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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歌见证时代

——

试论雁翼 宝 成铁路建设颂歌《彩桥 》

刘 素 萍

（ 石 家庄铁道大 学 文 法 学 院 ， 河 北 石 家庄０５００４３ ）

摘 要 ：
河 北籍作 家雁 翼创 作 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的长 篇叙 事诗 《 彩桥 》 ，是 一 首讴歌 时代 美

和 美 的 创 造者 的 优秀诗 篇 。 塑造 了 以 赤 华 为 代 表 的 新 中 国 铁路建 设 者 ， 为 修建 宝 成铁路 嘉 陵

江 大桥 ，克 服环 境艰 险 与 施 工条件 简 陋 等 多 重 困 难 ， 实 现 了 彩桥 与 生命 价值 的 同 步 提升 。 该 诗

向 民 间 艺 术学 习 ， 追 求
“

崇 高
”

大美 ，使本诗呈 现 出 独 特 的 艺 术魅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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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史教材 中 ， 雁翼是 被一带而过的

作家 。 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 ， 雁翼作 品 的文学与历

史价值不断显现 。 特别是其创作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的宝成铁路建设颂歌《彩桥 》 ， 今天读来 ，不啻一

次精神的洗礼 ，

一场青春创造的 盛会。

一

、雁 翼及 其 宝 成 铁 路建 设 颂歌 的

创作

雁翼 ，原名颜鸿林 ，
１ ９２ ７ 年农历五月 二十

一

日生于河北馆 陶县颜窝 头村 。 因家境 贫寒 ，
８ 岁

始人学读书 ，但因为 日 本侵略者的侵犯 １３ 个月 后

被迫停学 。 他 １５ 岁 参加 八路军 ， １ ６ 岁 加入 中 国

共产党 。
１ ９４６ 年 ９ 月 在大杨湖 战役 中第 三次负

伤致残 ，调人晋冀鲁豫大军区野战总医 院 ，任政治

部宣传队分队长 。 借此时机 ，雁翼 阅读了大量 的

中外文学书籍 ，并 因爱好及宣传工作需要开始诗

歌创作 ， 由此走上长 达 ５０ 多年的文学创作道路。

雁翼一生共出版 ７ ０ 多部 、
１０００ 多万字文学作品 。

包括诗集 ６４ 部 ； 诗论集 ２ 部 ；小说散文集 １ ０ 部 ；

多幕话剧剧本 ２ 部 ； 电影文学剧本被拍摄成电影

的 ８ 部 。 雁翼的创作道路宽广悠久 ， 宝成铁路建

设颂歌是其早期创作 中的
一

束 。

雁翼 １９５ ３ 年转业后到西南铁路工程局任文

工团 团长 。 在 １ ９５４
—

１９ ５８ 年 间他多次深人宝成

铁路建设工地 ，

“

沿线遇见 了许多战友 ，心情异常

激动 … …他们胜利后没有留 恋城市生 活 ，而是放

下枪就拿起 了钢钎铁锤 ，背着帐篷开进深山 老林

开始 了另一种战斗生 活——开山架桥修铁路 ，那

种为 国为 民 的忘我精神境界 ， 深深对比 出 我的不

如他们 。 开始是惭愧 ，慢慢地看得多想得多了 ，惭

愧感消失 ， 自 豪感增强 ！

”
［°
歌颂这些 曾经的战友 ，

英雄 的宝成铁路建设者 ， 对于雁翼来说 ， 既是机

遇 ，也是使命 。 在 ４ 年多 的时间里 ，雁翼写 出一批

宝成铁路建设颂歌 ， 既有类型各异的抒情短诗 ，也

有长篇叙事诗 。 这些诗歌追踪宝成铁路建设者的

脚步 ，见证铁路发展与人民生 活的改变 ，为时代留

下 了浓墨重彩 。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 新 中 国成立后 ， 国家

率先在大西南修筑铁路 。 第
一

条是成渝铁路 ，但由

于成渝铁路本身是孤立的 ，急需与全国铁路网联成

一体 。 所以当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时 ，毛泽东主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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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出 了
“

