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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太阳
袁冲

穿越河西走廊的悠长
五千年雪雨风霜
穿越九百六十万急流险滩
奔赴一场旷世的盛典
我听见：一个星球的交响
赤焰的嘶鸣，以及山岳的低吼
大地驮着米香，这金质的十月
龙凤和牛羊自由穿越村庄
长城扬起双臂指挥
十万只白鸽飞向东方
原野献出亮晶晶的富足
鹏举之手，拍击铿锵

无数黑亮的眸子闪现坚韧之光
内心的岩浆发出沸腾的誓言
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这是一个怎样的梦想
此时，秋日离我们如此之近
农人们挥舞银锄刨出丰富的有机物
千万条河流盛着美酒汇入华夏
十四亿儿女深情呼唤妈妈

我们长出光子的翅膀和闪电追逐
手握祝福在宣纸上写下神州速度
让中国红在血管奔涌出波涛
让华夏钤印，标记宇宙间的彩绘
让一把折扇，送出九州古老的神韵
让鸟巢召来南半球和北半球的鹰隼
让汉字书涵养世界，播撒文明
让中国之手，点燃太阳

十月的风
冉俊雅

十月的风穿过我
凝望中有我被切割的记忆
飘零的雪与泥泞的路
疯长的草和沉默的树
都在枪林弹雨中种植
种植后让历史记住的
是青纱帐芦苇荡大刀曲
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风云汇集
十月的节日掀起情感的巨浪
完全出于无意
诗人的修辞拼凑起一首零乱的诗歌
秋风应和,高山巍峨
银镰闪过,如光斑驳
自由的车水马龙呼啸而过
也有朝起暮眠，朗朗声色
哦，十月的韵律平平仄仄
节日的涟漪抑扬顿挫
十月的风穿过你、穿过我
穿过星辰江河

明亮
万世长

一看见五星红旗飘扬
我眼里的万家梁就
来到码头。 阳光照在渡船的身上
道路的生长始终是孩子
一看到巨舱划向海岸，我就
激动，水的柔软还在
桨橹在波浪中划行
有些阻力，又有些轻松
我触摸到万家梁的呼吸
感到一草一木都让我惊奇
此刻，鸟鸣声在蓝色的水面得以继续
我依然是孩子
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面，依赖光

我的名字叫安康（歌词）
吴立志

我的名字叫安康
生长在祖国宽阔的胸膛
倚靠秦岭茫茫———
牵挽汉江汤汤———

我是祖国致密的肺叶
每一次呼吸都扇动着南方和北方
我是祖国绵长的脉搏
每一次跳动都流淌着血缘和信仰

我的名字叫安康
中华大地高昂的脊梁
我的名字叫安康
伟大民族共同的故乡

我曾经是一位苦难的母亲
艰难攀行在风雨如晦的路上
而今我是一位娉婷的姑娘
像音符跳跃着复兴的乐章

我的名字叫安康
那里是祖国最温暖的心上
我的名字叫安康
那里是祖国最吉祥的地方

登高楼
玩偶

或许再高一点，就能看见
更远的山景，落日下的袅袅炊烟
返家的农人转过山林
带走了霞光，接下来是犬吠
迎上来的孩子和绕过场院的凉风
其实，后面的全是遐想
美好事物的无限叠加，真相

永远无法呈现一种完整姿态
极目远眺，将满腔思绪
附着于苍鹰翅上
飞过眼前的高楼，于落日
苍山、长江，构成一幅
不可分割的画卷，那无法言说的辽阔
宽广而深厚，荡气回肠

十月之书
李爱霞

她赶在天亮前来临
像瀑布，潺潺欢乐
她越过遥远的山峰
山峰间的荆棘，她蹚过草原
草原间的沼泽泥泞
她带来崭新世界的语言
带来了祖辈们不敢想象的富强繁荣
还有那沉淀在筋骨里的尊严
今天，她走在大街上
抚摸一位埋首花丛的园丁
与整个大地的祥和融汇
她的光是在黎明的光里
她的美在胡麻花飞翔的蓝里

汉江河
雪瑞彬

用安静和平和，已无法描述
苍老又年轻的神情
而清澈和纯朴又不能彰显节日欢乐

似乎名词的诚实
动词的跳跃，灵动，都不能
把澎湃的心情述说
仿佛风也知道我内心的波涛
水岸的苇花也知道，我想说稻谷果树
田野里施肥的无人机
两岸的灯火，照亮奔赴和归途
还有葱茏里的鸟语和花朵

