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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采风》 版是业界人士的一
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

“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
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
作，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
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征稿启事

■嫣然思语

这是仲春某个时辰
伫立，春天的站台
下一刻，和谐号
将驮着梦想奔向远方
穿过崇山峻岭
跨越江河湖泊
车窗外大片油菜花
仿佛金色的阳光
照亮我和所有追梦人
去远方，寻梦
抵达的那一刻
你我是否记得，春天的站台
曾留下我们的余温
以及深深浅浅的足印
是否记得沿途的油菜花
闪烁的，那束光和暖

春天的火焰

春天来了
各色花儿探出小脸
红的，黄的，紫的，白的
犹如一束束火焰
绽放在春的枝头
又如同五彩斑斓词句
嵌镶在季节的扉页
等待春风春雨的和弦
弹奏春的交响曲
静坐阳春三月
连一颗老朽迟暮的心
也偕同这繁花似锦的春色
无声无息地燃烧

开往春天的列车

穿过北国的冰雪
沐浴第一缕阳光
披上万道朝霞
复兴号，睁开惺忪的梦境
向春天出发
开往春天的列车
一路欢歌笑语
经过立春、雨水的车站
伸开舒展的翅膀
迎拥天南海北使者
向春天迈进
于是，江南的小桥流水
从解冻的春风中苏醒
一路春心荡漾奔走相告
桃红柳绿露出春的微笑
欢送四面八方追梦人
奔向诗和远方
开往春天的列车
正与复苏的万物
共赴一场春的盛宴

春天的站台（外二首）

□左新国

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上，子午岭像一
条苍翠巨龙，纵贯陕西、甘肃两省。打开一
幅中国地形图，巍巍子午岭中，南梁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寻常小镇。翻开中国革命史，
南梁却是一处熠熠生辉的红色坐标。

20 世纪 30 年代，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于南梁一带开辟
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了陕甘边区苏
维埃政府。后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
北革命根据地连成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
地。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自这里绝处逢生、
转危为安。从这里燃起的点点星火，映照
着中国革命的辉煌前程。

学界认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
命作出了“两点一存”的历史贡献——是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
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
了落脚点，为后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
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
供了出发点。

如今，硝烟已散去，革命年代的烽火岁
月给这里留下了浓重的红色印记。人们珍
视这段宝贵历史，也乐于讲述红色故事。

走进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的崇山峻
岭间，一支由70名女同志组成的红色宣
讲队——南梁革命纪念馆南梁精神宣讲
队，以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奋斗姿态，
深入挖掘本地红色资源，努力提升服务水
平，前往全国各地持续开展理论宣讲、红
色教育和研学服务，使“面向群众、坚守
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基本内涵
的“南梁精神”广为人知。

南梁精神宣讲队，是以南梁革命纪念
馆讲解员为主的综合型理论宣讲服务队
伍，也是甘肃首支女子民兵队伍。成立

16 年来，她们甘做南梁红色文化的“播
火者”，通过系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跟随专家实地调研，定制分层讲解词，已
累计为全国500余万游客提供讲解服务，
并创新开发70余门主题教育课程、30多
部红色剧目，宣讲足迹遍布全国20多个
省市。

初春的华池县南梁镇万物萌发，通往
学校的路上充满了银铃般的笑声。校园内
传出寻访红色踪迹、探忆峥嵘岁月的回
响。侧耳倾听，原来是南梁精神宣讲队积
极拓展宣讲思路，带着精心设计的课程深
入华池县各中小学校，正在开展“读南梁
故事 树少年宏志——开学第一课”主题
社教及“弘扬南梁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主题流动展览活动。

在华池县实验小学校园内，一排精心
设计、整齐摆放的展板如同历史的画卷，
展现在师生们眼前。每一块展板上，都镌
刻着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和英勇无畏的英
雄形象。宣讲队讲解员用生动的语言和饱
满的情感，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娓娓道
来。师生们驻足聆听，时而沉思，时而感
动，仿佛穿越时空，亲身经历了那段光辉
的历史。

一个个令人感动的故事中，师生们不
仅重温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也深刻领
悟到革命先辈才是最值得追的星。闫洼子
四十二烈士不屈不挠、英勇战斗的故事，
深深震撼着在场每一个人。正是因为有他
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一块块展板、一个个红色故事、一集
集红色影片，让孩子们了解了革命先辈的
奋斗历程，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从而激发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敬意。

