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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奇迹红旗渠

|| 航空工业金城　陈鹤

大巴车停在一个红
色的长廊前，下车步行
蜿蜒向上，就像置身于
渠水间，一段玻璃栈道
可以感受脚下悬空带
来的惊恐，这是一个
全钢结构的人工廊桥，
为参观者热身，即将
身临其境地感受红旗
渠的壮观与震撼。

历史上的林县
严重缺水，长年久
旱大旱，明清县志 500 年旱灾记
录有 5年次记载“人相食”的惨痛。
一幅井口照片，上面槽印豁口又深
又滑溜，就是取水绳长年累月磨刻
下的，好似荒旱的林县人欲哭无泪
的伤痕。祖祖辈辈的林县人民治山
治水不屈服，元代的天平渠、明朝
的谢公渠、清代七条引水渠、抗战
时期的抗日渠、爱国渠、荷花渠
等，大大小小 18 条引水渠，也没
有从根本上改变这里缺水的厄运。
1960 年 2 月，林县县委做出了跨
地域引水，重塑林县山河的重大决
定，发出“引漳入林”的动员令，
下决心彻底解决水对林县发展的制
约。大家群情激昂，积极响应，数
万修渠民众不畏艰难，向太行山进
军，3 月的盘阳会议正式命名工程
为红旗渠，并调整部署，树立长远
作战的思想，渠不修成，绝不收兵，
高举红旗向前进。

红旗渠纪念馆通过丰富的史
料图片和场景再现，让参观者了解
这个浩大的水利工程的修建过程。
林洲人民在太行山上愚公移山，人
工开凿出功垂千秋的红旗渠。十年
苦战，1526 公里的天河，累计挖
石 1515 万方，投工 3470 万，投
资 6865 万元，凿通 211 个隧洞，
362 条渠，灌溉耕地 54 万亩。不
简单的数字背后矗立起的是林洲人
民的精神丰碑，河渠流淌的是造福
子孙万代的无私大爱。一幕幕场景
历历在目：绝壁穿石，铁锤叮当，
人挑肩扛，车推驴驮，天兵神炮。
站在渠沟贯通的沙盘前，似乎听到
了当年热火朝天的劳动号角，看到
了大干苦干的决战场景。女子突击
队，一手握钢钎，四人抡锤打击，
力破千钧；凌空处险队，腰系绳索，
在悬崖上打秋千，清除险石，头上
碎石跌落，脚下深渊万丈；当年神
工铺民工夜宿山崖，以崖当房，以
石当床，铺地盖天，苦乐融融。他
们一锤一钎，一锹一镐，艰难开凿，
遇堵开洞，打眼放炮，拦腰断崖，
就地取材，盆面测量，劈开太行山，
漳河天上来，铁骨铮铮，终成天河。
从廊桥到青年洞这段沿渠行走，不
时可以看见刻有名字的责任界碑，
每个村、每个公社要对所修渠段质
量永远负责，优质工程质量责任到

村到人。
总干渠从分水苑一分为三支

干渠，水流浪涌，奔腾而出，甚为
壮观。

青年洞是红旗渠总干渠的咽
喉工程，任务艰巨。洞口的石碑上
记述了当年参加攻坚战的 300 名
青年，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一年零
五个月的科学奋战历程，一旁崖壁
上巍峨的“山碑”二字将这段奋斗
的青春岁月，镌刻进历史的长河中，
万人景仰。来参观的团队都会面对
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接受
一次初心不忘的洗礼。站在青年洞
前，看到河渠水量充沛，6.2 米宽
的河道，汩汩向山下冲去时，那种
磅礴之力，是来自林县劳动人民的
团结奋斗的力量，那句“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的红旗渠精神更是刻骨铭心，终生
难忘。

虽然刚刚一场阵雨突如其来，
淋得大家措手不及。但是观看完红
旗渠的建设故事，大家情绪高涨，
一致赞同向英雄看齐，选择步行下
渠，再近距离在风雨中感受一下那
段岁月的荡气回肠。渠道旁的石板
路不宽，约一米，沟里流水潺潺，
一路欢畅，雨后的山体更加清晰峻
峭，巨大的山石坚硬如磐，层层叠
叠。一边是渠水，一边是山崖，时
而盘旋弯弯，时而穿山过洞，时而
攀岩向天，红旗渠就像一条长龙，
依山而卧，灵动群山，青山绿水一
片，真是人间美景。和当年干涸缺
水的林县对比，谁不惊讶这昔日山
河重塑的神来之笔。渠旁铁姑娘表
演、十言水碑、凌空除险、虎口崖、
一线天、鹰嘴崖、太行影像、老炮
眼等建设点，还有独轮车、吹号手、
测绘工程师等塑像，参观者的崇敬
之心油然而生，无限感慨劳动人民
无穷的创造力。

