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月 5日下午 2时
许至大理，天气晴好，太阳光
从西天洒落下来，把苍山的云
照得雪白如丝绵丝滑透亮，这
是我见过的最细腻而精致的
云。我想，如果从远处看它又
是什么别致的样儿呢？

观苍山云最佳位置当属
洱海之东的双廊古镇，从这里
可以远眺苍山十九峰，坐看苍
山云卷云舒。我们从喜洲到双
廊时，天气转阴，黑沉沉的云
压在苍山之巅，是南诏公主发
怒了吗？相传，南诏公主与苍
山的一位年轻猎人相爱，奔于苍山玉局峰岩
洞成婚。父王坚决反对，他请来罗荃法师将
苍山猎人打入洱海海底变为石螺，使南诏公
主不得与之相见。南诏公主愤郁至死，死后
化作一朵洁白而美丽的云萦绕玉局峰上，望
夫归来。等啊等，终等不来夫君，她便怒而生
风，把海水吹开与情人相见，这便是“望夫
云”的传说。由之不免生出些许怆然之情。

穿过曲折幽长的青石板路（两边是餐
馆、旅店和各色商品店铺，最引人注目的是
白族扎染服饰店和鲜花饼店）直抵洱海边，
我们选择临码头的旅店住下。房间宽敞明
亮，大约三四十平米，绿色的大床呈半圆形，
弥漫着浓浓的地中海风味。从宽大的窗户望
出去可以看到码头、洱海、美丽的花海岸、玉
矶岛、南诏风情岛以及洱海对岸的白色村庄
和阴云密布的苍山。房间还带有宽大的阳
台，站在阳台上回望来时的路径，依稀可寻
千年渔村的古老风情。

双廊古镇位于洱海东北岸，东靠鸡足
山，西临洱海，北有萝莳曲，南有莲花曲，前
有金梭岛（今为南诏风情岛）、玉几岛双岛环
抱于双曲间，故，古镇得名于此。

古镇海岸蜿蜒绵长，水波涌动海岸，岸
边造型独特的精品民宿既可坐观风景又在
风景之中。风景随风云的变化而变幻。阳光
灿烂时固然晴好，一切都那么明艳。湛蓝的

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苍山和它脚下的村庄
清晰可见，洱海如天空一样湛蓝，海鸥在洱
海上空翻飞着，嘶鸣着，自由翱翔。一声长
笛，游轮闯入画面，告诉人们这里风景独好。
可是，只有阴雨天才最能让人追思怀古。

踏上玉几岛，穿过玉波阁，穿行在窄窄
的巷子里（岛上风光旖旎，各家占据有利位
置修建楼房，使道路变得狭窄），目光所及右
侧“润标银坊”和左侧“铜之缘”陈列着满屋
的银色银制品和黑褐色铜制品，让人觉着岁
月苍老。右拐下小径，见有“金龙洞”。传说有
人在此看到过“龙”。洞内有一洼池水，盛产
鳔鱼，洞口藤条密布，神秘莫测。小径崎岖难
行，一不小心脚会触及洱海。这里是岛的边
缘，视野开阔，目无障碍，苍洱风光一览无
余，无怪乎有人说“大理风光在苍洱，苍洱风
光在双廊。”嶙峋怪石间竖着一块牌子：“炮
台遗址”。细看是清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农
民起义军在此设水师、建炮台。追溯到唐宋
时期的南诏大理国，这里亦是重要的军事要
塞和水军基地，是天宝战争的古战场。如今，
硝烟早已散尽，战场已变成美墅林立之所。
而我们所要寻觅的终极也绝非过往的历史，
而是美好的现实和未来。所以，我们怀着异
常欣喜的心情来到舞蹈家杨丽萍的太阳宫。

