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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县城有一条叫何克
的小巷，隐藏在山脚下。

2018 年 8 月，为 庆 祝 工
合组织成立 80 周年而修建的
纪念馆在此落成，这里一下子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我们慕名前去参观时，附
近小学的学生正在举行小小
讲解员选拔赛。一个小男孩用
稚嫩的声音讲解道 ：“八十多
年前，路易·艾黎、埃德加·斯
诺、乔治·何克等国际友人和
卢广绵等大批爱国知识分子
发起了工业合作社运动，掀起
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经济救亡
运动。为了给抗日前线培养技
术工人，他们兴办了工合培黎
学校，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得到了宋
庆龄、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
赞扬。”

男孩饱含深情的话语把
人们一下子带到了战火纷飞
的抗战时期 ：那时双石铺贫
穷落后，百业凋零。艾黎等人
来了以后，为这个镇子带来了
生机，带来了文明，带来了工
业的概念。短短四年间，艾黎
等人跑遍了全国 16 个省，组
织发展合作社 3000 多个，安
置难民 30 多万，向抗日前线
输送技术工人 4 万余人。

纪念馆里有很多蜡像，其
中何克和他收养的聂氏四兄
弟围坐在方桌旁交谈的一组
蜡像，令人印象特别深刻。  

有人问道 ：“何克先生工
作那么忙，怎么还收养了中国
的四个孩子？”

讲解员带领我们来到纪
念馆后面的“艾黎旧居”，指着
窑洞上的玻璃窗说：“艾黎和
何克不仅是实业家，还是很有
爱心的教育家。聂氏四兄弟父

亲聂长林是一位地下党员，被
国民党当局追捕，其妻子在宝
鸡工合工作，临死前将四个儿
子托付给何克。孩子小、爱哭
闹，何克为了哄孩子们开心，趴
在地上当马，让孩子们骑在他
身上玩 ；晚上让最小的、只有
三岁的聂广沛和他睡在一起。
在孩子们眼里，这位异国父亲
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据此改
编的电影《黄石的孩子》打动
了无数人！艾黎所住的窑洞
窗户上装有玻璃，几个孩子调
皮捣蛋，不仅打破了玻璃，还摔
破了艾黎的眼镜，这在当时都
是很珍贵的东西。但艾黎没有
生气，也没有用拳脚教训孩子，
而是很耐心地说服教育孩子。
这让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的
当地老百姓叹服不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
于宝鸡是陕、甘、川的交通中
枢，也是矿藏资源的储藏地，
一时成了中国西部的抗战重
镇。当时军需、民用物资匮乏，
艾黎等人组织民众生产军用
物资，再让爱国学生秘密运到
延安支援抗战。为此，国民党
大肆抓捕培黎学校的学生。有
志者千方百计，无志者千难
万险。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
1945 年 1 月 20 日，何克带领
双石铺培黎学校的最后一批
学生前往甘肃省山丹县（艾黎
为第一批），创办了山丹培黎
工艺学校。同年，何克创作的
纪实文学作品《我看到一个新
的中国》一书在美国和英国
出版，影响深远！

中国工合先后在赣县、洛
阳、宝鸡、成都和双石铺等地
创办了十多所培黎学校，但只
有迁往山丹的双石铺培黎学
校保留了下来。这所学校多亏

了何克卓
有 成 效 的 管
理。何克是培黎学
校的校长，新学校一穷二
白，他坚持自编教材，发展适
合中国国情的半工半读、手脑
并用的新型职业教育。他这样
描写延安 ：这是我生活过的
全世界最好的地方，是牛津大
学也比不上的。他以延安精神
和八路军的作风管理学校，教
育学生，鼓励学生克服困难边
学习边劳动。何克在写给母亲
的信中说 ：“把自己的一生能
和这些孩子联系在一起是很
有意义的事。”1945 年，何克
在山丹建设校园时不幸患破
伤风去世，年仅 30 岁。艾黎和
同学们把他葬在了学校南门
外的一块空地上，希望他每天
都能听到学生们的歌声。

1949 年 9 月 21 日，山丹
县解放了。艾黎“为中国的黎
明培育新人”的愿望终于实
现了。学校毛纺厂、农场、医
院等厂矿的广大师生，积极
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运输队的三名学生驾驶着汽

车，运送解放军战士去收复
山丹马场，这个有着两千多
年历史的皇家马场，很快回
到了人民手中。

艾黎在中国坚持工作办
学六十年，为中国革命和中国
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
技术人才，可谓是桃李芬芳
遍天涯，分别被北京、甘肃授
予荣誉市民、荣誉公民称号，
入选“中国的十大国际友人”。
1987 年，艾黎在北京病逝，享
年 90 岁。遵照艾黎的遗愿，他
的骨灰被送回了山丹县，与何
克同葬一地。在艾黎与何克陵
园的碑石上，镶嵌着邓小平题
写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
垂不朽”13 个镏金大字！

