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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住所！”

“这是魔鬼的住所：岩窝沟！”雅安
民革同志的介绍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
注意力。在《三国演义》中，这里是诸
葛亮七擒孟获的不毛之地，近年，这条
乐西公路最为险峻的路段，成了网红
公路。

乐西公路是与中印史迪威公路、
滇缅公路同等重要的抗战公路，它起
于乐山，止于西昌缸窑，全长 525 公
里，此路联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
印公路，转运国际援助物资，成为抗战
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在抗战期间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

据记载，西昌小庙机场每天有六
七十架飞机起降，抗战物资随乐西公
路运入重庆，多达3000多吨；在国民
政府组织青年参加远征军时，响应号
召的西昌青年乘坐几十辆卡车从乐西
公路到成都，再乘机到印度中国远征
基地受训；抗战结束以后，南迁至峨眉

山的7287箱故宫文物，也由乐西公路开
始运回重庆……

由于抗战的形势危急，当时的国民
政府要求一年内必须通车。与詹天佑、
茅以升并称为中国交通工程“三杰”的赵
祖康（上海人，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时
任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临危受命，
担任施工总队长。

民革重庆市九龙坡区委会“成渝地
区抗战文化走廊建设”课题调研组一行
到达的岩离沟是小凉山金河口上的一个
路段，这里海拔1900米：一侧是万丈峭
壁，令人炫目；一侧是临悬深谷，不敢俯
瞰。一夜暴雨过后，这里落石满地。峭
壁上横七竖八的凹坑，都是钢钎、铁锤一
锤锤凿出来的；30多米的石笋，也是靠
人力将山体劈开留下的风景……“我们
脚下这段5米宽、7公里的山路，埋葬着
1400多民工！”雅安民革的同志介绍。

著名抗战生命线

“代价难以想象！”当年曾参与过乐西
公路修建的刘成志老人，在接受雅安民革
同志采访时，仍清晰记得当年的惨烈。

为兴筑乐西公路，征调了来自四川
乐山、夹江、峨眉、犍为等19个县；西康
省的汉源、荥经、西昌等17县，共计24
万汉彝民工。

由于地形复杂、筑路物资缺乏、工粮
短缺、衣单挨冻、缺医缺药，又要在极短
的时间完成抢修。“工程几乎全凭最原始
的锄头、钢钎、黑色炸药，用民工的身体
一米一米地硬推。”刘成志说。

当年15岁的刘成志跟着父亲参与
修建的就是岩窝沟路段。岩窝沟一侧悬
崖绝壁、一侧万丈深渊，民工只能蜷缩着
蹲在箩筐里，用绳索从岩顶吊至悬崖处

开凿，放火药，在悬崖上把公路硬生生凿
出来。由于麻绳和竹篾做的绳索禁不住
反复撞击和摩擦，不时有工人坠下悬崖。

“我亲眼见到，坠下悬崖的工人就有
好几十个。我因为身轻个矮，就被安排
放炸药……怕哦，怕绳子断了，和其他人
一样摔死！”老人颤着嘴唇说：自己能幸
运活下来是个奇迹。

数千民工站立在深谷两边，“吭唷吭
唷”地挥舞大锤与钢钎，不分昼夜敲打崖
壁；两人一组蜷缩在箩筐里，从百米悬崖
顶部垂吊下来，一人掌钎，一人抡锤，开凿
放火药，巨石滚落谷底的巨响、工人坠下
悬崖的惨叫……交织在一起，惊心动魄！

蓑衣岭是另一惨烈路段。位于金口
河大瓦山北侧的蓑衣岭，气候恶劣，一年
超过300天雨雾缭绕或冰天雪地。翻越
此岭，必备蓑衣，由此得名。为了加快进
度，冬季赶工，200 多名衣衫褴褛的民
工，在一个清晨来临时，再也没有醒来。
赵祖康满怀悲痛，在此立碑，亲笔撰写碑
文《褴褛开疆》：

蓑衣岭乃川康来往要冲，海拔二千
八百余公尺，为乐西公路之所必经，雨雾
迷漫，岩石陡峻，施工至为不易。本年秋
祖康奉命来此督工，限期迫促，乃调集本
处第一大队石工，并力以赴，期月之间，
开凿工竣，蚕虫鸟道，顿成康庄。员工任
事辛苦，未可听其湮没，爱为题词勒石，
以资纪念。

