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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刺骨，天气日益变冷。不知
不觉已是深冬了。今年的冬天特别
冷，路上没有什么行人。人们都窝藏
在家里，一片销声匿迹的景象。

街上冷冷清清的，门都关着，生怕
有一阵寒风吹进来。人们口中都念叨
着：“这鬼天气怎么这么冷。”这年实在
是太冷，以至于很多卖冬服的人都趁
机发了一笔小财。特别是卖帽子的和
卖手套的人更是发了财。

傅书立和母亲很早就起来了，因
为他们要去镇上买些东西。一路上母
亲总是用她的嘴向手哈热气，然后赶
紧握住书立的左手，温暖他。寒风刺
骨，母亲把书立抱得紧紧的，生怕他冷
着。一路上就这样走着。母亲甚至把
她身上原已穿的很单薄的衣服，脱下
来披在儿子身上，终于来到了镇上。

母亲用手推开门，很快店内传出
一声又急又怒的话：“快关门！”

母亲连忙拉进儿子，关上了门，柜
台上坐着一位漂亮的女的，身上穿着
很体面，一身珠光宝气。正在不停地
修剪自己的指甲，那指甲擦得血红血
红的，而且用指甲钳不停地修剪，擦了
又擦，修了又修。

老板娘上下打量他们一下，又低
下头去，有气无力地说：“要买些什
么啊？”

母亲恳切地对她说：“我想买一副
最保暖的手套，请问这里有吗？”

老板娘从中随便找了一副，往柜
台上一扔说：“这就是最好的。”

母亲看了看，笑着说：“麻烦您能再帮我找一副好的吗？”
老板娘低下头往柜内找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么穷的人还要最好的，

你们买得起吗？”然后又随便挑了一副，又是往柜台上一扔说：“这就是最
好的。”然后又低下头去修剪指甲。

母亲又看了看，她笑了，连忙帮儿子戴上一只左手套，另一只放在
柜台上。

老板娘说：“为何不戴上右手套，看一看合适还是不合适？”
母亲含泪说：“右手就用不着戴了。”
母亲接着说：“多少钱？”
老板娘爱理不理地说：“58元。”
母亲犹豫了很久，看见儿子戴着很合适。
老板娘不耐烦地大声说：“到底是要不要，不要就走，别妨碍我做

生意。”
母亲乞求地说：“您能否只卖给我一只左手套啊？”
老板娘很生气，睁大她那双眼睛很奇怪地说：“你只买一只，那另外一

只卖给谁。买不起就别买贵的，我这里有几副最便宜的你要不要？”
母亲连忙说：“不要，我就要这一副，并且就买一只，求求您卖给

我一只吧！”
老板娘很气愤，连忙从她儿子左手中，抢回了手套丢进柜内，大声

说：“不卖，你们走吧，哪里有这样买东西的啊，可笑。”然后又低着头
弄自己的指甲。

母亲还是苦苦地哀求，说：“卖给我一只吧。”老板娘没有再理他们。
母亲和书立没有办法只好走出店门。就在打开店门的同时，一阵寒风吹
进来，儿子的右手衣袖被风吹了起来。老板娘抬头厉声喝道：“快关门！”
母亲连忙帮儿子披上外套带上了门。

就在这时，老板娘连忙喊道：“你们回来。”
母亲停住了脚步回到柜台前说：“请问有什么不妥吗？”老板娘放下指

甲钳抬起头笑着说：“我卖一只左手套给你吧。”
母亲听后，很高兴地说：“谢谢您！”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破旧的30元

钱，然后就离开了。离开前，母亲一直说着谢谢。
在书立母亲关门时，老板娘发现那书立右手衣袖被风吹了起来，发现

里面没有手。原来那个书立只有一只左手，右手已经没有了。
老板娘帮他们打开门，然后关门之时又吹进了一阵风，这风不冷，而

且很温暖，很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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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桥，喜欢桥上的风景。
桥是路的延伸，是化解阻塞的长虹。累累的脚痕，压不垮它躬身的骨架。它以

铮铮铁骨挽起了两岸的企求，连接起了彼此间的兴盛与繁华。它一颗炽热的心在钢
筋混凝土中燃烧，铺就出两岸秀美的风景。

桥总是和成功相随，和惟美相伴。鹊桥相会、牵线搭桥，让人心生喜悦，灞桥柳
烟、断桥残雪让人想到红蕊凝香，曲笛飘渺。只有泸定桥和别的桥不同，它烈烈悲
壮，具有中国神韵。

泸定桥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境内，是最早出现在大渡河上的桥
梁，是历史上连接川藏的唯一通道。始建于清康熙44年，建成于清康熙45年（1706
年）。至今我们都难以想象，300年多前，人们如何在这么一个没有公路、不产铁
的地方，在大浪滔天的河上建成这样一道铁索桥。

据说皇帝下令修桥后，方圆几百里地的人民欢天喜地。大批人马四处找铁建
桥，可桥工在二郎山上转了好久，连块铁渣也没找到。他们毫不气馁，又到更高
更远冰峰林立的贡嘎山去找。

