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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心
的召唤，我
们奔向四川金阳县波
洛索玛花海。

索玛花也叫杜鹃花，古
诗称之曰：“水蝶岩蜂俱不
知，露红凝艳数千枝”。索玛花分布
极广，品种繁多，在我国有多达600
多种，而在金阳境内也有 50多种，每年
4至7月是索玛花盛开的季节。

汽车从袖珍而又靓丽的金阳县城出发，颠簸
于曲曲弯弯的盘山公路上，天空就像被浆洗过一
样纯净，一路上看不见一片荒地，全被绿色所占
领了，就像铺上了一张巨大的绿地毯，密密麻麻
的参天古树，奔流而下的溪水，耳边环绕着小鸟
在林中轻悠悠啼啭声、小溪的欢呼声，相互交织
在一起，形成了一首大自然的交响曲。丛林深处，
不时地会看见小动物出没。湿湿粘粘的空气，混
合着花香草香，使人精神为之一振。

汽车到达了热柯觉乡，公路两旁的一簇簇索
玛花已盛开着，不时地映入眼帘。“这算什么索玛
花嘛，到上边海拔3000米的波洛山时，那才是真
的索玛花海。”朋友说道。“看，那是白雪还是索玛
花海哦？”朋友打开了车窗向远处指去。一片银色
的世界扑面而来，天地之间全是雪的世界，花的海
洋，使人不禁浮想起银装素裹的冬天。绿荫中的花

一闪一闪的，使人眼帘随之豁
然大开，我们深深地呼吸着索
玛花海的芳香，舒展着疲惫的
身心。

终于走进索玛花海，我抑
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仰天长啸。
索玛花五颜六色，有白色的、
有粉红色的；有亭亭玉立的，
有含苞待放的；争奇夺艳、尽
展丰姿。

一阵微风吹
来，清香扑鼻，令
人沉醉。成千上万
的蜜蜂嘤嘤嗡嗡地叫个不
停。时儿飞到花蕊上采着花
粉，时儿到我们身边飞舞。小鸟在
树林里飞来飞去唱着优美动听的
曲子，小孩子们的嬉戏声和各种杂声又
组成了一首抒情朦胧诗，让人流连忘返。
蝴蝶也不甘落后在空中翩翩起舞，还亲吻着
我们的身子呢！让人们领略它那优美的舞姿，
把索玛花装点得更加美丽。

人们三五成群地走在花丛中，举起相机这里
咔嚓一张，那里又咔嚓一张，照结婚照的，集体照
的，放开喉咙高歌一曲的，低声抒情吟诗的，还有
写生的，一个个细细地品味着这人间天堂的美景，
花丛里还传来彝族男女青年们对唱的情歌。此时，
我多想有一支画家的笔，画出这五彩缤纷的花海，
多想有一部摄像机，留住这与世无争的镜头；多想
有诗人的文采，揽住这片索玛花海的情怀！
“金阳的索玛红了，金阳的索玛美吔，彝乡的

天空醉了……唱起你的歌吧，跳起你的舞，像雄
鹰自由飞翔。”这首由时任金阳县委书记毛德忠
作词、彝族歌王奥杰阿格作曲、彝族歌手白里格
演唱的《陪你金阳看索玛》，萦绕在心头。

我们的心早已陷进花海，绵绵情丝不觉油然
而生，那索玛花海如能永驻人间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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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车，撑起伞。蒙蒙细雨中，我们已经来到
了安徽省芜湖市丫山风景区。

听导游说丫山以“花海石林”闻名遐迩，走
进石林动物园，人们的想象力便插上了飞翔的翅
膀。“瞧，那是熊猫啃竹！”有人说。憨态可掬的
“熊猫”正津津有味地啃着竹子，面前还留有半截
刚刚咬断的新竹。“看，这个像不像野猪拱地？”
导游指着一尊巨石说。同伴有的说真像野猪，有
的说它的嘴更像犀牛。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真是
大自然的杰作，有的形似蝙蝠，有的神似苍鹰，
每一块顽石都是一个故事，高高低低的石群就是
一串串跌宕起伏的音符。

走进石林迷宫，导游叮嘱我们要跟紧，千万
别掉队，进了迷宫难辨方向，一个对这里不熟悉
的人要想走出来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我们
紧紧地跟在导游的身后，谁也不敢大意。穿石
隙，抬头只见一线天，攀石阶手脚并用步步小心。
钻过一个石洞时，爱开玩笑的同事大声嚷嚷“此
处狭窄，胖子转身。”还好，我不算胖，侧身收
腹也能顺利通过了。过天桥，来到一块极大的
“麒麟石”旁。“摸摸麒麟头，发财不用愁，摸摸
麒麟尾，顺风又顺水。”我们一个个都乐哈哈地动
起手来。