站在南梁镇荔园村附近的“峁尖尖”
上放眼远眺，远山朦胧，一层层梯田随着
山势蜿蜒延伸，梁峁沟壑间生机盎然。不
远处的南梁革命烈士纪念碑和南梁革命纪
念馆，格外醒目。

纪念碑通高34.117米，象征陕甘边区
苏维埃政府成立于 1934 年 11 月 7 日。碑
座东、西、北三面镌刻着609位为创建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相继牺牲的烈士英名。正
面无字，纪念战火纷飞的年月，那些连名字
都没有留下的英烈。走进南梁革命纪念
馆，馆内的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份份
翔实的史料，宛若一部生动的革命史书，无
不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
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于南梁精神
宣讲队每一位队员而言，讲好这段历史故
事，不仅是她们的职责，更是践行初心使
命的具体表现。16 年间，这支队伍便把
打造专业宣讲队伍作为首要目标，力求做
到政治思想好、知识储备好、讲解服务
好、示范带头好、社会影响好。在此期
间，一批又一批年轻的讲解员加入南梁精
神宣讲队，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讲解员离开
宣讲队，老带新，手把手，将精益求精的
工作态度不断相传，每个讲解员都能将
20 余万字的讲解词熟记于心，宣讲队整
体业务水平也稳步提升。

“南梁革命纪念馆布展内容丰富多
彩，讲解员讲解得条理清晰，还穿插了些
小故事，让我们对这里的历史有了很好的
了解。”纪念馆的留言簿上，一位游客如
是写道。

针对不同人群，宣讲队分别整理出青
少年、普通游客、党政团队等多个版本的

讲解词，做到了因团施讲、因人施教。
一次次的宣讲不仅让宣讲队员们沉淀

了知识，也提升了自我。宣讲队队员陈淑
娇说：“在讲解方面，我们一直在摸索。
来参观的人年龄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
为了让大家都能有收获，我们精心准备讲
解内容。给学生讲的时候，多穿插点有意
思的小故事，他们听得可入迷了；给专业
学者讲，就会跟他们深入探讨历史细节，
每次交流都特别有收获。还会专门去学讲
解技巧，讲解的时候注意语调有高有低，
再配上丰富的肢体动作，这么一来，历史
好像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大家眼前了。”

一路走来，南梁精神宣讲队将雷锋精
神与南梁精神相融合，积极践行新时代
雷锋精神。今年 3 月，中宣部命名第十
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这支宣讲队赫
然在列。

一位游客在参观后留言道：“在南梁
革命纪念馆，不仅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伟
大精神，也被志愿者们的热情服务所打
动。他们就像新时代的雷锋，让我们在参
观中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

每逢节假日，是宣讲队最忙的工作
日，她们全员出动，加班加点，保障游客
的参观秩序和体验。服务高峰期，队员们
每人每天步行都在5万步以上，讲解时长
超过8个小时。

群众在哪儿，宣讲阵地就延伸到哪
儿。这两年，南梁精神宣讲队注重创新宣
传教育方法和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技
术，通过开展线上展览、直播讲解等活
动，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但有效扩
大了宣讲覆盖面，也让更多的人能够便捷
地学习红色文化。

