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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成都，阳光甚好。
因路途耽搁，到成都时已是凌晨，匆忙住进

红军后代亲人帮忙预定好的酒店。早上七点起床
早餐后便急急赶往医院。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我
们敲开了走廊最里面那个套间，一位精神饱满的
老人正端坐在沙发上。

不 用 问 ， 这 正 是 我 们 要 拜 访 的 “ 红 军 哥
哥”，馆长送上鲜花。“红军哥哥”接过鲜花，儿
子儿媳在他耳边说：桑植的亲人来啦。家乡的亲
人来啦。“啊，桑植”，老人先是惊讶，随后是那
样的开心，开心得像个小孩，“来，来，快坐，
快坐！”。

这位老人是谁，为什么叫“红军哥哥”？
这 位 老 人 姓 向 名 轩 ， 是 贺 龙 元 帅 的 外 甥 、

“ 湘 西 双 枪 女 英 雄 ” 贺 满 姑 的 儿 子 。 1926 年 3
月，向轩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1928 年 8 月，因
被出卖，贺满姑在突围中被捕。两岁多的向轩和
哥哥、妹妹一同随母亲贺满姑被押往县城关进牢
房。贺龙的大姐贺英知道消息后，托人将三个孩
子从大牢里用重金赎出。贺满姑宁死不屈，走上
刑场被凌迟。从此，向轩便跟随贺英，喊贺英为
妈妈。

“砰！砰砰！”1933 年 5 月 6 日，天刚刚蒙蒙
亮，鹤峰县洞长湾崎岖的山路上，传来几声枪
响。贺英带领的游击队遭遇袭击。这支游击队多
年坚持在桑植和鹤峰边界地区流动作战，贺英一
边掩护游击队撤离，一边与国民党团防激战，子
弹打光后，腿部中了一枪，腹部中了两枪。这
时，贺英将一个小包袱递给向轩，里面有两个戒
指、五块银元、一把小手枪，要他从后山的小路
追赶游击队员，“去找红军，找大舅，报仇”。为
创建湘鄂边根据地和红 4 军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贺
英在战斗中牺牲了。小向轩拿着贺英妈妈给的小
手枪，朝追来的国民党团防打了一枪后，就往山
上跑。自小山里长大，熟悉地形，向轩躲过追
捕，历尽千辛万苦，将贺英妈妈临终前托付的小
包袱交到了大舅贺龙手上。新中国成立后，解放
军总政治部和成都军区商定，向轩的军龄就从
1933 年 5 月 6 日 (农 历 四 月 十 二 日)算 起 。 这 一
天，向轩拿起贺英给他的枪参加战斗，年仅 7
岁，由此成为“中国最小的红军战士”。2016 年
夏，贺龙元帅女儿贺捷生将军在 《人民日报》 发
表 《去成都看红军哥哥》，让我们对向轩这位中
国最小的红军战士、“红军哥哥”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和学习。

此次，我们前往成都，专程拜访向轩，是要
恳请支持，捐赠文物，丰富红二方面军长征历史
陈列。

1935 年 11 月 19 日 ，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一 年 之
后，红 2、6 军团 21000 人在贺龙、任弼时、关向
应的率领下，从湖南省桑植县的刘家坪、瑞塔
铺、县城等地出发，踏上漫漫征途。出生仅仅
18 天的贺捷生尚在襁褓中，被放在骡马驮着的
摇篮里一同走上了这条伟大的征途。此时，9 岁
的向轩已是红 2、6 军团司令部通信班副班长。
问及长征出发时的情景，向轩说：“那时，我还
是个孩子，站岗、放哨，调皮得很，最喜欢在那
一坝稻田里跑来跑去。”随后，我们一块儿聊开
了，说到桑植，说到洞长湾，说到长征，说到陕
北，说到延安，说到进军大西南。在这些征程
中，向轩身上 26 处负伤，右眼被打瞎，脖子、
背、腰、膝盖、右脚等多处受伤，至今还有弹片
留在体内。坐在一旁的向轩的儿子补充道，前几
年，央视还以父亲向轩的真实经历，拍了一个纪
录片 《一块老弹片的述说》。

当我们说起要建设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时，向轩连说 ：“好啊，好
啊，到时候要侄儿子他们接我回去看看。”说起
桑植的变化，向轩非常高兴：“祝愿家乡在党的
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发展得越来越好。”

