娘子军们找到了河

流最狭窄的地段——双滩渡口，这里泥沙堆

积、竹林丛生、隐蔽性好，是最佳的强渡点。

借着连日暴雨、河水暴涨，娘子军特务

连掩护 100 多名红军分 5 批从双滩强渡万

泉河。水流湍急，时间紧迫，简易扎绑的竹

排随时会被河水冲走。深谙水性的冯增

敏、王先梅等战士不顾急流，一头扎进水

里，用肩膀扛着竹排，让坐在竹排上的红军

平稳过河。

当最后一批 20 多名红军已渡到河中

央时，闻声赶到的敌人在岸上疯狂扫射，一

场万泉河上的激战打响。

娘子军战士王春英的丈夫、红军二连连

长宁居明在战斗中牺牲。王春英站在河对

岸，眼睁睁看着近在咫尺的团聚成为永别。

“红军主力能胜利会师，她们功不可

没。”庞启江说，“几次强渡万泉河的战役，

是琼崖革命史上光辉的篇章。”

竹林深处 鱼水情深

在 万 泉 河 边 ，生 长 着 密 密 丛 丛 的 竹

林。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河流发源地到

下游的琼海市加脑村苗寨，不时能看到翠

竹片片，与椰林、槟榔林、橡胶园交错，形成

一幅热带雨林景观长卷。万泉河上乘坐竹

排漂流，既有激流险滩的跌宕起伏，也有舒

缓轻舟的田园风光。

竹林，曾是红色娘子军的藏身之所，是

她们与敌人周旋时的铠甲，也是她们生产

生活的来源。在战火纷飞、缺吃少穿的年

代，战士们砍下白竹，削成竹片，用她们的

巧手编制出竹筐、竹篓、斗笠，支持琼崖革

命斗争。

无论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

《斗笠舞》选段，还是在红色娘子军成立旧

址中的斗笠石刻，斗笠都是红色娘子军身

上重要的符号。肩背步枪、头戴斗笠、身披

蓑衣的红色娘子军，也成为海南妇女的经

典形象。走进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看到斗

笠，就会想到英姿飒爽的红色娘子军，耳边

就会响起“我编斗笠送红军”的经典旋律。

“红色娘子军戴的尖顶斗笠，是海南民

间特有的遮阳挡雨的工具，沾了苏东坡的

名气，斗笠被称为东坡笠。”庞启江介绍，东

坡笠制作技艺主要流传于万泉河两岸，尤

其是在阳江镇，制作东坡笠是当地农民主

要副业收入。

当年，红色娘子军组织阳江百姓编斗

笠送给红军，因此，东坡笠又称红军笠。东

坡笠民间手工技艺 2005 年被列入海南省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作为琼崖革命策源地之一的白水磉

（sǎng）旧址，2011 年重建后成为当地重要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一项重要的体

验，便是像红色娘子军当年那样编草鞋、做

斗笠。在阳江，红军笠作为红色旅游的纪

念品，受到游客青睐。

传奇阳江 红色家园

每日晨起，吃过早饭的庞启江便把自

己“关”在略有些寒凉的乡间书房里，潜心

镌刻红色娘子军的人像印章。他要赶在 7
月 1 日前，完成 96 位有遗像的红色娘子军

人像印章。

20 多年来，一直追寻、记录红色娘子

军足迹和故事的庞启江，访遍了 100 多位

娘子军战士及她们的后人，为当时健在的

每位娘子军战士拍摄军装照，保存了大量

珍贵史料。“把她们刻在玉石上，地球在，她

们就在。”

“红色娘子军勇于砸碎旧社会的枷锁，

参军后敢为人先、不怕牺牲的精神，广为传

颂。但是，她们被捕后用生命保守党的秘

密、永不叛党的忠诚，也是红色娘子军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庞启江认为。

阳江镇，既是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也

是琼崖革命的发祥地，被誉为“海南红色第

一镇”，拥有王文明故居、红色娘子军成立

旧址、红色娘子军操练场等 20 多处革命

遗址。

宁静祥和的镇子，处处洋溢着革命热

情，家家户户都悬挂红色的五角星。红色

文化长廊、红色娘子军主题文化园等犹如

时光长廊，诉说着这里的红色传奇，构建出

一个温暖的红色家园。

“阳江全域都是革命老区，村村都有革

命故事，红色娘子军的传奇故事更是家喻

户晓。”庞启江表示，阳江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尚未完全发掘，发展以“红色家园，传

