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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几岁时，就开始与故乡若即
若离，上初中伊始，已是一步一步远离
了故乡山河，直至大学毕业，我也就国
庆节、寒暑假之类的长假才会偶尔回到
家乡。工作以后，我更是成为对故乡最
为熟悉的过客，在一年四季短暂而稀少
的假期中，回家的次数确实为数不多，
基本上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作
过多的停留。就连家里我自己的房间，
我在里面睡过的次数还没有我在外面
睡宾馆酒店的次数多，而那些新嫁进村
里的新人，她们多不认识我，还一度以
为我是外地来的，其实，我是对这片土
地最熟悉、最有感情的人。

久而久之，似乎让我与故乡之间有
了不可名状的隔阂，为不使故乡变他乡，
我时常是有空就想回家，这几年来都是
一如既往的坚持着，回家已经成了一种
执念，并且有时还要带上喜欢的人前
往。虽然女朋友未必能够理解我对家乡
的这份情怀，但我还是会自觉不自觉的
让她和我一起，无时无刻都想为她介绍
我家乡的好，历数我童年的喜乐悲愁。

家乡的味道，岂能没有美食。回家
经过镇上时，届时必会停留吃上一碗家
乡的酸菜肉末剪粉，再加两块卤豆腐，
那就更加妙不可言了。这酸菜肉末剪
粉，出了紫云的地界基本是吃不到的，
外面很多地方有似是而非唤作“米皮”
者，看起来和剪粉差不多，但其实并不
一样，吃起来口感更是天差地别，所以
在外面我基本吃不到正宗的剪粉，这也
是我为何每次回家都要先吃上一碗解
馋的缘故，有时一碗不够要吃两碗，主
要是还物美价廉，也才6元钱一碗。此
外，更让我倾心的还有一盒盒的裹卷，
这也是其他地方难以吃到的味道……

故乡的山山水水，都承载着我写不
完、道不尽的回忆，回到家中，除了陪
父母吃吃饭、说说话外，白天若无事，
我就会去四处转一转、看一看。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故乡也有着巨大变化，
很多地方都已只存在记忆中了，有一次
我为了到山上看碑文梳理佐证我自编
的家谱，我把车停在新修的路边，沿着
一条小路走下去，经过以前为了使河水
改道的水坝遗址，就莫名勾起了我许多
回忆。

这座水坝建于何时，我未考证过，
不过自我记事起就有了它的存在，除了
使河水改道留出一大段河道开垦成大
片农田外，还曾为抗洪保护良田发挥着
功不可没的作用。如今坝体依然完好，
若不是下游黄家湾修了水库，这座水坝
想必依然是发挥着它原先的作用。

徒步走完水坝，到了开山改河道的
“鹅项颈”处就能直通桥上，桥还是那座
没有护栏的平桥，我小学读书时每天都
要经过，那时竟不觉这没护栏的桥其实
很危险，如今再来看，确实一点也不安
全。这桥恰好建在水流最为湍急处，桥
下都是硬石，桥面至桥底有几层楼的高
度，前些年还有人骑车冲下桥去遇难
了，后来当地政府临时加了铁护栏，再
后来黄家湾水库建成蓄水，这桥被淹
没，护栏也被拆了去。如今只有在雨水
不丰沛的季节，水位下降严重，这桥才
又恢复了原来的面目。这座桥是村里
人的共同记忆。

过了桥，向右转，原是一条险峻的
挂壁小路，以前只能过人，如今路面变
宽了不少。走过这段路，就离小时候放
牛的河滩只有一坎之遥了，河滩上面一
片曾是很宽阔柔和的草坪，下面一片是
被水冲得横七竖八乱石堆积而成的河
坝子。

从山上下来到田坝中，这些地方都
是我曾经辛苦劳作过的地方，春种秋收
时节都不曾少过我劳动的身影。沿着
若隐若现的路往下走，又走回了“鹅项
颈”处，虽然路程只是绕了一个圈，但我
的思绪却不止一个圈。

在地处麻山腹地的宗地一带，连
绵不尽的大山之中总是长着像芦苇一
般的芭茅。每逢九月，秋风渐起，群山
之上的芭茅便开出流苏一样的紫色花
穗，随着时光掠过，紫色的花穗逐渐向
白色交替，直到芭茅的叶子接近枯黄
的时候，流苏式的花穗就会完全蜕变
成白色。一丛挨着一丛，一片连着一
片的芭茅花此时便宛若江南水岸边的
芦花，于秋风中摇曳着瘦弱的身姿，好
似群山在划过指尖的流光里穿上一袭
白色的裙子。放眼望去，香霭尘烟中
朦朦胧胧的山峰一如醉梦里初恋女友
的身影，踱着碎步眼含秋波温婉走向
身前。