不知不觉，时间到了 11 点，医护人员说：
“快要吃中餐了，不能让老首长太兴奋。家乡来
人了，老首长太高兴了，你们这次交谈时间是最
长的，媒体采访有时候就是 10 分钟样子。”

告别之时，已是 90 高龄的向轩爽快地答应
了我们的请求，拿起软笔题写了“长征不朽”四
个字。起身告别，老人家安排儿子儿媳：“我就
不出去了，中午，你们要招呼好家乡的亲人！”

“招呼”，是桑植方言，招待好客人的意思。
老人的思维之敏捷，考虑之周到，让我们感到非
常温暖。

中餐时，向轩的儿子告诉我们：“家里不知
来了多少批次客人，征集文物的，采访的。这次
捐给你们的这件衣服，是老爷子 1955 年授大校
军衔时的一件衣服，穿旧了，我们一直舍不得
捐，压在箱子底下，才留到了今天。”

我们再次详细汇报了红二方面军长征历史陈
列的布展事宜。在陈列的第四部分“长征，从桑
植出发”，我们想着重表现一下中国最小的红军
战士向轩，需要文物资料支撑。中餐后，我们来
到向轩儿子的家里。向轩的儿子儿媳，为我们的
真诚和执着而感动，将仅剩的一本光碟 《一块老
弹片的述说》 捐给了我们，还有唯一的一个做纪
念的瓷碗——向轩 90 寿辰纪念瓷碗，捐给了我
们。

如今，向轩的 1955 年授衔上衣、90 寿辰纪
念瓷碗以及光碟 《一块老弹片的述说》，正以组
合陈列的形式，一边播放光碟内容，一边用低平
柜展示，在 《奇迹——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长征历史陈列》 中展出，深受观众喜爱。

瞻仰展品，聆听述说，欣赏军服，在展厅灯
光的照射下，向轩的故事是那样的鼓舞人心，是
那样的催人奋进。

最小的
“红军哥哥”

□覃章衡

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天就进入了严
冬。北方呼啦啦地肆意嚣张着，气温瞬间跌
至零下一度，人们紧裹着厚重的棉衣裤，瑟
瑟发抖地在寒风里奔走，远远望去，活像一
只只匆匆外出觅食的拙熊。

大清早，儿子背着书包，抱着暖手宝欢
天喜地去上学。边走边跳边欢呼：下雪了，
下雪了，马上就要下雪了，我要堆雪人、打
雪仗⋯⋯看着眼前欢快的他，我心底最柔软
的情愫瞬间被触动，儿时提着烘笼儿去上学
的记忆漫入脑海。

在湘西北，烘笼儿是白族民家佬对手提
取暖小火炉的俗称。

我老家在桑植县芙蓉桥，是个白族乡，
那时候烘笼儿盛行。烘笼儿有三种：一种为
铁盘做底用细铁丝挽成箜娄架子制成。美观
实用，可放木炭，亦可烧柴火。殷实人家才
会 有 这 样 的 烘 笼 儿 ， 贫 寒 家 庭 ， 只 能 望

“笼”兴叹。打小我就非常渴望能拥有一个
铁盘烘笼儿，但却从未得到过，成了我儿时
最奢望的梦。一种是泥巴土盆做底用竹条挽
成箜娄架子制成。篾匠手艺好的，制作出来
的烘笼儿外形美观，可谓工艺品，但极不实
用。不能烧柴火，只能放木炭，且必须是小
火，得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烤糊竹条，
烧坏烘笼儿。篾匠手艺不好的，外形拙陋。
平常人家一般都用竹篾烘笼儿。还有一种烘
笼儿是孩子们自制的，大抵就是一个破铁盘
串上三根又粗又长的铁丝制作而成，是冬日
放牛的专用品。极其简陋，但功能异常强
大，可烧柴火；也可大烤红薯土豆，小烤黄
豆玉米。有的孩子，还会从家里“偷”来米
和小瓷缸煮粥。火快熄灭时，立马提起烘笼
儿在空旷地舞几圈，柴火就借着风呼呼啦地
燃起来。

