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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嫂村·沂蒙人 □ 刘 力

不不是是养养蚕蚕人人
□ 赵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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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刚上中学，放学怕逢集。集市所在地叫杓山，古
称长勺，春秋时就有，逢一、六开集。父母在集上摆摊，年
少的我觉得不太光彩，尤其怕父亲是工人的同学看到。
　　我村很小，名叫宋家峪，听村名便知是山沟沟，山多
地贫，老辈只知种粮，收成低，生活难。村里实行种地改
革，低洼地种粮，低山地改种瓜果蔬菜。水果蔬菜丰收后，
村民尝试去杓山集摆摊，这是划时代变革，此前，村民赶
集意味着花钱买东西，摆摊后，贸易逆差变顺差。最初几
个村民试水，草帽压得低低，不好意思开口叫卖，要知道，
在孔子的故乡——— 鲁西南，重农抑商的传统有点根深蒂
固。逐渐加入者众，并诞生两个重要标志：一是村医入集
卖菜，二是我父亲，也是推动种地改革的村支书。
　　父亲每次摆摊卖出的第一份钱，雷打不动，给我爷爷
和姥爷每人买半斤油条，爷爷和姥爷也摆摊，有的买家挑
挑拣拣，其实都逃不出我们家族企业的“魔爪”，你再怎么
挑，我妈、我姨、我姑……都在附近摆着呢。
　　有一次，我妈在集上卖菜，我亲自陪同，父亲非得让
我体验生活艰难，还不让我戴草帽。突然有同学走来，还
是女同学，赶紧低下头，还是被认出来，还让我到她家玩。
我妈说那就去，塞给我刚卖的菜钱，我买了两瓶啤酒就去
了……是的，结局和你们猜的一样，女同学的母亲用不失
礼貌又极其犀利的眼光把我打发走了，还说，把心用在学
习上，考不上学啥都白搭。至今不明白，这话说给我听，还
是说给女同学听，说给当时的我们听，还是说给后来的我
们听……总之，两瓶啤酒没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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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杓山集时，我家主卖黄瓜、西红柿、山豆角。
　　那时，我家炒菜少不了黄瓜、西红柿。黄瓜是歪把的，
胖瘦不均的，一般是黄瓜拍蒜，赶上家境好点，上升为黄
瓜炒鸡蛋；西红柿吃有虫眼的，色彩不鲜艳的，一般用红
糖拌，倘若考试考好了，上升为西红柿鸡蛋汤。我曾问我
妈，为啥老是吃西红柿和黄瓜？她说，这两样产量大，后
来，我家吃够了佛手瓜，我妈说，这东西种在石头里都摘
不完，她还说，要是钱也能这个长势就好了，父亲有时加
一句：“别说钱了，山豆角能像佛手瓜一样高产，咱家就吃
香喝辣。”
　　山豆角在我家的地位极其显赫。
　　初夏，山豆角花儿盛开，漫山遍野，赏心悦目。盛夏，
山豆角上市，每一根山豆角都是从大山中石头旮旯儿里
掏出来的，好豆角一根就长达二三十厘米，小拇指粗细，
很容易和藏在石头缝里的绿蛇混淆，我妈最怕蛇，但逢开
集前必须去摘山豆角。
　　山豆角富有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有利消化，降血脂，
还缓解便秘。这些特点，显而易见地受城里人待见，所以
能卖好价钱，所以基本轮不上我们自家吃，所以，我最爱
吃山豆角。单炒可以，肉炒更好，五花肉最美味。山豆角嫩
时轻炒，老时煮豆，不老不嫩炖着吃，应季时是时令蔬菜，
更可晒干做成干豆角过冬解馋。
　　眼见我村农民赶集摆摊挣了钱，邻村赶忙复制，集上
卖菜的人比买菜的人还多，显然，在杓山集卷不动了，父
亲和我做起了生意，他把蔬菜打包卖给我，我周末和假期
跟着叔叔们进城摆摊赚差价。
　　第一次进城去的是博山。翻山越岭推着自行车（山路
陡峭不能骑），推十几里地，再骑行四五十里，有一段盘山
公路——— 青石关，外号鬼门关，去程接连20里一路下坡，
最怕骑车带货，刹不住车，一旦翻沟，车毁人亡。通高速
后，我站在桥上尿尿，落不到沟底；返程自行车骑不动，

