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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离龙胜县城西北六十余公里的地方，山峦再也
遏制不住地突起、膨胀，拱起成一片神奇美丽的高山草
原。这就是南方人心仪的南山牧场。这里地处湘桂接壤，
海拔在 1500 — 1700 米之间。这里草场辽阔，山峦连绵
起伏，风光旖旎，有八十里南山，十万亩草原之称。而在南
山南麓，有我深爱的家乡，美丽的石上花瑶寨。
  小时候，我常常爬上寨子的后山，躺在柔顺的草甸
上，仰望上空。那一丝丝淡淡飘过古瑶寨的云彩，常常引
发我的疑惑，我的先民是从哪里来的？这让我想起寨中长
者们讲过的种种故事，有趣而莫衷一是。
  相传瑶族是古老东方“九黎”中的一支，民族特质中
遗传正直和抗暴的基因，受屈受辱，会揭竿而起，被历代
官府镇压和驱赶。据说南山的花瑶是从浙江迁徙，经江西
吉安府和湖南湖北而来，后又部分迁移到湖南隆回一带。
  龙胜花瑶是广西花瑶硕果仅存的标本。他们散居在
南山的臂弯里。远古的南山敞开胸膛接纳了他们，是他们
的救命靠山和衣食父母。但高寒偏远的南山，远离繁华和
人群，山高水冷，常年雾瘴弥漫，交通闭塞，生存条件极为
艰辛。
  我的先祖们极易满足，他们感恩南山，感恩这贫困僻
静的高寒草原，他们明白，如果这里是千年繁华之地，富
庶之所，哪轮得上四处亡命的瑶家人立足！
  何况我的先祖们，找到了在此定居扎寨的信仰、信心
和天然条件。
  花瑶是个爱美的民族。祖先“积织木皮，染以草实，好
五色衣服”。女人们特别爱美，她们的服饰一直沿袭着古
朴、奇特、繁缛、鲜艳的风格，个个衣着美轮美奂，从头到
脚都是花的搭配、多色多彩。她们即使外出劳作时，也穿
着鲜亮，娇美的身影闪动在绿意葱茏的山野，远远望去，
俨然束束耀眼的山花。因花瑶服饰独特、色彩靓丽，又因
花瑶女性挑花技艺独特而精湛，所以“花瑶”的称号当之
无愧。
  一个特别爱美的民族，必然是在爱美的传统和尽善
尽美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
  走入寨子，感受瑶寨之美，一楼一石一路一溪一树，
无一不显露出花瑶人顺应自然，淡定从容，崇善爱美的生
活方式和精神境界。
  这里古树参天，林木森森，石径幽幽。行走在寨子里，
三四百年的古树如青冈、银杏、红豆杉、锥子栗等随处可
见。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高的、矮的，大的、小的树木，点缀
在房前屋后，有的直上山顶。
  一座座干栏式吊脚楼，或倚山而筑，或临河而立，多
以青石作墙，小青瓦为披，古朴清秀；或几家相连，或就势
散布，从山脚到半山腰遥相呼应。而每一处所在就是一幅
天作之画，都可以用为屏保或封页。整个瑶寨遍布青山绿
水的幽静和灵气，与自然浑为一体，是一个令人忘俗的所
在，处处散发出生命的真与纯。
  而在瑶寨的四方，先祖们刀耕火种开辟的梯田，一块
连着一块，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宽的窄的，像一条条丝带
环绕在瑶寨。乡亲们闻鸡而起，日落而归，与日月合拍，与
四季共轮回，过着悠然随性的山民生活。他们春看万物
生，播种希望；夏天下河抓鱼，秋天在田间挖泥鳅，上山采
野果，到了冬至年关，便家家户户杀年猪，做腊肉，聚在木
楼里喝酒叙情。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境界！
  青石板路是寨子的灵魂，是连接各家各户的纽带。而
每一条青石路又隐含着古典美和曲线美。
  走的人多的路段，清中透亮，隐约可见脚窝，像渗透
阳光的日子。背阴人少的地段，则有些暗淡，甚至长着薄
薄的青苔，像一些让人担心的事。延向后山时，层层升高
的石阶，长满了毛毛的青苔，似乎告诉人们，此路久已无
人踏足。 
  而后山是我每次回乡必去的圣地。虽然熟悉，但我总
是小心翼翼。路在梯田、山石、林木中隐现。而此处的梯
田、山石，其概念是含糊的。说是梯田，只不过是勤劳的先
人，从山石缝隙中挖掘出来的一块一块、小而窄的土地；
说是土地，又见乱石崚嶒，此起彼伏；这体现了花瑶人与
自然和谐共取，合理争舍的生命态度。
  站上山腰的台地，境界豁然开朗，来不及回首山下花
瑶寨的全貌，视线总被一条蜿蜒的“长龙”牵走。这条长龙
叫“红三四”水渠。
  小时，常听长辈感叹在“红三四”时的艰辛，苗、瑶同
胞顶着饥荒，宿无草棚、行靠双足、扛靠肉肩，在海拔千多
米的草地、山林、悬崖峭壁上开山、担土、挖渠。自1970年
始，历时10年，开出水渠数十里，引来南山涓涓细流及伟
江河水，解决了两个乡镇上千亩水田灌溉问题，缓解了经
年的饥荒……
  那时年少，不知“红三四”对于父辈们意味着什么。后
来才知，“红三四”始于花瑶寨的南山山麓，向西北方向蜿
蜒。其取名是为纪念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南山，
经过瑶寨和相邻的苗寨。苗瑶同胞十分感念红军过南山
爱民助民的情谊。七十年代修建水利工程时，条件非常艰
苦，为激励群众吃苦奋战，也为纪念红军长征过南山，政
府把这一工程命名为“红三四”。
  而今“红三四”水渠早已弃用。但站在此处，远远望
去，映入眼帘的景象仍无比壮观，水渠犹如一条巨龙沿着
南山之麓，经广阔草原一直延伸到山的那头，仿佛仍在追
随红军的足迹。
  “红三四”水渠，于我来说，是一种童年快乐与忧伤的
载体；于我的父辈、祖辈是一段战天斗地，浴血奋战的光
辉岁月；而红军用铁的纪律，成功地走过了龙胜这片多民
族的土地，又第一次跨越了万里长征的第一片草原，“红
三四”于红军过瑶寨过南山，是一种深情的追忆和珍贵的
纪念；而“红三四”对慕名而来的观光者，也许只是一段历
史残留的印记，或者一种美丽的风景。