接着转了几道弯，但见树林愈发葱郁，水汽
也沾湿了衣衫。忽闻涛声阵阵，知道瀑布就在不

远处了。原以为近在眼前，不料沿着陡峭的石阶，
扶着光滑的铁栏杆，一步一步往下走，居然花了
十几分钟。及至谷底，只见片片飞珠随风舞，点
点碎玉挟声来。一个向内深凹进去的山崖前，有
一道珠帘从半空中垂落，在数十丈高的山崖前显
得有些细小，好像是谁细心地把珠帘绾成了一束。
飞瀑之下，有一半月形碧潭，潭水清冽，有人忍
不住用双手捧起清泉，想品尝这倾泻自九天银河
之水；有人对着山崖大喊，想听听水声与自己回
声是怎样的应和；有人频频举起相机，选择不同
角度摄一帧自己最满意的照片，我也拍了一张瀑
布的全景，还特别注意拍下了瀑布连接着的天空。

沿着另一条石径向上攀登，我们与瀑布的源
头九龙洞不期而遇，山腰间的石洞中有汩汩的清
流不断涌出，为“珠帘瀑布”送着源头活水。太
累了，走了这么久，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沿着
面颊悄然流下。虽说路边有不少石凳，但因为下
雨湿滑而不能落坐小憩。几个女同事抱怨说，咱
们来的真不是时候，逢着下雨，坐也没地方坐，
身上还淋湿了。

她们说得原本也对，但我忽地想起一句诗：
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从今天的旅
程看来，我觉得也可以说成“山光物态弄春晖,
莫为细雨而后悔”。不是吗，雨雾中的丫山不也像
披着薄纱的出浴美人，朦朦胧胧不也清新可人吗？

烟雨登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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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篇

一个村子 一棵古树

公元 !"#"年初，湖南、江西两省军阀集结
$个旅 %万人“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了
打破敌人的“会剿”，红军决定彭德怀带领红五
军等坚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
%&&&多人打出去，向江西白区运动，“围魏救
赵”。朱毛队伍离开根据地，敌人 %个旅一路紧
追不舍，沿途老百姓不了解红军纷纷躲避，向
导难找，情况不明，红军险象环生，几乎陷入绝
境。直到瑞金大柏地一仗，才扭转了局面。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
更好看。”

我看到一张红色箭头示意图：当年毛泽
东、朱德率军行进路线：西边是罗霄山脉，南边
是南岭山脉，东边是武夷山脉，走了一“'”形。
不经意间却画出了日后赣南苏区的雏形，也就
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真奇妙！

("%)年 !!月 *日，在瑞金叶坪，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宣告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临
时中央政府主席。自古道，“秀才造反，三年不
成。”从井冈山下来算起，不到 %年，一个湖南
教书先生，偏偏领着“泥腿子”创造了奇迹，而
且是开天辟地的奇迹！其中的奥秘，值得探寻。

瑞金。绿树掩隐的叶坪。抬头看到“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两排红字，这原本
是一座谢氏宗祠，现在成了红色经典。谢氏祠
堂外表古朴沧桑，进去里边正面是主席台，那
原本是供奉谢氏祖宗牌位的地方；台上墙正中
挂着一面红旗，旗帜两边分别挂着马克思、列
宁像；下面就是当年的会场。来自全国各苏区
和各方代表 $)+ 人济济一堂，听毛泽东、朱德
等作报告。会后，祠堂两边隔出 !,个小房间，
作为中央政府 " 部 ) 局加上工作人员的办公
处，外交部、国防部、财政部、教育部等就在这
里摆开了架势，忙碌开了。有参观者嘴快，说应
当让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都来这里取取经，精
减机构，提高效率，在这里，肯定不会发生一个

报告要盖上百个公章的事……他的
话引来一阵笑声。

出了“中央政府”，穿过树林，来
到当年“开国大典”的地方。开
国是一件大事，不能马虎。为
了开国大典，新建了广场，搭
起了检阅台。检阅台对面的红

军烈士纪念塔，左右两
边的博生馆、公略亭都

是后来建的。在
今天看来，这些

建筑不但土，还相当小，广场也就乡村学校
操场那么大，形似炮弹的红军烈士纪念塔也
就十来米高，可在当时就是大工程了。“开
国大典”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红军战士扛
着“汉阳造”，呼着口号，威武雄壮地从检阅
台前走过……

叶坪村，到处是古樟树，几百年上千年，阅
尽人间沧桑。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借住的民房
就紧靠着一棵老樟树，有 ))&&年了，生于北宋
年间，经历了不知多少风风雨雨，曾被雷劈断
过，又长出新枝，已腰围十几米，枝繁叶茂，覆
盖了半座房子；还怀抱一枚炸弹 -&多年，这枚
从敌机上投下来的长瓜一样的黑家伙，直直地
落在大树杈上，与屋檐平齐，楞是没有掉下去。
难道这千年老树成精了，变神了？知晓屋里主
人“天降大任”，就悄无声息地将飞弹托住？参
观者无不围着老树仰着脖子看个究竟，嘴里不
住地啧啧称奇。

