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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故乡是望城

望城，不知这名字里有没
有“望着长沙城”的意思。距
离长沙城 30 公里，望着望着便
成了长沙的一个区，成了真正
的城。

望城是雷锋的故乡。人们
可能不知道望城，但不会不知
道雷锋。我从小学课本里就知
道了雷锋，当年我们也一直在
传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
革命忠于党……”雷锋把自己
比作一颗螺丝钉，于平凡处见
伟大，于细微处见真情。在他
短暂而丰富的人生中，为社会
树立了一个忠于奉献的榜样。

雷锋于1940年12月18日出
生于湖南长沙望城区的大关乡

（今“雷锋乡”），原名雷正
兴。1960 年入伍，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62 年 8 月 15 日，
入伍仅两年的雷锋因公殉职，
年仅 22 岁。雷锋从出生到入
伍，有 20 年的时光是在家乡望
城度过的。入伍前他就立志做
一个道德高尚、对社会有用的
人，他从小事做起、从日常做
起，在平淡中显示出了人格的
魅力和高尚的品德。1963 年 3
月，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号召

“向雷锋同志学习”，在全国掀
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
这种学习热潮一直延续至今，
在全国也涌现数不清的雷锋式
先进人物，他们继承和发扬着
雷锋精神，成为“看得见的历
史、摸得着的精神”。

雷锋公园离我们住的地方
不算太远，我与同行的朋友约
好晚上一起去瞻仰雷锋塑像。
晚饭后，天已黑透，仲秋的月
光照耀着夜幕下的城市，望城
显得朦胧而美丽。要去雷锋公
园，得经过斑马湖公园。我们
住的宾馆与湖只有一路之隔，
那是条双向的宽阔马路，没有
红绿灯，只有人行斑马线。如
今的望城也是逢路必堵车，我
正发愁得等多长时间，才能穿
过这些不息的车流到达对面的
斑马湖边，这些急驰的车辆却
突然间放慢速度，远远地刹住
车，齐齐地停在离斑马线几米
的地方，好像有面唯他们能看
到的隐形的墙。我有些诧异，
这种被车整齐礼让的待遇，很
少遇到过。那些司机招手示意
我们通过。第二天早餐时说起
这件事，当地人告诉我，在望
城的每条马路，司机都是这样
礼让行人的。末了还自豪地加
上一句“这可是雷锋的故乡”。
是啊，这可是雷锋的故乡，雷
锋的精神激励着全国人民，怎
会不在自己的家乡生根发芽，
这看似简单的礼让，却体现着
最“雷锋”的道德风尚。

夜色中的雷锋公园灯火通
明，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响
彻夜空，曲子简洁明快、铿锵有

力。公园里有一个湖泊，大得看
不到边，因无其他游人可以询
问，我们在夜色里只看到了“雷
锋公园”几个大字，还有领袖的
题词牌匾。尽管未能如愿找到雷
锋的塑像，但从歌声里领略到了
那种情怀，仍不失为一次成功的
拜谒。

如今，雷锋已离开我们五
十 多 年 了 ， 但 唱 雷 锋 、 学 雷
锋、做雷锋的活动仍在不断进
行 着 ， 雷 锋 精 神 始 终 熠 熠 生
辉。如今，望城区正在打造以
雷锋文化为标志的城市名片，
他们改造了雷锋纪念馆，建立
了雷锋学校，还打造了雷锋公
园、雷锋艺术团等系列文化标
志，让雷锋元素在望城随处可
见，成为望城乃至长沙最靓丽
的一道风景。

千年窑火话铜官

望城区的铜官镇，相传与
三 国 时 期 的 蜀 国 大 将 关 羽 有
关 。 传 说 关 羽 要 南 下 攻 取 长
沙，驻扎在距长沙 30 公里外的
石渚湖畔，也就是今天的铜官
镇。随军的义母因不服南方水
土，暴病而亡。关羽是个重情
义之人，他满含悲痛，让匠人
浇铸了一口铜棺材，将义母就
地安葬，并将这个地方更名为

