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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日子
远处，牛群在山坡上悠闲地吃着草，铜铃不时发出

“叮咚叮咚”的声音，让静谧的山谷有了一点不一样的声
响。白格家的多青大叔显然没有被铜铃声打扰。

康巴文学 文化视野

傣家井
那精美高耸的钟楼，青葱蓊郁的宽叶芭蕉等等，都让

我耳目一新，流连忘返。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却还是绿
荫丛中、大金塔下那一方方独特精致的傣家水井……

亚丁之旅
康藏人文

暮色不知于何时沉降，不知又翻过了几道山，当
一道道山被车灯照亮又被丢进黑暗，当于万般疲惫中
瞥见一簇洁白的佛塔，那是稻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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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景剧《飞夺泸定桥》讲述燃情岁月
十三根铁索荡漾跨越时空的思念

◎甘孜日报记者 兰色拉姆/文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神圣的交接仪

式，仿佛在交接着沉甸甸的历史。

2019年4月3日上午11时40分，

中国空军专机载回10具在韩中国人民志

愿军烈士遗骸。这是继前5批共589位在

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后，又一

批烈士魂归故里。

2019年10月1日上午10时整，新

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仪式上，由21

辆礼宾车构成的“致敬”方阵，让人泪目！

礼宾车上，是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

领导人亲属代表，老一辈建设者和家属代

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战

士，老一辈军队退役英模、民兵英模和支

前模范代表。

人们挥舞国旗，向他们致敬！老兵庄

严抬起右手，向大家还礼！

……

庄严而感动的时刻还很多，不同的一

幕幕却在诉说着共同的心声——昨天，你

们是缔造共和国的英雄；今天，祖国不会

忘记你们！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远在祖

国西部的红色名城泸定，同样上演着一幕

诉说“心声”的实景剧，激发人们追思一段

刻骨铭心的记忆。

热烈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讲
述
难
忘
的
人
和
事

“刘金山！”
“到！”
“廖大珠！”
“到！”
……
《飞夺泸定桥》实景剧演出现

场，在最后一幕“点名”情境中，台上
演员声音铿锵有力，台下观众也自
发大声答“到”。

《飞夺泸定桥》实景剧，是我州
首台历史实景剧，更是四川省首台
红色题材实景剧。

今年5月29日，《飞夺泸定桥》实
景剧正式在泸定公演。剧目在充分尊
重历史的前提下，通过“夜袭安顺场”

“强渡大渡河”“神兵天降”“疾行240”
“飞夺泸定桥”5个篇章，融合戏剧、电
影、舞蹈、全息投影和机械舞美等当
代艺术于一炉，将红军战士在危难时
刻的奋勇战斗展现得淋漓尽致。

据工作人员介绍，自开演以来，
剧目已吸引了不少“粉丝”，演出结
束后，常有观众久久不愿离去。邹向
蓉正是这样的观众之一。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邹向
蓉从小就听着飞夺泸定桥的故事长
大。在她的记忆中，父亲常讲到红军
夺桥很艰辛，但至于如何艰辛，她始
终不能理解。

而就在前几天，为给侄女邹雨
池“捧场”，邹向蓉专程来看《飞夺泸
定桥》实景剧。哪曾想，这一看，竟解
开了她多年的心结。

“原来红军战士是这样夺桥
的。”随着剧情推进，泪水早已打湿
了邹向蓉的眼眶。她还特意嘱咐侄
女，一定好好演出，把红军战士最好
的一面展现出来。

通过一场场的演出，扮演彝族小姑
娘和红军战士的泽仁切格收获不少，并
主动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一次演出中，一位老年观众激
动得当场吟诵《七律长征》，这让泽
仁切格十分感动。还有一次，小学生
来观剧，一位小女孩哭成了泪人，当
小女孩给演员们佩戴红领巾时，泽
仁切格再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泽仁切格说：“从课本中初识
‘飞夺泸定桥’，到剧组再识‘飞夺泸
定桥’，红军情已住在了我的心窝。
我希望，将来能像夺桥勇士一样，英
勇无畏，为国家出一份力。”

泸定本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大渡河自北向南纵
贯全城。1935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伟大胜利，为这
座小城添上了历史性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自此，“泸
定”这个名字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1935年5月28日凌晨，为抢在敌人增援部队前
抵达泸定桥，先头部队红4团接到“提前一天夺取泸
定桥”的命令。面对长远的路程和敌人的堵截，形势
十分紧张。

29日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候，红军已经控制了泸
定桥的制高点海子山，并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紧
接着，由22名战士组成的夺桥突击队，打响了“飞夺
泸定桥”战役。

后来，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聂荣臻
等踏上泸定桥时，感概万千。毛泽东还专门写下“大
渡桥横铁索寒”的不朽诗句，抒发心中情感。10多年
后，朱德仍感叹“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

时隔半个世纪，为了缅怀英灵，缅怀历史，泸定
县在泸定桥附近修建了一座纪念碑。至今，纪念碑
还昂然屹立在泸定县城内。纪念碑在建设中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更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亲切
关怀——邓小平为纪念碑题写碑名，聂荣臻撰写碑
文。两位老一辈革命家同时题名撰文的纪念碑，全
国仅此一座。由此不难看出老一辈革命家对泸定及
泸定桥的深情与厚爱。

在当年战役指挥官杨成武心中，“飞夺泸定桥”
是他永远难忘的战役，更是他跨越生死也要铭记的
历史。

1985年5月29日，杨成武与31位红军老战士，
以及当年参加夺取泸定桥的红四团代表，一同参加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奠基仪式。
五十年后重返泸定，激动的心情自然是不言而