太阳宫位于玉几岛的末端，是观赏苍洱
风光的最佳位置。太阳宫依山石而建，与山

石、树木、洱海融为一体，是著
名艺术家赵青的作品。它原为
酒店，后改为杨丽萍艺术空
间，现对外开放。可预约免费
参观，但名额有限时间有限
（限时30分钟），不预约可付费
参观，时间宽松。我们错过了
预约时间，付费进入，尽情观
赏。每人花 128元，选择喜欢
的空间位置坐下，有一杯咖
啡、一份冰淇淋和一碟干果送
上，还赠送一份纪念品（杨丽
萍作画时的照片和她画作的
万物生丝巾，我喜爱之极）。进

入太阳宫，天下起了雨，真是“人不留客天留
客”，这使得我们在太阳宫逗留了整个下午。
我从临洱海的开放大厅到四楼的每个房间
来来回回串了无数遍，直到满意为止。每一
个房间都很有特色。超大落地玻璃窗，可使
窗外风光尽收眼里。室内家具以木质为主，
软装极富民族特色，用色浓烈大胆，以红色
为主，但艳而不俗！

太阳宫的精妙之处在于开放式大厅。大
厅向洱海敞开，坐拥洱海，洱海触手可及。大
厅的上方有一道彩虹似的拱门，让人产生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感觉。厅内保
留了原始的礁石（礁石上长满了绿色的附着
物）和一棵百年榕树，地面和台阶均是石块
铺就，整个环境自然自在。美到极致是自然！

杨丽萍的舞蹈《雀之灵》亦是！在《雀之
灵》中，她运用手指、腕、臂、胸、腰、髋等身体
的各个部位，不断变化、组合、屈伸，来呈现
孔雀的优美姿态，表达美好的事物和情感，
是舞蹈中的精华、传世之佳作。

美的呈现和传承总是需要一定的形式
和载体，这让我们的心灵有了安放之处。对
否？双廊！

当我们离开时，天色已放晴。洱海和天
空复归蓝色，湛蓝的天空中白云几朵，一抹
长丝带飘荡在苍山的半山腰。司机对我们
说：看，那就是“望夫云”和“玉带云”。

周末晚饭后，我和妻子领着小
孩漫步在碧江区中南门古城。在灯
光的辉映下，被无数行人打磨得黑
里发亮的一片片青石板花纹，宛如
一幅幅天然的水墨画，让人心旷神
怡。脚步与青石板摩擦产生的节奏
声，好像是古城的呼吸声，好像是
春天的脚步声，也好像是人与古城
的对话声，使人浮想联翩。不知不
觉地，我们就来到了中山路周逸群烈士陈列
馆。2025年是周逸群烈士诞辰 129 周年，
怀着对烈士的景仰之情，我们决定先进馆
参观。

陈列馆前摆放着游客们敬献的花篮和
鲜花，庄严肃穆的气息扑面而来。周逸群烈
士陈列馆建筑面积有1400平方米，系两层砖
混结构，外观仿古三合院落，馆内陈列布展
了有近500幅珍贵的图片、文字史料及实物，
整体系统地介绍了周逸群烈士坚定的革命
信念、英勇的斗争精神以及无私的奉献精
神。周逸群烈士陈列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和全省廉
政教育示范基地。每天前来参观瞻仰的党员
干部和游人络绎不绝。

我们刚一进门，就被墙上悬挂着的周逸
群烈士照片和生平简介所吸引。1896年，周
逸群同志出生于贵州省铜仁市城关镇（今铜
仁市碧江区锦江街道办事处西门社区）。他
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缔造者之一，是中
国共产党三大革命根据地之湘鄂西革命根
据地和湘鄂西红军的创建者之一，1931年在
途经湖南岳阳贾家凉亭时，遭国民党军伏击
（又一说法是被夏曦暗害），不幸壮烈牺牲，
年仅35岁。墙上那张周逸群留学日本期间拍
摄的英俊帅气的照片，那双深邃的眼睛仿佛
能穿透时空，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留学生
涯和革命岁月。随后，我们按照陈列布展顺
序开始参观。前后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参观
了周逸群在家乡读书、东渡日本留学、进入
黄埔军校、参加南昌起义和创建洪湖苏区等
九个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