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

的号召 。 遵照党 中

央的指示精神 ， 宝成铁路建设 于 １ ９５２ 年 ７ 月 １ 日

在成都动工 ，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 １ ２ 日 完工 ，经过试运行 ，

于 １ ９５８ 年元旦正式投人运营 ，
１ ９６０ 年 ５ 月 完成电

气化改造 。 宝成铁路彻底改变了
“

蜀 道难
”

的局面 ，

为发展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创造了重要条件 ^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文坛出现 了大童 的歌颂

新 中 国 、 歌颂 毛泽东 、 歌颂共产 党 、歌颂工农兵 的

文学 艺术作 品 ， 而 尤 以 诗 歌 为 多 ， 史 称
“

颂歌 时

代
”

。 凡是 了解 中 国 的百年发展 史 ，就不会对这
一

现象感到惊异 。

二 、长篇叙事诗的 巨大收获

《彩桥 》长 达 １５０ ０ 多行 ，是宝成铁路 建设 的
“

史诗＇ 《 彩桥 》创作于 １ ９ ５７ 年 ７ 月 ，后经 多次

修 改 ， 于 １ ９ ６０ 年 ６ 月 由 上海 文艺 出 版社第一次

出 版 ， １ ９６ ２ 年 ４ 月 再版 。 该 书
“

内 容提要
”

写道 ：

“

这是一首 以修筑 宝 成铁路 中 的 架桥 工程 为题

材 的长篇叙事诗 。 作者通过 找寻 特坚石 、 筑堰 、

沉箱等和大 自 然搏 斗 的 描 绘 ， 着重 刻 画 了
一

个

革命队伍 中 长大的 、 红军 儿 子 的 英雄 性格 和 形

象 ， 并通过 主人公 赤华 和老红 军父 亲相逢 的 情

节 ， 给长诗带 来 了 浓厚 的 生 活 气息 和相 当 大 的

革命传统教育意义
”

。

《彩桥 》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长篇叙事诗

的
一

大收获 。 中 国古代多抒情诗 ，少长篇叙事诗 。

长篇叙事诗 出 现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 ， 茅盾在

１ ９ ３７ 年 １ 月 写 的 《叙事诗的 前途 》 中说 ：

“

这一二

年来 ， 中 国 的新诗有
一

个新 的倾 向 ：从抒情到 叙

事 ，从短到 长 。 二三十行 以至百行的诗篇 ，现在 已

经算是短的 ，

一千行 以上的 长诗 ， 已经 出版 了好几

部 了 ，武汉大学陆耀东教授经过多年研究认 为 ，

“

据不完全统计 ，从 １ ９ ４０ 年到 １ ９ ４９ 年这 Ｕ） 年 内 ，

出 版或发表的 ７００ 行左右以及 ７ ００ 行以上的长篇

叙事诗估计在 ４０ 部 以 上 。

”
［
２

］ 之所 以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后会出 现如此多 的长篇叙事诗 ，从社会发

展看 ，

一个
“

叙事诗 的 时代
”

是随着社会历史 的 波

诡云谲与风云突变而到来 了 ： 抗 日 战争 的嫌发 ， 中

华 民族 的危机 ，英 雄人 民 的 奋起 ， 时代 的 巨 大 转

变 ，需要史诗般的记 录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延续叙

事诗辉煌 ，仍然有
一

系列 的优秀作 品诞生 ，郭小川

在 １９ ５６ 年底至 １ ９５ ９ 年 间 ， 写 了 七八部长篇叙事

诗 ，其中 《将军三 部 曲 》 《
一

个 和八个 》 《 白 雪的 赞

歌 》《深深的 山 谷 》都是优秀之作 ； 闻捷的长篇叙事

诗 《复仇 的 火焰 》第
一

部 《动荡 的年代 》和第二部

《叛乱的 草 原 》分 别 出 版 于 １ ９５ ９ 年 和 １ ９６２ 年 。

这些长篇叙事诗多是历史题材 、解放篇章 ，反映新

中国 工业化建设的作品还不多见 。 立志要做大诗

人的雁翼 ，受时代创作风气影 响 ，在创作 出上百篇

以宝成铁路建设为题材的抒情短诗后 ，意气风发 ，

多点聚焦 ，创作出这篇跌宕起伏 、大气磅礴 的英雄

赞歌《彩桥 》 ， 为宝成铁路建设者树碑立传 ，丰富 了

长篇叙事诗的 宝库 ！ 两年 内再版 ，足 见其在 当 时

的 受欢迎程度 。

三 、 《彩桥 》的时代特征与艺术追求

时隔作者创作 ６０ 多年后再读《彩桥 》 ，在迷醉

的 同 时 ， 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该诗的时代特色 ，品味

到雁翼 的艺术追求 。

（
一

）

“

战 斗 里成 长
”