“扒车”而行（一手骑车，一手紧抓拉煤货车），司机想着法
子甩掉扒车的，但扒车的练就一身绝技，像藤壶一样贴住
不放，险是真险，省力是真省力，路边警告也真吓人：扒车
落沟，死亡自负。
　　初次进城开张很快卖完，转角遇劫匪，我陈述了各种
困难，他们说：“第一次遇到跟劫匪讲价的，哥们也不是不
通情达理，给你留两成……”在相对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
协商，双方都比较满意。拿着虎口里夺来的钱，品尝了博
山最出名的包子，还喝了大街汽水，要说这博山包子，那
叫一个好吃……
　　我村进城卖菜氛围越来越热，开始都去博山，夏天卖
菜，秋天卖板栗，冬天卖苹果。淄博话与莱芜话区别很大，
一开始根本听不懂他们说啥，经常有来问：“这是chishang
板栗？”我说不是，扭头就走，后来，我说是，他们说你口音
不像，我苦练博山口音，一见人就喊“chishang板栗lao～
huai”，效果不错，遗憾的是，至今不知道这些音对应的是
啥汉字，也或“chishang”应是“chi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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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和叔叔们瞄准更大地方——— 莱芜，流程如
下：父母赶早上山摘豆角，一直摘到太阳落山，回家后，晚
饭来不及做，把豆角一把一把捆起来，捆豆角学问大了，
在杓山集卖时把不好的豆角捆在最里面，进城卖时我让
我妈把差的捆在最外面，因为城里人买豆角，直接看最里
面。晚上十二点，几人搭伴骑车出发，莱芜离我家七十里
地，装一百多斤豆角，土路，坡多，凌晨四点左右，赶到莱
芜东关大集，下车时屁股都磨破皮了，紧攥车把的手也充
满血泡。
　　第一次去莱芜摆摊时满怀欣喜，天微微亮，似有露水
在脚下氤氲，感觉城市很大，还有霓虹偶尔闪烁。集上一
个人也没有，我们占好位置，随着太阳升起，不停有人来
说，那是他的地盘，让我们赶紧走，明明是我们来得早，想
辩驳几句，就获得一个很简短的回复：滚。我们就被一路
追赶，一直被赶到集市最边角。后来，学聪明了，不管来多
早，就在东关集最边角摆摊。
　　这不是最坏的，最坏的结果往往始于最美好的开端。
一次，我们正蹲在地上，口干舌燥叫喊着卖豆角，突然闪
出一文弱书生，说全包了，让我们送到家，一进门，门闩插
死，半价半秤强买，我说不卖，冲出几名彪形大汉，不待反
驳，一巴掌上来，眼冒金星，鼻孔流血。
　　事已至此，骑车回家，在乡间瞥见一小饭馆，三叔说，
不能白挨打，进去撮一顿，生平第一次进饭馆吃饭，三叔
问想吃啥，我说就吃山豆角炒肉，豆角软软的，肉肉的，再
加几个口镇方火烧，人间美味，饭店老板看着我鼻子残留
的血迹，说：“苦啊。”我回：哭不能当饭吃。
　　如今，不管到哪座城市，喜欢逛地摊，闻着地摊的烟
火气，就很踏实，也喜欢从地摊买菜，每一个地摊都是一
家人的最为真实最为丰富的内在时空表达。
　　有一个事实需要补充，我家的山豆角在我村卖价最
高，品相好，口感正，父亲会育种，不会随便留一些种子明
年就下地，村里人也都到我家要种子。他去世后，种子越
来越差，真正的山豆角濒临绝产了。
　　现在想来，我家种了好多年山豆角，真正大快朵颐的
场景几乎没有，牵强附会地想到一首诗：昨日入城市，归
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