听她们讲述“南梁精神”的故事
□田野

风，蘸着金墨
于暖阳下
铺开大地的信笺
书写深情的话

桃花羞红了脸
轻启朱唇
写下第一行浪漫的语言

春雨洋洋洒洒
瞬间就写下满篇情话

草芽怯怯，探出脑袋
偷听这春日的密谈
不料，春雷一声巨响
在天空绘出彩虹弯弯
将春日残寒驱散

春天的秘密是什么
河水哗哗，流向远岸
那是藏起来的省略号，一串串

春天的信笺
□马海艳

出差闽南，专程去往漳州龙海参观
了江东古桥。江东古桥横跨九龙江北溪
段 （又称柳营江），是一座多孔梁式石
桥，始建于宋嘉定七年 （1214年），又
称江东桥、虎渡桥、通济桥。江东桥不
仅与泉州的洛阳桥、晋江的安平桥、福
清的龙江桥并称为古代福建四大石桥，
还是中国古代十大名桥之一，也是世界
上最大、最重构件的石梁桥。清代著名
沿 革 地 理 学 家 顾 祖 禹 （1631—1692
年） 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称：“江
南石桥，虎渡第一。”2001年6月，江
东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史料记载，自初唐陈政、陈元光父
子开漳，至宋代，柳营江一带已经成为
泉州、漳州间的交通要道。因其地势险
要，又被称为“三省通衢”“八闽重
镇”，为开漳史上一处极为重要的军事
防御要地。柳营江上游两岸丘陵峡谷，
山脉连绵，峻山夹峙，作为通津渡口的
江东桥一段更是险峻无比。对此，《龙
海风物志》记载：江东河“两岸峻山对
峙，万壑并趋，江宽流急，波涛汹涌，
驾舟渡江，进寸退尺，令人眩目怵心”。

南宋绍熙年间 （1190—1194 年），
郡守赵逖伯有感于当地泅渡之险，遂在
这里连艘建造浮桥，开此处造桥历史的
先声。但浮桥“摇荡掀簸，过者凛
容”，且经风雨摧损，疲于屡易。宋嘉
定七年 （1214年），漳州郡守庄夏在此
垒石为墩，建造木桥，但因水深流急，
垒下的巨石都被江水冲得无影无踪，屡
次砌墩都是无功而返。

有一天，忽见一只猛虎负子渡江，
泅过一段激流，觅得浅滩栖息片刻，又
泅又息，终于游过江去。建筑桥墩的工
匠见后甚是惊奇，立即到江上猛虎栖息
的地方进行勘探，发现每处水下都有坚
固石阜，于是沿着猛虎过江的路线，测
定桥墩位置后，抛石垒砌，历时3年有
余，建起一座座桥墩，终于建成了一座
木梁桥。此桥当时名“通济桥”，因

“有虎负子渡江”始得建桥，故又称
“虎渡桥”。

宋朝嘉熙元年 （1237年），虎渡桥

木桥毁于火灾，漳州郡守李韶倡议改建
梁式石桥，并捐私钱 50 万，官府亦拨
出部分建桥银两，更有廷睿和尚师徒四
处募化以济之，历时3年又一个月，造
成石桥。彼时，该石桥甚是壮观，据

《龙溪县志》记载：“其长三千尺，址高
百尺，酾水（桥孔）一十五道，梁跨于
址者五十有八，长八十尺，广博皆六尺
有奇。东西结亭以憩往来者。”此后，
虎渡桥稳定百数十年，成为来往九龙江
两岸的交通要塞。郡守黄朴作《虎渡桥
记》 以记之：“漳之北溪，源发临汀，
循两山而东，众流赴之，汇于虎渡，南
入于海。渡当溪海之交，飘风时至，篙
师难之。”

江东桥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它的石
梁，其最大的石梁长 23.7 米、宽 1.7
米、高1.9米，重200余吨。800多年的
宋人，到底在何处采石，又用什么办
法、什么工具将石梁运至江边，并架上
桥墩？

对此，近现代的许多学者进行过考
证。他们发现，江东桥下游为出海口，
地势较为平坦，没有大型石山可供开
采，江东桥东西两侧虽然有石可采，但
石质较差，不可作为石梁用。九龙江北
溪过东溪溪口上游数十公里沿岸基本为
小丘陵，零星分布的花岗岩石质与江东
桥所用的石材明显不同，更不具备大型
开采的条件。只有江东桥上游约4公里
处的北溪支流东溪畔，有多处疑似古代
采石场遗址，江东桥的石梁疑为此处开
采。但石梁开采后又怎样运至江东一带
并放到桥墩上呢？由于没有江东桥修建
的文字记录，对于重达200余吨的石梁
是怎样运来又如何架上桥墩，至今还是
一个谜。

对此，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中
国石拱桥》中说：“江东桥对我国 （中
国）乃至全世界的桥梁文化研究具有举
世瞩目的价值；我国（中国）劳动人民
在建筑技术上有很多创造，在起重吊装
方面更有意想不到的办法，如福建漳州
的江东桥，修建于八百年前，有的石梁
一块就有二百来吨重，究竟是怎样安装