我只想从这些字眼里找到更多的芬芳
但显然远远不够
我还想说，汉水环绕着青山
蓝天有白云放牧
秦岭只是座椅的靠背
让我们幸福地坐在母亲的怀抱

红旗飘飘说出热爱
陕南瘦竹

红旗飘飘说出热爱
雪山草地上奔赴的背影
托举陕北延安
崭新的朝阳
三大战役的枪炮打出红彤彤的中国
红旗飘飘说出热爱
宇宙飞船
翱翔广阔的奥秘
航空母舰
驶入深蓝的强悍

铁锤镰刀攥紧的拳头，金光灿烂
守护和平
是炎黄子孙永远解答的命题
看风云变幻的世界
我们依然需要
把红旗高高擎起
怀揣英雄的胆魄与睿智
演绎龙的传奇

十月的中国
周益慧

十月的中国，丰收在望
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大地一片金黄
稻穗弯腰，致敬脚下的土地
大豆颗粒归仓，高粱红了脸庞
江水滔滔，将收获的喜悦带向远方

十月的中国，彩旗飘扬
一列列队伍，把喜庆的消息传唱
康庄大道早已铺向远方
新中国，新世纪，新时代
每一次跨越
都将人民带到幸福的方向

十月的中国，枫叶如丹
火红的青春，书写壮美的诗篇
机器轰鸣，车轮滚滚
工农兵学商，紧密团结，阔步向前
各族人民手挽手
中国梦正一步步实现

十月的中国，和平鸽飞过广场
进行曲的调式，如此舒畅
积贫积弱的年代，早已成为历史
扬眉吐气的民族，驾起新的船桨
一轮朝阳，冉冉升起
昂扬在世界的东方

国庆颂歌
田冲

金秋十月，阳光灿烂
国庆的钟声在大地激昂回荡
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飞扬
那一抹红色是心中永恒的光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
祖国走过风雨迎来新的希望
长城雄伟，守护岁月的沧桑
黄河咆哮，奏响奋进的乐章

科技腾飞，展现创新的力量
经济繁荣，铸就辉煌的梦想
教育兴邦，培育未来的栋梁
文化璀璨，传承千年的荣光

国庆，是一场盛大的交响
每一个音符都是爱国的乐章
我们高唱赞歌，为祖国鼓掌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发图强
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壮丽诗行
让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高梁上， 山垭间， 迎风耸立的两棵巨
柏，以其苍劲挺拔而显饱经沧桑，以其路标
功能而自成风景。 无论村人、路人，说起“两
柏八条路”，就有讲不完的故事 、忆不完的
过往。

爬上石梯镇冯山村的大梁主脊， 初听
“两柏八条路”这个景点名称，同行者个个
茫然，有的误以为是“208 条路”，有的则听成
了“280 条路”。 直到走近山垭正中立成门楼
形状的两棵巨柏，看到由此延伸的八条山路，
大家才明白：此名意指这一自然景观。

此景的形成，首先归功于这两棵柏树。
据说，“双柏垭”作为人行大道的歇脚点，缘
于汉江航运。 当年，石梯古渡以南的汉滨区
八里、关家、坝河一带，以及东南、西南方向
的旬阳、平利等县份，甚至湖北郧阳、房陵
等地区的农产品要进安康城， 需经此垭下
江过渡。 而这一带的“巴山特产”要北上西
安，也得经由此垭下江，过石梯古渡而入库
谷道、子午道，翻越秦岭而达关中。 当然，山
垭以南的“巴山货”或“陕西货”、“湖北货”，
只要下了垭子，顺坡道而入谷道，二十多里
的“送脚路”，呼啦啦一溜烟就到了汉江码
头，再顺风下武汉、逆水上汉中，便是轻松
愉快且声势浩大的水运了。 唯这负重而行
的爬坡上垭， 是吃力下苦得要命活儿。 因
而，石梯古渡南岸最高的这道山垭，就成了
挑夫、背佬、船工口中的地名：高垭子。 垭子
上的山民，为方便路人，在此设旅店、办商
铺、开货栈，渐渐发了家，便念路人的好，要
谢路人的恩， 即在垭子正中的路口上平一
埫地，移栽两棵三丈多高的大柏树，置了四
块各长六尺的大石条，让路人在此歇荫。 于
是，这里的地名，便被叫成了“双柏垭”，凭
借路人的口碑而传遍汉江上下，秦巴二山。

