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随随

文散散

杂谈文化文化

选萃序跋序跋

丹江水清丽纯净，澄澈见
底。她择秀而行，遇奇而穿，
800公里丹江两岸展现出800里
画廊。淅川境内的沿江两岸，
三尖山、四峰山、玉皇顶、岵山，
座座都有美丽的传说，峰峰巍
峨争奇斗艳。“河身如带势还
弯，一线中流两岸山”，正是对
丹江姿容的真实写照。

丹江古称粉青江，尧帝之
子丹朱死后葬于江岸，遂改名
丹江。古代便成为黄金水道。
她清纯飘逸的仙骨仙姿，孕育
出两岸大片文明，创造出神奇
的古老辉煌。仰韶、龙山直至
商周汉文化遗址多达23处。从
春秋至秦、汉以后各个朝代，都
在这里设县安民。

丹江口恰似一个驿站，丹
江、汉江两条姊妹河在这里交
汇，丹江这条汉江最大的支流，
激情飞扬地投入姐姐的怀抱。
从远古走来的两条河太累了，
她们注定要在丹江口歇歇脚，
喘喘气。1958 年 8 月，重峦叠
嶂的丹江口，传出修筑水库大
坝的隆隆开山炮声。

水库蓄水，移民动迁。从
1959 年开始移民到 1978 年结
束，淅川县外迁、内安的 20.2万
移民，经历了“搬迁——返还
——搬迁”周而复始的迁徙，历
时20年之久。

2002 年 12 月，国务院宣布
兴建南水北调式程。作为中线
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大坝加
高至 176.6 米，淅川县又有 16.2
万农村移民搬迁到河南境内的
25个县、市、区。从2008年试点
移民到一批、二批大规模集中
搬迁，2011年8月25日，随着最

后一个村的移民搬离库区，南
水北调丹江口库区农村移民集
中搬迁基本完成。

水库移民，号称“天下第一
难”。我采访过小浪底移民，了
解移民的苦，知道移民干部的
难，20 万难民，河南、山西两省
安置，前后耗时 11 年。短短两
年时间，丹江口库区能搬迁安
置数量如此之多的移民吗？有
位朋友介绍我到那里去看看。
在唐河移民安置一线，随处皆
是“一切为了移民，为了移民一
切”的动人情景，安置工作扎实
有序的步步推进。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期年
调水量 95 亿立方米，这水是供
人生活用的。河南受水 37.69
亿立方米，占三分之一强。据
专家测算：一个城市人口年平
均生活用水 36 立方米，这一受
水量每年可供 1300 万人饮用。
南水北调流经河南沿线的城市
中，省会郑州年用水量占河南
受水总量的近四分之一。丹江
口水库的水为国家Ⅱ类水质标
准，不用净化也可直接饮用。
北京一个代表团来丹江口水库
考察水质，站在船的甲板上，当
地一位领导干部用矿泉水瓶弯
腰灌满一瓶水。“尝尝，丹江水
是纯净的。”说着，他已把半瓶
水喝下，丹江水流进烟波浩渺
的水库，为确保 2014 年调水北
上，近三年，南阳连年整治污
源，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高达5
亿多元。远水解近渴，南水一
路北上，郑州、石家庄、北京、天
津数千万人将饮用上干净的丹
江水，这份享受，令人欣喜！

南水北调，关键在移民。
于是，我强烈地萌生了采访南水
北调南阳移民的念头。在移民
家里，在迁安现场，在新村工地，
带给我太多的怅然与感动——

搬迁前夕，移民们纷纷拿
着烧纸挟着鞭炮来到祖坟，长
呼短吁的烧纸放炮，面对祖坟
长跪不起，有的人忍不住放声
痛哭。这些坟，即将沉入水下
黑暗的世界。

灌一瓶丹江水，掬一包故乡
土，带一棵房前树，能带走对故
乡的全部思念吗？我一次次看
过移民搬迁装车的情景，粮食、
几件旧家具占据车的核心部位，
农具自然装上车，黑糊糊的下房
料要装上车，连一把少皮缺毛的
扫帚也要装上车。车上装的何
止是看得见的东西呢？分明装
着他们昔日的日子。