一天，只见山上红光一闪，“哗”的一声巨响，一股铁水喷涌而出。在汉族铁
匠马之常的带领下，众桥工用铁水铸了4根扶手铁桩，每根重1800斤，十几个人
也抬不起来。正在为难时，来了一位大汉，他自称名叫郭达。他用双手轻轻一
搂，就将铁桩抱了起来，一一安放到大渡河两岸建桥的位置。桥工们感激不尽，
连忙捧了热茶、酒肉来招待他，谁知转眼间他就不见了。至于那13根小碗口粗的
铁链又是怎样飞跨大渡河两岸的呢？藏族老乡说，是一个名叫嘎达的大力士，将
铁链夹在腋下，乘船从东岸到西岸，来回十几次，待铁链架好，他也因过度劳累而死。

难不成建此桥真有神助？

传说归传说，事实上这座桥也确实来之不易，它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心
血。泸定桥长103米，宽3米，13根百米长的铁索贯穿东西，9根作底链，4根分两
侧作扶手，共有12164个铁环相扣，全桥铁件重40余吨。

泸定桥建成后，大大方便了茶马古道上的货物运输，最重要的是在川藏要衢
建立了一个天险镇守之处。自清以来，此桥为四川入藏的重要通道和军事要津。
所以，康熙帝得知泸定桥建成后，高兴地亲笔题写了“泸定桥”3个大字，意为
泸河一带就此安定了。

我小时候脑海里就对泸定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终于，今天我走上了泸定
桥，带着景仰和敬畏。

铺在上面的一条条3米长、10厘米宽的横桥板极富韵律感，两岸木结构的桥亭
飞檐翘角，灵动轻快。从远处望去，桥头两端东低西高，呈飞舞之姿，给人一种赏心
悦目之感。连接横桥板的主道板平稳结实，使这座桥不但安全适用，更给人一种美
感。走在桥上，随着铁索桥的下坠弧度而上下起伏，能体会到人与桥之间的和谐与
舒适。泸定桥以它建造的精妙、独特的风貌、宏大的气势为世人所倾倒。

但真正让它闻名中外的是当年那场荡气回肠的绝地之战——飞夺泸定桥。
1934年，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长征初期，红军遭受重挫，减员过

半，大渡河天险成为红军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
1935年5月，红军长征的队伍来到金沙江到大渡河之间的天险纵横的重叠山

川中。
蒋介石认为此时全歼中央红军时机已到，遂调动数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和军阀

武装围追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当时国民党的部队将红军包围的滴水不漏，后
有追兵，前面堵截，天上有飞机，形势岌岌可危。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只能选择
泸定桥突围。泸定桥，能否夺取，关乎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

两种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对峙着……
5月28日，红四军团战士不吃不睡，一天急行军240里，抢在了敌人的前

面，奔向了泸定桥。红四军团前身是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奋战，屡建
奇功，有“铁军”之称。

飞夺泸定桥不但要“能飞”，还要“敢夺”。泸定桥下湍急的大渡河水在陡峭狭窄

的缝隙中奔腾。红军赶到时，桥上的木板已被拆掉，只剩下冰冷的铁索。这样一座
桥，别说要在枪林弹雨中夺过来，就是走过去也让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

在这里，只有鹰来过，一切行走的都驻足不前。
无边风雨夜/天堑大渡横/火把照征程/飞兵夺泸定。（杨成武）
冲锋号响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

撼山谷。
“铁索飞云空/浪涛汹汹/泸定桥横高峡中……”
桥底下激流湍急，旋涡深深，浪花涌起，对岸敌人的机关枪疯狂地扫射。可

是红军并不退缩，前面的战士掉了下去，被惊涛骇浪卷走。后面的前仆后继，舍
生忘死，浴血奋战。他们冒着密集的枪弹，勇敢地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当突击
队接近桥头时，桥头守敌乱了阵脚，突然敌人火烧桥头。霎时，大火熊熊，浓烟
滚滚，红军战士无所畏惧，向死而生，冲向大火……

红军夺下了泸定桥，主力部队终于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是他们用血肉塑造
成一座丰碑，用身躯开辟了一条通天之道，用“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来了最
后的胜利，是他们的号角吹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飞夺泸定桥，党中央与红军
从此转危为安，摆脱了追兵，一路向北，直到延安，毛泽东领导革命从胜利走向
了更大的胜利。

13根铁索托起了一个共和国！
历史将记住泸定桥。记住了这一刻:1935年5月29日，4天 、96小时、5760分

钟、345600秒。
诗人陈运和有诗：“人间从未望见这种桥/一座如此简陋的桥/一座十分惊险的

桥/一座跨越激流的桥/一座飞跃峡谷的桥/一座用毛泽东诗词筑起万代牢固的桥/
一座被新中国曙光照亮千秋永存的桥”。

我走在红四军团北进昼夜行军240里的那条路上（现在叫勇士路），我望着纪念
红军长征的大型浮雕，向英雄鞠躬！回望85年前红军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的
画面，依旧鲜红耀眼。那爆响的骨骼、紧绷的肌肉、偾张的血脉、燃烧的目光和血与
火的场面仍然让人灵魂震颤。虽然，长征离我们远去了，但飞夺泸定桥的烈火硝烟
似乎还在翻卷着、呼啸着，那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英雄史诗里，每一个字都闪烁震撼
灵魂的光辉，每一行都化作一股力量沉淀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