一座书院 一条大道

潋江书院，位于兴国县潋江镇楼街，坐北
朝南，砖木结构，建于清乾隆三年（)*%-年），由
讲堂、拜厅、魁星阁、文昌阁等组成，占地面积
."+%平方米。这里曾是学子“寒窗十年苦读书”
的学堂。

)"/"年 .月，毛泽东率队首次来到兴国，

住在潋江书院，在这里开办了“土地革命干部
培训班”。他重操旧业当教书先生，亲自编印讲
稿，亲自授课，讲了 %天，主要讲中国共产党关
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以及
工农政权、武装斗争。培训班一星期，参加学习
的是兴国 .-名骨干分子，随后他们就成了兴
国和赣南土地革命的风云人物。其中的肖华、
陈奇涵还成了开国上将！

走进潋江书院，树木繁盛，鸟语
花香。书院依旧。毛泽东曾住过的房
间，垫过稻草的木板床……那长桌长
凳，那油灯，那发黄的油印小册子，还

有一排排带着泥
土的兴国子弟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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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听课的讲堂……
毛泽东在这里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

“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
无田地、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于是“分田分地真
忙”，“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潋江书院，不
仅成了培养土地革命干部的学校，还成了兴国
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第二年 . 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兴国，还住
潋江书院，继续指导分田工作。他还做了“兴国
调查”。这个调查具有历史意义。“我在‘兴国调
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 .+0，富农占土地达
%&0，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 )&0，总计
地主富农占有土地 -&0，中农、贫农只占有土
地 #&0……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
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
得 -&0的人民拥护和赞助的。”一个调查，推开
了中国革命胜利之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
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筠门岭 会昌峰

一大早，汽车向南奔去，奔向筠门岭。
筠门岭在会昌南边，靠近广东，四面环山，

地形险要，是当时中央苏区的南大门。邓小平
)"%#年 ,月至 )"%%年 %月担任会昌中心县委
书记，也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
“会寻安中心县委旧址”，在筠门岭镇，是

当年一个有钱绅士的房子，砖瓦房，石铺院，保
存完好。走进院子，有牌子标明，正房一排是当
年县委机关的办公处，右边的厢房是邓小平办
公和居住的地方。

为了纪念邓小平，筠门岭镇在旧居前还修
了一个小广场，平时群众在这里休闲娱乐。广
场边立着一块小平同志的巨幅画像，画像就是
我们熟悉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那样。在筠门
岭人看来，邓小平当年在此搞边贸，已经是“对
外开放”的实践了。

正当邓小平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他
却被划为“毛派”、“罗明路线”的重要成员，受
到“左”倾路线的打击迫害，被撤职罢官。一年
后，筠门岭就落入敌人之手。

那时，从莫斯科回来的一群“百分之百的布

尔什维克”把持了党中央领导权，他们空谈马
列，下车伊始，指责毛泽东们“山沟里没有马列
主义”，只有“游击主义”，夺了毛泽东的红军指
挥权。可他们又玩不转，到了第五次反“围剿”，
中央苏区越打越小，红军伤亡惨重，四方告急，
南大门筠门岭失守……

危急关头，毛泽东主动要求去南线“视
察”。他风尘仆仆来到会昌，经过一番调整布
置，很快就使南线形势稳定下来。

会昌城北有个文武坝村，因出过一个文举
和一个武举而得名。村里的祠堂就是当年苏区
粤赣省委驻地，毛泽东就住在最边上的屋子
里，时间是 )"%.年 .月到 *月。那时形势很危
急，祠堂后的山坡下还挖了防空洞。直到今天
我们进去参观时，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紧张空
气。解放后，警卫员吴吉清重返文武坝，指认了
毛泽东的旧居和当年的摆设。
“你们看”，会昌县的人用手指着前面的山

峰说，那就是会昌山，也叫岚山。)"%. 年 * 月
#%日一早，毛主席和省委省军区的刘晓、何长
工等人，从这里出发，走过前面这片地，坐船过
河，沿着山脊一直走到高峰。毛主席登上山顶，
举目远望，心潮奔涌，诗情浩荡……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

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
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对于这首
《清平乐·会昌》，会昌的人是这样评价的：这是
毛泽东在苏区写的最后一首诗词，也是他写得
最好的诗词之一。“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
独好。”面对危局，身处逆境，却意志坚定，充满
革命乐观主义，表现了伟大革命家的情怀。“战
士指看南粤”，那是在给红军指出行动的方向。
两个多月后的长征，就是从南边突围出去的。

赣南，西有罗霄山脉，南有南岭山脉，东
有武夷山脉，环抱千里赣江上游，处处青山
流水，好一片风水宝地，难怪共和国的先驱
们选择在此开创基业！赣南，还有千年驿道、
固若金汤的宋城墙、骚人墨客钟情的郁孤台、
八境台。赣南，更是客家聚居地、发祥地。
中央红军大部分将士身上都流淌着客家人的
血液，红色文化与客家文化渊源很深。有专
家认为，把红色与绿色、古色整合起来，会
形成丰富多彩的旅游产业……

眼下，赣南“推动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休
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已列入“国
家旅游发展战略”，前景十分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