收获这份感动、这份精彩，
河南省政府移民办多次细心地
安排采访行程，介绍全省移民
工作情况，提供大量文献资
料。特别是省水利厅厅长，省
南水北调办、省政府移民办主
任王树山同志百忙之中亲自审
阅稿件，并为本书作序，同时为
该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初稿脱手后，省政府移民办的
同志又挤出时间细心阅读，提
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在长时间
的采访中，南阳市各级移民机
构、有关领导、相关移民迁安乡
镇的同志都给予了积极配合。
在此，向为本书的写作提供帮
助、支持、配合的领导和相关单
位表示真诚的感谢。

此为《天子行动》后记

丹江北上万古流
李福根

丹江，发源于秦岭深
处，逶迤蜿蜒一路东南，流经
河南淅川县 9 个乡镇，在香
花镇西南进入湖北丹江口，
汇入汉江。丹江全长384公
里，号称800里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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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 10月 15日，第 4军分区
司令员兼政委邓华，指挥部队攻入
灵寿县城，毙俘伪军200余人。

12 月 15，又利用内线关系，拿
下平山县孟耳庄据点，将 14 个鬼子
全部消灭，36个伪军全部活捉。

1941 年 6 月 11 日《晋察冀日
报》，发表作家周而复的文章《邓华
断片》，这样描写这位分区司令员兼
政委：

一副清秀白皙的面孔，颧骨很
高，而且有些突出，两眼奕奕有
神，嘴上微微有这么一抹稀疏的胡
髭，身材瘦长，走起路来斯斯文
文，没有什么膂力，看上去简直是
一个文人；但在火线上却狮子一样
的勇猛、睿智，望见从他那双眼睛
里发出具有摧毁一切力量的光芒，
指战员就好像有了依靠，得到胜利
的保证，文人和武士在他身上得到
谐和的统一。

“文人和武士”——这就是邓
华。

父 亲 写 得 一 手
好字，邓华也写得一
手好字。父亲是教学
生写字帖，春节为乡
亲们写对联、春条，
还曾在衙门里抄写文
书案卷。邓华则写革
命标语。“打倒土豪
劣绅”，“红军是穷
苦人自己的队伍”，

“ 工 农 解 放 万 岁 ”，
“ 保 卫 井 冈 山 根 据
地”等等，还有“中
国工农红军黄洋界保
卫战祝捷大会”之类
横幅。陶铸夫人、井
冈山老战士曾志说，邓华的毛笔字
在井冈山红军中颇有名，有什么写
的都爱找他。

邓华参加红军后，有文字记载
的第一个职务，是7师政治部组织干
事。而他拿起梭镖后的第一个动
作，则是拿着笔和纸，在被革命军
攻克的郴州书写、张贴标语。

若不是赶上战乱，或者未投身
革命，应该在社会上谋得一个挺体
面工作的邓华，一看那身长衫就是
个洋学生，你就干这个吧——这也
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

刘震、胡奇才、钟伟、李天
佑，以及后面将要写到的刘亚楼等
人，都读过一两年书，或几年书。
丁盛参军前一天书没念，参军后自
学、入学读书。与从戎而未投笔的
邓华是没法比了，可在几乎都是文
盲的连队、基层，识不识几个字就
不同了，甚至大不一样。而政工干
部通常会让人想到“耍笔杆子”，上
级搞个什么宣传、教育，识点字就
是天然的优势，有意无意就往这方

面培养了——无论大小多少，这都
应该是个原因。

从工农革命军 7 师政治部组织
干事始，到红军团宣传队中队长、
连党代表、军士队党代表、团政
委、师政委，八路军团政训处主
任、团政委、师政委，晋察冀军区
军分区政委，以上只是简单地说，
邓华这政工干部好像是注定了。1940
年 3 月任晋察冀军区 5 分区司令员兼
政委，好像要“改行”了，近4年后
又成了旅政委。

四野名将多数是在师旅团职岗
位时“改行”的，有的是到东北后
彻底“改行”为军事指挥员的。邓
华属后者。可抗美援朝成立志愿
军，他又成了副司令兼副政委。

文武兼备，军政双全。

说“不”