称其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进入
申遗名录，在那个自然灾害的困难
时期，缺吃少粮，工程设施跟不上，
林州人民鼓着一股精气神，举全县
之力，千人千双手，万众一条心，
自力更生，完全手工开凿而成天河，
这是怎样的鬼斧神工，怎样的豪迈
气概？红旗渠不愧是人间奇迹，其
精神立于天地间，万世流芳。

雅韵苏州（下）
——夜游苏州运河

|| 航空工业宝成　王丽梅

苏州是水城，有“东方威尼斯”之
称。它沿江临海，傍湖枕河。水是苏州
的生命之源，是苏州文化的精髓。

造访姑苏有很多方式，京杭大运河
流经苏州，最简单的体验莫过于乘着画
舫夜游运河，看夜幕下两岸的灯红酒绿，
经过式样不同的各朝拱桥，听着导游撇
着吴腔的普通话介绍运河两岸的风景，
间或，还有穿着布衣旗袍的小姑娘弹着
琵琶，用吴侬软语唱着媚人心魂的苏州
评弹，体验吴越的雅乐余音。

在运河上游船全程 15.3 公里，航
行大约一小时。导游是一位年约 50 多
岁，皮肤黝黑、两眼炯炯有神的中年男
人，可能是常年在运河上，他的皮肤晒
得格外的黑，也愈发显得健壮。不知是
有意还是无意，说话间总会流出苏州话，
他问大伙“白相”是什么意思，因为家
里有上海籍的嫂嫂，对“白相”（玩儿
的意思）一词我早已耳熟，不过我怎么
都觉得这个词来得有些怪异，有些市井
的流气。

乘着画舫，推开精致的小木窗，船
的马达声，水声，伴着运河岸边柳树下
彩色射灯的影子，不禁让我想起朱自清
和俞平伯两人同题的《桨声灯影里的秦
淮河》来。只是这运河自古作为千年漕
运的主干，在丰富和调剂各地的粮食、
丝绸等物资的同时，还孕育了大量的与
之相关的运河文化，比如运河周边的苏
州古镇、古街、古关、古码头、古船坊
等。当我们的船从一座别致的古桥经过
的时候，导游介绍此处是全国独一无二
的盘门三景水路城门，颇以这里的古建
筑和文物为豪。沿岸有一段苏州古城墙，
它没有西安城墙高，这是仿古建筑，原
先的早已荡然无存。

船在水中行，船破水前行，运河的
水撞击着船身，水流的声音伴着水波的

声响，在这夜里格外清晰，这水声让人
听着心神舒畅。岸边的绿树显得格外幽
暗一丛一丛，仿佛里面隐藏着千军万马，
绿树梢上有一抹光的清辉，前方古桥上
橘黄色的霓虹像是在羞涩地眨着眼。

苏州有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
是世界级的——昆曲，另一个是国家级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弹。苏州评弹
是评话和弹词的总称。

船上一位身着白底粉色红花旗袍、
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左手抱着琵琶，有
些羞涩的样子，她简单说了两句客套话，
便弹唱了一曲《太湖美》。曾经听过用
普通话演唱的这首歌，但听苏州话演唱
的这首歌，婉转抑扬，曲调柔美，顿时
给人的感觉不同。待曲罢琴住，掌声四
起。小姑娘羞涩地用手拢了一下前额的
头发，接着又用苏州话弹唱了《茉莉花》
和《苏州美》，从未如此近距离地听苏
州评弹，如此清丽雅乐在耳边唱响，吴
侬软语一旦唱起来，真还有些让人惊艳
的感觉。

在苏州运河上，感受最深的是游船
经过一座座样式不同石桥，这也是夜游

苏州运河的一大特色。运河上比较有名
的宝带桥又叫长桥。其中有个典故，传
说唐代苏州刺史王仲舒，为发展漕运，
广驳纤道，变卖了自己束腰的宝带，筹
资兴建这座纤道长桥，它的形状美如长
虹。在这条运河上还有一座苏州最高、
最大的单孔石拱桥，这就是建于宋代的
吴门桥，古时在运河上行船，凡是经过
桥必须落蓬，只有吴门桥不必落蓬。运
河上还有一座桥叫“觅渡桥”，因为觅渡，
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以为是瞿秋
白家乡的那座觅渡桥，是巧合？仔细打
听，才得知，这桥原为运河渡口，有僧
人化缘募捐，在渡口造桥，故又名灭渡
桥。苏州人的发音轻，听起来灭渡跟觅
渡是一个音，下了船，我还真去看了看
这被称为灭渡的石桥，真是有些年月了，
这桥拱高，不小的运煤船和运砂船都能
从桥下经过。