“铜棺”，以示对义母的思念。
后人因“棺”字不吉利，才改
为“铜官”。当然，这只是传
说。《湘中记》 也有云：程普、
关 羽 分 界 于 此 ， 共 铸 铜 棺 为
誓，相侵者以铜棺着之。这个
似乎很有说服力，可为什么要

铸铜棺为誓，而不是别的，历
史在这里变成了谜语。

不管铜官的名字是怎么来
的，铜官都是长沙在唐代时的
重要窑区，现代铜官陶瓷工艺
更是当时的延续。与盛产官窑
的“瓷都”景德镇不同的是，
铜官是民窑，以日用、工艺、
美术、建筑陶瓷而著称，且远
销 海 内 外 ， 铜 官 窑 还 被 誉 为

“汉文化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同越窑、邢窑齐为唐代三大出
口窑，尤其是彩瓷产品畅销海
外二十多个国家。为此，铜官
窑 也 成 为 “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
的商贸重镇。当时的铜官窑瓷
器是从湘江起航进入洞庭湖，顺
长江出海远达非洲等地的。1999
年，德国收藏家蒂尔曼沃特法在
印度尼西亚打捞出一千多年前沉
没的“黑石号”，出水了6.5万余
件铜官窑的器物遗存。可见在唐
代，铜官已连接通往南亚北非的
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海外友好交
往的铁证。这些珍宝使铜官窑走
出了尘封的历史，抖落尘埃，再
次扬名于世界。

这次来到铜官镇古窑，我
才弄明白陶与瓷虽然都是泥土
经过高温烧制的器皿，但在本
质上有一定的区别。以釉质为
例，瓷在形成中，经过烧制基
本上保持着原色，釉色不会发
生本质的变化。而陶则不同，
上釉后的陶器在高温中会发生
窑变，有时色彩会出现意想不
到的艺术效果，成为美妙绝伦
的艺术珍品。还有，陶品可以
反复上釉，反复上窑烧制。所
以，陶不光是生活的日用品，

作为艺术形式的存在，更有广
阔的发展天地。

这天午后，我们走进铜官
古窑。满地瓷砾的古窑遗址，
撑起的却是一段水火剥蚀的历
史，还有人类对文明的贡献。
看着地上散落的碎瓷，相信大
多 数 人 脑 子 里 会 不 由 地 冒 出

“文明碎片”之类的词语。这些
饱受岁月沧桑的碎片穿过历史
的烟尘，静静闪烁着光芒。

这种承继时光和历史的模
样，让我们意犹未尽。离开望
城的前一天，我们又去铜官古
镇 拜 访 了 一 位 国 家 级 制 陶 大
师 。 他 在 传 承 古 窑 精 神 的 同
时，一直致力于新陶艺的研究
开发。这位大师展示的唐代铜
官窑诗文执壶，就是典型的代
表作。

站在古窑瓷砾深处，夕阳
西下，余晖似火，周围一片寂
寥，我的心头为之感动。从寥
寥无几到风靡一时，从超越潮
州陶、德化陶到冠绝当世，再
到如今的传承、发扬光大，铜
官镇制陶人不肯停歇，这种一
直在创新的奋斗精神，让人难
以忘怀。

陶瓷是水的韵律，土的语
言，火的艺术，是人类社会发
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是中华
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愿铜官窑的千年窑火永不
熄灭。

（温亚军，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著有《西风烈》《硬雪》等
作品；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日、
俄、法等语言出版。）

望城还是那座城
温亚军

重庆，一座亲切感十足的城
市。对重庆的最初印象，除了扑
面而来的热气，就是和天气同样
热情的重庆人了。在去往住所的
出租车上，司机师傅主动问起我
们的行程安排，给了我们不少建
议。后来，他甚至停下车让我们
去沿路的多家旅行社咨询游轮和
索道的问题。一路上侃天说地，
让初到重庆的我们对这座城市感
到不那么陌生。