参观结束后，漫步在古城中山路的青石
板街，心情低落无语。对周逸群同志的遇害
感到无比痛心，对他英年早逝给我党我军和

铜仁带来的巨大损失感到无比痛心。街道两
旁的明清建筑屋檐上一条条灯带散发出白
里透黄的灯光，反照在青石板上，是那么冷
清，是那么寂静。突然，思绪穿越时空隧道，
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看到一
个英姿飒爽的将军，骑着一匹高大威猛的战
马，带着部队从枪林弹雨中冲过来，声音由
远及近，是那么的清晰……我浮想联翩，假
设了很多如果：如果周逸群同志当初不去参
加革命，有那么殷实富足的家庭条件，他肯
定会找一个貌美如花的富家小姐为妻，为他
生儿育女，儿孙满堂，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
天伦之乐；如果周逸群同志当初不到革命任
务最艰巨的地方去工作，可能就不会遇到伏
击身亡，他后来应该也是一位党和军队的高
级干部，会享受到革命的胜利果实，一生无
限荣耀；如果当初周逸群同志不那么拼命的
工作，能抽出一些时间来照顾一下他的妻子
儿女，就不至于亡妻丧子后继无人，就算他
后来牺牲了，子孙也是官二代、红二代……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历史没有如果。

沿着古城中山路向上走，然后再左转不
到 50米的右边，就是铜仁市逸群小学（又称
城南小学），它是革命烈士周逸群的母校，具
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近年来，逸群小学
坚持把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科学知识融为
一体，以培养社会主义新型接班人为办学的
最终目的。在党委、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办学
条件不断改善，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培养了
一批批优秀的祖国花朵。如果周逸群同志在
九泉之下能够看到孩子们坐在干净整洁的
教室里快乐学习，一定也会由衷地高兴吧！

走在回家路上，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
静，透过城市的霓虹灯，我仿佛又看到周逸
群同志正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走来，面带微

笑，和声细语地询问着、关心着苏
区群众的冷暖……时光荏苒，周逸
群同志牺牲距今94年了，但我仍然
被他这种超越时空的存在所折服；
被他这种排除万难、坚持革命的高
贵精神所感动；被他这种对党和人
民无限忠诚的感人事迹所洗礼。纵
观历史，古往今来人类主要有两种
活法：一种是为名利而活、为今天
而活，很多人为了自己个人名利不

择手段捞取好处，拼命索取，肆意享受，死而
后已；一种是为理想而活、为大众而活，一生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想，周逸群同志是一
位什么样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追求，
历史早已证明。

每一次向历史回眸，都是一次精神洗
礼。青砖碧瓦、石板大街，岁月中的中南门仿
佛在诉说着一代又一代铜仁人奋力拼搏的
动人故事。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县级铜
仁市撤销，设立碧江区。十多年来，周逸群烈
士的故乡碧江作为铜仁市的主城区，始终坚
持以人为核心的理念，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区 34个
贫困村全部摘帽，近七千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24958人全部脱贫，清除了绝对贫困。同时，
碧江区深入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坚持念好

“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牌”，努
力建设山水园林城市和宜居宜业城市，全力
打造文化旅游胜地、安居乐业福地、风清气
正净地。实现了推窗见景、出门见绿、经济更
强、城市更靓、环境更好、百姓更富、乡村更
美。逐梦桃源建伟业，一座山水园林城市风
华正茂，一个“安居乐业福地”正昂首走来。
我想，这种发展成果正是周逸群等革命烈士
抛头颅、洒热血的期望和愿景吧，我相信他
们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斯人已逝，历史如浩浩长江之水一去不
复返。但每一次向英雄致敬，都会收获信仰
与力量。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春天里，俯瞰
黔东大地，周逸群等革命烈士的红色足迹、
红色基因，正在以燎原之势点亮一个又一个
永恒丰碑；周逸群等革命烈士的红色足迹、
红色基因，正在黔东这片英雄辈出的五彩斑
斓的春天里生长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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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幕