凛冽的海风吹在脸上刀子般尖
利，罗斯福呢大衣的衣襟呼啦啦扬
起，一阵阵要把人推翻到盐田里
去。侧后方突然一声爆响，田埂上

又一枚地雷被踏响
了，随风送来几声断
续的喊叫。

这是平津战役
的天津战役前，7 纵
司令员邓华，深入塘
沽前线查看地形。

邓华受命指挥
2、 7、 9 纵 攻 占 塘
沽、大沽，切断敌人
海上逃路。

一条通往塘沽
的铁路旁，并行一条
狭窄的土路，周围是
一望无际的盐田和寸

草不生的盐滩，几幢盐工的红砖房
子在地平线上微微凸起着。

难题不在于敌人纵深如何层层
设防，也不在于“重庆号”等舰只
可从海上支援敌人作战，而是那条
铁路、公路根本展不开部队，只能
从盐田、盐滩上发起攻击。地域平
坦不怕，可以挖交通壕，“东北
虎”干这个已是轻车熟路了。可那
蓄满海水的盐田和涨潮时一片汪洋
的盐滩不用说了，就是那表面干爽
之地，两锹下去，苦咸的海水就冒
出来了。有的勉强挖出半人多深，
第二天又塌成了一条烂泥沟。两件
呢子衣服加上毛衣、衬衣，仍然寒
风刺骨，官兵们一身泥呀水的，如
何作战？

这个仗不好打。
不好打也得打。
东边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

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
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这是 1948年 12月 11日
9 时，毛泽东给“林罗刘”
的电报中的一段话。

“kaman 哥太谦虚啦！”总监也
燃起一根烟：“你们怎么能算小
呢？上半年楼盘广告投放属你们最
强了，听说今年还跑去海南圈地
了，本地市场都满足不了了吧？”

“哪有！是本地市场分不到羹了
才想到外地去谋生啊。”西装男挂着
深不可测的笑：“本来这趟开会回
来也是想找媒体朋友们出来聚聚，
磋商我们接下来宣传计划的。没想
到出了这档意外，唉，真是，一下
把我搞被动了，联谊成了请罪，现
在全部精力都放在挽救损失上。”

“那你可得好好处理哈哈！”总
监云山雾罩：“我们小杨对工作可
热情着呢，才来一个多月就拿两条
一等奖新闻了，凡事都要追查到
底，报料热线现在大部分都是找她
的。民生啊，老百姓最爱看，目前
这个栏目在台里也相当受重视，有
很多企业都找上门来要求冠名赞助
呢。”

“呵呵，你们这个节目现在开始
招标冠名权没？能不
能凭我们多年的良好
合作关系给咱整个内
部认购啥的？我就代
表富华先抢个沙发。”

“这样啊。”总
监微笑看我：“小
杨，你觉得咱们栏目
名前面加个‘富华地
产特约之’……怎么
样？和《城市发现》
配在一起和谐么？”

“这个还得领导
定夺，我觉得，咱们

《城 市 发 现 》 面 儿
宽，前面缀什么都挺和谐。”我浅笑
一下怂怂肩，大概清楚发生了什么。

“哈哈，行，那咱回去考虑考
虑。”总监大悦：“来吧喝酒！工作
的事儿工作时间再谈。”总监一边岔
开话题一边示意侍应帮我倒酒，随
后举起杯来。

“我赞助！” kaman也站起来。
我赶紧起身把杯口压下来，和

两位对碰，一仰而尽。
接下来的话题都不关我事了，

可酒却没少喝，直到大家都红光满
面，楼面经理才端着果盘姗姗进来
寒暄。

Kaman哥旁边的职业女娇嗔眯着
眼睛用手指清点人数：“1、2、3、
4……经理！麻烦你，7张停车卡！”

“呃，我不用。”我摆摆手。
“那 6 个吧。”职业女转头微笑

面向我：“今天没开车？”
我窘了一下，“没有。你们

……喝了酒还能开车么？”
“技术不行，不喝点儿不敢上道

啊！” kaman 哥起身把外套搭在手
上：“杨小姐要是不嫌弃就赏脸搭
我车吧！顺便给我壮壮胆儿。”

总监回头顺水推舟：“住哪？

我送你吧？”
“不用不用！”我捋着舌头努力

表达意图：“我家离这儿远，在门
口打个车就好了。你们都早点回去
休息吧。”

