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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一
这天下午，毛相林从乡里面回来，心里就一

直起伏不定。 他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院坝里，望着
对面的山峦，心里却想起了书记乡长的话：我们
每个村出一些人，先把阮村的路修通，然后一个
一个来，我们乡最终每个村都会通路的。

是啊，修路，是每个村民现在面对的最迫切
的问题。可是，先帮别人修，我们下庄的路还在哪
里呢？因为没有路，下庄人始终困在“深井”里，外
面的东西运不进来，里面的东西弄不出去。 尽管
土地下放到户以后， 人们的吃饭问题解决了，肚
子能够填饱了，可是仍然是穷，很多村民身上一
块钱也拿不出来。

记得 91 年去县里给大女儿治眼病， 那时候
真是身无分文。 大女儿从生下来就看不见，是先
天性白内障。因为没有钱，进不了院，只好住在外
面。 每顿只能给女儿买两个包子，而自己每天只
吃两顿，每顿二两面条。 真是穷，不敢吃多了，要
把每一分钱掰开了用。旁边开饭馆的雷老爷子实
在看不下去了，有一天下午就把他叫到自己的饭
馆里，给他炒了一盘猪头肉，对他说：吃吧，人都
有困难的时候，我也吃过苦，给地主放过羊，当过
长工。 雷老爷子还找出一双半新的胶鞋给他，还
找了一些孙女的衣服给他的女儿穿上。那一刻他
的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 后来他找到县民政局，
在民政局的帮助下才顺利给女儿的眼睛做了手
术，让女儿见到了光明。

现在改革开放这么久了，我们下庄还是这个
老样子，我这个村支书怎么向村民交代？ 怎么向
党组织交代？

决不能让村民再经历这样的苦楚，也决不能
让我们的后代再重复这样的苦难。

可是地里产的东西变不成钱：西瓜吃不完剁
了喂猪，有时候甚至直接让它烂在地里；很多名
贵的中药材无法卖出去，只能当柴火烧；喂的猪
也只能杀了一块块背到乡上去卖。如何才能改变
这样的状况？ 如何才能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之
路？ 毛相林苦思对策。

突然， 一个大胆的想法如闪电刺进脑海：我
们去给别人修路，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给自己修
路？“要想富，先修路。”中央已经多次讲到修路对
于致富的重要性。各级地方政府也雷厉风行地行
动起来了。 只有开辟出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天
路”，下庄的物产才能走出去，下庄村才能彻底摆
脱贫困。 只有这样也才能真正打开下庄人的眼
睛，让他们去感受外面的世界，而不是几百年来
的“坐井观天”。

这想法就像破土的种子，摁也摁不住。 他急
切地想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急切地想和人商量。
他首先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驻村干部方世才。

方世才从 1995 年毕业驻村就一直住在他们
家。 两个人尽管年龄差了 10 来岁，然而都肯想，
肯干，都想实实在在为村里做一些事情，所以他
们之间也没有代沟，很多事情能想到一起，很多
事情能做到一起。

这天天快黑了，方世才还待在村委会，还没

有回来。 毛相林等不及了，起身就急急忙忙向村
委会走去。 到了村委会，毛相林看见方世才在昏
暗的灯光下整理笔记。

“老方，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说。 ”
“什么事情？ ”方世才抬起惊愕的眼睛问到。
“我想修路。 ”毛相林说。
“今天乡里面开会不是叫我们去给阮村修路

吗？ 派哪些去你都想好了呀？ ”
“不是，我想我们自己修路。 ”毛相林语气有

些急切了。
“自己修路？ 你的意思是我们下庄自己修路

吗？ ”方世才这才放下笔，坐直身子，眼睛直直地
望着毛相林。

“是的，我们下庄自己修路。与其去给别人修
路，不如给我们自己修路。 ”毛相林坚定地说。

这天晚上，他们一直讨论到深夜。 妻子几次
叫他们回去吃饭都没有回去。他们一起被这样的
想法激动着，也被描绘出来的远景激励着。 这一
夜，他们注定无眠。

二
第二天一大早， 毛相林匆匆洗了一把脸，就

去找老支书了。 老支书一向公正无私，什么事只
要取得老支书的支持，就有了大半的成功。 这么
些年以来，他对老支书是又敬又怕。 以前有一次
事情没有做好，还挨过老支书的“爆栗子”。

老支书的家离得不远， 转过一个弯就到了。
毛相林到来的时候，老支书也刚刚起床，正坐在
屋前吃早烟。 他一看见老支书就说：“老支书，我
有一件难事向你求救来了。 ”

老支书站起身来，从屋里搬了一把椅子让他
坐下，递过一支烟，问：“什么难事？ 这么大清早
的。 ”

“我想修路，修我们下庄自己的路。我想把我
们去外面的路打通，那样我们下庄就不会这样受
穷了。我硬是穷怕了，没有路，我们这个穷命就改
变不了。 ”

