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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中的雕像
暮色中的蛇口港，海風裹挾着鹹澀的氣息
拂面而來。我站在袁庚先生的雕像前，凝視
着這位老人深邃的目光。他的視線越過鱗次
櫛比的高樓，越過繁忙的碼頭，彷彿仍在注
視着這片他深愛的熱土。
45年前，這裏還是一片荒灘。鹹濕的海風
裏裹挾着漁村的炊煙，潮起潮落間，只有幾
艘破舊的漁船在浪裏顛簸。那時的蛇口，像
一位沉默的漁家女，在時代的浪潮中默默守
望。直到1979年，一位花甲之年的老人，帶
着改革的藍圖，踏上了這片土地。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
如今鐫刻在深圳人骨子裏的口號，在當時卻
如一聲驚雷，震醒了沉睡的土地。袁庚先生
像一位執着的園丁，在鹽鹼地上播撒改革的
種子。他頂着壓力，冒着風險，在計劃經濟
體制的堅冰上鑿開了一道裂縫。招商引資、
土地拍賣、人才引進……一個個「第一次」
在這裏誕生，一個個「不可能」在這裏變成
現實。
暮色漸深，港口的燈火次第亮起。遠處的
集裝箱碼頭，起重機像巨人的手臂，在夜色
中起起落落。近處的海上世界，流光溢彩，
遊人如織。這繁華的景象，與雕像前老人沉

思的面容形成
鮮明對比。我
想起他晚年常
說的一句話：
「我只是一個
普 通 的 老
兵。」是啊，
這位老兵用他
的膽識和智
慧，在南海之
濱打響了改革
開放的第一
槍。
海 風 漸
涼，我輕輕撫過雕像基座上的銘文。那些字
跡在暮色中依然清晰，彷彿在訴說着一個時
代的傳奇。轉身離去時，我聽見身後傳來輪
船的汽笛聲，悠長而渾厚，像是這片土地對
開拓者的致敬。
夜色中的蛇口，燈火輝煌。袁庚先生的雕
像依然佇立在那裏，目光堅定地望向遠方。
在他的注視下，這片土地仍在續寫着春天的
故事，而改革的精神，也如這南海的潮水，
生生不息，奔湧向前。

1935年2月15日是農曆正月十二，離元宵節還有3天，白沙場鎮這座
隱藏在烏蒙山下的川西小鎮雨後初晴，寒風一陣接着一陣，有時颳得人
睜不開眼睛。早晨9點鐘左右，一隊頭戴八角星帽、身穿紅領章的灰布
軍裝的中央紅軍打着紅旗，揹着土槍，扛着土炮浩浩蕩蕩地來到這裏。
鎮上的幾位老人忽然看到，白沙河河面的冰層突然裂開了細密的紋路，
唱起了潺潺的歌謠，河岸的野桃樹綻出了星星點點的花苞，像撒了一河
床的紅紙屑。老人說，往年這時河水還結着冰，今年春天真是來得早。
鎮口那座青石拱橋的木欄杆上，不知何時站滿了紅軍指戰員。他們與