诗意花瑶
□沈春桃（桂林市作家协会会员）

时光

  温燕霞的长篇小说《虎犊》，以中央苏区时
期的少共国际师历史作为创作题材，塑造了几
个红军青少年战士的形象，注重贴近青少年的
生活和斗争经历，生动描写其在战争硝烟中不
断成长的过程。
  这部小说以两条线索来组织故事情节。一
是杜鸿运和少共国际师一代人的成长故事，一
是今天的青年杜思红的经历及故事。“我”杜思
红是电视台编导，一个自负同时又有着青春理
想的青年，在制作庆祝建党的节目过程中，找到
了当过红军的太爷爷的故事。通过与自己父亲
杜忆红的交谈，追寻太爷爷走过的路，他逐渐揭
开了太爷爷那一代人充满青春热血的战争岁
月。一群平均年龄刚过18岁的年轻人，为了理
想和信仰而战，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流尽最后一
滴血。他们一个个肩并肩、手拉手，前仆后继，
英勇无前。在对前辈革命历史发现、领悟和接
受熏陶洗礼的过程中，杜思红受到强烈的情感
冲击与心灵震撼，同时也获得了思想上的启迪。
他逐渐成熟起来，开始懂得与人协作共进，甚至
勇于舍生取义。当遇到疯牛奔着穿红衣小女孩
冲去，小女孩生命危在旦夕之际，杜思红毫不犹
豫果断出手，抓住牛角，救下小女孩。他的这一
英勇行为无意识中传承了祖辈的荣光。因此，
这部小说用家庭血脉关联和家族家风传承与红
色历史、苏区历史勾连起来，将家教家风同革命
的理想信念、红色精神的教育融会在一起。杜
思红的成长既是一种追寻与发现，也是一种传
承与弘扬。
  从杜鸿运到他的儿子杜红，再到孙子杜忆
红，直到他的曾孙杜思红，一代又一代的杜氏后
人都在寻找前辈，实际上也是在寻找自己的精
神血脉。杜鸿运身上所集中凝聚的红军精神、
苏区精神、少共国际师的斗争精神，是一笔宝贵
的红色精神资源。他的一代代后人们就在这种
对于父辈精神的追寻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精神的