老支书听完毛相林的话， 望着远处的绝壁，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过了好一会儿，老支书才说：

“你想修路，我支持，这是我想了好多年的事，一
直没有干成。 现在你想干，这是好事。 ”

停了停，老支书又接着说：“你年轻，有干劲，
但要注意几方面的事情，一是一定要取得上级政
府的支持，没有上级政府，这件事肯定干不成。二
是一定要做好村民的工作，急不得。 你的急脾气
我是知道的，但这件事太大了，要取得村民的完
全同意，急是急不来的。 第三就是要多多取得社
会的支持，光凭我们下庄这些人，要想干成这么
大的事，估计是万万不行的。 最后一点就是要特
别注意安全。死了人，人心就容易散，上面也不好
交代，别到时候事情没有做好，还把自己搭进去
了。 ”

毛相林听了老支书的话， 心里就更加有底
了。 告别老支书来到村委会，毛相林就打开广播
通知村干部到村委会开会。 不多一会儿，村干部
就三三两两地到齐了。 等村干部都坐下，毛相林
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我和方同志去乡里面开

会，乡里面让我们出一些工去帮阮村修路。 我和
方同志商量了一下，与其去给别人修路，不如我
们自己修路。 你们是什么意见？ ”

村干部们听完毛相林的话， 纷纷就说开了。
一来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 二来这件事也太大
了，村干部们基本没有思想准备。

时任村会计的杨元鼎首先说：“我们村一穷
二白的，拿什么钱来修路呢？ ”

“钱的事我们想采用集资的办法解决。 每个
村民 10 块钱，全村 397 人，就可以筹得 3970 元。
我们每个村干部还可以多交一点， 这样就有了
4000 多元，启动资金应该是够了。 ”毛相林胸有
成竹地说。

“有些人实在拿不出怎么办？ ”杨元鼎又问
到。

“把家里面的腊肉拿几块到乡上去卖了，就
可以卖到几十块钱。我想这个问题想想办法是能
够解决的。 ”毛相林说。

杨亨双接下来说：“这么点钱，在外面请工肯
定是不行的，就只有我们自己干。 这个工怎么安
排？ ”

“我们全村每户出一个人，都是义务工，都要
为村里修路尽义务。 如果实在没有劳力的，那就
出钱，20 块钱一天，请别人帮着修，这个不能搞
特殊，一搞特殊这个事就搞不成了。 ”毛相林说，

“我还说个事，我们这次开会，首先就是我们村干
部要统一思想，要一条心。 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
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不能让村民戳我们的脊梁
骨。 再就是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力，外面有
关系的要去找外面的关系， 争取更多的社会支
持。 钱啊物资啊都可以。 ”

在这次村干部会上，所有村干部的思想得到
极大地统一，他们都认为这条路应该修，并且有
信心修好。 那些队长组长散会后就开始走访村
民，说明情况，展开思想工作。很多村民深受没有
路之苦，一听说要修路，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三
召开完村委会， 做通了各位村干部的工作，

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毛相林心里更有底了。 中午
回家吃饭的时候， 毛相林和父母说起了这个事。
父亲毛永义由于身体不好，哮喘病，这些年一直
躺在床上。 听到毛相林说要修路，火气一下子就
起来了，说：“就你能！那么多支书，没有哪个敢干
这件事！ ”

毛相林知道父亲的脾气。父亲毛永义参加过
抗美援朝，脾气大，做事冲动。他从部队转业后分
配到供销社工作，就是因为脾气不好，和单位同
事处不来，才回家来的。毛相林看见父亲发脾气，
就不再和父亲说了，转身出来和母亲说这件事。

母亲杨自芝当过 10 多年的村妇女主任，在
见识上反而超过很多男人，很多为人处世的方式
毛相林都是跟母亲学的。毛母听了毛相林的话后
说：“架子已经搭起来了，死也要修，活也要修，反
正要修路。但有一条，要修就要修好，不能修到半
头又不修了。 ”母亲还拿出女儿给的七百块钱养
老钱对他说：“这些钱你先拿去用，当村干部就要