“我就喜欢送家远的，自己回去
早了也睡不着。” kaman 的话引得大
家一阵不怀好意的笑。

几番推托未果，我坐上 kaman
哥的奔驰。

7.
影片开篇几分钟是没有字幕和

旁白的。清淡的香水味裹着五粮液
在空气里横冲直撞，车窗外昏黄的
路灯连成一线，在眼前飞速掠过。
这样寂静了几分钟，Kaman把CD打
开，周杰伦懒懒洋洋耍花腔：“如
果邪恶是华丽残酷的乐章/他的终场
我会亲手写上/晨曦的光风干最后一
行忧伤/黑色的墨染上安详”我诧异
地把脸扭向司机位。

Kaman 目不斜视，嘴角微微上
翘 ， 用 沉 稳 的 男 低 音 轻 描 淡 写 ：

“有那么帅么？”
“谁啊？”
“你看谁呢？”
我把眼睛收回

到副驾前的挡风玻璃
上，“你也听周杰伦
啊。”

“怎么了？”
“没想到。”
“肤浅么？”
“不会啊，我喜

欢。”
Kaman 笑 得 很

爽朗：“那是因为你
没听过我唱歌，一般

听过的人，都会喜欢我，多过喜欢
他。”

我撇了撇嘴。
“不信么？” Kaman不依不饶。
“信。这年头虚伪的人那么多。”
“我在你心里有那么差？”
“没有。”
“那跟周杰伦比呢？”
我憋住笑：“差不多吧。”

“差多少？”
“差 10岁。”把脸撇向侧窗，我

咬着嘴唇小小声。
一 个 加 速 变 道 ， 恢 复 平 静 。

Kaman 叼 起 一 根 烟 ， 优 雅 的 甩 响
ZIPPO 火机，让天窗缓缓拉开，一
缕轻烟腾升上去。9月的夜风吹过额
头，很是醒酒。奔驰缓缓泊在路
边，乐音戛然而止，熄火，Kaman转
过身来，盯着我，继续他的半支
烟，“看清形势啊，现在就咱们
俩，可没人保护你了。”

我凝视他的眼睛，借着酒劲挤
出一个肃穆的表情：“你是想在这
儿对着我唱歌吗？”

他愣了一下。
“你唱吧！”我叹口气，

低头默哀。 8

连连 载载

这种被古人着意讴歌的
小小尤物，亮晶晶，红艳艳，不
说那玲珑绯绛的外表，单从它
珠玉一般的质地和藏存多少年
不霉朽的特性，已是人们爱惜、
珍藏的宠物。漂泊异国他乡的
游子，离家时带上几粒，让故土
乡情长驻心怀；热恋的青年男
女互赠几颗，借以表达魂牵梦
系的思念；志同道合的朋友，将
几枚搁在案头台前，又该是怎
样逗动睹物思人的情愫。

红豆，又名相思子。自古
南方人常用它来镶嵌随身饰
物。红豆分为深褐色的“台湾相

思”和鲜艳火红的“海红豆”两种，
丹霞山的红豆属后一种“海红豆”。

丹霞红豆格外红。被称作
岭南第一奇山的丹霞山，由红
色沙砾陆相沉积岩构成赤壁丹
崖，望去似火焰层层，红霞片
片，古人以其“色如渥丹，灿若
明霞”而取名丹霞山，是天下驰
名的“中国红石公园”、“世界地
质公园”，还是世界“丹霞地貌”
的命名地。大概是“近朱者赤”
的缘故吧，从丹岩红壤中孕育
生长的海红豆，结出的籽儿也
格外圆润、艳丽。秋去冬来，是
采撷红豆的好时节。沐于清
爽、轻柔的山风里，远近时不时
传来“啪”的一声脆响，从爆开
的豆荚中迸出一粒鲜红的珠
子，在阳光下划一道炫目的红
线，循迹拨开树下落叶，那红彤
彤的希冀就像一滴鲜血、一星
霞光，倏地扑入你的眼帘，小心
翼翼拾起来捧在掌心，那小东
西霎时变成一团火种，沿着血
脉涌入胸怀，将你思念爱人、亲
人的柔情燃成一片火海。