据统计，此路段伤亡的民工达3000
多人，连施工总队长赵祖康也因过度劳
累而瘦得皮包骨头，并患上了咯血病。
至1941年 2月竣工，历时一年半，伤亡
人数3万人，牺牲4000多人，平均每公里
死亡8人。时至今日，岩窝沟、蓑衣岭里

荒冢、残骨仍不难寻觅。
新中国成立后，乐西公路多数路段

被改建为国道、省道，目前仅有蓑衣岭、
岩窝沟这段非主干道约26公里，保留了
原貌。

重建“网红路”

近年来，乐西公路，开始被世人关
注，渐渐成为一条“网红公路”。

2016年10月 28日，民革上海市委
会出资修建“抗战乐西公路旧址”碑，民
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参加揭幕仪式。

乐西公路沿线有着丰富的文旅资
源：自乐山出发，沿重庆文物南迁纪念
馆、中国十大最美峡谷金口河大峡谷、铁
道兵博物馆、彝族古村庄，翻乐西公路至
汉源；也可先上皇木镇，翻蓑衣岭、大瓦
山五池风景区，大渡河峡谷、一线天大桥
……四季梨、桃子、李子、核桃等瓜果不
断；更有坛子肉、黄牛肉火锅、锅贴臭豆
腐、炸土豆、挞挞面、贡椒鱼、火盆烧烤、
铁板烧、石板烧等大量美食。

令人遗憾的是，受限于行政区域分
割等因素，沿线资源虽丰富，却并未形成
一个整体。课题组领队、重庆九龙坡区
政协副主席、民革九龙坡区委会主委何
新跃认为：在双城经济圈大背景，借助成
渝地区抗战文化走廊建设，将成为乐西
公路的一个突破口。

从历史的角度看，乐西公路的终点
是在重庆。除了乐山至西昌525公里陆
路，还包括重庆至乐山 400 公里水路。
这就将重庆广阳岛、九龙坡建川博物馆、
江津白沙古镇、泸州川南师范学堂燕子
岩抗战旧址、自贡“川盐济楚”遗址、宜宾
李庄等长江沿线抗战资源全部串起。乐
西公路由此成为成渝抗战文化的一个新
IP，而不再局限于川西一个普通抗战遗
址的定位。

“成渝地区抗战文化走廊建设”课题
调研组建议：可由成渝两地在重庆长江
边共建一座“抗战生命线——乐西公路
纪念馆”。深挖巴蜀人民独特的“成渝地
区抗战文化特质”，凸显“抗战生命线”地
位。同时，以重庆为文化汇集的桥头堡
与旅游线路的起点，打造全新IP和文旅
线路。

“抗战公路”如何变身“网红公路”
——重庆民革调研乐西公路提出新思路

通讯员 曾欢

著名诗人闻捷，本名巫之禄。抗
战爆发时，年仅十五六岁的他，来到
南京一家煤店当学徒。1938年，他
流亡到武汉参加抗日演剧队，经常阅
读能得到的进步书籍和中外文学名
著，也悄悄练习写作。

历史上，早在商代，曾有一个名
叫巫咸的人，是常熟地区第一位有文
献记载的人物，他是太戊帝手下的一
个宰相、国师，对商代的皇室有功。
可能是受到这个影响，巫之禄改名为
巫咸，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1938年
底，成为中共党员后，他又改名巫拓
真，意为不仅要有远大志向，更要在
平常奋力开拓，不断追求真理和进步。

1940年他来到延安，先在陕北
公学文工团边工作边学习，后在陕北
文工团工作，当演员学编剧。此时，
用名赵文节。取义从事文艺工作，要
做一个意志坚定，有节操，有思想觉
悟，能为理想奋斗到底的杰出文艺战
士。1944 年，他的处女作秧歌剧
《加强自卫队》一炮打响。展露写作

才能后，被调至边区群众报社。
1945 年，赵文节任报社编辑、

记者组组长。由于干上了新闻，也由
于该报与当时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
报》不同，受众定位是基层群众和基
层干部，他需要常在文艺副刊上发表
通俗故事、连载小说等群众容易读、
容易懂又喜闻乐见的作品，于是启用
闻捷作笔名。

