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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奔宕者心中都根植一方山水
溪流成川，群峰浩荡
延绵的脉络从陡峭到宽阔
江河无息，密集在文明版图

从瑞雪压枝的时节出发
到银杏渲染的江山寥廓
大地里的绿色心脏，蓬勃
绕过桃花开满的山麓
十四亿信使打马归来
弦歌不绝，用春声唤来自由

光辉岁月，每个人都有仰望的灵魂
飞翔的，伫立的，高傲的和忧伤的
有的洒下热血，有的奉献青春和爱
还有一些，在博厚的相册里守候文脉
将一生的愿望写下，不饰妆彩

星 光
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名字，辉耀山川
每一个名字都有一个地址，抵达心脏
这微小而朴素的善良
多么像故国的树木
被沧桑岁月铭记和歌唱

大潮汹涌澎湃，在中国
星光彻晓，抽出内心的光芒
即便被风吹散，也怀有闪电的力量
历经淬炼，坚毅非常
一抹星辉就可以诠释
一片大地上的梦想

华 表
和平地生长是珍贵的
见证或亲历浩荡，也是珍贵的
七十年了，风霜高洁

两座华表依然在它们的纬度里
安抚春秋和大江大河

诗词和稼穑在夜晚布道
它们赞美勇敢和智慧
以溯流而上的姿态
纤夫一般绷紧岁月
俊采星驰，甚至融入泥土
纤草历经荣枯
而我，怀着隽永的敬仰
在霞光里确认

把垂落在地的爱扶到桓木上
瑞兽经受不住宁谧
悄然走进古典菁华
一座城池，在青松间闪现
露水轻浥长街，落叶覆盖一切
所有的光线抵达时已经陈旧
它背后的庄严和宏大，像一枚词牌
俯首大地，祈福

梦 想
石头沉静，花蕊鹅黄
湛美的天空，白云歌唱
在新时代的路上
用阳光镀亮梦想

请允许一粒素净的种子
赶上就要绚烂的秋天深处
请允许在天亮之前，采撷露珠
如黎明的眼，从星光中提取祝福
和春天的植物一样欣喜，迈开舞步

梦境，一旦融入息壤
就会丰富辽阔疆土
升高的愿望，
徐徐漫过台阶和天窗
一串脚步应答着一串脚步
在新时代奔涌澎湃

去邓小平故里，正是冬季，心头
却一阵阵热。

邓小平 15岁离开家乡，寻求救国
救民的真理，投身民族复兴伟大事
业，再也没有回来。少年时代住过的
瓦房、读过书的学校旧址、父亲的墓
等等，遗迹还在，当地政府做了修
葺，尽量保持原样。

邓小平故居陈列馆是园区的主体
建筑，里面陈列的资料和文物不少。
陈列馆的建筑具有四川民居的特色，
三个依次排列的斜坡式屋顶相当醒
目，象征着邓小平在革命道路上“三
起三落”的经历。陈列馆大厅中央的
邓小平塑像非常生动，小平同志豪迈
的步伐、严峻的表情和坚定的目光，
一下子把我拉到中华民族命运大转折
的岁月里。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把他
推到了改变国家、民族和人民命运的
十字路口。就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
邓小平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就这样，中国走过了改革开放40年。

想当年，改革的阻力相当大。邓
小平果断制止了无谓争论：社会主义
是干出来的。他的果断让国家抓住了
难得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的实践证
明，邓小平是正确的。

故里园区内还有两尊邓小平塑
像。其中一尊位于缅怀馆大厅，一进

门就可以看到邓小平和农家老婆婆愉
快交谈的场景，具有浓浓的田园气息。

走进塑像旁边的展厅，立刻被一
张著名的照片吸引。这张题为“小
平，您好！”的照片，我看过无数遍
了，但每次看，都会动情。我是在电
视直播里第一次看到这个历史性画
面。当时大学生游行队伍正通过天安
门，走着走着，突然就亮出了这幅标
语。全场一片欢腾，群众情绪达到了
高潮。对小平同志的感恩热爱之情可
以有千言万语，但没有比这四个字更
朴实更真切的了。