丹霞红豆最多情。秋冬来
丹霞山的游人，都要攀上海红
豆最多的海螺峰顶，去体味寻
捡相思豆的情趣。“相思”本来
就是成双成对拍拖者之间的
事，所以寻觅捡拾相思豆忌讳
单数，而以偶数为吉祥如意，于
是人们念叨着“双喜”、“四齐”、

“六六顺”、“八八发”、“十全十
美”之类吉利话，寻遍崖畔林
间。当得不到双数时，或执著
地俯首搜寻不息，或将多余的
一枚悄悄丢还草丛，握着那个
双数满意而去。如果哪位手中
只有孤独的一颗而失意扫兴，
也会有热心人默默走近来，将
多余的红豆故意掉在你旁边，
叫你也尝到拾取双数的欢喜。
小小红豆在天南海北素不相识
的游客之间，驾起友情的桥梁。

丹霞红豆最相思。这里是
五岭的南坡，南国的边陲，红豆
就像地形雨，在丹霞山氤氲汇
集，凝聚着“相思”的浓醇。当
地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

据说古时这里有一位绝代
佳人，在崖前树下送别远戍的
丈夫，思念亲人的佳人日日到
树下眺望期盼丈夫归来。没有
盼回亲人却得到丈夫战死边地
的噩耗，佳人悲痛欲绝，绕树恸
哭七天七夜，直至泣血而死，红
颜化作了春泥，血泪凝成了红
豆。从此人们就称这种树为

“相思树”，称红豆为“相思子”。
传说明末清初，一对青年

男女在海螺峰下海誓山盟，互
赠红豆以订终身，后来战乱连
年两家离散，双方家人都以为
对方非亡即婚，分别劝他们另
择佳偶。但是这对青年睹豆思
人，矢志不改初衷，十年之后二
人各自怀揣红豆上山，沿着昔
日的足迹，在海螺峰盟誓处不
期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客居韶关期间，结交了
不少当地朋友，这么多年过去，
至今还有交情往来。每当我吟
起王维的《相思》诗句，就会想
起丹霞红豆，纪念南方朋友，就
愈加理解古人咏此以寄相思，
其实已不限于在追述那位在树
下思念丈夫的妻子滴血泪成珠
的故事，亦包括人间友情。

函谷关位于河南西部的豫晋陕交界之处，北临黄
河，南依崤山，是古时洛阳通往长安的重要通道关口，
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最早成关于周朝，从
时间上看，可谓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关。春秋时期，
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秦国位居关中以西的渭河平原，
依靠其天然屏障函谷关，虽偏居一隅，但绝不甘心人
后，改革变法，富国强兵，一枝独秀，最终吞并诸雄，一
统江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秦帝国。

置身关口，站立高台，放眼抒怀，思今追昔，感慨万
千，函谷关闻名遐迩，不仅仅因其是军事要地，更重要
的是其人文背景。“紫气东来”这句成语的出处即诞生
于此，说的是东周的宫廷守藏史（相当于现今国家图
书馆馆长）老子，因不满王室衰败，民生凋敝，诸侯纷
争，无心再做学问，遂弃官而走，云游四方，浪迹江湖，
西行至函谷关（当时东都洛阳，故从东来）被关守挽留
在此居住半年，并潜心著书立说，写下了为后世广为
传颂的《道德经》。据传关守殷喜善观风水，明察天
象，早上起来向东望去，但见一团紫气升腾，云蒸霞
蔚，煞是壮观，遂认定必有大智大德之人路经此关。
果然，老子骑乘青牛，带一书童，飘然而至，鹤发童颜，
道骨仙风，绝非一般凡人，乃盛情相邀，执意挽留。老
子亦在此小驻并著书立说，成就了为万世所崇戴的不
朽名篇《道德经》。史书记载老子著完《道德经》后离
开此地，不知所终，给人以无限的猜想。他的结局如
何，到底去了哪里，众说不一，比较多得说法是老子到
了栾川的老君山，隐居于此，闲云野鹤，终老林泉。这
就是函谷关厚重的人文背景，并因老子而更加名声显赫。