傍晚起风的时候，红日渐渐西下，
气温开始转凉，夜色从群山之外逐渐围
拢袭来。苗家汉子在岩石间破碎的土
地上挥舞着手中爬满岁月的镰刀，赶在
秋雨来临前把春季种下的包谷秆收割
回家，然后再择日用锄头翻松石窝窝间
的土地，播下今年最后一季农作物——
油菜。勤劳的苗家汉子将收割的包谷
秆聚拢在一起，顺手于地坎边的芭茅花
下扯几根茅草，拧成简易的绳子，捆住
比腰还要粗壮几倍的包谷秆。然后，躬
下身子将捆好的包谷秆扛在肩上，径直
往炊烟缓缓升起的寨子里走去。

余晖斜照，柴门犬吠。群山之间苗
家山寨的炊烟之外，芭茅花依旧在秋风
里默默守护着这一方贫瘠的土地。麻
山的耕地土层太薄太薄，薄得轻轻挥动
锄头便能将土层下的岩石碰得火星四
溅，震得虎口发麻。加上陡峭的坡度，
苗家人在岩旮旯间的农事很少使用耕
牛，因此大部分坡地都得靠人力翻松。
艰苦朴素的人们世代居住在大山里，他

们从来不怨命苦，凭着勤劳的双手在连
片石漠化的岩缝中，一捧泥巴一口粮养
活了一代又一代。蓊郁茂盛的芭茅像
吃苦耐劳的苗家人一样扎根在这边远
的大山，却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出了江南
芦苇的苍翠与葱茏。倘若在这荒凉的
群山之间有一湾澄净的湖水，便可以惹
出“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的江南意境来。

芭茅一般顺坡就势生长，这里的人
们也随着芭茅的足迹沿山而居。青瓦
木房的吊脚楼在大山之中层层叠叠，喜
欢酿酒的人家便在这吊脚楼中酿出了
名动麻山的小米酒。有时我在想，或许
甘冽醇厚的小米酒正是苗家人对甜美
生活的向往与期许吧！热情好客的苗
家人大多选择在芭茅花盛开的时节酿
酒，他们酿的酒存放于泥土烧制的酒坛
里，酒坛放置在吊脚楼的木板上，隔温
隔热的存放环境，使得小米酒一直可以
存放到第二年芭茅花盛开之际。

每逢苗家有红白喜事，小米酒必然
是招待客人的上品。特别是白事，从死
者去世之日起，小米酒便把所有亲情、
友情、寨邻之情串联起来，成了所有情
感的粘合剂与催化剂。

我不知道为什么丧葬习俗中会有
“种芭茅”这一环节，猜想大概是逝者生
前与这大山之中的芭茅朝夕相伴，逝后
也留作一点念想吧！至少在来年秋季，
把满山的包谷收回仓，小米酒再次酿造
的时候，坟茔上的芭茅也会随着满山的
芭茅开成耀眼的流苏，而后于不经意间
化入枫叶荻花的诗意中去。

麻山深处的夕阳下，漫山遍野的芭
茅花，像是驻扎着千军万马的军营里一
面面猎猎迎风的旌旗，守护着麻山。

宗地的芭茅花
□韦天罡

高榜冲和火烘冲是紫云自治县格凸
河镇的两个小山沟，小得在地图上找不
到名字。高榜冲与火烘冲同属于羊场
村，两地相距不到4里地。

1935年的贵州高原，苍山如海，残
阳如血。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在莽
莽苍苍的高原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他
们时而在山涧深谷迂回，时而在崇山峻
岭中穿梭。他们的前面是堵截的敌人，
他们的身后是凶恶的追兵，他们头上盘
旋着随时投下炸弹的敌机。四月的一
天，队伍跋涉到了紫云自治县现羊场村
的高榜冲，正当队伍准备翻越高榜冲后
面的大山向火花方向进发时，天边突然
飞来几架敌机并投下炸弹。霎时，战马
嘶鸣，硝烟弥漫。硝烟散尽，9名红军战
士倒在血泊中，其中一名是女战士，另有
一匹战马被炸死。对于这次惨烈的事
件，邓颖超在《漫谈长征》中作了回忆：

“我们正在贵州省境行军，在一天下午，
我们正经过紫云县城不远的山脚下，大
队人马正准备爬山时，忽然飞来敌机数
架疯狂投弹扫射，有一些男女同志被炸
死炸伤，在敌机去后，我们一面葬死救