苏州是水城，若要切身体验，还真
是需要如古人一般泛舟天堂水，在千年
漕运之上，让自己融入这夜色深沉的处
处风景、处处文物的姑苏夜晚，尽管不
是在春风沉醉的夜晚，却也是荷花十里

飘香的季节，在画船灯影里看苏州，有
一种迷人的醉态。这座城市渐渐褪去了
白天的嘈杂喧嚣，古典苏州的静美便随
着夜色、伴随着吴乡柔软的吴语，在或
急或缓的琵琶声里，在倦怠了的运河缓
缓流淌的水上，在枕河人家，在小桥水
巷，在月光和霓虹辉映下，游船经过的
地方，涟漪不断的运河水淘气似地用力
拍打着堤岸，在微微熏风地吹拂下，异
乡人的心里渐渐弥散出对古老苏州水乡
之美的深深依恋。运河边上古老苏州的
民居错落有致，白墙黑瓦，万家灯火，
有些古建筑被流线型的霓虹点缀，古香
古色，在夜晚里别有情致，水上水下，
房子感觉别有不同，偶尔有人从石桥上
经过，仿佛是画中人。突然想起了卞之
琳那首著名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
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
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徜徉在这被静夜装饰了的运河上，眼前
的情景真有梦一般的感觉。

这样的夜晚，在运河的水上，遥想，
所谓天堂，也不过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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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一缕桂花香

|| 航空工业华燕|　黄许丹|

每天走过生活区的林荫小道，我就
会傻傻地仰起头，驻足在桂花树下，在
层叠的叶片中仔细寻觅着。一天，两天，
日日如此，我在等，等她盛开，等嗅到
她的第一缕芳香……

今早，窗外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匆忙推开窗将昨晚
晾在阳台的衣服拎进来。谁料一股淡雅
的芳香也挤了进来，轻轻柔柔地拂过脸
颊，挑逗着我的嗅觉，没一会儿便唤醒
了还有些昏沉沉的大脑。

“一定是桂花盛开了！”我在树下，

细细的雨珠划过发丝落到衣服上、地上，
可我满眼都是那躲在叶片中间，朵朵金
子般暖黄色的花蕊，它们神秘的样子简
直可爱极了。我昂起头，欣喜地伸出手，
又紧张地抽回来，似乎是害怕自己热情
的举动会吓坏这些“秋天使”！

望着满树羞涩，躲到枝叶茂密处的
小花蕊，我的内心喜悦至极，欢快至极，
像如获珍宝的孩子，眼中都闪着光芒。
她还是如此矜持，不喜欢招摇过市，选
择夜间绽放，还把花香安静收藏，惹得
风婆婆、雨姑娘赶来劝说。秋风习习、
小雨淅沥，若有若无的花香，终于乘风
驾雨，潜入人们的鼻息。我张开双臂，
轻轻闭上眼睛，深吸了口气，整个人便
陶醉在这甜香的空气中了。宋代大诗人
朱熹在《咏岩桂》中说，“叶密千重绿，
花开万点黄”，我想诗人描写的应该就

是眼前的场景吧！
我在芳香中沉醉着，但思绪却并未

停止。看着眼前朵朵行事低调的小花儿，
我不由想起身边那些谦虚、低调的航空
人，他们的为人处事之风不正像这满树
风度高雅的桂花？为了肩上的航空事
业，为了坚守住作为航空人的使命，他
们一个个废寝忘食、尽职尽责地奋战在
一线，破研发难题、攻技术攻关，有些
项目可谓困难重重，但他们靠着自己航
空报国的初心拼来了胜利，靠着一腔爱
国之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而自己却从
不炫耀，从不居功自傲，更没主动向组
织提过任何利己的要求。他们都在用自
己的行动默默装点航空工业的蓝天，用
自己言语品格的芬芳感染航空系统的每
一抹蓝！|

古有刘禹锡“莫羡三春桃与李，桂

花成实向秋荣”；姜夔“空山寻桂树，
折香思故人”等，今有“秋桂如金”寓
意收获 ；“蟾宫折桂”比喻金榜题名。
所以，桂花从古至今都象征着美好。正
如李清照所言“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
迹远只香留 ；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
中第一流”，桂花不是那种争妍斗艳的
花朵，她就像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不
造作、不张扬，恬淡含蓄，她的花香“浓、
清、久、远”俱全，清可涤尘，浓能透
远，总于悄无声息中潜入你的鼻息，没
有咄咄逼人的强势，但却能让你心甘情
愿为之沉迷、陶醉。

我喜欢桂花的恬静、轻柔，喜欢她
带着几分内敛的芬芳，最喜欢的是她无
意争胜的风度精神。这一季，我终于如
愿以偿嗅到了她的第一缕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