的 主 题

《战斗里成长 》是 ２ 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
一

部电影

名 ，当时影响广泛 ；

“

战斗里成长
”

这一短语后来在

广泛使用 中就具有 了
“

寓言
”

性指征 。

“

战斗里
”

寓

指成长主体与成长阻力 间 长期 的顽强的斗争 ；

“

成

长
”

是
“

战斗
’’

的过程和结果 ，指成长主体摆脱稚嫩

走 向成熟 。 《彩桥 》

“

战斗 里成长
”

的主题包含两个

层次 ：

一是嘉陵江桥 的建成 ；
二是赤华和中 国铁路

的成长 。

嘉陵江上本没有桥 ，为修建宝成铁路 ，赤华和

他的战友们用血 肉之躯 ，创造 了这一个人间 奇迹 。

面对落差巨大咆哮翻滚的裹 陵江水 ， 赤华和他 的

战友们敢 于战斗 ， 善于战斗 ，从寻 找特坚青石 ，到

筑堰 、 沉箱 、筑 桥墩 ，

一次 次的 冲垮 ，
一次次 的重

建 ；再到 炸开 巨 石 ，制服 流沙 …… 嘉 陵江桥在英

雄们 的 奋 力 托举 下 飞架南北 ，迎来 火 车 的胜利

通行 。

《彩桥 》更深邃的 主题是写小赤华如何在战斗

中成长为宝成铁路建 设的英雄 ： 写他在战斗里 出

生 ，在战斗 的马背上成长 ，在抗美援朝前线出 生人

死 ， 当然最主要的 是写他如何在宝成铁路建设 中

发挥 巨大作用 。

长诗里主要人物有三位 ： 赤华 、刘雇农 、红娟 ，

但三个人的关系却很复杂 ： 赤华是刘雇农的儿子 ，

但他还没有 出生 时 ， 刘雇农就 因 为长征路上的
一

次战斗 负伤落水 ， 生死不 明
；
他 的妈妈在生下他不

久也牺牲 在战场 。 他 是被 战 士们抱在 马背上 长

大 ，在延安 的 宝塔 山下成长 。 这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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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常见的叙事模式 ，革命者的父母 、革命的摇篮及

志愿军的经历 ，都是赤华成为宝成铁路建设 中坚

力量的原因 。 红娟是猎人 、游击 队员 王 志强 的女

儿 ，王志强 曾救起负伤落水的刘雇农 ；后来王志强

为革命牺牲 。 刘雇农把红娟 当作女儿带大 ，不是

亲 生 ，胜似 亲生 。 而红娟和赤华 是在朝鲜战场上

相识 ，在宝成铁路建设 中相恋 ， 诗歌最后 ，在火车

通过的大背景下 ，赤华和父亲刘雇农相认 ，和红娟

定情 。

刘 雇农拉开 了 白 色 的 窗 帘 ，

父与 子默望 着 窗 外的 江面 ，

嘉 陵■

江上峙立 着
一 座钢桥 ，

山坡上跑来 了 抱花的 红娟 。

红娟跑到 了 他们 身 边 ，

三 个人神往地 望着群山 ，

长龙般的 列 车驶过 大桥 ，

像一条彩 虹飞 向 高 天 ！

中 国铁路建设者的成长是伴随着中 国铁路的

发展而来的 。 今天 ， 中国高铁笑傲世界 ， 中 国铁路

建设者遍布世界各地 ， 尽管修建铁路 的技术水平

不断提高 ，但纵跨 ７０ 年 ， 以赤华为 代表 的新 中 国

铁路建设者情怀未变 ，作风未变 。 他们风餐露宿 、

沐雨栉风 ，逢山 开路 、遇水架桥 ，舍小家 、 为大家 ；

“

铁路纵横 ，其势莽莽 ， 不弃尺寸 ，织就辉煌 。 敢忘

热血浇枕木 ，筋骨锻钢轨 ，死生 以之 ，长歌当哭 ；竞

看钲鼓催 鸣镝 ， 兜 鍪冲 矢 石 ， 前仆后 继 ， 远 望 当

归
”