走近它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饱满、生命的力量和高度。脚下大渡河汹涌的波涛
撞击着我内心柔软的防线，那飞溅的浪花是恨是痛是爱是歌是呐喊，那滚滚的激流
带走的是血是泪是历史是不屈是悲壮……

大渡河呀，虽然多少人为你歌唱，但是我既敬畏你又恨你！恨——你！恨你带
走了多少蓬勃的生命，让多少青春年华在这里终结，让英雄在这里只留下了名字，成
了一座雕像，他们牺牲时还是高昂着头颅匍匐着身躯冲锋的姿势，甚至有的英雄连
名字都没留下，只留下了那满脸稚气和喷火的眼神，或许他们是瞒着年龄上前线的
娃娃兵，他们还没体味人生的美好。大渡河，你让多少母亲失去儿子、让多少儿子失
去父亲！你是魔鬼、是野兽啊！这一切，伤痕累累的山谷都铭记着！

如今，碉楼不再是军事设施，这里成了旅游景点。每天来往的不是战马嘶鸣，飞
机大炮，而是旅游的班车，是一批批摆着pose照相的游客。也许，先烈们当年流血
牺牲就是为了人民不再过那种日子，就是为了有今天这般光景。

大渡河啊，你把一切都带走了……

记 住 泸 定 桥

□善福元

小小说小小说

救助残疾，照料翁媪，取送孩童。
且穿梭街道，忙喷防液；往来村镇，忙
探来踪。帮购粮油，帮交包裹，废寝荒
食帮不停。非亲属，却殷殷戴月，爽爽
披星！

神州众志成城，志愿者，人人拼逆
行。醉小哥外卖，免单趟趟；厨师内
炒，流汗腾腾。老板捐资，司机招手，
旅店商家亏本营。真大爱，遍长江南
北，阔塞西东！

沁园春

向志愿者致敬
——写给抗击疫情的壮举

□夏永奇

我是多么幼稚，
寻寻觅觅 这里那里，
跑东跑西，
不知为什么总是忘不了你。

昔日你在哪里？
你可知你这位赤子？
不光是留下了汗滴，
还有那深深浅浅的足迹。

多少路上 多少院里，
还有那广袤的大地，
因为我学步在这里，
我还懂得了我是党的。

尽管有的已经过世，
有的已经退离，
然而那风风火火的时日，
不是还在燃烧创意？

我已经不会再有什么给你，
也不会为你泼墨写意，
我只希望你记忆的屏幕上，
永远蒸发着我的一缕诗絮。

乡 情
□李闻方

河湖连通
□白头翁

还记得小时候擦着鼻涕，满心
欢喜地趴在电视机前看 《灌篮高
手》，为他们每一次进球、每一次胜
利而欢呼雀跃。至于为什么喜欢，
也许是因为他们敢说“我要打败
你”，即使没有成功，也不会有人笑
话他们。

就好像某言情小说里看到的一
样，男主角一世枭雄，却深情地看
着女主角说：“你看，我要你和这个
天下都在我眼前。”然后他就真的拥
有了江山和美人。

后来我也学会了像电视里一
样，站在家门前，看着空旷的院子
与阴沉的灰色云朵，听着远处伴随
翅膀拍击响起的鸽哨声，伸出自己
的小手，用稚嫩的声音喊出“我要

变漂亮”“我要变聪明”“我要变成
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很久以后，我已经工作多年，
当初的豪情壮志也变成了生活的常
态，工作的齿轮像打了润滑油一般
汲汲向前，身后还不忘被琐碎的生
活鞭挞捶打。

无论怎样，时间依旧安然地踱
着脚步前进，用它独有的感知欣赏
着春夏秋冬的风景，而我却难寻年
少时的那份激情。

在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威廉·萨
默塞特·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月亮
与六便士》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
你很像一个终生跋涉的香客，不停地
寻找一座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神庙。”
就好像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霜雪雨，或
是在宿命中苦苦地艰难跋涉，却仍有
一个信念鼓励自己继续前行。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无论你此
生遇见了怎样的人或事，对你来
说，都是一种获得。值得骄傲的

是，我也曾经心向远方，从容地感
受着生命的磨砺，并且继续不断地
行走，遇见更多的人，遇见更美的
风景。

收回思绪，在单位门前稍作驻
足，无意中看见了映在玻璃中的自
己，依旧自信且美好。

走 过 的 便 是 风 景
□钟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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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连通好工程
如挽牛郎织女星
相会无需鹊搭桥
千载愁颜换笑容
沧桑大地通血脉
水旺才能养蛟龙
乾坤转到新时代
家乡建设气势宏

心香一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