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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记抒 怀

石厢子毛泽东住地旧址

□□ 乔叶 文/图

浙江瑞安的山名字都很好听：福

泉山、圣井山、金鸡山……而最好听的

山名，我以为非集云山莫属。瑞安这

个名字的由来也与它有关。瑞安原名

安固，在唐昭宗天复二年（902 年）改为

瑞安。因此年某天，在瑞安县城背靠

的集云山集云阁上，飞来了几只白乌，

此事层层上报给唐昭宗，被昭宗视为

祥瑞之兆，御封安固改名为瑞安。

不知道是谁最先发现的那几只白

乌，也不知道那人眼神如何，我倒猜

度，也许那不是白乌，而不过是几朵白

云，几朵会飞的白云，也因此，这条原

本叫瑞安江的江，才在唐昭宗天复三

年（903 年），改名为飞云江——飞云江

的 源 头 ，确 实 也 是 云 呢 。 据 悉 ，1987

年，温州和丽水两地组成河源考察小

组，专程进行了考察，最后勘定河源在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景南乡东塘行

政村白云尖，你听听，白云也就罢了，

还是白云的尖，真是美妙极了。

第一次看到飞云江这名字的时候，

云飞，飞云，我默念了好几遍，终于确认

这江是叫飞云，而不是叫云飞。

车过大桥，往江面看去，只见江面

浩浩汤汤。江南的水，真多啊。在瑞

安，一路走来，感觉皆在飞云江边。

在平阳坑镇的东源村，我们参观

了 中 国 木 活 字 印 刷 馆 ，在 二 楼 的 一

隅，迎面飘来扑鼻墨香——活泼泼的

现场：师傅的动作简洁、熟练、优美，

给模板上油墨，红宣铺在模板上，棕

刷来回刷几下，红宣上便出现了一幅

图，有画有字，画是松鹤，是牡丹，是

荷花，字是：万事如意，阖家安康，心

想事成……

字是江河，纸也是江河。在芳庄乡

东元村的六连碓，我们看到了造纸。曾

经在贵州的印江看过一次古法造纸，原

料是构树。那里是茅棚草舍，这里也

是。那里是石桥清溪，这里也是。不同

的是这里的满山翠竹便是此处“屏纸”