［
３
］

。 无数的赤华们 以铁路建设为平 台 ，唱筑路

浩歌 ， 践人生伟业 ， 使 中 国从铁路大 国走 向铁路

强 国 。

（ 二 ） 铁道 兵 的 赞歌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 ， 共和 国 的

历史上 曾经有
一

支解放军部队 叫铁道兵 。

铁道兵 ， 中 国 人民解 放军原专业技术 兵种 ，

１ ９４ ８ 年诞生于东北战场 ， 总兵力 最多时达 ４ １ 万

人 ，
１９８４ 年元旦集体转业 并人铁道部 。 ３５ 年间 ，

铁道兵战时实施铁路保 障 ，平 时参加 国 家铁路和

国 防工程建设 。 铁道兵在 战争条件下 ， 共抢修铁

路 ３６００ 多千米 ，抢建铁路 ６９ ０ 多千米 ，备战公路

４３０ 多千米 ； 在和平建设 中 ，共新建铁路干 、 支线

１ ２５９０ 多千米 ，约 占全 国 同期新建铁路总数 的三

分之一…… ３ ５ 年 中 ，有 ８００ ０ 多 名干部 、 战士献

出 了宝贵的生命 ［
４ ］

。

《彩桥 》写作时 ，铁道兵刚 刚成立不久 。 雁翼

在塑造
“

赤华 、
红娟

”

这些铁路建设者时 ，并未突 出

他们的铁道兵身份 ，但从诗句 中我们发现 ：

这不是朝鲜前线 的 赤 华吗 ？

大 同 江 畔也 曾 冻 成这般模样 。

就是他为 架桥被敌机炸 伤 ，

为 架桥也曾 冻 昏在冰雪里 面 。

多 么 英俊 的年轻 小伙 ，

军 功章和路徽并挂在胸前 。

在朝鲜 战场修路且获军功章的 ， 多是铁道兵 。

志愿军从 １９ ５０ 年 １ ０ 月 人朝到 １９ ５３ 年 ７ 月 正式

停战 ，历时近三年 。 其中英 勇 的铁道 兵为做好后

勤保障立下 了丰功伟绩 ， 涌现 出 以杨 连弟为代表

的无数战斗英雄 。 赤华 ，作为 铁道兵的代表 ，就 曾

战斗在朝鲜 的大同江畔 。

宝成铁路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铁路建设的

重点工程 ，从宝鸡和双石铺先后分南 、北 、 中三段

同时开工 。 铁路第二 、第六基建分局为发包单位 ，

以距宝鸡 １４８ ．
９ 千米 的黄沙河为界 ，分南北两段

进行发包 ，从南北两端双向施工 。 铁道兵本已 承

包了秦岭到黄沙河段 的施工任务 ，其后
“

鉴于抢建

黎湛 、鹰厦铁路任务紧急 ，原 由铁道兵担负 的宝成

铁路中段的修建任务 ，改 由 铁道兵所属工程局承

担 。 １ ９ ５４ 年 ８ 月 ，铁道兵正式撤离宝成铁路。

”
［ ５

］

铁道兵第 ６ 师和第 １ ０ 师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和结

束后均参加过宝成铁路的修建工作 。 在铁道兵纪

念馆 ， 第
一块纪念章就是宝成铁路通车纪念章 。

赤华 ，就是这样一个既上过朝鲜战场 、 又转战到宝

成铁路的铁道兵形象 。

石家庄铁道大学与铁道兵
一

脉相承 ，
１ ９５０ 年

建校 ，原为铁道兵干部学校 ， 几经转制 ，现为全 国

唯
一一

所以
“

铁道
”

命名 的高校 ，至今 已为国家培

养 １０ 多万铁路建设人才 。 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

清曾赞誉石家庄铁道大学毕业生为
“

托起彩虹的

年轻人
”

