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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回肠的盘山路，考验着驾车师傅
的车技，也考验着车内故作镇静的我。胃
里头有一股无法按捺的冲动想要往上涌，
就像地心奔突的岩浆，你无法阻止山口的
喷发。在吐出几大口酸水之后，我有气无
力地对一行的作家老师也吐了一口酸水：
晕车，真的好难受！

老师们频出妙招，有建议嘴里包一颗
糖的，有教按捏足三里的，有帮着掐虎口
的，最后有人提议，不如唱唱歌，注意力
转移了，说不定就好了，于是乎歌声响
起。歌声从宽大的玻璃窗飞出去，飘荡在
奔赴金刚台的崎岖山道，散落于深深浅浅
的沟壑之间。

当年金刚台上的妇女排，艰辛地穿梭
于崇山峻岭、逶迤小道时，是不是也有歌
声呢？

汤家汇一带，层峦叠翠，山岭巍峨，
偶尔一转的空旷处，千峰一弧，林涛竹
海，风起云涌。大别山的秋天，深邃而丰
满。行至于此，不觉触摸到一道红色的脉
搏，触摸到岁月夹层曾经的烽火硝烟、枪
管摇曳。耳朵边，一曲低沉雄浑的旋律，
由弱而强，庄严地响起。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说神仙
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
己……”

“我们拿起武器，保卫家乡，保护自
己！”歌声叠加着女人们的声音，坚定而
自信。一群英勇的女性，为自己的翻身，
为大众的幸福，要与白狗子拼到底。不能
随大部队前线抗日，那就在后方坚持游击
战吧，再苦也不言。她们挖野菜、采野
果、打野鸡，把生存的艰难踩倒在草根之
下。没有武器找敌人要，周旋，声东击
西，打伏击战，慢慢积攒反攻的力量。她
们怀抱里还有婴儿，那就用布袋兜在胸
前，带着娃儿去打仗。

一群手无寸铁的妇女，从各自的不幸
中奔出来，从一腔杀敌自救的激情中奔出
来，从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中奔出来，沿着
一条红色的脉络，汇聚到一起，汇聚到金
刚台的原始密林之中。

也许现在你用电子导航还迷路，坐在
车上还累得不行，而过去这十八盘的山路
上，妇女排的战士们是用脚来寻路和丈量
的。人们可以翻开书本，对着那一段历史
空发感慨，却无法翻开妇女们的脚板心，
脚板心上记载的才是真正的革命，真正的
岁月和沧桑。

眼前的金刚台，安宁地坐落在红色皖
西——— 金寨县连绵的群峰之间，斯文得像
一个待嫁的少女。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瑰丽
美景依旧在，“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声
依旧在，期待的目光却难以再寻觅到火红
年代的枪声，以及霍然而明亮的婴儿的啼
哭声。世界一片安宁，山山岭岭庄严肃
穆，高低错落的大树小树、野草山花都在
幸福地享受阳光，不言不语地面对追寻者
虔诚地膜拜，不为所动，定若禅宗。

那一年，红军主力撤离大别山，大部
队开拔，北上长征。妇女们七嘴八舌要跟
大部队一起走，难成行啊。组织上让部队
留下女同志，还有地方上的女干部，分散
隐蔽或回家种地。女人们一百个不乐意也
必须服从，斗争到底的决心把她们凝聚起
来，于是成立妇女排，上了金刚台。

排长桂花的肚子里，有一枚红色的种
子。这是红军战士的血脉，是革命的后
代，是红色的未来。想必这个孩子降生的
时候，金刚台的上空也有祥云缭绕，夕阳
中漫山的树叶被镶上壮丽的金边，美得无
比灿烂。

孩子是生命的宗教。
当他一身圣洁地来到人间，降落在某

一簇山草，或者某一处烂泥之中，双目微
睁，观瞻人间，一定也是被上帝祝福的孩
子，上帝也给他在前方摆上了一条遥远的

人生路，通向风和日丽的未来。
而这枚革命的花朵，开在烽烟弥漫的

战争丛林，一路要经历几多凶险、几多不
测、几多水深火热，无人知晓；这一枚生
命的火把，穿过黑夜，再穿过黑夜，黎明
究竟有多远，没有谁可以丈量。上帝并不
执意去安排一个人一生的命数。