　　虽然，《三国志·魏志》只留给他二十七
个字，但是，世人已经说了他千八百年。
　　这段文字，附在《王粲传》之后：“时又
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
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
　　他是超凡的文士，著作颇丰。近代大文
豪鲁迅尤其喜爱嵇康，校注《嵇康集》，嵇康
对鲁迅思想产生深刻影响。
　　他是“出世”的高人，“竹林七贤”领袖，
魏晋风度的代表，为人“萧萧肃肃，爽朗清
举”，“岩岩若孤松之独立”，达观、超然的人
生态度，为后世无数读书人所倾倒。
　　他是刚烈的斗士，侠骨柔情，勇担道
义，面对暴虐者的屠刀，视死如归，以生命
捍卫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将短暂的一生化
为永恒。
　　华表玉质侠士心，这就是嵇康。
　　嵇康的人生际遇，经历了大起大落。魏
晋交替之际，社会极度混乱，思想信仰危
机，汉代经学逐渐为清谈或玄学所取代。魏
正始年间（240—249），清谈之风达到鼎盛，

“正始之音”刻下时代深重的烙印。时任辅
政大臣曹爽，重用清谈名士。何晏是清谈领
袖，王弼等一大批后起之秀脱颖而出，嵇康
是其中耀眼的新星。
　　嵇康的青少年时代，可谓春风得意。魏
景初二年（238），嵇康十六岁，著《游山九
咏》，魏明帝曹叡异其文词，问左右：“斯人
安在，吾欲擢之。”遂任嵇康为浔阳长。正始
七年（246），嵇康二十四岁，入洛阳前，撰
《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 嵇康
是与何晏、王弼、夏侯玄、钟会等同量级的
清谈名士。他娶曹操沛太妃曾孙女长乐亭
主为妻，“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
大夫”。嵇康之妻与何晏之妻有血缘关系，
何晏的妻子金乡公主是沛太妃之女。
　　曹魏王室政争激烈。曹爽擅权，同是辅
政大臣的司马懿行韬晦之计，隐忍待机，于
正始十年（249）发动政变，诛曹爽、何晏等
八族。此后，发动一次次政治大清洗。高压
的政治，禁锢的舆论，士人人人自危，朝不
保夕，清谈噤声，嘴巴闭紧，心中的痛苦自
不待言。士人是靠思想而生存，禁锢思想，
就意味着禁锢士人的生命；扼杀思想自由，
无异于扼杀士人的灵魂！
　　嵇康作为曹魏王室贵婿，又有与何晏的
特殊关系，大难不死，已是万幸。惊悸的心安
定下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何去何从？也许，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才真正睁大眼睛，
观察世事，对人生作出认真而深入的思考。
　　嵇康人生之思，贯穿其著述的始终。其
中，《卜疑》最显其个性特征。它是嵇康的心
路自白，性情表露，做人坦言。他假托宏达
先生，求问太史贞父。这个宏达先生，具备
了“超世独步”的境界，却无法脱离“大道既
隐，智巧滋繁，世俗胶加，人情万端”的现
实，“尔乃思丘中之隐士，乐川上之执竿”。
他一口气提出十四组相互对立的问题，进
行诘问：
　　是做刚直之臣，还是做庸碌之辈？是大
德无私，还是趋利偷容？是龙潜深渊，还是
鸿唳云空？是声色犬马，还是少私寡欲？是
崇老子，还是慕庄周……仙界的高人，世间
的贤者，功业盖世者辈，隐逸优游者流，可
见的生存状态，可知的人生道路，他都了然
于胸。如何做人，何去何从，孰吉孰凶？