。
２００ ８ 年汶 川地震 ， 致使宝成铁 路 １ ０９

号隧道遭受巨大破坏 ，应铁道部要求 ，石家庄铁道

大学派 出 以朱永全教授为组长的抗震救灾专家咨

询 团 冒 着余震不断的 危险赶赴现场进 行安全监

测 ， 为宝成铁路 １０９ 号隧道 的安全运行提供技术

保障
［
６］

。 值得
一提的 是 ， 朱永全教授也 曾 是

一

名

铁道兵战士 ！ 即使现在成就非凡 、荣誉等身 ，但其

铁道兵的情怀依旧 ， 干劲儿依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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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 彩桥 》的 艺 术追求

雁翼在长达 ５０ 多年的诗 歌创作道路上艰苦

探寻 ，努力破解诗之三味 。 在抒情诗创作 中 ，既有

采用 中国传统赋 比兴方法创作 的 四行诗 等 ， 也有

在借鉴西方基础上创新 的 十 四行诗 。 但无论 如

何 ，坚持诗歌为 人民服务 、 以读者为 中 心的思想始

终如一 ，

“

我 自 己 许多追求 中 有
一 种最基本 的追

求 ，那就是想 出各种办法与 读者沟通 ，想 出 各种办

法不在 自 己 的作 品和读者之间 垒墙 不使用读

者不懂的词句 ， 不使用让读者 翻査字典的 生字 ，不

在语言文字结构 上耍花招 。 就是说像庄稼人种 田

一样老老实实作诗 。 具体一点讲 ， 就是使用
一切

能够使用 的手段让更多 的读者看得懂 。 尽快地使

读者看得懂 ；尽快能打动读者的感情 ；尽重尽深地

打动读者 的心灵 ；尽新尽深地启 发读者的 想象 ；
尽

牢地被读者记住 。

”
［

７
］

《彩桥 》的创作就是如此 。

１ ． 从民间艺术 中探寻长篇叙事诗的 写法

长诗怎么写 ，雁翼没有经验 ，他在 《彩桥 》序曲中

说
“

还是学着坠子书的唱腔 ，再吸取些鼓词的营养
”

，

老老实实的从民间艺术中探寻长篇叙事诗的写法 。

坠子书 ， 是河南地方 三大 曲 艺种类之
一

。 坠

子在河南属于群众耳熟能详的 民 间 艺术 ， 以个人

说唱为 主要 表演形 式 ， 具有浓郁 的 乡 土 气息 ， 率

真 、淳朴为其特色 。 坠子作品无论是大段子还是

小段子 ，其内容均能讲述
一

个完整的故事 ，并 在其

中传达很多伦理道德的 理念 、礼仪风 尚 的 习俗 ，达

到熏陶 和教化群众的 目 的 。

“

在百余年的传播过

程中 ，河南坠子通过艺术形态 的情感认识来反映

社会 ，并在反映社会现象 的过程中 ，直接教育并感

化人们 的心灵 。

”
［
８
］ 鼓词一般 指 以鼓 、板击节说唱

的汉族曲艺艺术形式 ，说用散体 ，唱为韵文 。 无论

是坠子书还是鼓词 ，都是通过叙述情节 、塑造 人物

来吸引 听众 ，所以特别讲究情节起伏跌宕 ，语言流

畅生动 。 雁翼在写作 《彩桥 》时 ，借鉴坠子和鼓词

的写作方法 ，突 出 五个特点 ：故事完整 ，人物形象

鲜明 ，教化 目 的明确 ，语言合辙押韵 、 明 白 晓畅 ，采

用 四行诗形式 ； 反映重大事件
——

宝成铁路建设 ；

塑造 现代英雄——铁路建设 者赤华 、 刘 雇农 、 红

娟 ；宏大建设场面 的 描述 ， 山 穷水复 、柳 暗花 明 的

情节设置 ，人 物情感 的 细腻刻 画
…… 这都使 《 彩

桥 》充满 了迷人的艺术魅力 。

早在 １ ９４ ２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毛泽 东主席

就提出 文艺工作者要 向 工农兵学 习 ，倡导 文 艺要

“

民族化 、大众化
”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 习 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中也指 出 ： 要虚

心 向人民学 习 、 向生活学习 ，从人 民的伟大实践和

丰富多彩的生活 中 汲取营养 ， 不 断进行生活和艺

术的积累 ，不 断进 行美 的发现和美 的 创造 。 雁翼

以他的 《彩桥 》创作实践证 明 ： 以人民的立场 ，用民

间艺术的方式 ，讲述人民的创新创造故事 ，不仅可

行 ， 而且 十分成功 。

２
．

“

崇高美
”