女战士们把母子团团围住，目光中充
满惊喜而激动的母性的爱怜，她们几乎
是双手合十，诵经般迎请这个小生命来
到人间。尽管，她们的心里有丝丝的惶
急和忙乱，尽管不时响起的枪声宛若冰
雨滴在眼睑。但是，一旦出生了，就是
上天不予更改的命题，即使来得再不是
时候 ，都必须 拨 开 前 方雾深 露重的艰
险，往前迈脚。

此时，金刚台的妇女排大约40人，住
在隐蔽的山洞里，四面被白军重重包围。

封锁住，搜出来，剿灭光，这是白军
的理论。

生存下去，保存力量，伺机反击，这
是妇女排的理论。

围剿开始了。战士们钻入杂树林，荆
棘密布，孩子的哭声响起；转移过河，冰
冷的荷花塘浸过半腰，咳嗽，孩子的哭声
再度响起……

这不合时宜的哭声突然成了生与死的
命脉。这一点，婴儿永远不会明白。但妇
女排的每一个战士明白，婴儿的母亲桂花
明白。很多情况下，“明白”是多么残酷
的字眼，明白了，就不能放任。更残酷的
是，此时此刻，不容理论，不容思考，不
容分辩，你必须立刻去做一点什么，阻止
哭声，阻止暴露，阻止可能的后果，阻止
潜伏的命运。

当千钧立于一发之际，你是托住千
钧，还是雄助一发？

一个母亲，面对怀抱中哭泣的婴儿，
最原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奶头塞进
孩子的嘴巴。万世母亲，代代如此，人类
天性。

谢天谢地，孩子不哭了。
四周死一样安静，白军枪杆子拨拉草

木声，边搜边发出的咒骂声，像来自天
外。所有匍匐的战士屏住呼吸，这一刻，
箭在弩上；这一刻，一声咳嗽都能着火。
这一刻，山花野草都不敢生长；这一刻，
天与地只管对望，不敢说话。这一刻，一
秒长于千年。

只能等待。等待白军捕捉的大网一步
步移向别处，才可能迎来新生。保住大
家，就是保住革命的力量，革命的火焰，

就可以继续打鬼子，就会有胜利，就会有
希望，就会有光明和远方。

可是，母亲已经长久地没有粮食吃
了，半个多月没有咽过一粒大米，野菜、
树皮填充的肚皮，血脉的运行不可能产生
美学，神奇的生理机制在这里一点都不神
奇：没有原料，就不可能产出洁白的乳
汁。

孩子辛苦半晌，累疼了腮帮子，也没
有吮吸到一口甜香，他不乐意了，他要告
诉妈妈，他要诉说，他要责怪，他要抗
议，他要发出不满的声音。而这要命的声
音，是许多战士命悬一线时飞来的一把
刀，刀锋一出，星落线断，坠于深渊。

母亲已经感受到婴儿的躁动，那母子
连心的一个挣扎，母亲已经听懂。在孩子
的小嘴松开乳头，准备用“呜哇呜哇”的
牢骚告诉妈妈饥饿难耐的时候，在小嘴巴
张开的一瞬间，在乳头即将掉落的一瞬
间，在恼怒的哭声即将爆发的百分之一
秒，母亲前胸一挺，双臂一紧，用乳头牢
牢压住了孩子的嘴巴。

母亲心里告诉孩子：稍等啊，稍等，
挺住！你的父亲是红军的指挥，你的母亲
是妇女排的战士，从来都是个人需要服从
党的命令，从来不做违背革命利益的事
情，你是红军的后代，怎么能不止住哭声
呢？你要听话……你是多么可爱啊，儿
子，妈妈盼着你快一点长大，那时候啊，
江山打下来了，你可以穿着漂亮的新衣服
坐在学堂里念书，长本事了，好干大事，
再给娘娶个好媳妇回来……忍一下，等会
儿，再等一小会，鬼子就走远了，就好
了，儿子。你憋住这一时，大伙儿就得救
了。孩子啊，大伙儿得救了，你也就得救
了……

孩子猛烈地挣扎在母亲桂花的怀抱
里，越来越烦躁，他稚嫩的小手在空中乱
抓，小腿剧烈地踢踏。

母亲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经久不
动。

她的眼睛死一般盯着渐搜渐远的白
军，她用心劝慰自己的乳儿“一会就好，
儿子，一会就好……”