前來迎接的鄉親握着手，說着話，嘴裏呵出的白氣在晨曦中結成霜花，
橋柱上那些斑駁的木紋，記住了人世間的另一種溫度。後來鎮上娃娃們
總愛指着橋頭說，那天清澈的河水映着八角帽上的紅星，像撒了一河的
星星。
白沙會議是在崔家祠堂裏召開的。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
博古、王稼祥等中央領導人全部出席了會議。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制
定了《二渡赤水河的行動計劃》，並對二渡赤水作了具體安排。當毛澤
東在《告全體紅色戰士書》上圈圈點點，筆尖沙沙劃過「發揚紅軍運動
戰特長」的字句時，窗欞外傳來炊事班剁醃菜的聲音，案板的聲音震得
燕子從祠堂樑上的燕子窩裏扇着翅膀飛了出去。
河灣後面山崖的紅軍洞裏，機槍連的小戰士們正用竹片刮下岩壁的冰
晶，兩位紅軍指揮員撩開遮在洞口的藤蔓，仔細觀察周圍的地形地貌，
又俯視了一會群山環抱之下的白沙場鎮，隨後回到洞裏的石桌上研究作
戰方案。此時，一位通訊員忽然發現石縫裏鑽出幾株鵝黃色的報春花，
他把它們往洞口移了一下，好讓這點春色見到陽光。
賀子珍是在16日中午遇見張二婆的。此時懷裏的小女兒睡得正香，
望着那紅撲撲的小臉蛋，她忽然從一位雙槍紅軍女戰士變回溫柔的母
親，眼裏噙滿了不捨的淚水。張二婆接過襁褓時碰到她冰涼的手，聽見
這個總是挺直腰板的女紅軍低聲說：「二婆，您就把她當作您的孫女
吧。」張二婆堅毅地回答：「只要我有一口飯吃，就餓不着她；只要我
有一件衣穿，就凍不着她；白狗子可以要了我的老命，但傷不着她半根
頭髮。」河對岸山頭上傳來軍號聲，賀子珍激動地擁抱了張二婆和女
兒，捋捋頭上有一些凌亂的頭髮，在休養連女戰士的陪同下，邁出了艱
難而又有力的步伐。
傍晚的告全體戰士大會上，朱德總司令濃重的四川口音震得祠堂瓦片
嗡嗡作響。當唸到「用百倍的勇氣迎接新的戰鬥任務」時，祠堂天井裏
那株老梅突然抖落最後幾片紅萼。花瓣飄過戰士的八角帽，落在墨跡未
乾的文告上，像給「勝利必然是我們的」這句話語蓋了枚天然的印章。
春雷是在16日子夜時分炸響的。白沙河的水突然喧騰起來，捲着碎
冰碴子撞向紅軍橋墩。揹着藥箱的、扛着電台的、抬着重機槍的灰色身
影快速地穿過鎮街，火把的光焰染紅了石板路上的薄霜。張二婆抱着熟
睡的女嬰站在吊腳樓上，看見滿河浮冰竟泛着朝霞般的紅光，浩浩蕩蕩
奔向北方的群山……
90年後的春天，白沙場的油菜花開得金燦燦的，四川省第三屆畫裏
鄉村詩會在白沙場鎮舉行。當鎮黨委書記姜先強給來自全國各地的詩
人、作家、紅色黨史專家介紹畫裏鄉村的發展規劃時，我忽然覺得那十
萬畝如詩如畫的油菜花不是黃色而是紅色的，而且紅得是那麼的鮮艷，
紅得是那麼的可愛……

白沙場的春天
滇緬抗戰邊關畹町（上）

敦煌壁畫中的牛

除昆明外，抗戰時南僑機工的另一個集中
點是雲南龍陵的畹町，這裏是滇緬公路中國
境內的終點、進入緬境的起點，現在還是我
國320國道的終點。畹町是滇緬公路境內境
外的聯結點，也是當年南僑機工從緬甸搶運
抗戰物資回國的第一站。抗戰物資從緬甸仰
光港口搶運到畹町，即被視為搶運回國。機
工從緬甸搶運回國的抗戰物資，很多都先存
放畹町，然後再分運內地各抗日戰場。因此
當年分配在臘戌至畹町、畹町至芒市保山一
線的南僑機工，有三個華僑先鋒大隊，分駐
芒市、遮放、臘戌，他們是西南運輸處駕駛
和修理的主力軍。畹町花橋路有個南僑村，
就是當年南僑機工在畹町的主要聚集地。
畹町，這個名字本身就充滿了神秘與誘
惑，它像是一扇半掩的門，引領着人們踏入
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畹町，係傣語譯音。
傣語意思為「太陽當頂的地方」，有陽光普
照、萬物生長之意。這裏自古就是我國西南
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的重要通道之一。畹
町原是一片豺狼出沒的荒野之地。一條羊腸
小道，就是通往境外的「驛道」；畹町河邊
的一間破茅屋，即是過往商販飲馬歇腳的
「驛站」。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畹町修通公
路以前，由四川經大理、保山、龍陵、芒
市、遮放、嘎中、黑山門，從畹町出緬甸最
終抵達印度的古驛道，一直在通行。1928
年，為往來緬甸方便，芒市土司和遮放土司
徵調民工分段負責，修築了芒市到畹町的簡
易公路，並與緬甸臘戌公路連接。同時在畹
町河上建起了一座只能供行人、馬幫和小轎
車通行的木板橋。這條簡易公路為後來修築
滇緬公路芒市至畹町段奠定了基礎。
畹町很小，小到只有103平方公里，人口
僅1萬多。但畹町很美，每年吸引眾多的遊
客來此觀光旅遊。 畹町的魅力是撲面而來
的異域風情。這裏是傣族人的聚居地，傣族
文化的獨特魅力無處不在。從精美的傳統金
頂建築到色彩斑斕的民族服飾，從悠揚的葫
蘆絲音樂到熱情奔放的象腳鼓舞，每一處細
節都讓人沉醉。一簇簇的鳳尾竹，是傣家人
村落旁的標誌景色。傍晚，漫步在畹町小巷
中，能偶遇一場即興的傣族歌舞表演，那歡