涅槃。
  小说的主体部分讲述的是杜鸿运等这群少
年红军的成长历程。作者特别选取苏区最艰难
的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作为历史背景。在这个
阶段，中央苏区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影响，
给红军和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挫折。作者集中
描写少共国际师这支最年轻的红军战士队伍，
表现以杜鸿运、曹远志、白菜梗、曹半夏、欧阳
灿、欧阳焕等为代表的年轻战士在战火洗礼下
迅速成长并在战斗中成为英雄的故事。杜鸿运
原先是老财主的儿子，过着优越的生活。在红
军指战员的教育培养下，他渐渐地懂得了红军
是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并慢慢地成长为一名真
正的红军战士。而在真实的战斗过程中，目睹
了战友牺牲之后，他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政治
上也成熟了起来，同时他和曹半夏的爱情也有
了收获。
  爱情故事的续篇颇为动人。曹半夏在丈夫
离去以后对爱情坚定守望。一直到99岁去世，
她都坚信丈夫一定会活着回来找她。这位红军
留下的女人、这个被留下的红军一直都在守候
和期盼中艰难地挺了过来。孤儿寡母，带着遗
腹子跋山涉水，从赣南一路寻到广西全州，在那
里等候丈夫归来，经受了当地财主恶霸的欺凌
和艰难生活的考验，最终把孩子拉扯大。她一
直坚持四处收集埋葬红军的遗骸，在自家的院
子里种下五星型的桂花林。这些既看出她对红
军的深厚感情，更看出她对爱情的坚贞不渝。
曹半夏的故事让杜思红这个懵懂青年受到深刻
的启迪，从而开始认真地对待感情。苦难的岁
月已经过去，经历时间及岁月磨洗的生活和爱
情更加美好。生活在幸福和美好中的人们永远
不能忘却峥嵘的革命历史。这就是以杜思红为
代表的年轻一代所应该传承并肩负的初心与使
命，以及红色的精神底色和崇高的革命境界。

对红色精神的追寻与弘扬
——— 评长篇小说《虎犊》

□李朝全

  “我力图用生动的细节把战士们还原成一个个活生
生的‘人’，让读者从他们的故事和命运中找到共鸣之
处，从而将红色历史的光辉照进现实。”
　　十五年前，为创作反映中央苏区红军历史的长篇小
说《红翻天》，温燕霞前往石城采访。当她站在少共国
际师指挥部的旧址时，想为少共国际师写一部书的念头
一闪而过。
　　这个念头直到六年后才付诸行动，是因为作为红土
地上走出的作家，温燕霞总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和使
命感，想用文学的形式去宣扬少共国际师。1933年8月
在江西博生县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成立不久就奔赴
战场，经历了十几次的激烈战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
验。虽然由于战争的严酷，红军部队建制不断整编，
“少共国际师”只存在了532天，但这支英雄红军部队
的故事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工农红军这部史诗中的一
段英雄传奇。
　　尽管写过反映远征军题材的长篇小说《磷火》，但
因没有部队的生活阅历，对战略战术、部队建制、武器
装备相对陌生，《虎犊》的创作对于温燕霞来说依然存
在诸多挑战。她反复观摩战争影片，阅读相关题材作
品，终于以“精深的钻研、精微的体察与精彩的发现，
陆续写出了一系列个人感悟与文学价值都颇为独特的红
色题材作品”（评论家汪守德语）。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谈到《虎犊》的创作是“共情
沉浸式的创作”。我想必定是因为对那段历史有深刻的
理解？
　　温燕霞：我写每一本小说都会深深地沉浸其中，那
时我的心会分成两瓣，一瓣在现实生活中，一瓣在我笔
下的世界里。这种共情沉浸式创作会耗尽人的情感，每
写完一部书，我都像大病一场，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
心绪。
　　由于《虎犊》主要面向青少年读者，我写这本书时
尽量避免血腥、残酷的描写，不会为了追求效果而编造
一些离奇、庸俗的情节。总之，我希望这本书写得既生
动好看又干净向上，让人看后能感受到真善美的力量。
　　中华读书报：作品的书写非常注重贴近历史，同时
又有超拔的想象力。在虚与实、历史和现实的把握上，
您有怎样的原则？
　　温燕霞：在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书写中，我始
终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即小说的
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小说中的故事是作家用想象力种植
在这片真实土壤皱褶里的树木，人物则是在树上开出的