当夕阳血红地斜向山头，远去的白匪
背影开始模糊的时候，母亲松开了自己的
宝贝。

不再挣扎的孩子，百般挣扎的母亲，
一个静，一个动。

几分钟之前，孩子动，母亲稳若磐
石。

几分钟之后，孩子静下来，母亲却从
外到内，从内到外，从口鼻到眉眼，从顶
门心到五脏六腑，全都起伏起来，撕心裂
肺。一声呼唤化成无边的泪水，滚滚而
下：“我的孩儿啊——— ”

这一声呼唤，像一只震山的锤子，敲
得天摇地动，山颤抖、水颤抖、草木颤
抖，所有在场的人心，为之颤抖。所有人

的心脏和肠子，都一把一把从肚子里掏出
来，在泥巴里翻搅，在磨盘下碾轧，在砧
板上砍剁，在热油里煎炸，在箭矢下穿
孔……

这罪孽深重的世界，一贴镇痛的膏药
都不给你。

此处没有神，没有佛。
只有悲苦、高寒、舍身站在一边行注

目礼，对着两百里金刚台，对着一面红
色的旗帜、一个红色的母亲、还有一个
红色的孩子，行注目礼。野林乱石之间
埋头流淌的淙淙细泉，也把一生的水，
都向这个山涧流了过来。一位被洗劫一
空 的母亲 ，宛若河 面 上 一 枚 枯竭的 落
叶，随波跌宕，哪一处水面都无法提供
给她失落的果实。

大家一起埋葬了孩子，像埋葬一枚红
色的种子。金刚台不知名的小山岭，名不
见经传的泥土，因为埋葬了这样一个被牺
牲的小生命，而变得格外的高贵而厚重。

人们埋葬了一个最小的革命者，一个
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战士”。荒僻的汤
家汇，薄薄的土层，以巨大的疼爱收藏了
这个婴儿。

金刚台的九月，没有映山红，没有兰
草花。那些来自春天的基因，不讲述秋天
的故事。但虔诚追“红”一群人，依然发
现了无比灿 烂 的 “ 红 ” ， 非 常 悠远的
“香”。

世世代代居住于山里的人，把漫山遍
野的一种植物叫做“映山红”，他们没说
映山的是“红”还是“血”，把千山万壑
的一种植物叫“兰草花”，没有说兰草花
是“草”还是“花”。无数的英雄儿女，
有的趟过死亡，有的趴下，我们却深深知
道，她 (他 )们都是天空的旗帜，大地的
花。

汽车在薄暮中下山的时候，回眸一
望，金刚台峰峦叠嶂，竹影绵绵，天光和
地气华育英灵，金刚台体内的铁，体外的
奇峰秀石，无不浑然天成，气韵妙合。

来金刚台，我们上了红色的一课：生
动，丰满，铭记不忘。

“红”是一本书。
“红”是一本教科书，摊开在绮丽的

山水之间，摊开在广袤的历史之间，摊开
在英雄们清澈宽广的灵魂之间。得叫一代
代人去阅读，去领会，去咀嚼，去感悟；

“红”是一本哲学书，有不尽的错综
和矛盾，有无限的存在和永恒的精神，有
丰盛的困惑和痛感，需要人们去剖析，去
解读，去习得，去品鉴；

“红”是一本关于大德大爱的书，是
精神高空圣洁的白云，可以擦拭琐碎的生
活，可以拂拭缺少光泽的内心。

以性情去悟，以执念去悟，以热爱去
悟，以尊敬去悟，深深地呼吸，沉默正靠
近庄严，寂静正靠近伟大。

金 刚 台 悟“ 红 ”
黄黄圣圣凤凤//文文 汪汪诚诚//图图

资资料料图图片片：：金金刚刚台台妇妇女女排排部部分分队队员员合合影影((摄摄于于11995577年年1122月月2244日日))。。

当当年年妇妇女女排排大大约约4400人人，，住住在在金金刚刚台台隐隐蔽蔽的的山山洞洞里里((红红军军洞洞))。。

峰峰峦峦叠叠嶂嶂金金刚刚台台。。

6月12日上海浦东图书馆老友告之，周日晚八点央视一套将
播出《典籍里的中国》之《论语》篇，并有六安老乡鲍鹏山作为现
场嘉宾。喜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笔者第二天晚如时收看，并随着节
目的精彩演绎而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论语》篇延续了《典籍里的中国》首篇《尚书》的叙事方式，
由国家话剧院担任节目创排，精心策划。邀请重量级的嘉宾鲍鹏
山、蒙曼等人现场精彩解说，央视著名主持撒贝宁扮演“当代读
书人”的角色，他穿越2000多年，与春秋时期的子贡仍至孔子等
人实现“古今对话”，并与观众一起识读《论语》。