快的節奏、動人的旋律，能久久迴盪在你的
耳畔。在徐徐的微風中，飄來《月光下的鳳
尾竹》的歌聲，沁人心脾！
畹町小鎮的街道，從這頭走到另一頭也就
是十來分鐘的路程。街道不寬有點窄。但小
鎮街巷裏還有不少民國時期的建築，如畹町
口岸的鐘樓、世界郵票博物館及中央銀行舊
址等。走在街上，彷彿回到了民國那個年
代。街道兩旁，玉石店鱗次櫛比，各式各樣
的玉石在燈光下閃爍着誘人的光澤，吸引着
來自四面八方的玉石愛好者和遊客。緬甸商
人們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與顧客討價還價，空
氣中瀰漫着一種異國他鄉的市井氣息，讓人
感受到一種別樣的生活情趣。
畹町很大，畹町有一城兩國、一橋兩國、
一河兩國、一壩兩國的邊境奇觀，大到承載
了中華民族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成敗的重
任。畹町需要慢慢地去讀，讀懂它的歲月滄
桑，讀懂它曾經的輝煌繁榮，讀懂它的光榮
歷史印跡。畹町是一座抗戰名城、外交名
城、商貿名城、旅遊文化名城，擁有厚重的
抗戰文化、外交文化和邊關文化。畹町是一
段讓國人永遠忘不了的記憶……
1938年8月滇緬公路開通，跨越畹町中緬
界河的單孔石拱橋亦同期建成，滇緬公路通
車儀式在畹町的石拱橋頭舉行。也就是從這
一刻起，畹町成為了滇緬公路之鎖鑰，其後
在我國抗戰史、外交史和邊貿史上發揮了巨
大作用。畹町成為世界聞名的抗戰名城，還
被人稱為中緬邊境「小香港」。畹町橋也見
證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成為為祖國
抗戰立下奇功的抗戰名橋。
滇緬公路開通後，畹町擔負起了抗日救國
的歷史重任，迅速成為中美英三國盟軍的大
本營和抗戰物資的集散地。每天有成百上千
輛軍車，從這裏將從緬甸運進來的大批抗戰
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各地，有力地支持
了抗日戰場。1942年初，為保衛滇緬公
路，保衛大西南，中國遠征軍雄赳赳跨過畹
町橋，首次入緬作戰。1944年中國遠征軍
對侵佔滇西的日寇全面反攻，在畹町黑山門
和回龍山與日軍展開收復祖國西南的最後決
戰，殲滅大量日軍，把侵略者從畹町徹底趕

出國門。1945年1月21日，中國遠征軍在
畹町舉行升旗儀式，為滇西大反攻劃上最後
勝利的記號。滇西抗戰的勝利「創全殲守敵
之範例，開收復國土之先聲」，為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畹町也一戰成
名，蜚聲海內外。
新中國成立後畹町成為一座友誼名鎮。

1950年4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將第一
面五星紅旗插上畹町橋頭，宣告畹町和平解
放，標誌雲南全境解放，也標誌着我國三年
解放戰爭在大陸全面勝利結束。畹町橋從此
成為聯繫中緬胞波情誼的綵帶。1956年周
恩來總理訪問緬甸期間，曾在畹町下榻。當
年12月15日，周恩來總理與緬甸吳巴瑞總
理從畹町橋步行入境，在畹町橋頭舉行了盛
大的歡迎儀式。這是周總理一生中唯一一次
步行回國。這一外交活動打破了西方國家的
封鎖，成為和平外交的光輝典範。畹町橋旁
至今還有周總理「中緬友誼，萬古長青」的
巨幅宣傳畫。「百年畹町橋，國際大通
道」，現今的畹町，是中國最小邊境城市的
國家級口岸。畹町橋於2019年被列為全國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進一步彰顯了其在歷史
和文化上的重要性。
在畹町鎮區中心，距畹町國門不足百米

的滇緬公路中方末端一公里路段兩側，有
個畹町邊關文化園，園區有一街十三館：
中緬國際民俗風情街和遠征軍抗戰紀念
館、抗戰老兵村村史館、中緬民俗文化
館、中緬友好紀念館、民國中央銀行畹町
分行舊址、畹町國際郵件互換局舊址、中
緬勘界會議會址和古董車博覽館、世界禁
毒博物館（緬甸）等。其中民國中央銀行
畹町分行舊址、畹町國際郵件互換局舊
址、中緬勘界會議會址屬於歷史遺址修
繕。中緬民族風情街展示了邊關少數民
族、緬泰風情及民國時期建築風格的大邊
關風情風景；博物館群用13個場館全面詮
釋了小鎮抗戰文化、外交文化和民族文化
等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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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鴻

敦煌壁畫在上千年的創作中，留下不同藝術風格的
「牛」的形象。
莫高窟第360窟中，有一頭白色的牛。據說它是佛教故
事中，一個叫「大自在天」神靈的坐騎。
壁畫中，它側臥着，頭望回看，前腿向前伸屈，兩隻眼

繪製得霸氣有神。這頭牛是在已經塗抹好的底色上進行線
描，再填上白色顏料提高亮度。這幅壁畫創作於中唐，距
今大概1,200多年。
還有一頭牛在莫高窟第249窟，畫於1,400年前，它是一