的原料。构树造纸的过程有选料、浸

泡、蒸煮、漂洗、碎料、舂筋、打浆、舀纸、

晒纸、收垛、分刀……数来竟有 72 道，

这里的也是毫不逊色的繁复，居然能至

上百道。而这六连碓也不过是其中一

道“捣刷”，将腌制好的竹料捣成最细碎

的竹绒。笃，笃，笃，这声音从空谷中传

来，笃定极了。在清幽秀静的竹林深

处，我抚摸着一棵棵高大笔直的竹子。

想来到了“捞纸”那道工序的时候，匠人

们用纸帘在竹绒池中轻轻一托，也一定

会托出一片云吧？

“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这句

杜甫的诗，只需把长江改为飞云江，描

摹的便是我们在高明故里飞云镇的情

状。承地方朋友的厚谊，我们得以欣赏

到一小段《琵琶记》。《琵琶记》全本有

42 出，演起来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我

们这些过客，能掬一瓢饮便也很知足

了。那个下午，我们在门厅这边坐着，

隔着庭院里一层层的雨帘子，演员们在

对面敞厅那里唱着，唱的什么，我完全

听不懂，看却是能看懂的。他们的一颦

一笑，一忧一喜，都是那么清清亮亮，由

耳至心。

我一直以为百戏之祖是昆曲，到了

此地才知昆曲源于昆山腔，是南戏四大

声腔之一，其他三大声腔是弋阳腔、海

盐腔和余姚腔。南戏的源头再往上溯，

就到了宋。清明上河，东京梦华，市民

文化兴盛，茶、瓷、玉、酒、词、艺……无

法剥离地黏合在一起，相生相长，金戈

铁马也不能使之消遁，于是，宋室南渡

之后，本属于民间歌舞小戏的南戏进入

了流迁至此的贵族士绅的视野，从而汲

取了丰沛的养料，终于茁壮成长为百戏

之祖。

戏，是又一条江河。

瑞安城里，一条小河旁，一株巨大

的榕树在河岸那边遮出一个小广场。

一方小舞台搭得有模有样。人们正在

唱越剧。演出的是瑞安市湖滨越剧演

唱团，一位身材窈窕的大妈着绿衫白

裤，字正腔圆地报着幕。请继续原谅我

的无知，我一直以为越剧和昆曲有血缘

关系，到了此地才知道，昆曲已有 600

多年历史，越剧是起源于“落地唱书”，

1925 年才首次被《申报》称为“越剧”，

如此说来，尚不足百岁华诞。虽然一个

是老树，一个是新花，有一点却是相同

的：都得“落地”，都源于并终将属于这

和光同尘的民间。

响遏行云，突然，我脑子里跃出了

这个形容嘹亮声音的词，一瞬间，仿佛

听到了历史深处的无数声腔，都是这

么响遏行云。他们的音力甚至能够阻

拦，不，是挽留住天上的云朵，于是这

些云朵就停了下来，幻化成了集云山

神秘的白乌，白云尖清澈的溪流，东元

村轻薄的纸浆？当然，它们更成为飞

云江本身。而这飞云江，恰如李太白

的诗句：“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其实，岂止是大荒流呢？这飞云江啊，

它直抵东海啊。

延边地处祖国东北边陲、中俄朝三国

交界，是我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也是

满族及其祖先肃慎人的发祥地、清朝的

“龙兴之地”。自然天成的秀丽风光、历史

积淀的悠久文化与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民

俗风情交相辉映，形成了这片久负盛名的

“歌舞之乡”“文化之乡”“礼仪之乡”。“一

眼望三国”的鲜艳奇景、崇文尚礼的鲜活

民俗、独特妙绝的鲜味美食，延边用一个

“鲜”字，以地域特有的朝“鲜”族风情，笑

迎天下客人。

走进延边，要观鲜艳美景。自然的

美，才美得自然。长白山怀抱中的延边

森林、湿地、山脉、河源星罗棋布，可分为

“大山水”和“小山水”。“大山水”以长白

山和图们江为代表，驰名中外、大气磅

礴。“小山水”是指八县市的自然景观，如

延吉市的帽儿山、布尔哈通河，珲春市的

敬信湿地、沙丘公园，图们市的日光山、

城子山，敦化市的六鼎山、雁鸣湖，安图

县的二龙山、雪山飞湖、魔界……走进延

边，一路山水相伴，春赏百花竞放，夏沐

浓荫清凉，秋观漫山红叶，冬享雾凇雪

国，万千景观、美不胜收。

走进延边，要赏鲜活传统。延边是一座

别具风格的民族风情城，素有朝鲜族民俗最

佳观赏地的美誉。朝鲜族的民俗文化、优美

的民谣、传统的歌舞，令游客流连忘返；古朴

的民居、美轮美奂的服饰，令游客驻足凝思；

百年家园，千年古松，万年石海，亿年恐龙，

令游客观今鉴古；喜庆的婚俗、感人至深的

花甲宴、爱意浓浓的抓周、欢乐祥和的老人

节、情浓似酒意味悠长的回婚礼、隆重而又

古风淳朴的民俗体育活动……这一切像一

幅幅优美的风俗画，既展示着延边古老的民

俗风韵，又引领着游客与延边人共同感受对

现实美好生活的热爱。

走进延边，要品鲜味美食。这里是美

食的摇篮、吃货的天堂，朝鲜族打糕、冷

面、泡菜、烤肉、狗肉火锅、拌饭、米肠等美

食，誉满天下，每一位来到延边的人，无不

被朝鲜族美食所陶醉。游历延边，您一定

要尝尝延边冷面，面条细韧、凉爽清淡，酸

辣可口，滑顺润喉，给人以醇美的享受；烤

好的肉蘸上干料或者韩式辣酱，好吃得叫

人停不下来；辣白菜，酸脆甜辣、百吃不

厌；参鸡汤，延边特色美食，味道鲜美、营

养滋补；米肠，味道鲜美、软糯嫩滑；拌饭，

新鲜的蔬菜搭配喷香的肉，每一口都是幸

福；狗肉火锅，肉香不腻、瘦而不柴、汤鲜

爽口，冬吃驱寒、夏吃避暑、滋补强身、延

年益寿……独特妙绝的鲜、辣、淳、香，入

口生津、食之难忘，满嘴有一股子鲜鲜的

味道，再被主人用好客的笑脸和浓情的热

酒暖暖肺腑，那种牵肠挂肚、那种余味悠

长，是你在每个天涯海角都忍不住想重温

的梦。

“鲜到延边”,沿着延边寻着鲜，踏上

延边的土地，抢到“鲜”机，深呼吸、大声

唱，美好的回忆终生难忘。

□□ 颜林 文/图

川滇黔三省交界“鸡鸣三省”的

地方石厢子，在当年毛泽东长征时

期居住过的一间屋子里，一根被柴

烟熏得乌黑乌黑的房柱裂缝中间，

镶嵌着三枚铜元。三枚铜元外露的