被称为“山城”的重庆，地
势本身崎岖多变，当地却在此基
础上，修建了令人赞叹的立体交
通。刚刚还在平地上行驶，也许
下一秒就已经到了“空中”。乘
坐轻轨二号线，途经李子坝站
时，轻轨竟从居民楼中“穿”行
而过，这也许是只有在“山城”
重庆才能看到的景象。立体多变
的交通也增加了重庆的现代感。

我们在旅行的途中，向许多
当地人询问了关于重庆的特色，
得到的一致回答都是“看夜景，

吃火锅”。重庆的确称得上是一座“不夜城”。晚上9点，
我们漫步到了闻名遐迩的洪崖洞，站在观景平台向远处
望去，川流不息的车辆在复杂多变的道路上行驶，氤氲
的车灯光忽明忽暗。我们从观景平台一路向下走了 11
层，才到达江边。站在嘉陵江边向左眺，就能看到被星
星点点灯光笼罩着的吊脚楼群，高低错落，风格别致。
千厮门大桥横跨嘉陵江，轻轨在桥上越江而过。嘉陵江
的对岸是一座座耸立的摩天大厦，与江这岸的传统建筑
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是重庆，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
看完夜景，我们沿着解放碑走回住所，却在途中被山城
的道路绕晕了。于是向路人问路，没想到路人竟停下来
用手机帮我们查找路线。我们又一次被重庆人的热情善
良打动了。

“十米一个火锅店”能体现出重庆人对火锅的热爱程
度。从长江索道下来，顺着弯弯绕绕的小路，一路飘着的
都是麻辣火锅的香味。随便进去一家都能得到味觉上的享
受，正宗的锅底、新鲜的食材、独特的小料，令人沉醉其
中。除了火锅，豆花、酸辣粉、冰粉、油茶都是不能错过
的美食。卖豆花的阿姨担着装着豆腐脑的扁担，舀出豆花
撒上红油鲜亮的调料，品相十分吸引人。

除了美食的味道，重庆还有文艺的味道。来到四川
美术学院，色彩鲜明的涂鸦墙夺人眼球。整个学校环绕
在绿荫之中，建筑设计也颇具艺术气息，偶尔还能看到
三三两两的高中生在写生。文创区展出的学生设计作
品，对社会现象的反思也极富有批判意识，发人深省。
这也成为我们重庆行中非常有意义的一站。

热情好客的重庆人，“上天入地”的交通建设，灯火
辉煌的长江夜景，十步一家的火锅店……这些，都足以
让人流连忘返，成为有关于重庆的难忘回忆。

上图：重庆奇观——城铁穿楼而过 侯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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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通州，取
“漕运通济”之意，有“千年大运河北
首，百里长安东端”之谓。而漕运，是
历朝的国脉所系，因此通州便有了“乃
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的
美誉。

大运河在通州境内长达42公里，古
时南来北往的船只、游客在这里聚集，
更有热闹的码头、粮仓、客栈、酒肆。
可以说，运河的历史就是通州的历史。

初见运河

从通州运河一号码头上船后向北游
行，不久便有一座古朴的八角塔楼闯入
眼帘。“一只塔影认通州”，这便是久负
盛名的燃灯佛舍利塔。相传在清朝，沿
着大运河从南方千里迢迢入京的商人，
远远看见这座燃灯塔，都会欢呼雀跃，
这说明熬过漫长的水路颠簸，他们即将
平安到达通州。燃灯塔作为大运河北端
最突出的标志，“古塔凌云”在明代时
就被定为通州八景之首。而今，燃灯塔
是通州大运河景观建设的一大核心。

视线稍转，便看到了离岸边更近一
点的验粮楼以及视野正前方的七孔桥。
验粮楼原名大光楼，位于通惠河与大运
河交汇之处，是大运河的最北端，既是
终点也是起点，更是南北货物的集散
地。乾隆皇帝东陵祭祖曾途经通州，在
此地登楼小憩，留下“也应并入谢家
诗”之句。也许在乾隆的眼里，这通州
的运河风景，已然是谢灵运诗中的诗情
画意。只可惜我是白天旅行，无缘领略