第三尊邓小平雕像安放在茂密的
树林中间。邓小平坐在一张藤椅上，
表情安详平和，目光睿智从容，仿佛
有一种神奇的穿透力，能看到深远的
历史，也能看见遥远的未来。

雕像周围原来应是空地，供前来
凭吊的人植树纪念。树种多了，就成
了林子，越来越茂盛。

仔细看种树人的留名，有的是领
导干部，有的是邓小平的家人，还有
的是普通民众。他们好像孩子般围坐
在邓小平身边，聆听老人语重心长的
教诲：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

“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

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老百姓常来这里，献上一束鲜

花，鞠一个躬，走到雕像身边，说一
声：“小平，您好！”或大声，或轻
声，或在心里。风无论是热的还是冷
的，都会把人们的声音传得很远。

包河是一条河，姓包，源于清正廉洁的包公
和他所种的一河荷花。而以包河名之的古庐州的
中心区域，即是今日之包河区。这里几乎聚焦了
这块土地所有的传说与遗存。过往的云烟，如今
都已散去。然而，旧时的月色还在，旧时的包河
还在，旧时那让人吟咏再三的乡愁还在。

城市正在扩张，似乎就在一瞬间，包河从当
年狭小的沿河市井，变成了今天繁华的都市中
心。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走在这飞速旋转的城
市，你所期望看见的，是那一缕萦绕在眸子里的
乡愁，你所期望听见的，是那一声能让人千回百
折的乡音……包河当然知道这些。在走过了四十
年的“由乡变城”之后，包河开始仰起头。它要
望见月色，它要让所有归来的人，正在到来的
人，还有那些在路上的人，寻得见包河月色里的
浓郁乡愁。

于是，有了雨花巷。
一条诗意的巷子，从诗歌中纤纤而来。从

前，她是包河边上充满烟火气的小家碧玉。一扇
纱窗，半栊秋月，这巷子里曾流连着许多动人的
故事。当年姜白石和他的情人，是不是也曾在这
巷子里追风逐月？然后，便有了词，便有了佳话，
便有了盈盈的泪水，便有了长相思与无限恨……

巷子虽然不长，但那是通往乡愁的一条幽深
的小径。走过去，便能看见邻家小妹，正在巷子
尽头的水边照影梳洗。你再听，便有地道的庐州
方言，或许还夹杂着一两声寒腔之韵。月色融
融，再往下走，便是深夜的蛩鸣，便是梦境中的
浅笑，便是被包河之水一遍遍抚弄的诗情画意。

雨花巷是浓缩了的乡愁。而“锅庐”，则是
现代背景下对“城市乡愁”最好的诠释。

包河也曾是工业文明的聚集地。工业，在这

个城市的肌肤上，留下了许多印痕与遗迹。然
而，随着城市功能的细分，工业向外围疏散，留
下了一大批遗存。没有了昔日的机器轰鸣，这些
遗存一下子静下来了。几年，十几年，甚至二三
十年，它们被遗忘在高楼大厦的缝隙之中。草，
长上了屋顶；雨水，沿着墙缝滴落在室内。它们
成了蛛网与尘土的天堂。没人去问吗？没人去想
吗？没人去探寻这废弃已久的“家”吗？

有，当然有。
一批年轻人过来了，他们选择了这座高大的

烟囱和它脚下被杂草掩埋了的锅炉。他们悄然在
这里进出，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终
于，包河月色中又呈现出一座如梦如幻的新“锅
庐”。他们名之曰“锅庐”，既暗含了它的过去，
又充满温情地喻示了它的现在。