［月夜。方翠家。
［幕启：方翠跟王小松、张

兰、郭荣、宋光光围坐在桌前。
王大脚：兰方姨，这几天你

不在，我好想你。
王小松：我们天天到垭口

处去看你回来没有。
宋光光：我在梦里看见你被关在一间

黑屋子里，好害怕啊！
郭荣：我恨死害你的人了。
王小松：我们准备星期天到乡里去看

你的。
方翠：我这不回来了吗？
张兰：姚老歪他为什么要害你？
方翠：大人的事情，你们小孩子不要

过问。
王小松：都是因为我们——
方翠：不。这与你们无关。
张兰：要不是因为我们，他姚老歪就

抓不到你的把柄了。
方翠：即使他不在这件事情找我麻

烦，也会找其他借口的。
现在好了，事情都已经搞清楚了。
张兰：我就晓得姚老歪不会安好心。
方翠：孩子们，几天没有检查你们的

作业了，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都进步了。
［四个孩子争着把作业递给方翠。
张兰：方姨，先看我的。
郭荣：看我的。
方翠：一个一个的来。
王小松：让你们女孩子先看。
方翠：（接过郭荣的作业本翻看）好。

好。全都是优等。
［张兰宋光光争着递作业本给方翠。
张兰：（推开宋光光）方姨，该看我

的了。
方翠：好。看你的。嗯，有出息。只

有一次是九十五分。
王小松：（骄傲地）我全是一百分。
方翠：你们进步都不小，我很高兴。

只要这样继续努力，你们读大学的愿望就
一定能够实现。

张兰：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
王小松：方姨这么关心我们，我们给

她唱支歌吧。
方翠：（抬手看表）好。我还有点

时间。
郭荣：唱什么歌？
张兰：《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
方翠：这支歌也是我最爱唱的，我们

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众孩子拍手道：好！
［《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音乐响起。
［方翠与孩子们一起轻唱：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孩子们边唱边走向方翠，最后依偎

在她身旁。
［歌曲唱完，方翠和孩子们脸上都挂

着晶莹的泪水。
郭荣：我好想妈妈。
王小松：我也是。
张兰：（揩眼睛）我们虽然都没有了妈

妈，但是方姨给了我们妈妈的爱。
王小松：方姨就是我们的妈妈。
张兰：我们一起叫方姨一声妈妈，好

不好？
［众孩子站起齐声呼喊：妈妈！
［方翠激动地将孩子们揽在怀里。
［刘支书上。
刘支书：看你们那亲热劲，真比亲生

母女还亲。
张兰：方姨就是我们的亲妈妈。
方翠：孩子们，我跟支书有事商量，你

们回屋睡觉去吧。
［张兰等孩子下。
刘支书：方翠，你的改制方案看过了。
方翠：行吗？
刘支书：怎么想到纸厂要搞改制？
方翠：纸厂搞改制，我是出于两个方

面的考虑。一是把村里的闲散资金集中
起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就业岗位；二是
不论贫贱富有，只要愿意入股的都可以，
这样贫困户才有希望真正实现脱贫致富，
从而达到全村共同致富的目的。

