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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瑞金是长征新旅的重要节

点，甚或谓之起点似乎更为贴切。因为

连日暴雨，眼下的九龙溪水位陡涨，如

一条黄蠎汹汹然腾跳而去，这同自己急

急赶往瑞金的心情，何其相似乃尔。

瑞金位处江西省的东南部，南唐保

大十一年（953 年）置县。历史上的瑞

金地处赣闽边陲，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在全国几千个县市当中默默无闻。瑞

金之所以举世瞩目和闻名，盖因在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

命中，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在瑞金进行的伟大革命实践，与

红色政权建设探索的光荣历史。

在我国的历史及中共的党史上，

1931 年发生了不少重大的事件。1 月

17 日，左翼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等

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和杀害；4 月 1

日，国民党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率领二

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

二次“围剿”；6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

负责人向忠发在上海被捕，3 天后枪

决；7月1日，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率领

30 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

剿”；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

湖事件”，“九一八”事变爆发，标志着

抗日战争的开始。时间的经纬定格在

了当年的 11 月。11 月 7 日至 20 日，

酝酿了近两年时间，时任瑞金县委书

记的邓小平参与精心筹备的第一次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叶坪隆

重召开。由毛泽东担任主席一职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

立，定都瑞金，改名瑞京。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带领红军连

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在艰

苦的战争环境下，这一时期毛泽东吟

咏了一批诸如《菩萨蛮·大柏地》《清平

乐·会昌》等豪迈乐观的诗词。

瑞金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发源

地和初步的形成地，还是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和“八一”建军节的诞生地。

1934 年 1 月，在瑞金沙洲坝举行

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

泽东再度担任主席职务。由于当时中

共中央政治局已经从上海迁到了瑞

金，因此，“二苏大会”之后，正式成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瑞金正

式作为赤色首都。以上这些，正是瑞

金被称作“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

地的中心的缘由。

据相关资料统计，共和国十位开

国元帅中的九位，十位大将中的七位，

以及 1966 年以前授衔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将帅中的 35 位上将、114 位中将

和 440 位少将，当年都曾在瑞金战斗、

工作、生活过。

同样重要的是，当年的苏区老百

姓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与斗争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和牺牲。以瑞金为例，除

了贡献大量的财力和粮食，当年仅 24

万人的瑞金，一共有 11 万人参军参

战，5 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 1.08 万

人倒在了红军长征的途中。

真该为近些年的交通建设大大点

赞！原本闭塞的瑞金，前几年也通了

高速公路。距离本就不远，路上车也

不多，上午10时许，我们的车队便徐徐

驶进了瑞金市区。放眼逡巡，红都的

建筑样式并无特别之处，以市井街容

论，更似 20 世纪初浙江小县城的风貌

水平。自然，他者有一点是难以比肩

的，亦即光荣的苏区历史为瑞金留下

了众多独特的革命旧址和精神遗产。

到 2013 年，瑞金境内共有革命旧居旧

址 180 多处，拥有红军广场、“一苏大”

会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

堂、红井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3处。这些都是发展红色旅游的宝贵

资源。自 1995 年新华社在瑞金修建

革命旧址、续写“红色家谱”以来，至

2013年，已有40多个部委来瑞金寻根

问祖，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整和复

建革命旧址。尤其在叶坪、沙洲坝已

经建成规模较大的国家部委旧址群

落，成为瑞金红色旅游的一大景观。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一行重点瞻

仰、参观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

物馆”和沙州坝以及叶坪等两个景

区。“饮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

席。”红井前，我们饱饮甘泉并合影留

念。这些景点环境优美、陈设到位、

内容翔实丰富、深有收获不说，令我

欣喜和感动的是瑞金百姓的纯朴与

热情！从市委、市政府大门的保安，

到几个景点所接触的几位工作人员，

他们聊起红都的历史与今朝，憨厚的

笑容下充盈着自豪、满足和快乐。事

实上，他们并不富有，一个月才 1600

元的薪资。瑞金——这个如今有着

70 万人口，历史上曾经付出了巨大牺

牲的红都，直至去年才刚刚摘除贫困

县的帽子。这些年，我们的党和上级

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支持赣南等中

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央

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的实施方案》等，正式

批准《瑞（金）、兴（国）、于（都）经济振

兴实验区发展规划》，从国家战略层

面支持瑞金振兴发展。还有一个可

喜的变化：这几年，各地前来瑞金旅

游的游客呈快速增长的态势。旅游

业有望成为瑞金的一大支柱产业。

有理由相信，红都的明天一定会

更加美好！可以预见，一个崭新的瑞

金，如一轮红日，正喷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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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的昨日与今朝
□应忠良

“广播响，电灯亮，碾米机棒棒

响。”这是我们小时候传唱的歌谣。从

小我就喜欢听广播，广播一响，我就跑

到广播喇叭底下听，最喜欢听少儿广

播节目：“嗒嘀嗒，嗒嘀嗒，小喇叭开始

广播啦⋯⋯”