伤，一面忍着悲愤，为着要实现我们奋斗
目标，给牺牲的同志报仇，把悲痛变成力
量，踏着同志们的血迹，激增着对敌人的
仇恨，又复整队继续前行。”

红军经此地北上，将斗争的火种留
了下来。时间来到1947年，为了配合
全国的解放斗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
领导下，1947年7月成立了“紫云县工
农革命游击大队”，杨顺尧被任命为中
队长。1948年农历正月，国民党调集反
动武装 1000 余人对游击大队进行镇
压，由于敌强我弱，斗争失败。杨顺尧
率领十余名队员辗转至坝寨、纳容、火
烘一带隐蔽活动。绍周乡（现紫云自治
县羊场村一带）伪乡长周光荣探知杨顺
尧在火烘一带活动后，派郭怀芝、韦文
科前去劝降，但被杨顺尧断然拒绝，周
光荣见劝降不成，决计置杨顺尧于死
地。1948年 4月 12日，周光荣假意邀
请行至羊场火烘冲的杨顺尧到路旁的
地里试枪，在杨顺尧放松警惕之时，开
枪将杨顺尧杀害，并残忍地将其头颅割
下，拿到紫云县城北门牌坊悬挂。

作为土生土长的羊场村人，我从小

聆听红军烈士的故事，也聆听杨顺尧烈
士的故事。老人们说，红军长征达到高
榜冲后，在准备向高榜冲后面南关屯翻
越时，敌机突然来袭，当时山脚有一片树
林可以隐藏，但因为山脚的水沟阻挡，运
送辎重的战马不能跨越过去，导致牺牲
惨重。轰炸过后，红军在掩埋牺牲战友
的同时，含泪留下三名重伤员，分散到潭
落、摆纳、宗地等地群众家中养伤，并在
当地群众的保护下得以幸存。杨顺尧是
长田村人，长田村离我家约五公里的路
程。周光荣派去劝降的韦文科与我家是
邻居，他在解放后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杨顺尧的儿子小名叫乔付，在杨顺尧牺
牲后，年幼的乔付被反动势力追杀，后在
班殿全等游击队员的保护下，得以活了
下来。乔付长大成人后，性格憨厚，做事
踏实，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村干部，这是
后话。

岁月如梭，转眼80多年过去了。曾
经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羊场小村如今高楼
鳞次栉比，窄窄的马路已经变成宽阔的
柏油路，路旁碧绿的行道树含笑招展。
当年红军牺牲的地方矗立着中央红军长

征烈士纪念碑，每到清明，前来悼念的人
群络绎不绝。站在高耸的红军烈士纪念
碑下，放眼望去，四周翠柏苍苍，远处青
山如黛，路上车水马龙。安居乐业的人
们在碑下的红色文化公园锻炼、跳舞、下
棋、玩耍……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到
处透着勃勃生机。

相比之下，火烘冲则显得清静，火烘
冲前的公路上车来车往，田里的庄稼惬
意生长。走进狭长的火烘冲，顺着向上
延伸的山路，就来到杨顺尧牺牲的那块
地，地边芳草萋萋，两旁高山耸立，沟中
细流无声，一切是那么安然。当地群众
为了纪念杨顺尧，把杨顺尧牺牲的这块
地唤作杨子地。

从高榜冲到火烘冲只有4里路，但
这4里路却浓缩了紫云的革命斗争史，
这4里路写着长长的故事，故事里浸着
血、燃着火、透着荣光。从高榜冲到火烘
冲只有4里路，这条路从解放前的泥巴
路变成了现在的柏油路、从原来的5米
宽增至现在的12米宽，路越修越宽，路
越走越平，这些变化都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实现的。