花朵。它们相互支撑与呼应，从而让历史的“真”和艺
术的“虚”交织出迷人的文学空间。在《虎犊》一书
中，少共国际师的战史有史可依、有据可查。杜鸿运、
曹半夏、曹远志虽为虚构人物，但他们身上有着少共国
际师战士的共性，那就是坚定的革命信仰、敢于为革命
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舍身精神。为了让书中的人物与历
史结合得更加紧密，我力图用真实的细节构建出人物命
运与时代背景的最佳结合点，使人物有专属于自己的体
貌、性格和命运，活得自然，不生硬、不造作，从而可
亲、可信、可敬。
　　中华读书报：《虎犊》的构思巧妙，以两条线索来
组织故事情节。一是杜鸿运和少共国际师一代人的成长
故事，一是今天的青年杜思红的经历。为什么如此架
构？结构是有意不均衡的吧？
　　温燕霞：为了确定这本书的结构和方向，出版社专
门召开了研讨会，希望这本书要将湘江之战和原中央苏
区的革命历史打通来写，不仅要写少共国际师的历史，
还要写当今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缅怀、追寻；要在后辈
如何传承红色基因上下功夫；在之后的沟通中又多次提
出具体、宝贵的修改意见，最后这本书确定用双时空结
构来叙述故事。上篇“热血”讲述的是杜鸿运和他战友
在少共国际师并肩生活和战斗，最终成为合格的革命者
的故事；下篇“追寻”则以杜鸿运的重孙“我”以第一
人称的视角讲述我和我的父辈如何追寻太爷爷杜鸿运、
太奶奶曹半夏的足迹，并从中得到情感升华的故事。这
种复式叙述让“过去”和“现在”有某部分的叠合与交
错，加强了故事的张力，上篇长、下篇短的布局似乎有
失均衡，但这是有意为之，因少共国际师那段历史大家
比较陌生，所以想多用一点篇幅来展现。
　　中华读书报：写艰苦的战斗训练场景以及红军和国
民党军队激烈交战的场面，一定有史实的依据吧？
　　温燕霞：有关战争的描写必须要有史实依据。我查
阅、购买了很多资料，还利用节假日走访了赣南一带的
少共国际师战斗遗址。在石城县小松镇丹溪村少共国际
师旧址，我看到墙上残留着当年的红军标语，墨迹剥落
的字迹中透出书写者的坚毅。当地的老人给我讲了不少
红军的故事。那天我站在位于岸边密林深处的战壕遗迹
中，牛毛细雨打湿了我全身，呼啸的北风送来了湘江的
气息与涛声，当地党史部门的同志指着对面那片林子
说：80多年前的那个冬日，敌人从对面包抄过来，你
站的地方是红军战士的单兵掩体。那一刻，我仿佛看见
了年轻的少共国际师战士与敌人血战的悲壮画面，顿时

热血翻腾、热泪盈眶。为了尽可能地写出“战壕的真
实”，我特意采访了几位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他
们对战争场面的描述拓展了我的想象力，而阅读史料和
实地采访则使我拥有了通过细节来展示战争场面的能
力，同时也丰沛了我的创作灵感，让我创作期间一直激
情澎湃，故事和人物自来水般从笔尖涌出。
　　中华读书报：您笔下的年轻战士，不是脸谱式的少
年英雄，而是非常个性化，会年少轻狂、也会想家、也
会畏战……在塑造这些年轻战士的形象时，您是如何把
握的？
　　温燕霞：为了让《虎犊》一书贴近当下青少年的生
活，使人物更加真实、可信和生动，在写作中我注重刻
画人物性格的差异，尽量让故事情节贴近人物的年龄、
性格和心理。比如杜鸿运比武时用吊石头法练习腕力；
曹远志藏起杜鸿运的衣服，让他操练时迟到挨批；杜鸿
运、欧阳灿、欧阳焕三人第一次上战场时吓得尿裤子，
后来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贪生怕死，不
够入党的资格，把写了一半的申请书放进了口袋……这
些细节比较生动和鲜活，也贴合人物的性格。我希望读
者看书时会觉得书中的主人公像自己的朋友，这是我在
写作该书时力求达到的一个目标。
　　中华读书报：《虎犊》书写的战争悲剧令人感动落泪，
描写的爱情也让人感慨。曹半夏的故事非常感人，她的一
生都在为爱守望。我想您在写作的时候一定也先感动了
自己？
　　温燕霞：曹半夏的原型人物是兴国县守望丈夫70年
的池煜华。2004年我去采访池煜华时，她已94岁高龄。那
时她的丈夫李才莲早已被评定为烈士，可池奶奶拒不接
受这个结论，她坚信丈夫还活在世上。她对爱情的坚贞让
我深为感动。《虎犊》中的曹半夏、我的另一本小说《琵琶
围》里的橘子婆、中篇小说《杜竹音和老镜子》的杜竹音身
上都有她动人的影子。
　　中华读书报：作品在如何让革命历史走近年轻人、让
青少年能够正确地认识、理解和领悟红色精神与革命历
史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温燕霞：写作时我比较注重将笔墨倾注在人物的情
感表现、性格塑造上，力图用生动的细节和只属于“这一
个”的语言、行为，把战士们还原成一个个具有独特面目、
独特情感的活生生的“人”，写出他们在选择中的崇高品
格和人性的温暖光辉，让现代的读者从他们的故事和命
运中找到共鸣和共情之处，从而将红色历史的光辉照进
现实，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那段革命历史的激越悲壮。

温燕霞：让红色历史的光辉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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