1952 年元月起，他担任新华社
新疆分社社长，在疆工作至翌年夏末
调至北京养病。他笔耕不辍，1955
年某月，《人民文学》诗歌组收到署
名闻捷的一组投稿。这就是《天山牧
歌》一集前面所收的那几首《向导》
《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葡萄熟
了》。诗中崭新的生活，新颖的构
思，鲜活的语言，淳朴的感情，艺术
上的讲究，立刻引起了诗歌组同志们
的注意。他们以发现这么一位新作者
而感到激动和喜悦。编辑部决定立即
刊用。这也是闻捷之名蜚声诗坛，并
成为杰出人民诗人的正式开端。

闻捷四次改名
吴 杨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汪曾祺因为
文章写得好，常替人代笔。汪曾祺后
来回忆说，他曾替一个比他低一班的
同学代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
告。那个时候西南联大一般的课程都
不需要考试，每个学期结束，只要交
一篇读书报告，老师就可以根据报告
的质量给学分。闻一多看了那篇读书
报告后，大为赞赏，对那位同学说：
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得还
好。可见汪曾祺是班上的标杆了，闻
一多都要拿别人跟他比。

汪曾祺一听，禁不住乐了。汪曾
祺说，其实他也没有写什么特别的内

容，只是清楚地记得里面有一点与众
不同，在评价李贺的诗时，用了一个
形象的比喻：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
子上的画，而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
上的画，所以色彩特别鲜明浓烈。也
许就是这个十分独特的比喻打动了闻
一多。

那时的西南联大特别开放，对学
生的要求也与其他学校不一样。学校要
求学生不要怕创新，不要怕别出心裁，
要敢于有自己的创见。学校反对的就是
平庸和人云亦云。如果写文章只是抄
书，而没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这样
的文章往往不会被老师所欣赏。

汪曾祺替人代笔
周二中

一封动情的拜年信

这张照片虽然没有标明具体日
期，拍摄的报纸版面也不完整，但从
书信中提到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
根据地访问团到井冈山”可以判断，
此信写于1951年。因为当年8月上
旬，井冈山人民喜迎中央人民政府南
方老根据地访问团，访问团还带来
毛泽东亲笔所写的题词“发扬革命传
统，争取更大光荣”。

重要的是，这封不太完整的信，
动情地描写了井冈山人民的生活情境
以及对共产党的感恩感念之情。信的
大致内容如下：

亲爱的毛主席：
我们是住在革命故乡井冈山上的

七百零四户农民，新中国的第三个新
年来到了，眼看着越过越好的翻身日
子，我们心里有许多话要向您说。

前年秋天井冈山重获解放，我们
受到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尊敬和关
怀。二年来，中央人民政府、青年团
中央委员会、江西省各界人民接二连
三组织访问团、派人、拨款来慰问我
们，苏联朋友也长途跋涉上山来看我
们。我们还经常收到云南、陕西、南
京、上海……许多地方的人民写来的

慰问信……
今年春天，井冈山区完成土地改革

后，人民政府先后拨了十几万斤的慰问
粮和农具贷款。我们有了口粮……全区
每亩田平均割了稻谷三百二十斤 （比解
放前增加了一倍），下庄乡劳动模范罗
龙茂的稻田最高产量每亩达五百二十
斤。稻子结实饱满，红薯、黄豆收获也
好，人人都说：“感谢毛主席的关怀，
今年百种百收。”

今年秋收后，许多人家添置耕牛农
具、买布、修房、办喜事……往年，井冈
山上很多人家没有米过年，总是“半年野
菜半年粮”，现在哪家都有二三十担谷
子，大部可以留到明年五六月，再搞些副
业就可以接到明年秋收了。山区建设正在
进行……办了五个村学，十七个民校，组
织了十三个读报组，现在儿童老头都有书
读了。今年八月，人民政府还帮助我们成
立了合作社，山上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入了
股，此后，我们就再不用翻山越岭跑几十
里到外面去买油盐百货了。

今年八月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
老根据地访问团到井冈山传达了您的
亲切关怀和指示，当时我们就要以爱
国的实际行动，来报答您的恩情，保
持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原先我们
计划增产捐献二千二百万元，与遂川
县人民合力买一架“井冈山号”战斗
机，但是到九月底，我们就已缴款四