　　太史贞父说，像先生这样的人，“吕梁
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
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没有明确答案，却
是取舍分明。
　　魏晋士人，多重有无、本末、性情、才性
等玄远之思。嵇康则更加关注生命个体，关
注人的自身价值实现，他的思想和行为，也
就具有了鲜明的人学色彩。他珍视生命，通
性命、辅养之理。他崇尚君子人格，称君子
者，一是“情不系于所欲”“心无措乎是非”，
即不被人的欲望和社会是非标准所束缚，
达到心地洞明的境界；二是物情通顺，即能
够依据万物之理行事，达到“行不违乎道”
的境界。怎样使人格升华到这样的高度？越
名任心，故是非无措；物情通顺，故大道无
违。对待“欲望”，则要“有重于中，以内乐
外”：“以太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
恬淡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人生的最
大幸福，是“被天和以自然，以道德为师友，
玩阴阳之变化，得长生之永久，任自然以托
身，并天地而不朽”。
　　西哲有言，“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
值得过的”。嵇康的人生抉择，经过了深思
熟虑。
　　嵇康绝意于仕途，将身心放逐于自然。
他的生活史上，竹林七贤游，当是需要特别
提及之事。所谓竹林七贤，是指谯国嵇康、
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
河内向秀、琅玡王戎。他们志趣相投，都有
一颗隐逸之心，一味放诞人生的情怀。郦道
元《水经注》称，山阳城西北有七贤祠，筠篁
列植，冬夏不变贞萋，人号为竹林。遥想当
年，翠筱娟娟，友朋诗酒，丝竹琴弦，鸿雁声
声，天籁时起，优游岁月，荡志浩然，那是多
么快乐的生命时光！嵇康自白：“游山泽，观
鸟鱼，心甚乐之”，“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
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
一曲，志愿毕矣！”
　　嵇康潜身于隐境，孤傲的心，还时常向
往着羽化华岳，超游清霄，“沧水澡五藏，变
化忽若神。姮娥进妙药，毛羽翕光新”。他与
自然越亲近，对污浊现实的否定和批判就
越强烈，“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何为秽
浊间，动摇增垢尘……哀哉人间世，何足久
托身”？
　　但是，嵇康生于人世，难入仙境；化形
为人，难蜕为仙。更何况，大名士赖文章以
立世。中国的先贤，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
他们立言创说，都是为了救世，分别只在方
案道路不同。中国真正的读书人，无不跳荡
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这种天然的基因，充
溢于嵇康的血液。
　　嵇康著文，悯世忧时。《太师箴》，崇尚
道家“大朴未亏”的治世，抨击“大道沉沦”
的现实，箴太师，也是箴天子：“治乱之原，
岂无昌教？”《答难养生论》，说理想社会：

“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谈圣人治
道：“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
　　嵇康著文，高标独立。因此，他才给文
化长河留下炫目的浪花。嵇康思想，是“越
名教而任自然”，或“越名任心”。名教是指
由儒家学说发展而来的汉代经学，“越名教
而任自然”，或“越名任心”，就是撇开传统
的是非标准，从宇宙本原和内心出发，重估
社会历史。以此种思想为文，“师心以遣
论”，必然推倒许多的成见、偏见，将数千年