喻。但没想到的是，这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铁血
将军，却当着众人流下了泪水。据当时参加筹备庆
典活动的工作人员段修稳介绍，杨成武将军在庆典
大会上讲话，说到夺桥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时，声
音变得十分低沉，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回忆这些战斗历程，就是要歌颂我们的
党，歌颂我们的红军，歌颂我们的人民。今天，我又
回到了泸定，看到我可爱的家乡，看到可爱的乡亲。
泸定变了，变好了！”在杨成武心中，泸定是永远的
故乡。当年，见到故乡的发展和进步，杨成武还为泸
定人民题写了“旧貌换新颜”五个大字。

除开自己亲力亲为，杨成武还时常叮咛子女和
身边工作人员，要把泸定作为故乡，要尽最大努力
帮助家乡的建设与发展。

2004年2月14日，90高龄的杨成武将军在北京
逝世。追悼大会上，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女土表示：

“‘红军飞夺泸定桥战役’是老杨最值得骄傲和自豪
的”。杨成武将军去世后，按照生前遗愿，他的墓碑
刻上了以下几个字：一座永远的丰碑——泸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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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甲是《飞夺泸定桥》实景剧主创之一，因为红军情结和
家乡情结，他放弃了在内地已取得的成就，毅然回到甘孜州，
和好友创作打磨了《飞夺泸定桥》剧本。

汪甲告诉记者：“雅康高速的通车，就像推了我一把，让
我坚信是时候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家乡和红军的情感。”下
一步，汪甲打算秉承讲好长征故事，弘扬红军精神，以公益心
态和市场支撑，开展《飞夺泸定桥》实景剧全国巡演的计划，
并开发打造以长征为主题的系列文创产品，全力让故事活
化，让文物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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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30日，两位夺桥勇士的后
代分别对《飞夺泸定桥》实景剧给出了评价。

勇士李友林之子李理表示，剧目生动再
现了历史，很不错。

勇士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认为，剧目有助
于教育后辈，值得推广。

采访中，提及实景剧之余，两位勇士的后
人还讲到了父辈与他们共同拥有的财富——
泸定缘。

5月29日，走在泸定桥上，李理忍不住唱了
起来：“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
会忘记我……”这是他组织北京“总后子弟艺术
团”自费赴泸定，参加“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日
活动最重要的一天，他实在难掩内心激动。

7月27日，又一次站在泸定桥畔，李理百
感交集，“看到泸定桥上的游人，我觉得父亲
当年的英雄壮举非常值得。”李理曾问过父
亲：“夺桥爬铁索时是否想到过死？”父亲的回
答至今让他内心激荡：“如果想到死，我们就
冲不过去了！”李理认为，在那个时刻，冲锋
战士们都抱着“夺桥”“必胜”的信念，才会有
如此勇气和决心。

没有想过死的父亲穿过枪林弹雨活了下
来，他的名字，作为载入共和国历史的勇士，
镌刻在泸定桥头22座纪念碑中的一座上。历
史早被无数次传颂演绎，带着这段传奇经历
的父亲，却选择掩埋它。直至去世前一年，他
才主动说自己的故事。

许是冥冥中早已注定，李友林16岁时参
加红军，飞夺泸定桥时将满21岁。而在同样
的16岁，李理被父亲送到老家插队。后来，李
理夺冠运动会赛跑时，又刚好21岁。因此，李
理始终觉得自己来泸定，是寻找某种与父亲
精神上的契合。

和李理一样，夺桥勇士刘金山之子刘东升
今年也是两次到泸定。刘东升说：“因为父亲，我
们一家对泸定都有难以割舍的情感。”2015年6
月，刘东升首次来到泸定。“太不可思议！太了不
起了！”走在泸定桥上，顾不上身子恍恍惚惚，刘
东升当即致敬22名夺桥勇士。

“当时桥上没有木板，大火和子弹还在一
旁威胁，但战士们还是取得了胜利。可想而
知，他们是付出了何等艰辛？”再忆初到泸定
桥的情景，刘东升仍充满敬意。

刘东升告诉记者，父亲的手臂、手掌上全
是当年夺泸定桥时被铁索链烫伤的痕迹，父
亲解释之所以那么拼命，是因为心中有火一
般的信念，不想再过任人宰割、被人剥削的日
子，所以早把生死都置之度外。

“一支钢笔一道伤”这是刘东升关于父亲
刘金山参与飞夺泸定桥的深刻记忆。“小时候，
每到夏天父亲穿短袖就能看到他手臂上长长
的一道伤疤，我很好奇这是怎样造成的。后来父
亲告诉我，在一场战斗中，他曾握住滚烫的铁链
冲进大火，最后夺取了一座至关重要的大桥。”

长大后，刘东升才知道，父亲口中的这场
战斗，就是“红军飞夺泸定桥”。当时,中央军
委给飞夺泸定桥中幸存的18位勇士的“最高
奖励”包括碗筷、衣服、钢笔等物资。刘金山获
得其中的一支钢笔。从此，钢笔和飞夺泸定桥
的记忆，刘金山珍藏了一辈子。

采访最后，两位勇士的后人不约而同补
充道：“作为红军后代，我们有必要担起传承
红军精神的使命，所以我相信，我们与泸定的
情缘还未结束。”

在历史的长河中，革命先辈们对泸定的
深情从未间断。今天，泸定桥上，炮火声早已
消逝。泸定桥下，大渡河水依旧奔涌，新时代
的“泸定情缘”和“红军情缘”正在书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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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景剧剧照

杨成武（正中）参加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奠基仪式。

李理在泸定桥上缅怀父辈。 刘东升在父亲碑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