千八百多万元，提前超额完成了半年
捐献计划。今年秋天的公粮任务，全
山区也只五天就全部入库，还超过了
预计数字七万多斤。

十二月三日柳辛林同志从北京参
加国庆节观礼归来，开会传达了您关
于加强抗美援朝，厉行增产节约的号
召，我们马上开展了讨论，并定出了
增产节约的具体计划，许多人家已经
根据您的意思修订了爱国公约，并且
已经照着做了。我们决定：明年稻田
要在今年大丰收的基础上每亩再增产
稻谷四十斤，今冬明春要多挖药材、
扛木头，挖竹笋、（养） 猪、养鸡等，
增加收入和稻谷十四万斤，从过年过
节，婚丧喜事少请酒、少打米粿，节
省稻谷二十二万五……

从信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关心关怀井冈山
人民，并派出多批次的慰问团前来慰
问，甚至苏共中央还指派著名汉学
家、苏联外交部东亚司司长费德林于
当年 2 月中旬访问井冈山。费德林在
井冈山期间不仅体验了“红米南瓜生
活”，访问了井冈山农民，而且还登临
了茅坪八角楼，他最后感慨道：“我这
次来井冈山，有这么一个体会，觉得
中国的革命斗争条件，比苏联共产党
推翻沙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十月革

命，要艰苦得多！”

一个革命老区的新面貌

事实正如此，1930年2月井冈山落
入敌手后，肖家璧等靖卫团团总率领数
百团丁蹿至茨坪，与叛匪沆瀣一气，对
井冈山大小五井实行大烧大杀。除了惨
杀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连他们的亲
属也不放过。致使大小五井原有村民
123户竟有69户被杀绝，房屋全部被烧
毁，唯留小井一家匪徒们要吃饭的“中
和昌”小饭店。在军事方面，肖家璧于
井冈山区修筑大小碉堡130余座，并建
有弹药库、监狱、水牢等。在扩充军事
势力的同时，进行经济掠夺，垄断了井
冈山区的油行和粮库，对民众任意派捐
派款、敲诈勒索。

抗战结束后，为扩大内战需要，国
民党反动派积极扩充兵力。肖家璧对此
更为积极，强征壮丁2000多人，期间
还把被征的20多名壮丁充当他的私人
长工。井冈山市下七乡上七村仅在
1946年就征送壮丁 140多人，该乡农
民刘义海先后被抓壮丁9次，结果损坏
了身体，造成终身残疾。大井村邹文耀
的儿子因逃避抓壮丁而被迫流落于宁冈
和湖南一带，过着流浪的生活，直到解
放后才回到家乡……

来自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心关
怀，让井冈山人民心怀感动，让他们信
心百倍、豪情倍增。他们觉得生活自此
有了希望，在外避难的父老乡亲也纷纷
返回家园，他们以当年支持红军开创革
命根据地那般的热情投入和实际行动支
持农业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用
节衣缩食的行动来支持国防建设。

井冈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是当年
的“毛委员”带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
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
据地，点亮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从
此中国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老
百姓最讲实惠，也最懂得感恩。井冈山
人民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以及萌发的爱
国之志，由此可见一斑。

让井冈山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无
数革命先辈的夙愿，也是中国共产党
对这片红色热土许下的庄严承诺。
勤劳质朴的井冈山承载着革命先辈
们对这片土地的期待，传承弘扬伟
大的井冈山精神，也让这片用无数革
命先烈鲜血染红的神圣土地，迸发出
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何小文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副研究员，唐萍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职员。）

井冈山人民的拜年信
何小文 唐萍

1929年6月，冰心（谢婉莹）与
社会学家吴文藻结为伉俪，成为坊间
美谈。同年秋，刘半农任北京大学国
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
师，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成为中
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