锅庐，巨大的烟囱犹如巨轮的桅杆，而早年
的锅炉房，被改造成了一座集读书、雅聚、民宿
和工业文明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在这
里，流水唤醒了从前的故事，书香弥漫，灯影迷
离。在这里，绿植和现代色彩的设计，拓展了想
象的空间。而简约温馨的民宿，则给所有归来者
与寻梦者，一个抚平乡愁的摇篮。

有人问：锅庐在哪？
就在宣城路与芜湖路的交口。你得像寻找桃

花源一样，寻找那座不起眼的小门。然后，你会
听见流水，看见月色，闻到书香。你再往里走，
便走进了梦里……

月色之中，罍 （léi） 街正风情万种。小
吃，酒香，人迹，民俗，灯影，花般烂漫。

停下来吧！就停在这包河的月色里，掬一捧
乡愁，就一壶老酒，咂摸雨花巷的幽静，回味锅
庐的幽雅，再在这罍街，将乡愁与美好，在月色
中渐渐拉长……

参观深圳改革开放40年展览，站
在拓荒牛雕塑面前，那气势，那冲
劲，那韧性，让人感慨万千。深圳的
辉煌，就是由这种拓荒牛精神铸就。
正是全国千千万万“拓荒牛”，埋头苦
干创出了一片新天地。这时，笔者想
起了认识的一位企业家，一位当地的

“拓荒牛”。
他是老区人，以优异成绩考取上

海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
工作。因母亲年老多病，1983年调回
老家。那时，当地办了“五七”农
场，便安排他去养鸡。两年内他就养
出了名，得到地委书记的赏识。

到了 1987年。当地拖拉机配件厂
因为亏损多年，已奄奄一息。他在大
学里学的是机械专业，地委书记便点
将让他去承包这个厂。

他一进厂就看出了产品积压严重
的症结，双管齐下，在狠抓产品质量
的同时，亲自抓销售。哪里有订货
会，他便设法挤进去，打探市场需求
信息。他白天在会外展销，晚上则到
代表住地串门。懂技术的他讲话内
行，在一次全国性订货会上，遇到一
位军工企业总工程师，两人很谈得来，
总工一下子就订购500套产品，这是拖

配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自此，
这家军工企业大批订购他们的产品。
产品销路打开了，工厂面貌立马改观。
他进厂的第一年就转亏为盈，第二年更
是盈利139万元，承包制初显威力。

1988 年，全国经济过热，资金短
缺的问题摆在了他面前。他看到报纸
上报道，国外企业为增强企业凝聚力
向职工发行公司内部股，便怦然心
动。他设计并发行了自己公司的股
票，每股 500 元，职工踊跃认购，很
快便筹集了一笔资金，解了燃眉之急。

彼时，当地又有一家企业闹得鸡
犬不宁。汽配厂多年亏损，地区派出
几任厂长，都没能扭转局面。眼看汽
配厂就要垮了，2000多人的安置可是
个大难题。地委书记眼前一亮，何不
将拖配厂的厂长派过去？他肯定能把
这个厂搞好。

他上任后，很快理清了汽配厂的
问题，并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先是推
动管理和技术进步，购进一批 486 计
算机进行管理，图纸设计、产品质量
和工作效率明显提高。随后，他着重
整顿作风和销售纪律，说到做到，令
出即行。针对工厂管理机构冗员太多
的问题，他采取裁撤机构、竞争上岗

的办法，起用一批品行好、能力强的
年轻人，将一部分不适应现代管理要
求的管理人员放到车间当工人。

在他的带领下，仅一年多时间，
汽配厂就创下了由亏损五六千万转为
盈利100多万的“奇迹”。

改革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各种
非议、责难、阻力纷至沓来。有工人
因裁撤下岗而不满，拿出一个乒乓球样
的炸弹要炸他，他没被这种威胁吓住，
而是初心不改，继续坚持改革的步伐。