舞烘笼儿是门技术活儿，舞的样式也
多。有单舞、双舞；有平行舞、翻滚舞；有
正“八”字舞，也有反“八”字舞；还有正
反交叉舞、左右手替换舞⋯⋯越舞，火就越
大越旺。人在中间，火团儿忽上忽下、忽左
忽右，忽快忽慢、忽急忽缓⋯⋯四处飞舞，
如同杂技表演一般精彩纷呈，让人眼花缭

乱，目不暇接。技艺高超的，还可边舞边蹲
下来捡地上的东西。当然，也有技术不好
的，舞得笼儿里的柴、火、灰全泼下来，地
上、身上瞬间一片狼藉。

在孩子们中，谁舞烘笼儿的花样多、样
式新、速度快，谁就会被拥戴成孩子王。而
我只是个小破孩儿，又没有烘笼儿，所以，
孩子王一次都没当上就入了学。

上学后不久就是冬天，我拼死拼活、绞
尽脑汁地从父母手里要了个最简陋的竹条烘
笼儿。即便是奇丑无比，我都不在乎。

我终于有了烘笼儿。我向世界大声宣
布。

一大早，我提着烘笼儿，在离家上学的
当儿，蹑手蹑脚地偷偷溜回母亲放粮食的屋
子，三下五除二地往书包里装一把黄豆或玉
米，然后避开所有人，快速跑去上学。在进
校门的瞬间，我又随手折两截树枝，塞进书
包，飞一般地冲进教室。上课，一门心思想
着我的黄豆呀，我的玉米呀。不知不觉间，
我趁老师不注意，偷偷将一粒黄豆丢进烘笼
儿里，快速拿起早就准备好的树枝，扒开
灰，埋好豆，等上三十秒，再扒开灰，刨出
黄豆，用树枝当筷子夹起烤熟的黄豆，迅速
丢进嘴巴里。然后大气不出二气不进地闷着
嘴，一声不响地蠕动牙齿、舌头，偷吃。这
套动作，必须在一分钟以内完成，老师才不
会发现。而我，从未被老师发现过。于是，
我暗自得意。没让老师发现，这无疑增加了
我挑战冒险的信心，也让我得意了很久很
久。这一久，就是三十八年。直到上周末，
去儿子班级帮忙打扫卫生，我第一次端端正
正地站在讲台上看讲台下。眼界内，讲台下
的每张桌椅，每个角落，都尽收眼底，且一
清二楚，明明白白。我这才想起当年上课时
烤黄豆吃、烤玉米吃，难道老师真的没有发
现？不说而已。

我提的烘笼儿最多坚持到第二节课就熄
灭了。灭后，它基本就成了我和同学们的玩
具。最后弄得浑身是灰满脸漆黑。有好事的
男同学开始捉弄我。他们把我堵在墙角边，
扯走头上的橡皮筋，撕破衣服口袋，踩坏书

包。瞬间，书包里书本、文具、扒灰的树枝
还有黄豆玉米散落一地。看见狼狈不堪的
我，他们便放肆大笑。我气愤极了，第一次
挥起拳头，狠狠地揍向他们。他们当然也不
甘心，抢走我的烘笼儿，弄断竹条、打破土
盆。烘笼儿彻底报废。

老师见我们打架，急匆匆地赶过来，不
管三七二十一，如老鹰抓小鸡般，将我们拎
进教室，不说教，不询问，只让我们安静对
墙站好面壁思过。当天下午，我们班就提前
学习了 《青松》 这篇文章。“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朗朗书声如一道暖风，滋润了我们幼小的心
灵。

最后，不知道是老师的冷处理让我们有
所 觉 悟 ， 还 是 童 年 最 纯 净 的 心 灵 不 记

“ 仇 ”， 亦 或 是 老 师 引 领 我 们 学 习 《青 松》
后，让我们懂得了不畏严寒、坚韧不拔的品
质起了作用，总之就是课后不久，我们很快
忘了打架的事儿，继续黏在一起看书写字画
画，一派和谐。而我却因烘笼儿敢和男同学
打架的事瞬间成了班上的孩子王，女生拥
戴，男生钦佩。

不过，那天放学回家，我被父亲暴揍了
一顿。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烘笼儿没
了。