有趣的是，金戈铁马的军事关口函谷关，既有过往
历史上诸多的著名战役，又有潇洒飘逸的脱俗超凡之
高士老子的故事，军事人文相互叠加，金戈铁马，浑厚
壮阔之外，又有典雅幽静，深邃古今，宁静致远，上善
若水的道家文化积淀，使得此关较之其他关隘如四川
剑关门，山西雁门关、娘子关等更显增色，即便是辽东
的山海关恐其风头名声也略逊于它。历史上凡由函
谷关西进关中者，无不屡尝败绩，陈尸关前，血流成
河，止步于此。只有项羽入关攻秦的成功战例（仅此
一例）。战争史上函谷关的最后一战是1944年日寇妄
图西进略取西安，遭国军胡宗南部的殊死抵抗，横尸
遍野，无功而返，足见其雄关漫道，铁马秋风的雄险。

幽思怀古，壮怀慷慨，让人追思那远去的历史脚步
和战鼓轰响，战马嘶鸣，战旗猎猎，枪炮大作的铁血沙
场，更让人缅怀先贤圣哲的“无为”情怀。中国文化的
许多精髓都能在老子那里找寻到根脉，《道德经》被译
成多种文字，出版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被誉为东方
文化的“圣经”，虽仅仅只有 5000 余字，但其博大精深
的内涵，足够后人穷尽一生去研究。游览之际，天降
瑞雪，大地白茫茫一片，无言飘落的雪花仿佛在诉说
着什么，给人以无限的遐想，雪落黄河静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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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谷遗韵

此物最相思

杨文毅

雪飘过来一阵寒冷，我缩紧了衣服。
一片凌乱的荷，站在冰天雪地里，站在冷风肆谑

里，没有了“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娇媚，没有了“映日荷
花别样红”的绚烂。血脉干枯了，艳色褪净了，却把自
己的骨骼经络举起来，在落日余晖的映衬下，倔犟地
挺立着，扭动着铁干，错落着钢枝，炫耀着一种遒劲之
美，构成一幅冰冷的奇异画卷。

凛冽的寒风中，枯荷在颤抖。一种柔弱，一种刚
强，一种生命的渴望，一种命运的挑战，一种不屈的精
神，一种不完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领会荷花
那种生命的精神，还挺立在那里，还坚强在那里，期
待，坚信风雪过后，定然又是季节的绽放。

远天有黄昏的最后一缕残阳。雪中的枯荷摇曳
着，用最后一缕光芒，来装扮自己，自己的倔犟。拒绝
风雪的肆虐，不甘沉沦的拼搏，那是生命的礼赞，那是
心魂的追求。珍惜那最后一缕残阳，并不在意远天就
要陷落，大地即将一片漆黑……那又算得了什么？也
许这就是大自然告诉我们的真谛：珍惜，坚毅，追求，
自我的确立。

凝望远天，我忽然感到人生的飘浮。在枯荷面
前，我分明看到了昨天，昨天是宽大的叶子，粉红的花
朵，温柔的灵魂，刚健的精神；我分明看到了昨天，昨
天是个艳荷炫美的季节，这里却空空荡荡，没有我的
身影。我没有来，我没采撷一朵艳丽。是的，我到哪
里去了呢？我们失之交臂了。这一疏忽，就是茫茫岁
月。那么艳美的荷，怎么就枯瘦成这个样子了呢？我
那心事的字典里，落满了密密麻麻的叹息。

春夏秋冬，去了又来。谁能阻止四季的轮回，生
命的流逝？因此，我们必须面对繁华褪尽，必须面对
凄冷肃杀，坦然枯荣，静待浮沉。我们要在纷杂的人
间万象中，保持心灵的豁达，信守宁静的致远，让生命
的守望，更加执著和坚强。我深深地感叹艳荷花季的
结冰，我深深地感叹自我花季的远去。在这深深的感
叹中，让我们珍爱自己生命的辉煌，珍爱自己精彩的
瞬间吧，就算遇上无奈的窘况，也要再一次倾听雪中
枯荷的述说：花开花落，是一种自然。不要伤感，只要
挺立，就是一片迷人的风景，就是一个自足的世界。

雪中荷
马卉垚

赵舒平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8年前，为“稻粱谋”独闯广

东韶关，工作闲暇游粤北名胜
丹霞山，思念远在北方的妻子、
女儿，常常一边吟着王维这首
千古传诵的绝句，一边攀崖越
涧寻觅捡拾着丹霞红豆。

曲径通幽（摄影） 谢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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