公道自在人心。后来市场变化，
许多企业经营困难，有的破产倒闭。
但汽配厂改革打下来的底子帮助其顺
利渡过难关，越来越兴旺。工人们十
分感慨地说，要不是他在这里改革，
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我们厂也会垮
掉，我们也会丢掉工作。

改革之路充满荆棘坎坷，需要坚
忍不拔的意志、开拓创新的精神、百
折不挠的毅力、敢作敢为的担当和廉
洁自律的操守。

这位企业家做到了，他赢得了职
工的称赞、实践的肯定和事业的成
功，是真正的改革“拓荒牛”。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拓荒
牛精神更需要发扬光大。

我带着敬畏的心情来到这片土地。
河南，地处中国文化发源地的中

原。这些年，我常来这片土地寻根问
祖，郑州、开封、洛阳、商丘、南阳
等几乎都走过，唯独安阳市是第一次
来。安阳因殷墟的发掘而闻名于世。
走近这座有 30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古
城，更使我体会到中原文化的厚重。

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国都遗
址，横跨安阳洹河南北两岸。殷墟的
发掘，确证了商王朝的存在，构建了
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让文献记
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而甲骨文的
发现，则让人们穿越时光的隧道，看
到从苍颉造字、在陶或石上划痕记事
到甲骨上刻字的历史进步。

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我们从展
出的文物和图片中，了解到甲骨文发
现的历史轨迹。1899 年，金石学家王
懿荣在北京中药店所售龙骨上意外发
现一些古老的字符，意识到这是很珍
贵的文物，于是不惜重金收购。1900
年，王懿荣的甲骨转归另一学者刘
鹗。他的亲家罗振玉获知这些甲骨来
自河南安阳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
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的文字做了
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古代文献上
所说的殷墟。此后，王国维对这些甲
骨资料进行考证，进一步证实小屯就
是盘庚迁都的国都所在。

为了探寻甲骨之谜，1928 年到
1937 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组织考古
队对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挖掘，后因

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止。直到 195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又组织多次发
掘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发现。

随着对安阳殷墟的全面发掘，一
个古老王朝的都城遗址及光辉灿烂的
殷商文化昭然于世。如果说钻木取火
标志着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野蛮时
代，那么，文字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
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岁月。一片甲
骨惊天下，甲骨文的发现，把有文字
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 5 个
世纪。

青铜鼎，在殷商时代是达官贵人
的身份象征。殷墟出土的文物中，有
各种大小不一的青铜鼎。在展览橱
窗，笔者欣赏到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
后母戊鼎的复制品。后母戊鼎是 1939
年 3 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
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发现的。该鼎
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
的。华夏鼎文化最早可追溯到奴隶时
代。当时的鼎多为陶质，最初是用来
煮饭煮肉的炊具。进入商周，青铜文
化走向发达，青铜鼎多用于祭祀天地
和祖先的仪式，成为一种标明身份等
级的重要礼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
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
鼎的用鼎制度。鼎还成为国家政权的
象征。《左传·王孙满对楚子》云：“桀
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
暴虐，鼎迁于周。”鼎盛行于商周时
期，一直延续到汉代。

看到一尊汉白玉雕像，走近观

之，原来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的雕
像。妇好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
位女将军。她能文能武，深受武丁宠
爱，多次参与国家大事，为武丁的江
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据甲骨文记
载，她多次率兵东征西战，最多的一
次带兵 13000 多人。由于连年征战，
积劳成疾，妇好不幸先于武丁而亡。
武丁很悲痛，破例将她厚葬于宫殿区
内，并在墓坑上精筑享堂，以示纪念。

妇好墓是 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
庙区内最主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我们
顺梯而下到达复原后的墓坑。在出土
的青铜器中，有不少都铸有“妇好”
二字的铭文，甚至在一件兵器上也有

“妇好”的名字。女英雄妇好，也因此
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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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拓荒牛
□徐叔衡

敬畏殷墟
□王 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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