没了烘笼儿，也不容冬天再提烘笼儿去
上学，我的童年就这样过去了。随后，烘笼
儿如一枚沉淀的信筏，被封存在我记忆的最
深处，安然、通透。直到此刻，有关它的记
忆被儿子的暖手宝激活，令我无限感怀。从
理论上说，具有科技含量的暖手宝远比烘笼
儿更胜一筹，安全、干净、易携带，但骨子
深处却还是觉得它少了些童年的趣味儿。这
其实就是时代变迁给予我们的利与弊。社会
在发展，生活在前进，我们应该活在当下，
用积极阳光的心态，学会舍弃和接纳。因
为，无论是“土八路”烘笼儿还是“高科
技”暖手宝，都是父辈、我们和儿子这辈们
童年里最快乐的时光和最美好的记忆，香醇
如酒，清馨如诗。

儿时的烘笼儿
□钟慧梅

假日还乡，喜看家山巨变；河
堤漫步，染濡广场雄风。柳芽早
绽，知春雨之滋泽；茹水新潮，助
浣女之搓揉。卵石沙滩，笑语砧声
交织；红灯绿树，纱裙舞步轻盈。
戏楼高矗，说起当年汉剧；架构恢
宏，招徕艺苑科班。社戏孩提，哭
闹难离父背；层台粉墨，纷争只见
旌旗。碑镌诗词，总是名家力作；
园多草木，当然异卉奇葩。回首凝
思，绝壁长留教字；倚亭瞩目，高
丘夙谓蟠龙。路贯四桥，镇所交通
畅达；图呈八卦，中宫广场安居。

或问所以？则曰，盛世之熹光
普照，改革之成果分享，亦当惠及
百姓千村之黎庶者也。

翻来史册，吾乡之教字垭者，
川原肥美，鱼跃粮丰。更兼文风鼎
盛，教业斐然。文武之古今才俊，
代有名流。

杨良翘，前清拔贡；熊国夏，
辞赋高人。覃辅臣，革命先烈；熊
世平，水利专家。覃鲤庭，通天教
主；钟朗奇，饮誉岳楼。王福满，
梨园巨子；覃遵重，功德贵阳。比
比皆是，不一而足。斯亦楷模民
众，倡行风化之高标矣。

然 地 方 人 物 层 出 不 穷 之 所 以
者，盖以杏坛培育，社会教化之渊
源深远也。

有明之湖广贡生伍铁岩者，私
塾课徒于垭上。临归之际，大书教
字于水涯巨石。教以地名，影响至
今。其后绛帐迭开，风气蔚然。以
强华、五七、二中诸校最为典型。
是以俊采星弛，人才辈出焉。

适今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经
济发展。高铁临门，五路并行。六
车广道，直达景区。本镇是为市区
之西大门和万千游客之集散地。于
是乎车流、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涌集如潮，连绵不绝。此乃
教字垭镇发展进步千古一遇之大好
时机矣！

鉴 此 ， 镇 党 委 、 政 府 一 班 人
马，在市、区领导支持督导下，励
精图治，奋发作为。周密规划，合
理布局，现实蓝图，浮来水面。

治理老街，打造品牌示范；重
喚教魂，扩充教育基金。产业依
农，景取杨家大道；文化创意，实
施服务核心。

柑 子 坡 ， 文 旅 基 地 ， 四 季 流
香；牛角洞，千亩金梨，销售网
上。龙洞湖，民俗演艺，遐迩知
闻。七家坪，农业观光，黄桃遍地。

省住建厅，接力基层长驻；设
工作队，扶贫尝胆卧薪。六载暑
寒，投资已逾四千万；资源整合，
百度堪查花果山。

画龙点眼，惠民品位提升；协
力同心，广场设施完善。

更值二月初二，神龙抬头，腾
飞只在朝夕；盛宴十里，庆典欢呼
众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一派
生机勃勃而喜气洋洋者欤！

呜呼！
古邑望君，沛感昊天盛德；雄

狮醒目，遥知惊世威仪。
行文至此，情不能已，复歌之

曰:
以吾人客寓之他乡游子兮，
了故园之风雨沧桑。
愧多时父老于安康眷顾兮，
那可辞以冗务繁忙。
待暮年暇日之寻亲访旧兮，
凭白发之容貌苍苍。
面欣欣桑梓之焕然一变兮，
情难尽于拙句兹章。