刘支书：改制方案做得很仔细，考虑
的也很周全，只是——

方翠：村支部是不是不同意？
刘支书：先问你一个问题。
方翠：请讲。
刘支书：你跟大鹏商量过这方案吗？
方翠：（顿了顿）纸厂是我承包的，我

说了算。
刘支书：孙大鹏是副厂长，他同意将

纸厂改制吗？
［孙大鹏上，刚好听到刘支书的话。
方翠：他——
孙大鹏：我怎么了？
方翠：大鹏——
孙大鹏：结婚的事——
方翠：你妈不是另外给你找对象了

吗？还谈什么结婚的事。
孙大鹏：（讨好地笑）毛主席他老人家

都说了，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
正错误。

方翠：我没心思跟你瞎扯。
孙大鹏：错我也向你认过了。我妈给

我另外找对象的事也不谈了。
刘支书：方翠，大鹏既然认错了，你也

应该拿出点姿态来。
方翠：他认错了吗？
刘支书：看来你小子没对我说实话？
孙大鹏：怎么会呢。
刘支书：那好，你现在当着我的面再

向方翠认个错。
孙大鹏：这个——
刘支书：你要不认错，不光方翠不原

谅你，我也不。
孙大鹏：为了忠贞的爱情，我就再认

一次错（边说边单腿跪下），方翠小姐——
方翠：（忍俊不住）起来。不要丢人现

眼了。
孙大鹏：刘支书，你看到了，我是诚心

认错的。
刘支书：小子，眼睛擦亮点，方翠这样

的好姑娘你就是打着灯笼到十里八乡去
找都找不到的。

孙大鹏：刘支书，其实我跟方翠的感
情深着呢，就像生长着的莲花白，硬是越
裹越紧呢，怎么会分开？

刘支书：莲花白——越裹越紧——哈
哈哈——

方翠：别耍嘴皮子了。
孙大鹏：刘支书，听到了吧？
刘支书：听到什么？
孙大鹏：我和方翠要是没有深厚的感

情，她会说出那样既亲切又暧昧的话？
方翠：你呀，得两分颜色就想开染

店了。
孙大鹏：那当然了。
方翠：好了。我们还是具体说说纸厂

改制的事。
刘支书：大鹏，你先说。
孙大鹏：（不高兴）说什么？我的态度

她又不是不清楚。
刘支书：这么说你不同意？
孙大鹏：不同意。
刘支书：为了爱情也不同意？
孙大鹏：我——
方翠：刘支书纸厂的事我做主。
刘支书：大鹏，能说说你想不通的原

由吗？
孙大鹏：纸厂能有今天的效益，不是

她一个人的功劳。
方翠：这我心头清楚。（故作轻松地）

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孙大鹏：你再甜言蜜语我也不动摇。
刘支书：看来你们的意见还没有统

一，纸厂改制的事慢慢再商量，两口子伤
了和气可不好。

方翠：大鹏他会想通的。
孙大鹏：你不要拿高帽子给我戴。
刘支书：大鹏啊，你的心情我理解。

辛辛苦苦办起来的纸厂，实实在在看得到
的效益，谁愿意让别人来分享呢？

孙大鹏：你听听人家刘支书怎么说
的？

方翠：我当然在听。
刘支书：从个人的利益来讲，我也不

想把到手的钱再分出去。
孙大鹏：就是嘛。古话说，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方翠：孙大鹏，我看你硬是钻到钱屁

眼里头去了。
孙大鹏：你不想钱，你承包纸厂做啥？
方翠：当初我接手纸厂，确实是为了

想挣钱。
孙大鹏：这不就行了。
方翠：可是，当纸厂在乡亲们的帮扶

下，逐渐产生利润后，我渐渐地明白了一
个道理，光靠一个人的拼打，纸厂是办不
好的。一个好的企业，既要有经营头脑的
领导者，还要有甘愿奉献的劳动者。纸厂
能有今天，离不开乡亲们的劳动。

［刘支书赞许地点头。
孙大鹏：你是在给我上政治课吗？
方翠：大鹏，你忘了。
孙大鹏：我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方翠：不。你忘了。还记得前年的那