《论语》篇从西汉海昏侯墓中发现失传1800多年的500多
枚、属于《齐论语》的竹简说起，节目编创团队以一种亦幻亦真、
时空轮换、高度浓缩的方式，讲述孔子坎坷且辉煌的一生以及孔
子与弟子真挚情感的历史故事，以雅俗共赏、老少皆宜、温情而
富有力量的方式展现给观众。

逆境中坚守，是节目的第一个高潮。“陈蔡绝粮”这一段故事
被演员们演绎得荡气回肠。这一事件也是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
中最难的一段经历，孔子与众弟子被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
子贡受命于危难，前往楚国求援。孔子到六十岁还四处碰壁，受
尽嘲笑，“累累如丧家之狗”！节目中观众感受了孔子师徒追求

“天下大道”的艰难过程。他们饱经苦难，一路同行，一路坚定，如
“岁寒松柏”，哪怕只剩下“一碗薄粥”，也以清水稀释，师生共享，
共叹“味道甚美”！正如舞台上的今日读书人撒贝宁所言：“追寻
大道的苦，患难真情的甜，都在这一碗薄粥里了！”

送别弟子，是节目中的第二高潮。晚年弟子众多，本是对孔
子的一种慰藉，但恰恰孔子最爱的两位弟子颜回、仲由却先他而
去，当舞台呈现这段感人肺腑的生离死别时，孔子因白发人送黑
发人而心碎，老泪纵横，声嘶力竭。孔子颤抖的声音在呼唤“回
啊”、“仲由”！众多观众眼泪纷飞。据拍摄这场戏的创作团队回
忆：当说完“朝闻道，夕死可矣”，饰演孔子的王绘春倒在地上，他
已经难以抑制喷薄而出的情感，被拉起来的时候，还一直在擦眼
泪。目睹了这一切的撒贝宁说：“那一刻，我仿佛真的站在了孔子
面前，真真切切地感受着孔子的情怀。

节目中东汉经学大儒郑玄、唐代西域少年卜天寿、宋朝大儒
朱熹等等也给我们留下印象。

现场嘉宾中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说：《论语》现存二十篇，
接近一万六千字，孔子的这些言论从何而来？实际上是孔子的弟
子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的来源。“论”指编
撰，“语”指语言。

上海开放大学教授、六安人鲍鹏山提到《论语》中一个很有
意思的现象。很多弟子都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基本没有下过
一个本体性的定义。子贡问“仁”，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

“仁”，孔子给出了经典答案“爱人”……。鲍鹏山最后说，《论语》
让我们悟得人生的智慧，我们后人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动人的一
幕了，万紫千红总是春！

历朝历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出现在人们眼帘里的
孔子有一些或是拔高、贬低，或是粉饰、曲解的孔子。笔者认为，
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孔子，甚至也远不如本期节目中展现的孔子。
笔者觉得，孔子是真性情、接地气，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的先人。

孔子人格魅力何在？《论语》中记录着颜回对夫子的赞叹：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们对孔子喜爱发自内心，正如朱熹所
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种“天下
为公”、“选贤举能”的社会，正是孔子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孔子
为这种崇高理想历经磨难，不改初心。

笔者感叹，2000多年后，在人人可以读书的和平稳定时代，
却有人丧失了进取精神，身上充满陈腐之气，或迷恋于网络游
戏，或善游于“内卷”环境，也有后生欣赏“躺平”人生观，自暴自
弃，玩世不恭。亦有从商者丢失了诚信之道，唯利是图，比2000

多年前的儒商子贡差之万里。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笔者认为，孔子眼里的“贤者能人”、

让“不仁者远矣”第一人为虞夏时的皋陶。在六安城里，有天主教
礼堂和道教庙宇等，“万世师表”孔子曾安身的六安州古文庙古
籍记载犹在。现留存的大成殿、明伦堂等如何结合六安实际维修
和利用，犹如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问答题。

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也是许多中华
后人的人生轨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论语》中的人生哲学使许多中华后人受益终身！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中的这些金句，成为许多中华后人
的座右铭！

感悟舞台上“活”着的孔子，就是感悟孔子“追求大道、虽苦
犹甜”的精神永存！

感悟“活着”的孔子
戚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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