的历史旧账簿子踢翻。像“轻贱唐、虞而笑
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可谓惊世骇
俗！像《管蔡论》，翻了个千年铁案。周武王
崩，成王少，周公旦专擅王室。管叔鲜、蔡叔
度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举兵作
乱。周公旦杀管叔，放蔡叔，管蔡一向被公
认为罪人。但是，这就造成一个悖论，起用
管蔡的“三圣”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难辞
用人失察之咎。魏帝曹髦幸太学，就此提出
疑问。《尚书》博士庾峻回答：“此皆先贤所
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论。”先贤之疑，天子有
问，嵇康回应，写出《管蔡论》。嵇康说，管蔡
都是忠臣，他们反周公，是因为封地离京都
太远，信息不通，情况不明。因此，“三圣”用
人没有问题，周公伐罪得当，管蔡之心也合
乎情理。此为诛心之论，一家之言，却可一
释千年之惑。
　　世情难料。嵇康隐逸避世，“师心以遣
论”，都埋下杀身的祸根。
　　嵇康的悲剧结局，出人意料，似乎矛
盾，却又是情理之中：他由隐士变身为斗
士；由老、庄的“忠实信徒”，变身为儒家“志
士仁人”，成就了“杀身成仁”的崇高人格。
　　司马氏篡权步伐加快，政治清洗变本
加厉，心向曹魏的名士、重臣李丰、夏侯玄、
王凌、毋丘俭、诸葛诞等，一个个先后遭诛
夷或被逼自杀。甘露五年（260年）五月，魏
帝曹髦竟被杀死于光天化日之下。曹髦是
个有血性的曹氏子孙。他不愿坐受废辱，率
僮仆数百，从宫中杀出，要与司马昭作个了
断。将士慑于“天威”，纷纷退避。太子舍人
成济无法阻止，问司马昭死党、中护军贾
充：“事情紧急，怎么办？”贾充下令：“畜养
你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成
济听令，即前刺帝，刃出于背。对这一弑君
的滔天大罪，司马昭竟以杀掉成济了事。还
发了个皇太后诏令，说什么曹髦“行悖逆不
道，而又自陷大祸”，劣迹斑斑，贬为庶人，
且以民礼葬之。
　　可悲啊，可悲！天地还有什么公道？世
间还有什么是非？国家还有什么礼仪伦常？
　　朝堂无正臣，曹家宁无种？天下再无血
性男儿？
　　嵇康的内心是多么痛苦，灵魂如在炼
狱中煎熬。他的琴弦一次次崩断，《广陵散》
的杀伐声撕裂着夜空，一遍遍述说着古代
侠士聂政行侠仗义，惩恶除暴的义举。世
间，终于听到了嵇康振聋发聩的声音：《与
山巨源绝交书》，挑战司马氏政权的政治
宣言。
　　山涛（字巨源）走出竹林，走进了朝堂，
官越做越大。他职务升迁，推荐嵇康接任他
的原任职务。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
嵇康旧话重提，小题大做，用意分明。《与山
巨源绝交书》提出“七不堪”“二不可”，无非
是：我崇尚老、庄，主张任心遂志，不做违背
自己意志情趣的事，不愿强迫自己去做官；
我“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现实政治和
名教格格不入，不能做官；禀性疏懒，愤世
嫉俗，刚肠嫉恶，遇事便发，讨厌应酬，讨厌
俗人，讨厌逢迎拍马，无法做好官。一句话，
我嵇康不做你司马家的官！这哪里是与山
涛绝交，分明是与司马氏政权绝交，是对司
马氏政权僭越、滥杀的愤怒抗议！
　　暴虐者当政，仕途中人身心难安；文网
密织，诗文也会惹祸上身。戴上政治的有色