当“双柏垭”成了这一区域人流、物流、
信息流的聚散地， 其日益广泛的交通功能
便不满足于这古老的东西两条驿道了 ，先

是顺着山梁修了便道，形成与驿道相交的十
字架格局；继而又顺着两边下坡过沟的方向
修了通往四山的分路，连接了周边的村庄及
更远的山路。 这样延续了数十代人，直到解
放初，渐渐固定成了通往四面八方各个自然
村落的八条山道。 自东向西，依次为序：

第一条路，到汉江边的刘家坝，接旬阳
市段家河镇的力加村，长达八华里，故而该
辖区曾为“八里乡”；第二条路，经卢家坡到
唐家坝，与原青套乡的通村公路重合，亦可
达汉江、通旬阳；第三条路，经帽盖子出山，
过旬阳地界而入湖北，是当年秦楚大道上的
重要支线；第四条路，沿山脊南行，拐过山包
即是村委会、村小学所在的冯家垭，连接了
三条村道；第五条路，通赵家垭，接水田沟，
而与两条出境道路连通；第六条路，过朱家
垭，连接高山村、迎春村，路过著名的高家院
子等传统村落；第七条路，通关帝庙，过梁即
接乡村公路，入关家镇即连张坝公路，可达
平利县；第八条路，去兴坪村，由八老爷祠堂
而连赵家祠堂，顺坡而接赵青公路，下达旬
阳市，上至安康城。

当“双柏垭”慢慢被人叫成“八路垭”，人
们发现：此处形如关隘，地势险要，实有“锁
环”功能，此处便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山民清
楚记得众多的红色记忆。

据 1989 年版《安康县志》记载：“民国二
十一年（1932）冬，由贺龙军长率领的红三军
约 15000 余人， 在退出洪湖革命根据地，实
行战略转移途中， 于 12 月 4 日拂晓由旬阳
进抵安康县艾家河。 5 日拂晓从石梯拔营，
挥师东进，经平利、镇坪、竹溪而至湘鄂边
境，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 ”

现年 79 岁的当地村民冯尚群老先生，
身材清瘦，步履轻快，他带领我们来到双柏
垭，指着刘家坝方向介绍说：红军连夜过了
汉江、匆匆上了山垭，就占领了制高点，进入
了安全地带，因而在此歇脚开会。当时，垭子

两边、山梁两头、沿山两坡的方圆两公里范
围内只有五六十户人家， 两百多间房子，即
使全部腾出来也不够红军扎脚的。 然而，红
军基本没有打扰百姓，他们在山垭子上的庙
堂、学堂扎了军部，人员基本歇在树林、竹林
里，只让少量病人、女兵和老同志进入民房。
而一批一批的卫生员，却深入农户，为山民
治病送药。这种纪律严明、视民为亲的军队，
让老百姓打心眼儿里欢迎。

这时，六位在周边散步、健身的老农相
继走了过来，有的听冯尚群讲解，有的在树
下比划，有的争抢着转述从爷爷奶奶口中传
下的故事： 当时这两棵柏树下的小广场，就
是军部开会的地方，也是军人和老百姓交流
的地方；当地群众给红军送粮食、草料和蔬
菜、果酒，就在树下交接；红军给老百姓宣讲
政策、介绍国情，就在树下集会和演出。 晚
上，双柏树下设岗，八条路上都有游动哨兵。
百姓和红军，因了这八条道路而紧紧地联在
一起，大家不舍昼夜地说着笑着，唱着跳着，
有的还演起了八岔戏，唱起了花鼓子。

山民们遥望着，似在送红军，如在唱红
军。 紧接着，他们又讲开了人民解放军解放
安康的故事。

1949 年 7 月 20 至 25 日，为配合“攻打
牛蹄岭、解放安康城”重大战役，十九军派出
小分队潜入双柏桠一带， 防御敌军从旬阳、
汉江方向增援。 此时的冯尚群年已四岁，他
记得院子里住进了解放军， 更记得军民鱼
水、其乐融融的情景。如今，指着坡上的行军
道、山顶的战壕、对面山梁的防空洞，他的讲
解声情并茂，似在重演着昨日的场景。

听完了乡亲们讲述的红色故事，我来到
生机勃发的大柏树下，静静地行了一个注目
礼，然后一一拥抱着。 每一棵，刚好一抱，恰
好双手相交，如是兄弟般地紧紧抱住，实实
在在。两树之间，相距六尺，刚好是一道大门
的距离。遥想当年，两边青山绿植，这垭口上