頭「受驚的野牛」。
當我們面對它時，它的線條造型，會讓我們感受到這頭

牛在一瞬間的危險裏肌肉緊繃、情緒驚恐，正在被追逐獵
殺。
和之後唐代壁畫裏的牛相比，這個早期敦煌莫高窟裏的

形象，更具奔放的想像力，散發着生命中湧動的原始力
量，鮮活地展現出一個生命在生存慾望下的掙扎。
甚至一些藝術研究者認為，這幅壁畫裏的牛，與歐洲19

世紀後現代繪畫風格有異曲同工之處。由此可見，藝術家
們可以跨越時空、跨越種族，隔空對話。
在莫高窟第61窟還有一個「黃道十二宮」，也就是一幅

古代的宇宙星座圖。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頭金牛緩緩
踱步。這頭牛畫在一個名為「熾盛光佛」的東側，似乎在
上觀天象、以占凶吉。
中國傳統文化裏有二十八星宿，西方世界裏有黃道十二

宮，十二宮在唐代就已傳入中國，被畫在了敦煌莫高窟壁
畫上。所以，這裏出現的金牛座和其他星座形象，也印證
着千年前的東西方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當然，敦煌壁畫中的牛，在寄託民眾美好嚮往的「牛耕

圖」中，呈現得更多。
榆林窟第25窟（中唐），莫高窟第11窟（盛唐）、第
154窟（中唐）、第85窟（晚唐）均出現了「二牛抬槓」
耕田勞作的形象，莫高窟第9窟（晚唐）還出現了「牛拉

車」的形象。
「牛耕圖」的大量出現，源於中國農耕文明的影響。牛

是中華先民生產和生活的親密夥伴，也是敦煌地區遊牧與
農耕文化交錯共存的例證。
《廣陽雜記》記載：「地辟於丑，而牛則闢地之物也，

故丑屬牛。」所謂闢地，就是耕地。
牛的藝術形象，在敦煌不是孤例。河西走廊地區，魏晉

十六國墓葬壁畫中，也留存有「牛耕圖」。
早期的「牛」簡潔生動，只是赭紅線勾出輪廓。隨着絲

綢之路貿易的發展，西域風格與中原文化進一步融合，繪
畫方式耳目一新。
凹凸暈染法，並非原發於中原，據說來自古印度，也在
敦煌地區流行起來。
還有一些「牛」的形象，類似現代西方繪畫的寫實主
義。
畫師對牛的面
部，進行細緻的
描繪；牛的行動
姿態，展現出肌
肉在運動中的力
量。
敦煌石窟，在
數百年一代又一
代的繪畫中，傳
遞出一個清晰的
信息：敦煌，在
多種文化的影響
之下，一直發生
着文明交流共
鑒，以及藝術碰
撞融合的創新發
展。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元稹，字微之，河南府河南縣（今河南省洛陽市）人，
唐代詩人。元稹是大才子，得意時官職至監察御史，後被
貶。唐穆宗時官職又不斷升遷，後又再被貶。
元稹和白居易是好友，彼此唱和，又都愛狂飲。元稹寫
飲酒詩很多，有「酒醒、獨醉、宿醉、懼醉、病醉、勸
醉、狂醉」等等多首。但他最令人唏噓的還是與才女薛濤
的一段轟烈愛情了。粵劇舞台上的《錦江詩侶》道盡他們
「夜深閒共說相思」之情。
這首詩不但描寫了作者在四川任職時所見的當地食材，
也提到白居易所在地江鄉的物產，對研究四川飲食有一定
價值。但因年代久遠，有些東西已是絕跡了。不過，詩人
提到「雜蓴多剖鱔」，倒也令我想起今日我們也時常能吃
到鱔。雖然不知元稹所說的鱔是黃鱔還是白鱔，兩種鱔我
們仍能吃到。
白鱔是入饌的好食材，特別是入秋後冬天更是肥美，農
曆四月後則不可取了，肉淡脂薄，此時不吃也罷。我喜歡
將白鱔去骨、去潺（兩個工序均可由魚販代勞），切薄
片，配以梅子、薑葱、生抽、糖，加少許油同蒸熟，相當
肥美。倘棄梅子也可用豉汁蒜蓉，但豉汁味俗而搶，不及
梅子清雅去脂。

——元稹（唐代）

五十六 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節選）

●趙素仲

良心茶遊記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羅大佺

●良 心

文化解碼

元 稹 酬 樂 天 東 南 行 詩 一
百 韻 （ 節 選 ）

雜 蓴多 剖鱔 ， 和 黍半 蒸菰 。
綠 糭新 菱實 ， 金 丸小 木奴 。

己亥夏日
素仲配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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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33窟（盛唐）耕牛 作者供圖

●袁庚先生的雕像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