教字垭
惠民文化广场赋

□覃大钰

历史影册

古风新韵

牧 汤青摄

生活点滴

澧水北源自五道水七眼泉出，一路向
东，劈山切谷，经五道水、芭茅溪、沙塔坪
进入凉水口。水经洪峡浪后，流速逐渐缓
慢 ， 河 床 平 坦 ， 形 成 “ 十 里 长 潭 ”， 人 称

“小三峡”。
洪峡浪，当地人叫“洪嘎浪”，位于沙

塔坪与凉水口交接处，是澧水北源中的一道
天然屏障。峡间壁立万仞，古木参天，河中
怪石嶙峋，水流淌急。绝壁上有一条栈道，
近通桑植内半县，远达湖北、重庆、四川。
在公路不发达的年代，这里是黄金水道，也
是“鬼门关”，不知有多少放排汉、船夫葬
身此地。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过去，土匪也常在这里打劫。

洪峡浪的右岸边壁上，有两处石刻古
迹。一处镌刻有“觀瀾”二字，一处有个

“ 壽 ” 字 ， 一 米 见 方 。 岁 月 沧 桑 ， 风 雨 浸
蚀，字有些斑驳，大字还能辩认，小字已模
糊不清。何人所书？何人所刻？意义何在？
民间传说版本众多。身临其境，站在高耸的
巨石上，令人联想到曹操的 《观沧海》“水

何澹澹，山岛辣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河道波涛汹涌，山
道陡窄而险，还有土匪打劫，从这经过时刻
面临着死神的威胁，漫漫岁月，不知多少人
在这有来无回，那“壽”字，是不是表达了
人们对生命的渴望和祈求？祈愿长命百岁，
平安无事？洪峡浪下面的村子就叫“人生
坪”了，是不是意指过了洪峡浪这“鬼门
关”，就会平平安安？

洪峡浪下部地势开阔，左岸是一个大的
天然牧场。春天绿茵如画，像一块巨毯镶嵌
在河边。冬天，积上一层厚厚的白雪，宛若
童话世界。河岸多景观，现于绝壁，立于山
巅，露于水边，酷似飞禽，形同走兽，或状
如狮子，或形似鳄鱼，或体若游龙⋯⋯栩栩
如生，巧夺天工。两岸土家吊脚楼倚山而
建，错落有致，飞檐翘角，涧水潺潺，古风
古韵。

河中轻舟荡漾，笑声悦耳。阿妹洗衣，
阿哥撤网。“郎在河里撒鱼网，姐在河里洗
衣裳，情郎妹妹哟⋯⋯”时有山歌在涧间响

起。俏皮阿哥一个氽子钻到阿妹跟前，吓得
阿妹一跳，捧起水直往阿哥身上浇。水声，
笑声、歌声，一片欢欣。岸边翠竹一字排
开，倒影在水中摇晃，若隐若现。蓝天白云
倒映水中，微风过处，涟漪泛起，煞是好
看。岸边垂钓者，撑一把太阳伞，或就树荫
处，或站，或蹲，神态专一。享受了时光，
收获了美味，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水流至渔兰溪一段，河流穿过山地，形
成峡谷，出口处水温常年偏低，凉水口镇因
此而得名。下游电站尾水至此。水在这里一
改桀骜不驯，变得波平如镜，凝碧如玉。又
是另一番绝色景象。

如今，改革开改，精准扶贫，洪峡浪架
了石拱桥，渔兰溪修了吊桥，昔日天堑变通
途。长潭河修了公路，与河平行，与水相
衬。路灯一盏盏次第排开，公路两旁栽满了
樟树、桂花树、紫薇树、樱花树，树阴下种
满了格桑花、万寿菊、百日草等花卉，一片
生机盎然。

十里长潭，十里画卷。

十里长潭美如画
□王川

旅途发现

云山惊梦
人生如梦上云山，万仞千峰惊胆寒。
横岭松风添古韵，卧龙天子共忠肝。
仙人指路泉源觅，老寨凌霄雾海拦。
醉把诗情吟作酒，雄关漫卷且贪欢。

咏梅
凌雪艳天涯，香飘万缕遐。
悬崖枝怒放，铁骨蕊新加。
入画添丹彩，迎春出早霞。
岁寒伴松竹，励志写风华。

武陵寻胜
魂牵游路客，为梦画中寻。
佛道晨昏醉，溪山雪雨侵。
桥高飞险嶂，寨老隐苍林。
云上天仙女，人间说古今。

张念升律诗三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