当今时代，媒介平台丰富多元化，

广播电视也已发展到数字阶段，电视机

已经有了等离子、液晶的，有线广播似

乎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

回想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没有电

视，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广播，一般人

家也买不起半导体收音机，所以能收听

院子里大喇叭广播节目已是一种惬意

的娱乐享受。小时候，我家住在县城桃

花洞三眼井桥附近的道堂，道堂是一座

很古气的老庭院。道堂前院大门朝着

宽敞的桃花溪畔，门牌号是建设路 5

号。后院有个小门朝着十八曲巷。绕

过弯弯曲曲的十八曲巷走，走到头就是

人人向往的解放街，这条解放老街可是

当时最繁华的一条街。

记得小时候，不管大人小孩都喜

欢端着饭碗去明堂吃，边吃边聊天，有

蹲的，有站的，喧闹声中一起收听广播

节目。那时，学校偶尔会组织我们学

生去电影院看场电影，但大都是教育

片，很少有其他娱乐活动。

当时住房拥挤，多数人家都是一

家三代同住，往往都是五六人挤在一

间房，三四人同睡一张床。记得我上

初中那会儿，由于家里住房挤，母亲向

所在单位城关镇申请了一间宿舍。父

母亲要照顾年迈又盲眼的外婆，所以

安排我住单位宿舍。我开心地搬进了

城关镇宿舍，有了自己的个人空间，并

拥有一张供我一人使用的书桌。母亲

还带我去解放街的“八间店”，给我买

了一个闹钟和一盏漂亮的小台灯，陪

伴我读书学习。

出入城关镇政府有两个门，最令

我开心的是，每天都可以路过广播站，

聆听广播节目。镇里的广播员身材高

挑，皮肤白皙，扎着两条又粗又长的漂

亮大辫子，如电影中的女主角。哇，难

怪声音那么甜美哟。母亲告诉我，她

叫香仙。人如其名，香仙阿姨不仅长

得好看，她身上还散发着一股香味，透

着一股特有的文艺范气质。

以前的老宿舍既没有厕所，也没

有自来水。宿舍楼下就是一溜长长的

自来水管及水槽。醒目的是那一排

“铁盒子”，在这些铁盒子中锁着的是

一个个小水龙头，一户一水表，水费按

表计费。记得晚自习回家，我都是先

看会儿书，做完作业，再去楼下洗漱。

洗漱完，上楼之前再去趟厕所。去厕

所的路上正好路过广播站。每逢家里

来了乡下客，晚上没地儿住，母亲都会

过来陪我住。有一天晚上，我上厕所

迟迟不回，母亲以为出什么事了，于是

打着手电筒找了过来，看到我像树桩

似地站在厕所窗口旁一动不动，在偷

听香仙阿姨播音。也就是那天起，母

亲发现我是个“广播迷”。

其实，母亲也很喜欢广播，她还写

过好多广播稿。母亲是一位老党员，大

家都叫她美珍，她工作积极负责，是一

位助人为乐的老乡镇、老党代表。人民

的代表人民选，母亲曾被推选为城关镇

（公社）、永康、金华、浙江省各级党代

表，多次被县广播站请去录制节目。小

时候听到广播里传出母亲的声音，觉得

特亲特骄傲。当时我就想，等长大了，

我也上广播站播音去。

没想长大后，通过笔试、面试，层

层筛选，我真有幸成为一位名副其实

的乡镇广播员，并分配到古丽镇，与那

位美丽的“香仙阿姨”成了同事。有一

句老话“各人有各人的缘法”，这就是

我的一生情——广播缘。

一生情 广播缘
□金林鲤

象珠镇（组诗）
□张乎

篾匠
我们在阳光下看这个篾匠

怎样熟练地抽出一根根烦恼丝

怎样编织生活

怎样剥离出毛竹中最柔软的部分

八份里的小院 比他的年纪更老

他的手艺 比他的年纪更老

左手持篾 右手持刀

准确地剔掉 生活中多余的部分

他做得比平常人更好

把甜的编进篮底 成为

新嫁娘的针线笸箩 把苦的编进竹筛

替人除去那些过不去的大坎小坎

把更细的编进蝈蝈笼子

一双粗糙的手 比绣花针还要细腻

篾匠手中 握着花朵一般盛开的竹丝

这短暂的开放让人欣喜

很快地 它们就会结出另一种果实

成为白天的一部分 夜晚的一部分

成为农具 诗歌

醒着的一部分和醉掉的一部分

更多时候他无事可做 塑料筐代替了篮子

农人们不再晒谷子 可阳光依旧是阳光

他不知道被谁落下了

在八份里 他向人展示手艺

更像在展示 一份已经亡国了的旧地图

在清渭街
我爱高高耸起的马头墙 爱调皮的灰檐

像一只时刻想飞的幼鸟

我爱那个脸颊凹陷的女裁缝

她像母亲总是在缝自己的旧衣裳

我也爱街边的两个臭棋娄子

一边骂 一连吐着唾沫 从早晨到中午

爱小吃店的油腻 榨油坊的菜籽香

爱铁匠砧子上的微光 爱火

照亮幽暗的房间

爱肥胖的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爱她世俗的温暖 像一株多肉植物

我爱这些庸常的日子 沸腾的日子

永不停歇的日子

我陷入一片嘈杂的金褐色里 随波浪涌动

仿佛走进越来越稠密的海底

旧日子读出新意 这一年 已没什么

可以念想的了 无非是这人和那人

这里和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