奇阳江”为主题的全域旅游，前景广阔。

眼下，这里正在筹建一栋红色大厦，落

成后，将成为红色娘子军精神和文化展馆，

庞启江镌刻的红色娘子军人像印章也将在

此展出。

“我们希望能够完好保存、充分展示红

色娘子军留下的文化遗产。”阳江镇党委副

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梁崇伟说，阳江

人正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新的美好生活，依

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实现乡村振兴，继

续演绎着阳江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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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终岁尾，有不少观众要到辽宁省博物馆一睹

《瑞鹤图》的风采。在 2020 年 12 月 2 日开幕的“山高水长

——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辽宁省博物馆集齐来自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等 12 家单位的

115 件文物，“文学天团”唐宋八大家首次集体“同框”，《瑞

鹤图》《洛神赋》等作品也在其中。

据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介绍，此次展览，分“文垂

千载”“德行笃定”“家国情怀”三个部分，从文学、人物、精神三

个角度呈现唐宋八大家，走近他们的时代和文化背景，重温他

们的文学、书法、绘画造诣，体会他们的人生经历，崇仰他们的品

格气度。

宋徽宗所作《瑞鹤图》与唐宋八大家有何渊源？

董宝厚说：“《瑞鹤图》创作于公元 1112 年，描绘的是正月十六群

鹤在空中飞舞的景象。就在这一年，八大家中最小的苏辙去世。八大

家卓然的成就已定为历史事实。所以这幅图不仅象征宋文化的底色，

亦标示了八大家去世的时间点。”

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筱雯说，辽博所收藏的文物来自全国各地，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所有文博机构共同的责任。

下图：《瑞鹤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辽博举办辽博举办唐宋唐宋

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八大家主题文物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辛辛 阳阳

高粱米在铁锅中咕嘟作响，散发出阵阵清香。柴火在

灶里烧得正旺，映红了吴洪早的脸庞。

山区农村寒意阵阵，吴洪早的额头却不断冒出豆大的

汗珠：“过年了，多酿一些酒，不愁销路！”

四川乐至县宝林镇双碑村，顺着酒香，就能找到吴洪早

的家。他曾经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双手勤快，做事麻

利，无奈文化水平不高、缺乏致富技术，家里收入只能依

靠他外出打打零工。家里有老有小，时常入不敷出。

2019 年，当地打响贫困歼灭战，扶贫干部支持他学习酿

酒。当年，吴洪早家顺利脱贫摘帽。

此时虽是清晨，但吴洪早已经在自家屋前开始

了一天最重要的劳作——烤酒。他一边向土砖炉灶

内添加木柴，一边小心翼翼地将一旁发酵好的玉米

粒抽进酿酒的铁锅。

“把铁锅盖严实，让锅里发酵好的高粱在里面

闷着‘出汗’。”吴洪早告诉记者，这个过程就是“蒸

馏”。铁锅顶上连接着一根管道通向冷却桶，蒸气

顺着管道流到桶里，冷却后便是酒的初级产品。

每一锅的高粱都需要先行发酵，然后还需 10
多个小时的蒸馏。为了学习酿酒，吴洪早在驻

村帮扶干部的帮助下，远赴湖南学习酿造“小灶

酒”。回来后，他申请了小额无息贷款，购买了

酿酒设备，在家办起了“小酒厂”。

以玉米和高粱做原料，每 100 斤原料能酿

出 30 多斤酒。吴洪早表示，这种土法酿出来的

酒香、卫生，受到爱酒之人的青睐。远近乡邻

都通过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帮吴洪早“推销”。

仅 2019 年，吴洪早的卖酒收入就接近 2 万元。

如今，当地又推出山羊代养代销等精准扶

贫项目，吴洪早赶紧报了名。脱贫一年多，一想

起小康日子越来越近，吴洪

早信心满满：“有党和国家

的帮助，这日子肯定越‘酿’

越香！”

图④：吴洪早酿酒成品。

张 虎摄（人民视觉）

双手酿出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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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③：位于万泉河入海口附近的博鳌镇留客村。 袁 琛摄

图②：海南琼海市阳江镇的红色娘子军雕塑。 本报记者 黄晓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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