从高榜冲到火烘冲
□班荣展

携一首远古的老歌
与你相遇在云端
听风在耳际吟哦
诉说着旷远的故事
任云在我的发髻边厮磨
讲述着与时代邂逅的传说

沿着那条天路蜿蜒而上

我穿越丛林的茂密
任脚下的荆棘划破
只为瞻仰你
——我的珠穆朗玛
你的霞光
将我的心间照亮
故乡的原风景
你是一首悠远的歌

推开那一朵金丝桃的门
我听见你召唤的声音
谁将待字闺中的你
如此大手笔地描摹
山巅不停翩跹的风车
将你最初的梦想
和我最美的期待 定格

风依然向人们诉说
匆忙的人影绰绰
可有读懂你的人
可有拥抱你的胳膊
当时光碾碎一代人的记忆
我仍记得你清丽的身影
和着云朵起舞的婀娜

故乡的原风景
———紫云马鬃岭风电场—紫云马鬃岭风电场

□□尚建华尚建华

故故 乡乡
□□韦江海韦江海

我的老家黄土新苑组，是一个地地
道道的小山村。以前新苑的人们要走出
大山见世面，要走两个多小时才到长耳
朵，才能见到公路见到拖拉机、大货车和
大客车。2004年新苑至长耳朵的毛路
修通后，尤其是脱贫攻坚期间通村道路
硬化后，大大缩短了与外界的距离，如今
从长耳朵开车或坐车去新苑仅需十多分
钟就到了，这是天壤之别的差距和惊天
动地的变化。我每当回故乡寻觅乡愁，
总听人们讲起家乡修路的感人事迹和动
人故事，让人永不忘怀铭记心田。

用年猪垫付修路款

1985年新苑村党支书将修通新苑
至长耳朵的公路作为任期目标，积极发
动群众集资和分路段到各村民组的方式
进行修路。1992年秋后村委将夹马槽
半坡路段发包给新苑组村民修，路程长
500多米，宽4米，修路款1880元，粮食
1880斤。

经过半年多的施工，罗永平们完成
了承包路段。后又将相关路段包给人
做，快过年时民工找村支书要工钱，因上

级承诺款未到位，当时，支书就将自家喂
的年猪评价垫付，让民工们过上吉祥快
乐年。

山洞当营地

村委觉得，必须向上级争取资金和
物资支持才有希望早日修通。

于是，村干部们积极向各级政府和
部门争取资金和物资，曾先后获得各级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又采取新措施新
举措重整旗鼓再修新苑公路。

当时的策略是，采取突击与分段到
村民组投工投劳相结合，还组建修路突
击队集中攻克长耳朵，因人阻挡、杨柳关
半坡因山槽阻断和杨柳关大坑悬崖绝壁
阻隔等三大难关，再将余下路段分到各
组抓落实。指挥部就近设在山洞里。

2002年冬季，村委从各组抽调精兵
强将组成修路突击队，在村党支部的率
领下，自带被子和锅碗瓢盆进驻杨柳关
山洞实施攻关计划，突击队实行责任分
工，各负其责。突击队队员除打凿岩机
的人每天有2元的补助外，其他人员和
广大群众均无补助，义务投劳。

杨柳关山洞位于石苗婆大坡大半山
上，经度为106.07，纬度为25.98，海拔为
1150.8米，洞口宽4.1米、高2.5米，洞底
宽3.1米、高1.7米，洞长21.7米，像个石
狮子张开的大嘴，朝着革八方向吼叫狂
鸣，若不是为了修路需要，平时看了都有
些害怕，胆战心惊，洞内较为平坦干燥适
宜居住。这样的日子一住就是三个多
月，至2003年元月底结束。

集思广益攻克难关

杨柳关大岩槽位于石苗婆大坡大，
又深又宽又长。深有10多米，宽有20
多米，长（高）200多米，修时如处理不好
就无法填，工程量大。技术员多次查看
寻求对策，根据槽子下宽上窄，尤其槽子
中间较窄的特点，就采用在山洞右侧下
方放小炮炸大石堵窄处缺口，再从堵住
缺口地方往上填砌石方的办法来处理。

施工那天，放小炮时炸出一墩像囤
箩大的巨石头滚下，正好到较狭窄的地
方卡住了，大家看后惊呼道：“大岩槽堵
住了，我们成功了！”

杨柳关大坑位于杨柳关至新苑方向

200米处，大坑前面宽12.7米，坑直径17
米，坑后是犹如刀削的悬崖绝壁，要想从
绝壁处开出横道真是难上加难。

突击队为了攻克这最后一道难关，
经实地考察后讨论决定，采取从大坑右
侧上方先放小炮炸出一个几平方的半
屯，再用凿岩机从半屯处往下打掏大炮
眼，装足炸药放大炮来解决。根据安排，
技术小组用两部凿岩机在新开的半屯处
同时打炮眼，两部凿岩机打掏半个多月
的时间，打出了3个大炮眼。

放炮那天正逢星期三猫营赶场，为
了安全起见，待赶场的人们回去后，才连
夜装筑炸药，3个炮眼筑了12箱炸药。
深夜11点过钟准备放炮时，先让人往杨
柳关方向和新苑方向去阻止人过来。点
火十来分钟，地震似的巨大炮声在夜空
中震响，随着炮声的震响，炸飞的石头在
夜空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大坑处也
像巨大的洪水哗啦啦地流淌，炮声、响
声、流淌声时长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前来观看的人们都无不惊喜
道：“大坑上面炸出横道来了！大坑上面
炸出横道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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