上去的，至今还不完全知道。”著名历
史学家罗哲文也在其《中国古代建筑》
中说：“虎渡桥重达二百吨的石梁，工
匠们如何把它们架上波涛汹涌的急流之
上，至今仍然令人为之惊叹。”

20 世纪 30 年代，研究中国科技史
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曾经来到江
东，后来，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
书中，对江东古桥推崇备至：“江东桥
是一个有趣的历史性问题，在中国的其
他地方和国外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可同
它相比的。”也因此，在科学技术史
上，对于江东桥是如何建成的，留下了
有意思的“李约瑟之问”。

从始建石桥至今800多年来，因自
然损毁、地质灾害和人为破坏，江东桥
损毁有近 20 次之多，但勤劳智慧的闽
南人民不畏艰辛，屡坏屡修，历尽苦难
与辉煌。

800多年来，江东桥见证了许多重
大事件，书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明永历六年 （1652 年） 一月，郑成功
率领明军占领江东桥，截取要路，阻止
清兵追击。在江东桥一带郑成功三战三
捷，军声大振，史称江东桥大捷，这是
郑成功率领南明军队抵抗清朝军队中取
得胜利的一场战斗。至今，江东桥附近
仍留下多处当年郑成功抗击清兵的遗
址。1938 年厦门沦陷后，江东桥被炸
断以阻止日军进犯漳州。抗战胜利后，
当地政府在损坏部分架接木便桥，以维
持正常的行车。1949 年底，国民党军
从大陆溃退时，又将江东桥木便桥烧
毁，江东桥再遭中断。为了方便两岸
人民的交通往来，几个月后的 1950 年
初，新生的人民政府再次修架了江东
桥木便桥。自此以后，江东古桥一直
发挥着重要的交通功能，九龙江两岸
再也没有阻隔。直至 1996 年国道 324
线江东大桥通车，江东古桥才不作为
交通要地。

800多年过去，江东桥的建筑者的
名字已在历史长河中湮灭，不为世人所
知，关于江东桥的“李约瑟之问”也至
今没有答案。但这些已经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古代匠人善于观察、勇于探索
的精神和智慧令人震撼，并一直激励着
后人。我站在九龙江南岸的桥头望去，
简单地从颜色上对比，即可判断岁月的
痕迹，一眼认出哪些是古老的石梁，哪
些是后来的钢筋混凝土梁。江东古桥原
有的15座老桥墩，只留下桥西端的4座
旧式桥墩和大石梁，其余 11 座则利用
旧基础，建成了石台墩。4条横跨江面
的石梁依然清晰可辨，其中最大的一条
石梁，目测长 20 米有余，宽、厚近 2
米。漳州市博物馆的专家告诉我们，这
就是那条重达200余吨的石梁。除了叹
为观止的石梁，还发现，古桥的桥墩是
舰首形的，这样的造型大大减缓了水流
的冲击力。而且桥墩上的大石条纵横交
错，相互垒加、咬合和支撑，也使其更
加牢靠、稳固。这样的设计，充分彰显
了古人的智慧。

站在冬日暖阳下的九龙江边，江水
在微风吹拂下泛起阵阵波澜。被改造成
钢筋混凝土公路桥的江东古桥，和国道
324线上的江东大桥，以及新建的厦漳
高速公路上的长州北溪特大桥，自上
而下，并排而立，气势恢宏，似过江
蛟龙，又似天上彩虹！一艘不知是打
鱼还是运送货物的小船从下游特大桥
处疾驰而来，穿桥而过，溅起一路水
花，也惊起正在水面上觅食的数十只
白鹭，它们鸣叫着飞向远处岸边的一
棵树上。

闽南地区自古就是白鹭的重要栖息
地，甚至离漳州不远的厦门还有鹭岛的
别称。我将目光从远处高雅的白鹭身上
移到眼前古老的江东桥，想象着它最初
的、最美的容貌。如今的江东桥是寂静
的，又是刚毅的！江东桥的每一块基
石，都浸透着不屈的灵魂和无穷的力
量！白鹭是吉祥幸福、奋发进取的象
征，800多年来，江东古桥不同样承载
着闽南人民的吉祥幸福，象征着闽南人
民的奋发进取吗？古老的江东桥，不仅
是漳州城市里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也如同一排诗行，点缀着800年历史文
明的沧海桑田！

江东古桥的“李约瑟之问”
□黄卫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