八十载风雨，岁月峥嵘。
白求恩、路易·艾黎、乔治·何
克 等 一 个 个 耳 熟 能 详 的 名
字，永远铭刻在了中国人的
心中。他们没有离去，他们永
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

我出生在秦岭北麓一个
小山村，与红河谷森林公园
只有一梁之隔。红河原名赤
峪，赤峪河源于太白湫，著名
的太白山八景之一“红河丹
崖”就在谷内。她美景如画，
宛若人间仙境。为此，那儿的
山水和草木，对于我而言，都
是熟悉的，而且充满了亲切
感和敬畏感。

童年时期，因与居住在
红河谷的秦同学关系好，常
去谷中游玩。在烈日炙烤的
盛 夏，我 尾 随 着 他，赤 脚 踩
进河水，丝丝凉意从脚底蹿
至头顶，格外清爽。每遇到过
河，秦同学就将裤子挽至膝
盖，背着我，手拄木棍，毫不
犹豫踏入激流，那感觉真是
温暖。他领着我满山遍野游
逛，见 过“ 鳖 瞅 蛋 ”的 石 头、

“ 燕 窝 崖 ”等 奇 特 景 观，也
看了隐藏在深沟的“水洞双
帘”。他神秘地说，山洞里有

金银财宝，想啥来啥，就连香
甜酥软的蛋糕也有，那可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
洞”。他一通吹嘘让我眼睛瞪
得大如鸡蛋，只盼着能猛吃
一顿。秦同学话锋一转说 ：可
惜这是神仙之物，凡人千万
不要造次，否则会惹怒神灵。
我就只能任凭涎水流。我们
还到溢水崖去游泳，雨后天
晴，水声滔天，浪花四溅，数
丈高的瀑布从天而降，甚是
壮观雄伟。

秋天的红河谷，更是我的
期待，也是我的最爱。满山红
叶，层林尽染，四嘴山头，更加
妩媚动人。傍晚霞光的余晖冲
破云烟的束缚，铺洒在东边的
山崖上，金光四射，宛如仙女
下凡，莲花朵朵。诱惑得我常
常驻足观看、流连忘返、遐想
万千，不时萌生出一些不着边
际的奇思妙想。每当与秦同学
分享交流时，他不是嘲笑我痴

人说梦，就是调侃我不自量
力，想驾彩虹上天纯粹是亘古
未见的梦想。

秋天的红河谷，不但美景
如画，满山野岭的美味花果，
都先后进入成熟的季节，从五
味子打头，到山核桃、板栗破
壳跳出，毛桃子、地栗子、苦李
子、山楂、八月瓜和山葡萄等
大自然赐予的山珍野味，还有
许多叫不上名的野果，品种繁
多，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
眼花缭乱，不知不觉竟有了些
受宠若惊的荣耀。我们跋山涉
水，疯疯癫癫，把自己弄得跟
泥猴子一样。在童年的烙印
里，我们在谷中度过了无忧无
虑、天真烂漫、可忆可思的很
多快乐时光 ；成年后迷失在
世俗的圈子中，竟然无暇与红
河谷亲近。

去 年 夏 天，酷 暑 难 耐，
恰遇文友来访，我便陪着进
入 久 违 的 红 河 谷。一 连 三

天，我们走遍了谷中的沟沟
坎坎，努力寻觅少年时代遗
留在谷内的痕迹。我发现原
始荒凉的红河谷已远去，欣
喜的是柏油公路四通八达，
四嘴山滑索凌空飞翔，栈道
气 势 不 凡，滑 道 代 步 下 山，
老幼皆宜 ；漂流刺激惊险，
趣味十足 ；河道两岸，水车
旋转，小桥流水，亭台楼阁，
石桌石椅，古色古香 ；观光
车 载 客 游 览，舒 适 便 捷。夜
晚篝火熊熊，演艺助兴 ；农
家 小 吃，烧 烤 美 味，应 有 尽
有……今昔对比，红河谷已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散发
着迷人的气息。还是儿时四
嘴 山，仍 是 儿 时 的 红 河 水，
如今却焕发出勃勃生机，魅
力四射、光彩照人。

红河谷是一幅天然的山
水画，如今被打造得绚丽多
姿，我再次回到你的怀抱，童
年的美好记忆仍挥之不去。

桃李芬芳遍天涯
◎梁新会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我对西海苑的记
忆非但没有消退，反
倒愈加清晰。

1971 年，我 就 读
于麟游中学，每逢周
末，和同学常去那个
刻有《九成宫醴泉铭》
的石碑处游玩。那时，
石碑所在地不叫“西
海苑”，也不叫“西海
湖”，只有一座低矮的
茅草房。《麟游县志》
记载 ：“清嘉庆间，麟
游县令翟云魁‘聊兴
小构，簿檐偏隅’，使
千年珍品得以保护。”
草房内孤零零地立着
两块石碑，我们是冲
着石碑去的。听老师
说，石碑历史悠久，立
于隋唐时期。还听当
地老人说，石碑下面
是一个海口，如果没
有它压着，海水汹涌
而出，整个麟游县城
就会被海水淹没。我觉得石
碑和其周围的地貌更有了神
秘色彩，好奇心更加强烈。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
北马坊河靠西有一座壁立
千仞、石崖耸立的山峰，叫
屏山，在《九成宫醴泉铭》碑
西面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屏
山靠南的切面石崖，从千米
高的山顶上流下一道天然
水帘，虽无李白笔下“遥看
瀑布挂前川，疑是银河落九
天”的壮观，但也不乏玲珑
剔透之象。那时，学校开展