的两棵大树，的确是一道山门，门顶则是枝
叶相交的树冠。 这门，既是八条大路的往与
来，也是南北路人的出与归，除了流传着许
多印象深刻的红色记忆，还有不少脍炙人口
的民间故事。

今天，当我在这里询问八条大道所链接
的交道线路时， 随行的石梯镇干部自豪地
说：在乡村振兴推进中，我们兴修村组路、联
户路、产业路二三十条，光打混凝土路面就
达 104 公里。 这样，不仅让历史上从双柏垭
出发的老“八条路”都联上了公路，而且沟通
了十天高速、张石快道、安旬公路、襄渝铁路
和汉江大桥，使石梯镇步入了现代交通大网
络，从此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不论称其为“双柏垭”还是“八路垭”，此
刻，我站在这里，环视着山下的跑山猪、车厘
子、桃李、山楂、芍药、牡丹等产业园，看着生
机勃勃的绿色经济，不禁感叹：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临别时，一位戴草帽的老农问：你看这
双柏，有多大年龄？

我上下左右看一遍， 如实回答看不出
来。 他们争相指着树身上那些烂成破洞，又
长成疤痕的结节，你说七八百年，他说上千
年，众口不一。

身穿月白色上衣的老大娘问：你看这双
柏，像不像雄狮？

冯尚群老先生领着我， 前后左右看一
圈，的确看出了眉目。向南的这一棵，迎风挺
立，在山风的吹拂下扬起树枝，如是飞扬的
毛发，那昂起的头颅雄视群山，大有一览众
山小的英雄气概。 北边的这一棵，因有头一
棵树挡着风头， 其枝条便在微风中轻轻摇
曳，似是得胜的战狮悠闲而又收敛地晃着尾
巴，打着节拍。

我向苍劲的双柏行了个注目礼，选一条
南行的公路下山过江，尽兴而归。

十十 月月 的的 中中 国国 ，， 大大 地地 一一 片片 金金 黄黄
两 柏 八 条 路

李焕龙

地名，是特有的文化密码。 巴山秘境镇坪县的地名，证明
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见证着人们对国家的热爱。

自县城向北三十余里，有个镇子名牛头店，有名为国庆、
红星、先锋和前进等七个村子。

国庆村是镇政府驻地，两河一川的地貌。两河分别叫南江
河、浪河。 一川分三地，上段称卧牛池，下段为水晶湾。 中间有
一洲，名琵琶洲。它似大山盛放的翡翠，缓缓流向南江河，吸引
得浪河从对岸的远山里赶来相会，一起汇入南江河，碧绿的河
水深沉又温柔。

好山好水出好茶。 琵琶州对岸有座山，叫牛郎山，山上有
茶园，称小石茶，茶园里有民宿，名小石山居。 站在半山的“茶屿
山”露营基地观景台，山川河流跃然眼前，蓝天白云下，大山莽
莽苍苍，跌宕起伏，川地旖旎，携带着庄稼和民居前行，河流婉
转，急流处镜子样泛着白光，平缓处眼眸般深邃。

夜幕四合， 人间灯火次第亮起， 一轮圆月悄然从山坳升
起，星光点点。在星光、月光、灯光里、“茶屿山”的帐篷、小木屋
梦幻朦胧，成了童话里的故事，小石山居闪烁着金光，成了神
话里的传说， 唯有处在二者之间的运动中心还在人间， 运球
声，欢呼声阵阵。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随着小石山居的建成，牛郎山逐渐
走进人们的视野。坐落在茶园和原始森林之间的小石山居，一
切都是刚刚开始的样子。

大巴山四季分明。 春天，茶园泛起层层新绿，从山下旋转
上升，越过山居茶室，留茶香袅袅。夏季，蔷薇和杜鹃的花期无
缝衔接，同山居的泳池一起活色生香。秋高气爽，月光朗朗，在
高大的松树间倾诉着古老的时光。冬日围炉煮茶，一任窗外白
雪纷飞，静听内心。

春品茶、夏戏水、秋赏月，冬看雪，一时，红男绿女结伴相
约牛郎山，于是山居里的电影院、泳池、茶室、咖啡厅、图书吧
兴起，于是山居外的登山栈道、篮球场、露营、户外 K 歌 、火
锅、烧烤兴盛。

地灵人杰。小石山居的老板石海君，从小励志走出贫困的
大山，后又辞去铁饭碗，走南闯北，商海里摸爬滚打，在西安经
营着蒸蒸日上的制茶商贸公司,带着对家乡多年的魂牵梦绕，
他回乡创业，用十几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小石茶，换来了
今天牛郎山的山下茶园，山上药园，山腰民俗园，换来了父老
乡亲们的住房、就业和幸福日子。