场大水吗？
刘支书：那真是场罕见的大水啊。
［方翠进入回忆状态进行讲述。
［在方翠的讲述中不时插入雷鸣、闪

电、狂风的声音。方翠：那场雨来得
急，下得大。风夹着雨，雨裹着风。我
们晒在院坝上的材料来不及搬，马上要
交货的十几吨纸还堆放在仓库里。洪水
像头暴怒的狮子，从山上狂奔下来。我
和你还有几个值班的工人，拼命地搬，
也搬不赢猛涨的洪水。眼看洪水就要进
仓库了。我哭了。你也哭了。十几吨纸
对于我们这个小厂来说，可是笔不少的
数目啊。要是一旦被水淹了，我们从此
就别想再站起来。工人们看见我们哭，
他们也流泪了。大鹏，还记得你当时说
的那句话吗？你也许忘记了。可是，我
记得。你用绝望的眼睛望着我说，方
翠，我们——完了。就在这紧急关头，
刘支书带着全村的老老少少，拿着雨
伞，拿着各种颜色的塑料布，拿着一切
能遮挡风雨的东西跑来了。望着雨中奔
跑的乡亲，你激动地一把抱住我说，方
翠，我们有救了。在刘支书和乡亲们的
帮助下，十几吨纸被安全转移到了各家
各户。我们这才躲过了那场灾难。大
鹏，这是我们一生一世都不应该忘记
的啊。

孙大鹏：（深受触动）我——
方翠：你担心雨后收不回那些纸。结

果，十几吨纸一件不少被乡亲们送回来
了。像这样无私的乡亲，在我们闯过了难
关，富裕起来之后，难道不该帮助他们吗？

刘支书：是啊，人活在世上，要是自己
心中没有他人，他人心中也不会有你。

孙大鹏：方翠，你刚才的一番话，使我
看到了隐藏在我心底的自私灵魂。我有
愧于乡亲们啊！

刘支书：方翠，纸厂改制的事还是等
你们夫妻俩统一认识后我们再具体商量。

方翠：刘支书，我们已经统一认识了。
刘支书：你们枕头会还没有开呢，就

统一了？
孙大鹏：统一了。统一啦。
方翠：刘支书，村支部的意见呢？
刘支书：完全同意。全力支持。
［切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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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龙娟 图/石娅）
诗人梁沙的诗歌作品集《我将一次
次爱上这世界》新书分享会于 4月
22日在铜仁学院举办。

活动由铜仁学院写作研究院
教师唐竹英主持，贵州省作协副主
席、铜仁学院教授孙向阳，贵州民
族大学副教授、诗人张思源，铜仁
市作协副主席末未、朱良德、龙凤
碧、陈丹玲，石阡县文联副主席周
仕秀、作协主席聂洁，铜仁学院庄
鸿文、李胜勇、王棋君、王晖等专家
教授，以及六十余名学生齐聚一
堂，共襄文学盛宴。

1992年出生于贵州石阡的梁沙，先后在
《民族文学》《北京文学》《山花》《诗歌月刊》
等发表诗作，荣获尹珍诗歌奖、梵净山年度
文学奖。现为贵州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
生的梁沙率先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

张思源着重分析了梁沙诗歌的叙事结
构与情感表达，肯定其成熟之处，也指出叙

事力度不足，部分诗歌内部缺乏线性联系，
存在断裂感。但仍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诗
人对女性独有的生命体验，以隐在的身体经
验为介质，进行了深度书写。

末未认为，诗集以爱为底色，文字充满
生命的温度、亮度与痛感，每首诗都是爱的
倾诉，情感丰富多样；诗歌语言极具才华，陌

生化处理精妙，抒情自然质朴。诗
中乡情、亲情、爱情等元素皆为诗
意起点，最终指向生命真相。

庄鸿文教授从女性写作切入，
认为诗集体现出诗人对疼痛的深
切观照，书写出女性独特的生命经
历，并期望年轻诗人未来能在女性
主义现代诗歌写作的坐标轴中，找
到自己诗歌写作的位置，不断深化
其诗歌内涵，深入探索诗歌写作的
路径。

朱良德、龙凤碧、王棋君等也
从不同视角肯定了诗人对生命的
关怀、先锋语言的运用以及对女性

叙事的探索，同时也针对作品在深度挖掘、
主题拓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孙向阳代表主办方表示，未来将持续优
化活动形式与内容，打造更具深度与广度的
文学交流平台，推动铜仁文学创作与发展，
培养更多的文学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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