眼镜，则无处不见敌情，无处不见“别有用
心”。嵇康“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
而薄周、孔”，这不是阻止司马氏动用武力
或采用禅让方式夺取曹魏政权吗？因为唐
尧、虞舜禅让，商汤、周武革命，周公辅佐成
王，孔子祖述尧舜，嵇康一概反对，让司马
昭怎么办好呢？为管蔡翻案，是为毋丘俭张
目。因为司马执权，淮南三叛，《管蔡论》出
笼，距毋丘俭之诛一年，“其事正对”。还有，
嵇康作为“风誉扇于海内”的大名士，躲在
山阳不仕，山阳竟成为一个与当权不合作
者的乐园！嵇康不是个对司马氏政权具有
极端危险性的人物吗？
　　司马昭大怒、翻脸，一介书生，你算老
几！敬酒不吃，是不识好歹！捏死你，不就像
捏死一只蚂蚁？
　　吕安事件，把嵇康拖进绝境。吕安和向
秀是嵇康最亲密的朋友。三人相邻而居，嵇
康锻铁，向秀鼓风，吕安灌园，始终不离不
弃。吕安同父异母的哥哥吕巽，也是嵇康好
友。吕安妻美，吕巽奸淫了吕安妻。吕安欲
告官，嵇康调解。吕巽恶人先告状，诬吕安
不孝，吕安被徙边郡。嵇康出面为其辩护，
不想他给嵇康的信件被当局查获。因为信
件内容言辞过激，嵇康被网罗入狱。深嫉嵇
康之才的钟会做了主审，他秉承司马昭旨
意，罗织一个“思想罪”判嵇康死刑：“康上
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
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负才乱群惑众。
因此，今不杀嵇康，无以清洁王道。
　　一介书生，却又不那么容易招惹。嵇康
入狱，三千太学生上书请愿，请以嵇康为
师。又有一时豪俊之士皆随嵇康入狱，搅起
天下一场政治动荡。
　　嵇康之死，将司马氏政权钉上历史的耻
辱柱，遗臭了千八百年。嵇康在狱中，作《幽愤
诗》，写《家诫》，将年仅十岁的儿子，托付于已
经公开绝交的山涛，说：“巨源在，汝不孤也！”
表明对挚友的相知与信任，也令天下不明真
相者恍然大悟，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绝
交者原来不是山涛，而是司马氏政权；嵇康之
死，是死于对暴虐政权的敌视和反抗！
　　嵇康心地坦然，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
洛阳东市，万头攒动。他在生命的最后时
刻，留下令人难以忘怀的英姿，树立起一座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雕像：
　　面对死亡，他视死如归：“临当就命，顾
视日影，索琴而弹之。”“托运遇于领会兮，
寄余命于寸阴。”
　　面对死亡，他奏出反抗暴政的强音：奏
《广陵散》曲，终，曰：“《广陵散》从此绝矣！”
肃杀的琴声中，侠士聂政的匕首，分明已经
刺进暴虐者的胸膛；暴虐者统治的大厦，分
明已经发出碎裂、倾颓的哀音！
　　面对死亡——— 生命的河水突然断流，
短暂的人生却化作永恒。《广陵散》余韵千
年悠扬。一千六百七十三年后，一个叫瞿秋
白的共产党人，书生领袖，在刑场上，高唱
亲手翻译的《国际歌》，发出“要为真理而斗
争”的吼声！
　　嵇康不死，其精神化作一股浩然正气，
充塞于天地之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
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灿烂的星
空，嵇康那颗星永远星光闪耀！
  （选自《中华精神大历史——— 历史关键
节点上的关键人物》）

　　在鲁南沂蒙山区，有个叫常山庄的小
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了许多可歌
可泣的故事，传颂至今。40年前，京剧《红
嫂》赴京演出，历经数月，盛演不衰……
　　《红嫂》被改编为芭蕾舞剧《沂蒙颂》，
又拍成电影，作品闻名遐迩，一首荡气回肠
的歌唱红了大江南北。“炉中火，放红光，我
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
一瓢沂蒙水情深意长，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那以后，常山庄
村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越来越多的人
称之“红嫂村”。
　　歌声自年幼进入我耳中，至今六十年
仍在心中震荡。秋色浓浓的艳阳天，揣着童
年的歌少年的梦，我走进了四面环山的红
嫂村。立于村中广场眺望，一条清澈的小河
穿村而过，村中平房整齐排列，唯有村北小
山坡上，留着数十间不太齐整的石头房，静
静地望着小河，似乎要给人们说些什么。
  怀敬仰之心，踩着那首歌的音符走过
小桥，举目便是参天梧桐，驻步树下的红嫂
群塑，心中唱起那首歌，寻找戏中、书中、电
影中的记忆。
  漫步穿梭于那些低矮的石屋。石屋被
维修加固过，旧迹依稀，隐约仍在诉说“从
前”。屋内，旧物件件摆放着，墙上的图片和
人物雕塑都在讲述红嫂，讲述八路军、解放