起到带头作用。 ”
下午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毛相林感觉从他当

这么多年村干部以来，没有哪一次村民大会村民
有今天这样积极。有很多村民全家搬，拉着小的，
带着老的，甚至一直躺在床上的，也用椅子抬来
了。下庄人犟，有股子脾气，但下庄人认定要做的
事，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毛相林看大家在院坝里坐定以后，就站起来
说：“我们今天召开全村村民大会， 要说什么事，
估计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要修路。 这是大家都
关心的大事， 也是我们下庄迫切要解决的大事。
因为没有路，我们哪家没有一点伤心事？ 我们喂
的猪卖不出去，如果实在要卖，也只能砍成一块
一块地背出去卖。我们母猪下的猪儿，卖不出去，
只有自己喂。 我们地里种的西瓜，吃不完只好剁
了喂猪。因为没有路，煤炭运不进来，我们只能砍
柴烧，因为砍柴，好多人就摔下悬崖摔死了。你们
看现在山上光秃秃的，都被我们砍光了。 还有娃
娃读书的问题，好多娃娃因为读书艰难，读到半
头不读了。 大家自己摸摸背上，有几个人背上没
有被磨出几块疤。 我们不修路，我们这代人也许
还能找到老婆，我们下辈人可能连老婆也找不到
了。可以说，路限制死了我们下庄的发展。现在外
面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 我们下庄也不能落后。
修路确实很难，不过山凿一尺就宽了一尺，路修
一丈就长了一丈， 只要我们下庄人一直坚持下
去，路就一定能够修通。我们这辈人不行，还有下
辈人，我们下辈人不行，还有下下辈。就算我们这
代人再穷十年，再苦十年，我们也一定不能让下
一辈人再穷再苦了。 我们下庄人是团结的，也是
有骨气的，我相信我们下庄人齐心协力，一定能
把这条路修通。 ”

停了停，毛相林又说：“这件事太大了，关系
到我们子子孙孙，光我们几个村干部肯定做不成
这件事，所以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修不修，怎么
修，大家敞开了说。 ”

村民们听完毛相林的话， 纷纷议论开了，然
而最核心的意思就是一定要修路。村民们对没有
路的日子已经过怕了。 以前想修路但没有人捞
头，现在有人领头修路了，大家高兴还来不及。有
少数几个村民谈到没有钱的问题，没有劳力的问
题，毛相林都做了很好的说明。他们自己一想，这
不仅关系到自己这辈子的生活，还关系到子子孙
孙的生活，也就不再多说了，都说要想尽一切办
法来修路。

村民大会开完，天基本就黑了，一轮明月正
从山崖上升起来。 毛相林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
劲，脚步变得更加轻快起来。 他把村委会所有村
干部留下来，对工作做了更细致的布置：这个做
什么，那个做什么。 干部们各司其事，各负其责。
修路的前期工作就这样然积极而又有序地开展
起来了。 （未完待续）

绝壁抠“天路”(一)
邹和平

须从阳光里掐出三月来
采茶的姑娘反复一个动词
她们置身茶山，会看穿
每一枚春茶的小心眼儿：

那些尖尖嫩嫩，翠翠绿绿
那些水灵灵，娇滴滴……
花枝乱颤却心如止水：
哥哥你莫慌，哥哥你莫急……

采茶的姑娘玉指轻翻
就能拢住一只心动的小鸟

水口挂面
我在诗中看到它流线型的姿态
却往往忽视它有透明的内心

在水口，河流的嘴里，吞咽进
多么《诗经》的青萍

采薇的姑娘顺水而下，每一位
都绕指柔

而在三月河边
柳绦的表白低回细腻

水口把阳光挂在嘴边，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啊……

塘坊茶厂
在塘坊，茶树抬高了每一座山
我们数着台阶，就要去往南天门
群山豢养的物种啊，云山雾罩
当然静若处子

采茶的姑娘没唱采茶歌
唱的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在塘坊茶山
我看到一位妇女腰挎茶篓
她背上的小孩，一脸笑

我声音嘶哑，不愿乐音坏掉
只是踩响琴阶伴奏
顺便掐下几枚水嫩音符
———权作余音

采茶辞（外二首）

李成燕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
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
指杏花村。

每到传统的节日， 总是会
教女儿背一首应景的诗。 起因是我不知道如
何来教她认识这些传统的节日， 那就从文字
开始吧。而家里的老人比我做得好，身临其境
远比这些空洞的文字更能让五岁的孩子记
住。

一
睡梦中的女儿， 被她爸爸的电话铃声吵

醒，听到是奶奶的声音。
大清早，她就开始了幸福的轰炸。
是啥？ 说的啥？
快点起床了，今天要去爷爷坟上烧纸。
像过年的时候吗？ 跪着拜年还要作揖？

啊？ 是不是又要炸火炮儿哦？
不是的。
我们都要去吗？
是的。
从 2015 年 10 月开始， 婆婆总是会在每

一个节日催促我们去看看坟前的柏树长势，
买上纸钱和爆竹儿。 即便家里小朋友总是会
被烟花爆竹的声音吓得叫唤， 我们也会随着
她的心愿，依着她的习俗。让家里的男子们留
到最后，点燃这响彻云霄的爆竹。

仿佛在那头， 这爆竹声一定会将问候传
递过去而后被听到。你过得好吗，我们来看你
了。 每每这个时候，婆婆总是会讲起往事，而
我总是习惯性的站在坟前， 看着谭家的老坟
院，眺望着远方，沉默不语。