“学工学农”活动，老师带我
们帮村民收秋，途经这里，
那道水帘垂直而下，偶尔宛
如白绫飘飘，偶尔像银链闪
烁，又似蛟龙喷玉，柔曼轻
舞，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发
出铮铮弦音，悦耳动听。当
地人称此景致为“滴水崖”，
县志载为“屏山喷玉”。唐高
宗李治避暑时，写下了“泉
飞岭腹，景镂岩心，溅石砌
而飞珠”等精彩语句。寒冬
腊月，水凝成冰，晶莹剔透。
我们走在招贤河畔的公路
上，站在凤凰山脚下，陶醉
在大自然的天然美景里。这
便是当初《九成宫醴泉铭》
碑周围的地理概貌。

后来，我对麟游的地理
环境注意观察，查阅资料，
询问当地老人，也就知道了
很多。北马坊河、招贤河、栗
川河（清水河），三条河流交
汇形成杜阳河，从青莲山脚
下流过，四周大小不等的沟
壑每遇暴雨都有大水急流，
如庙沟、山神沟的小溪流也
汇入杜阳河。杜阳河里堆满
大石头，一直延续到慈禅寺
前，朝北而来的澄水河水流
湍急，河床上也堆满了大石
头，坚硬如铁。这经历过远
古和有史记载 1300 多年的
漆水河，是麟游群山间涌向
渭 河 的 一 条 大 河 流。每 逢
盛夏或深秋季节，开学时，
我从父亲教书的合阳塬小
学和同学步行到麟游中学
上学，站在老县城城墙下靠

东南的公路上，放眼
望去，漆水河波涛汹
涌，如 遇 特 大 洪 水，
在 两 个 月 后 水 位 才
能下降。

1979 年，我 在 崔
木中学任教，每逢周
末，就去父亲工作的
麟游中学，一则到县
城游玩，二则去看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的专家考古，听
说县城街道地下埋着
隋唐时期的一座豪华
的离宫，当时引起人
们的热议。中科院的
专家马得志教授还在
县影剧院大礼堂，给
全 县 干 部 职 工 作 了
一次学术报告，麟游
人 这 才 对 隋 唐 离 宫
九 成 宫 有 了 清 晰 而
深 刻 的 认 识。之 后，
专 家 陆 续 在 原 粮 食
局大门右侧，开挖出
了隋唐宫廷水井，在

原邮政局院子发现了 37 号
遗址。从此，隋唐九成宫遗
址，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离宫
之冠。《九成宫醴泉铭》碑是
国宝级文物，被称为历史上
的“三绝碑”，为人们津津乐
道，该碑的保护被提上当地
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成为
保护开发的重点。

九成宫当年的中心位置
在天台山，坐落在“万迭青
山但一川”的群山环绕中。
西 海 苑 最 初 被 称 为“ 西 海
湖”，在天台山西侧，是唐太
宗李世民发现醴泉的地方，

《九成宫醴泉铭》碑和《万年
宫铭》碑的东侧，是醴泉最
初的位置。流逝的时光已把
这座豪华的离宫之冠，淹没
在麟游县城之下，但这两块
石碑巍然屹立，成为麟游永
恒的记忆。

如今西海苑增加了很多
人文景点，如醴泉遗址亭、九
成宫碑亭、巨型毛笔、石崖书
法、隋唐历史人物造像、湖内
的龙潭、观漪桥、包虹桥、滴
水崖等，虽无古人描述的旖
旎风光，但也不失江南的园
林风光之美。

实际上，九成宫汇集了
麟游山水的精华和神韵。可
以说，天台山是碧城山结出
的硕大的石头果实 ；屏山挺
立于天台山的西侧，碧水喷
玉 ；北马坊河顺势向南 ；凤
凰山在天台山下展翅待飞 ；
青莲山云雾缭绕势如睡莲，
和天台山隔杜阳河相望 ；童
山似卧虎安详地卧在碧城山
的东侧 ；石臼山高耸挺立，俯
视着天台山的威仪，遥望着
长安大唐帝国的繁华。四周
环绕的流水、河里的卧石，见
证了昔日的辉煌和今日西海
苑的繁荣景象。

西海苑以它深厚的历史
底蕴、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
然风貌，让人赏心悦目，追思
怀古。我多次在此流连忘返，
沉浸其中。每到夜晚，灯光璀
璨，水波荡漾，像海市蜃楼，
如同走进了梦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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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谷印象
◎赵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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