“倒影山河月影摇”的夜色了。大运河
河口处是新建成的七孔石拱桥型拦河

闸，而船在此也掉头向南驶去。

走进漕运

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说，“漕运”
也许是个陌生的词汇，但在中国的历史
上，忙碌于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却是
维持历代王朝正常运转的生命线。漕
运，是一种运输方式，即官方组织的公
粮水运，在古代王朝有着突出的政治、
军事意义。朝廷的南粮北运几乎供应着
京城所有百姓的粮食，同时，历代分布
在各地庞大的驻军，也是以漕运作为强
大的物质后盾。宋人张方平曾说：“今
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
以漕运为本。”在今天，漕运已经随着
昔日的辉煌汇入了历史的长河。有幸的
是，在此次运河之行的二、三号码头，
还能再次目睹这辉煌的漕运史。许是因
为天气原因，二号码头的 8只漕船都停
靠在岸边。游艇在经过二号码头时放慢
了前进的速度，我看到在每一艘漕船的
船头，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开元号、
大业号、仁宣号、永乐号、弘治号等。

游客大多会从二号码头排队登上仿
古的漕船去往三号码头，也就是电视剧

《漕运码头》 的外景地。继续南行 20分
钟左右，一处古码头就出现在运河的东
岸，从船上望去，大大的“粮”字旗随
风飘舞，还有木牌坊、石牌楼等 20 来
座仿古建筑。许多游人挤在岸边拍照，
也有人排队等候坐船。码头上的建筑都
是按照史料记载的内容修建的，除了古
代大型码头都拥有的镇水兽、灯塔等，
还有漕运码头特有的过斛厅等漕运配套
设施。这里真实再现了当年京杭大运河

上的漕运盛景。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漕
运码头，耳边仿佛听到了穿越时空而来
的人头攒动的嘈杂声。

“开发二号码头的初衷，便是为了
保护和传承大运河的文化与精神，尽管
漕运的盛景已不再，但希望通过目前以
及未来的规划和发展，尽可能地重现历
史的辉煌，让更多人了解漕运，了解运
河文化。”大运河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刘杰说。

畅游绿色

途至一半，我才从运河的古韵风景
中回过神来，注意到两岸一路伴行的绿
意。询问了船上的工作人员，得知这就
是大运河森林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是

以京杭大运河为主线的带状城市森林公
园，依托大运河深厚的历史文化，其中
很多景点都出自诗词典故，如“枣红若
涂”，取自乾隆的诗句“北枣红时树若
涂”，描述的便是通州运河两侧枣树成片
的景致。同时，公园通过对沿岸芦苇、
荷花等湿地植物的恢复，形成了北京地
区典型的草丛沼泽群落，成为北京东部
的一道绿色屏障。

若在以往，行游至此就该结束了，
只是听到船上的人提起前面有个月亮
岛，因着好奇，我们的游程又延长了几
公里。远远的便能看见一个绿意盎然的
小岛，听船上的人说，自运河的水得到
有效治理后，飞来岛上的鸟越来越多，
很多鸟在这里歇脚。通州大力治水的措
施，已经让这里成了白鸟翔集的地方。
船并没有离得很近，即便如此，还是能
看到几只白鹭在水边点水。比起前段的
旅行，这里更像是另一个世界，不属于
我们，不属于漕船，更像是运河上独独
提供给这些可爱的小家伙的天堂。绕过
月亮岛，游船返航了。

通 州 运 河 展 新 貌
吕 婧

日前，来自山东一家美
术学院的28名师生在安徽九
华山写生。

进入深秋以来，层林尽
染的九华山风景区迎来“写
生热”。据悉，从10月1日到
目前，有数百名全国各地的

美术学院师生来此写生作
画，更有许多画师、艺术家
来此取材创作。

眼下，九华山的秋色美
景为绘画创作提供了好素
材，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无
穷魅力。

九华山：迎来“写生热”
王安民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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