大山里，九山半水半亩田，土地金贵，种了大半辈子土地
的村民们更是看得紧，流转土地难。干部跟着石总去流转土地
不是看脸色，就是坐冷板凳，干部脸皮儿薄，回来找领导诉苦。
领导说：嘴巴勤快些，眼睛放尖些，脸皮再厚些。干部就跟着石
总七大姨八大姑的叫，挑水担柴哄小孩儿，三番五次地去，真
是脚板儿跑起痂，嘴巴磨起泡，流转的土地相距石总的茶园面
积规划仍是差了些。

山里地大人稀，壮年劳力出门打工，伺候茶园又是个细致
活儿，石总在茶园里建起了兜底园，还附带健身运动广场，红
事白事操办场。 邻近村子里的农户们欢天喜地入住， 早出晚
归，在茶园里松土除草施肥，在厂子里采茶制茶卖茶，挣钱拿
工资。

习惯了自给自足，吃了大半辈子自己种的菜，突然要拿现
钱去买别人的菜，农民们舍不得。 干部去走访，发现他们碗里
没有菜，就着些咸菜吃白米饭，油盐就一碗白面条，干部们心
疼又劝不听。 渐渐地，有茶园附近的村民来告状，不是东家地
里少了白菜萝卜，就是西家地里没了黄瓜茄子，还“友情”提
醒：以前就没出现过 ,干部们同石总一商量，在茶园里建起了
爱心菜园，每家每户分一个菜园子，种起了南瓜冬瓜福寿瓜，
豌豆豇豆四季豆。

正值农历八月十六日，皓月当空，清风拂人，花香徐来。小
镇人有的带着孩子在山居泳池里嬉戏， 有的在运动中心参加
“小石杯”篮球赛，有的和游客漫步山道，一边交谈一边欢笑，
大概是在讲牛头店的传说，或者牛郎山的故事。

忽然，“茶屿山”方向响起歌声：“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一时长空屏息、万
籁俱寂，唯余清亮、悠远的山歌在月光和松林间游走，在山谷
回荡。

放歌牛郎山
张才芳

金秋，巴山腹地平利的乡村田园，风光
无限， 晨曦穿过雾岚， 洒在阡陌纵横的稻
田，散发出秋熟的气息。 金色的秋风，轻拂
过坝子里的层层梯田， 稻穗随着秋风轻轻
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这是大地为即将迎
来的收获而引吭高歌。

秋天的气息，交织着阵阵稻香，扑面而
来。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炊烟袅袅……一
幅桃花源般安居乐业的惬意田园生活场景
跃然眼前，辽阔大地，滚滚稻浪如同漾起的
金波，一望无际，让人顿感天地壮阔、国泰
民安。这不仅是大自然风调雨顺的恩赐，更
是农人辛勤劳作的结晶。

在这浩瀚的金色海洋中， 联合收割机
如同勤劳的巨轮，驰骋在丰饶的土地上。机
车嗡嗡作响，奏响现代农业的乐章，是对传
统农耕文化的一种深刻变革。 伴随着机器
轰鸣，一行行稻谷被迅速割倒，金黄稻穗被
吞入机械的腹中，饱满的谷粒汇聚成山。

收获的场景不仅是对丰硕成果的呈
现，它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对未来的期盼。 在这里，过去与
现在交汇，辛勤与希望携手。 那种对土地的敬仰，对农作物成
长过程的尊重，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阳光洒在人们身上，金色的光芒与金色的稻田相互辉映，
构成了一幅温暖而又动人的画面。这样的景象让人不禁想到，
每一个生命的成熟，都需要历经风霜；每一分收获，都来自坚
持不懈的努力。收割机走过，一排梯田留下的是一片片整齐的
稻茬，象征着一个循环的结束，也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 稻谷
归仓，那曾经金黄灿烂的稻田，已准备好迎接来年的春种。

行走在秋熟的平利乡村田园间， 见证亲切迷人的巴山秋
色，共享丰收的喜悦，收获美丽的瞬间，眼见着正在盛开的秋
天，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如此景象，在田野中不断上演，这是秋色中祖国繁荣、乡
村振兴的丰收之舞、 大地之歌， 是自然与人类共同创造的奇
迹，每个亲历其中的人，都会将这永恒的场景刻在心里。

金
色
大
地

王
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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