边缘，经过打磨后光亮无比，阳光折

射下熠熠生辉。这三枚铜元，已经

镶嵌在房柱里面 80 多年了，是红军

长征军民鱼水情的历史见证也是红

军长征途中关于伟人毛泽东的一段

故事。

这个故事还得从 1935 年的遵义

会议说起。遵义会议改组了党中央

的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

常委，决定仍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

事。1935 年 1 月 29 日，中央红军一

渡赤水河，进入了川南的古蔺、叙永

地区。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率领

下，2 月 3 日也就是甲戌年腊月三十

这天的傍晚，中央军委纵队一行抵

达“鸡鸣三省”的石厢子。石厢子是

川南边陲叙永县南面山区的一个偏

僻小山村，濒临赤水河畔，南与贵州

接壤，西与云南毗邻。雄鸡报晓，三

省 可 闻 ，被 誉 为“ 鸡 鸣 三 省 ”的 村

庄。这里四面环山，古木参天，怪石

嶙峋，地势险要，一块形似箱子的巨

石矗立场头，因而命名为石厢子。

按照红军总部安排，毛泽东、张

闻天、王稼祥等几位领导住进了一间

木质结构的瓦房，这家主人的姓名叫

肖有恩。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和中

革军委领导在石厢子运筹帷幄，通宵

达旦地研究红军的作战方针和行动

计划等问题，以开会的形式度过了一

个除夕之夜。

第二天是 2 月 4 日，正值乙亥年

正月初一，为了让中央领导和战士们

在新春佳节吃上“红烧肉”，红军便将

国民党团总吴联山家的两只大肥猪

宰杀。红军做好“红烧肉”，煮好“全

猪汤”，与当地群众一起吃了一顿丰

富的年夜饭，度过了长征途中的一个

难忘的新年。就在房东肖有恩的家

里，毛泽东叫警卫员端来一大碗“红

烧肉”，亲手送给了房东肖有恩，算是

对主人的酬谢，也算是共度新春佳

节。毛泽东对人和蔼可亲，一边津津

有味地吃着自己特别喜欢吃的红烧

肉，一边与房东肖有恩亲切交谈，了

解当地的基本情况和风土人情。当

时，房东肖有恩只知道红军的几个大

官住在自己家里，并不知道他们姓甚

名谁。

由于红军一军团二师未能攻下

叙永县城，各路敌军又向叙永合围，

毛泽东指挥红军向敌人兵力空虚的

川滇边境扎西转移。2 月 5 日即正月

初二这天上午的 10 点钟，毛泽东向

房东肖有恩道别。为了感谢肖有恩

家提供住宿，毛泽东拿出三枚铜元

送给了肖有恩。红军走后，肖有恩

将三枚铜元珍藏了起来。后来，肖

有恩害怕土匪和地主恶霸知道后，

以“通共罪”论处，并抢夺这三枚铜

元，便悄悄地把三枚铜元钉在自己

家中一根房柱的裂缝里隐藏起来，

还在裂缝处抹了一些与房柱颜色相

同的泥巴。肖有恩曾经多次对儿女

们说：“1935 年春节，红军住在我家

的时候，一个大官对人十分和善，走

的 时 候 他 还 送 了 我 三 枚 铜 板 。”但

是，肖有恩始终没有告诉儿女三枚

铜 元 藏 在 什 么 地 方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肖有恩买了一张毛泽东主席的

像挂在家里，才知道当年送三枚铜

元给他的竟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

席。肖有恩去世后，三枚铜元的去

向成了一个谜。这个故事流传了几

十年，但人们一直没有找到这三枚

铜元。

直到 2014 年春，肖有恩的孙子

肖为勤在修缮老屋时，才无意中发

现 了 这 三 枚 铜 元 。 肖 为 勤 说 ：“ 当

年 ，毛 主 席 送 三 枚 铜 元 给 我 爷 爷 。

我 爷 爷 说 不 要 他 的 ，他 说 你 拿 着

吧。我爷爷把它钉在这柱子里藏了

起来。后来我整房子，才发现在这

柱子里面。”

诗人石英听了这个故事后，感

慨万千，写下了耐人寻味的《叙永情

深》诗 篇 ：“ 人 指 点 处 ：一 所 木 质 民

居／那颜色诉说着年久的经历／户

主肖有恩在这间屋子里／接待从赤

水那边过来的毛泽东／我相信他虽

知这位是“首长”／却未必认识是穿

越历史的人物／因为客人的军装被

风沙浸染／甚至还近乎于褴褛／但

一位红军首长，一位普通村民／心

却在同一节律上跳动，何况／首长

还端来一碗年夜的猪肉／是对主人

的酬谢，也是共度年关／香味在主

客的感觉中一样的浓。”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

丰碑永远矗立，口碑永远传诵，心碑

永 远 传 承 。 红 军 长 征 精 神 是 永 存

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取之不竭的宝

贵 的 精 神 资 源 ，也 是 党 之 魂 、军 之

魂、民族之魂的最高体现。这种精

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

化，都应该发扬光大。世代相传的

红军长征精神，激励我们在“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万里长

征中奋发图强，去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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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毛泽东与三枚铜元的故事

延边美食

云云飞云江的飞云江的

瑞安，芳庄乡东元村古法造纸六连碓。

瑞安民间越剧团在小河边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