吴文藻是江阴县夏港镇河东街
人，刘半农是江阴县西门人，两家相
距不到五公里远，乡音极为接近。如
今同在一个大学教书，正所谓千里他
乡遇老乡，因此刘半农经常到吴文藻
夫妇的家里喝茶聊天，两位老乡总是
用江阴话交流。冰心是福建人，哪里
听得懂江阴话，只能从两个人的表情
中来分析意思。有一回，冰心在情急
之下，朝着正忘乎所以交谈的吴文藻
甩出了一句：“听你们叽里呱啦的，
真是一群江阴强盗呀！”把说得起劲
的刘半农和吴文藻逗得哈哈大笑起
来。刘半农边笑边说：“那你岂不是
成了压寨夫人了？”冰心说：“既然你
封我为压寨夫人，那你可得给我雕个
大印。”刘半农慨然应允。此为一说。

多年以后，文化界还流传着“刘

半农送压寨夫人印章给冰心”的另外
一个版本：1929年，冰心与吴文藻
结婚，同乡刘半农教授赶去祝贺，所
捎喜仪是一枚方方的石印章，章上镌
刻四字：“压寨夫人”。冰心甚是不
解，吴文藻笑着解释道：“我是江阴
强盗，你当然就是压寨夫人了。”

如此对照一想，就发现问题
了：刘半农到底是在吴文藻冰心新
婚之日送的印章，还是结婚几个月
后送的印章？

事实上，冰心在 1989 年 8 月写
的一篇小文 《忆半农、天华先生》
中，明确谈到了刘半农调侃冰心是

“压寨夫人”故事，但十分惋惜的
是，刘半农从事语言文学研究一直很
忙，并且在 1934年 6月，刘半农为
完成 《四声新谱》《方音字典》 和
《中国方言地图》的编写，冒着酷暑
沿平绥铁路深入绥远、内蒙古一带考
察方言方音，不幸染上“回归热”
病，7月14日在北平逝世，年仅44
岁，也因此没来得及雕刻“压寨夫
人”的印章送给冰心。

“压寨夫人”冰心
刘建东

鲁迅的散文名篇《故乡》开头写
道：“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
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鲁迅
这次是从北京回到故乡绍兴，时间是
1920年12月。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现
在春运一说，但当时交通不便，路程
又长，所以十分艰辛。

《鲁迅日记》 里记载了这次行
程。12月1日凌晨5时，鲁迅到前门
站（即现在的中国铁路博物馆）坐京
津铁路的火车去天津。当天中午就到
了天津，并且换乘了从天津开往浦口
的火车。2日中午，火车到了长江北
岸的津浦铁路终点站浦口。随后又马
不停蹄地乘渡轮过长江，在南京站换
乘开往上海的宁沪铁路公司客车，当
晚9时许到上海。

3日一早，上海下雨，鲁迅冒雨乘
坐沪杭甬铁路公司火车，于下午2时

到杭州。此时，杭甬铁路仅从宁波通
到上虞，杭州至绍兴只能坐船。4日上
午，鲁迅从浙江第一码头坐渡轮到西
兴，下午坐“越安轮”，于当晚9时许
方到绍兴轮船码头。算一算，鲁迅此
行换乘了4趟火车，坐了2次渡船，前
后用了4整天时间。而现在，从北京
到绍兴，高铁只要半天时间就够了。

鲁迅此次回故乡是要接母亲等到
北京的。《故乡》中写得很清楚：“我
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
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
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
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
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
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返程更艰
难，12月24日，鲁迅携带老母和三
弟周建人一家沿原路回北京，前后用
了6天时间。

鲁迅回乡
顾燕

近日，井冈山革命博
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资
料 时 发 现 一 幅 标 注 为

“1951 年 冬 《人 民 日 报》
刊载 《革命故乡井冈山区
全体农民写信给毛主席拜
年》 信”的摄影图片，报
道了革命故乡井冈山上的
704 户 农 民 ， 于 新 年 前 夕
写信向毛泽东贺年致敬，
讲述他们开展增产节约运
动的情形，表达了井冈山
人民对党和政府最真切的
告白。

1951年冬《人民日报》刊载《革命故乡井冈山区全体农民写信给毛主席拜年》信

如何打好“抗战文化
牌”，吸引全国乃至世界游
客 ， 重 走 “ 抗 战 生 命 公
路”？如何借助网络人气、
串联起成渝地区众多文旅热
点、打造又一新“网红路
线”？日前，民革重庆市九
龙坡区委会“成渝地区抗战
文化走廊建设”课题调研组
一行登上了海拔 1900 多米
的岩窝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