您在就好了！
二

在记忆中， 第一次亲人离开是在我小学
二年级的时候，爷爷病逝。 那个时候的我，对
生离死别没有概念，不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

而关于爷爷的记忆也很模糊，妈妈总说，
爷爷和现在的大伯很像。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啊。 那个时候的他们， 几乎未留下过一张照
片。

再后来、后来......
� � 习惯了有人留在了昨天。

三
今年春节在老家， 我们不

约而同的在外婆家去过年，外
婆 76 岁高龄， 满头的银发、大
嗓门、身体很矫健。 在我们这些

后辈心中都明白见一面就真的少了一面吧。
每每在外婆家听到最多的是， 在我 3 个

月的时候，外公抱着我、逗我，姐姐总是霸道
的告诉外公，你不要把我妹妹弄摔倒了，你小
心一点儿。

关于外公我一点记忆都没有， 也从来没
有看过他的照片，听他们说他很凶，也听说他
是自己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也不曾细
细过问此事，愿您安详的长眠，已渡到自己理
想的国度。

那天傍晚过后冯叔提议， 我们大家合影
吧。照片是留给后来人最最珍贵的礼物，你能
知道我是谁？

即便是你与我从未见面， 亦或是我不曾
记起你，我依然是你的子孙。这大概就是生命
传承的意义。

四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不要等失去之后

才懂得珍惜。
1 月底，我回到县城上班，离开了工作了

八年的单位，可换来了和女儿的朝夕相处，值
得与否不适用于我和女儿。 人与人之间的感
情变得温暖与融洽， 不正是因为我们在一起
经历的多，建立了“革命”情谊，这情谊可以是
亲情、爱情、友情。

可惜了， 上次那双鞋子不知道奶奶失手
放哪里了。

让奶奶赔一双给你吧，你觉得呢？
奶奶都老了，不让她赔。
那你老了，你把我的东西弄丢了，我也不

让你赔......
� � 此刻，我得到了欣慰的答案。她的善良让
我心安，也让我倍感幸福。 幸福，原来它存在
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也会让你淡忘不愉快，继
续往前。

（作者简介：刘小权，喜爱文学，业余时间
喜欢读书，有作品在报刊发表。 ）

1946 年， 美国摄影记者德米
特里凯塞尔来中国，为《生活》杂志
拍摄了一组关于长江的照片，其中
关于三峡的相片尤其精彩。由于某
种原因，这组照片被雪藏直到本世
纪初才逐渐被全面地公诸于世。
2009 年，《生活》 杂志照片其中的
一帧，被专家怀疑所摄是位于巫峡
青石洞的神女庙。

巫峡神女庙的历史渊源至少
可追溯至唐高宗仪凤元年（676
年）可谓千年古刹矣。 它一直是途
经三峡之行人必定驻足之著名古
迹名胜， 骚客文人对其多有题咏。
但遗憾的是 1949 年后神女庙被废

弃，迄今所见只有文字记载却无相
关影像，千古遗憾。 如能发现疑似
神女庙的影像照片，自然是一石激
起千层浪的轰动新闻。但这真的就
是神女庙吗？

重庆三峡博物馆研究员唐冶
泽依据一本新发现的老相册，给出
了否定判断。 据其考证，这本相册
拍摄者很可能是一位叫约翰逊的
美国人，拍摄时间大约是上个世纪
二十年代左右， 早于凯塞尔 20 年
左右。 总共 14 帧照片都配有比较
详实的注释， 其中一帧被标注为
“官渡口”的老照片，与凯塞尔所摄
疑似神女庙的照片明显是同一拍

摄对象，只不过约翰逊拍摄的是近
景，而凯塞尔所摄是远景。

巫峡的东口即湖北省巴东县
官渡口镇，拍摄的对象正是官渡口
镇的龙王庙， 庙的形状像龙头一
般， 因为是近景可以依稀确认出

“龙王庙”三个字。龙王庙是保佑航
船安全的庙宇，峡江水路险恶故沿
途都不乏此类庙宇，因为峡江地处
川鄂交界， 船帮又分为川帮和楚
帮，因而庙也各修各的，有的龙王
庙供奉李冰父子， 有的供奉二郎
神，有的供奉薛运龙，还有的供奉
杨泗将军（峡江一带供奉尤其多），
看来龙王爷也是五花八门喔。巫峡

神女庙的真容，只能期待后来者新
发现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家刘大
杰途经三峡，在其散文《巴东三峡》
中写到:“三峡里面的山，以青石洞
一带为最高。望着神女庙的一线白
墙，好像一本书那么大，搁在一张
山上，真好像是神话中的景致。 ”

梦幻般的神女庙，看来您只有
继续隐藏于历史长河深处矣。

清 明
刘小权

被误认的神女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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