军的故事，石屋中的我，深深沉浸在时光隧
道中。
  被誉为“红嫂第一人”的明德英，救下
了已休克的八路军战士彭小春，周围无水
源，她用乳汁唤醒伤员，又杀了家中仅有的
两只母鸡，熬汤给伤员滋补，直到伤愈归
队。多年后，好多信好多人寻找红嫂，方知
明德英老人救过的伤员不可计数。
  王换于办起了免费的战时“托儿所”，
抚养了38位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自己的
四个孩子却先后夭折，战后，那些孩子成群
回村寻找王妈妈。
  祖秀莲硬是用她瘦小的身子把身中五
枪、奄奄一息的郭伍士藏在了洞中，草药疗
伤，杀鸡熬汤，两个月后，郭伍士重返前方。
8年后，郭伍士辗转找回沂蒙，落户红嫂村，
认祖秀莲为母，为她养老送终。
  日烙煎饼八百斤，拥军支前的“沂蒙六
姐妹”，带着三十名妇女跳入冬日河中为解
放军火线架桥的李桂芳……故事太多太
多。这是沂蒙山伟大的女性群体，她们都有
一个名字，叫“红嫂”，那份大爱情怀叫“最
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
一个儿子送战场！”蒙山高，沂水长，沂蒙巾
帼永难忘。
  陈毅元帅深情地说；“我就是躺在棺材
里也忘不了沂蒙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

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风雨飘摇，当年的红嫂大多离开了人
间，但那十年里，在这养过伤的三位元帅和
千余名中国军人记得她们，一代代中国人
记下了她们，那份永远的“红嫂情”！
  抚着石屋泪满眶，挪步村中脚难抬。我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村子的，拂煦的微
风，静流的小溪，目送三步一回头的我。我
的脑中全是石屋，还有屋中的文物和故事，
感人肺腑，动人心魄。
  红嫂村旅游区于2008年开始打造，现在
是4A景区。老村保留，村民迁到数百米外，
政府为他们建起了崭新的、整齐的村落，新
村老村交映也是一道风景。
  新村里，平房院落排排幢幢，户户相连。
脱贫致富给老区送来了希望，村民大多从事
种养，附近建起的红嫂影视基地也解决了不
少村民的就业问题，旅游更带来了兴旺
红火。
  漫步村中，只见家家种蔬菜、养鸡鸭，
户户院中有果树。秋天的风里，金灿灿的果
实挂满枝头，山楂、板栗、柿子分外诱人，无
不透出丰收的喜悦。
  走进一户人家，中年夫妇热情相迎，把
桌椅摆在了院中，给我们端来了沂蒙果茶，
不一会儿又端上了红烧鱼、豆角和紫菜蛋
汤。嫂子说，鱼是河里捞的，菜是自己种的，

鸡是院里养的，尽管吃。主人就在我们边上
摆桌，男主人自斟自饮，给我们说起了红嫂
村，不光说历史，还有新农村建设，还有旅
游分成。吃完结账仅数十元，我愣愣地望着
嫂子，她笑笑说；“红嫂村不挣客人的钱。”
  邀我前往的当地人小卜憨憨地说：“这
回知道什么是沂蒙人了吧！”回味嫂子和小
卜的话，我边走边在想着什么，看着小卜，
我猛然醒悟，我俩所有的交往和交谈无不
如此，陪游数日，除了介绍沂蒙风情，说得
最多的就是他的律师调解工作和爱心基金
会，说如何让更多的孩子走出沂蒙山，让淳
朴善良的沂蒙人生活得更好些。这其实就
是一份大爱，沂蒙人的大爱。
  行走沂蒙山，回味数日所遇。导游讲解
员、伴游朋友、餐馆夫妇、问路陌生人、果园
农民……全是热情的笑脸，全是爽心的话
语，没人留下姓名，因为他们全是沂蒙人。
  行走沂蒙山，见到的是青山绿水，听到
的是感人的历史和故事，见到的是脱贫后
仍守着初心的村落，留下的是忠厚本分的
印象和朴实贴心的话语。这点点滴滴不就
是沂蒙人，不就是沂蒙山精神凸显吗？
  离开红嫂村，《沂蒙颂》一路伴随我，
“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心向共
产党，红心迎朝阳，迎朝阳……”歌在耳边
飞，心在景中游。

  嵇康：怎将此身化永生 □ 傅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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