的追求

关于诗美的解释 ，历来众说纷纭 。 雁翼认为 ：

“

诗的美 学实 际是人的美学 。 诗 的美 的力量之所

以强大 ， 首先是因 为诗描写 、表现了 人的美
——美

的灵魂
、 美 的 感情 、 美 的 思想 、 美 的认 识 、 美的 语

言 、 美的 创造 ，甚至美的 外形 。 总之 ，诗歌描写 、表

现人的社会的
一切 主观和 客观 的美 。

”
［
７
］ 
“

诗歌集

中着美 、
突 出着美 ，反转来 ，加深 、强 固着人们对美

的认识 。

”
［

７
］这就指出 ： 诗美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臆

造 ；而诗美又能引 导强化人们对现实美 的感受 。

《彩桥 》之美 ， 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时代美 的集

中体现 。 它不是花 间 月 下一壶酒 、管他冬夏与 春

秋 的隐逸 陶然 ；不是
“
一

树
一

树 的花开 ，是燕在梁

间呢喃
”

的小确幸 ；没有髙 山流水爱你一万 ．年的深

情告 白 ；更没有人生不如意枉看月 圆缺 的激愤 ；而

是
“

为有牺牲多壮志 ， 敢教 日 月 换新天
”

的奋 斗牺

牲 ，是
“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

的改天

换地 ，是
“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 山着意化为桥
”
的创

新创造 ，是一种
“

崇髙美
”

。

崇高 ，指在精神 、智 力或道德上卓越杰出 的崇

髙的牺牲精神 。 在 中 国传统美 学 中 ，崇高或壮美

常用
“

大
”

来表述 。 它侧 重在 主体方面 、社会价值

方面 ，而不是对象方面 、 自 然状貌方面 。 孟子把他

所强调的人格美称为
“

浩然之气
”

。 在对个体人格

的评价中 ，他提出 善 、信 、美 、 大 、 圣 、 神六个等级 ，

提到
“

充实之谓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

。

ｗ
他所

说的
“

大
”

， 比一般 的 美在程度上更鲜 明 强烈 ， 在

范 围上更广阔 宏伟 ， 是
一

种辉煌壮观 的美 。 在社

会生活之中 那些体现着推动历史前进 的进步力量

及其代表人物 ，是社会崇高的本 原 。 艺术崇 高是

现实崇髙的反映 ， 艺术 中 的 崇高所反 映的大都是

社会生活 中英雄人物的斗争业绩 。

之所 以说 《 彩桥 》呈现 出崇髙美 ， 是因 为以赤

华为代表的铁路建设者 自 身成长的环境及其改造

的环境都是异常 的艰难困苦 ， 而赤华们 面对 泰 山

压顶所表现出来 的磅礴伟力令 敌人胆寒 、 困难退



９０ 石 家庄铁道 大 学 学 报 （社会 科 学版 ） 第 １４ 卷

缩 。
赤华的成长过程 中 ，几乎 日 日 和险 困 、死亡做

斗争 。 《彩桥 》第
一

章 《 花岗 山上 》 ，讲述 的是主人

公赤华为修建嘉 陵江桥而受命寻找
“

特坚青石
”

，

他在大山 里找 了两 天 ，冻坏 了双脚 ，又饥又寒
——

他 已经在深山 里走 了 两 天 ，

为 找一种石 头爬 了 八座雪 山 ，

渴 了 饮几 口 山谷里 的泉水 ，

俄 了 就呑几把炒 面 。

当 她脱掉赤华的 长 筒皮靴 ，

她的 心像针刺 一般疼酸 ，

两 只 脚冻得像发账的馒头 ，

两条腿冻得 满是 紫 色伤斑 。

而赤华为 什 么要 忍 饥熬寒 地 寻 找
“

特坚 青

石
”

，是因 为既要 保证嘉陵江桥 的工程 质量 ，又要

为 国家节约建设资金——

万吨洋灰啊 ， 能盖 多 少工 厂 ，

万吨洋灰能盖 多 少 学校和 电站 ，

建设社会主义祖 国要又快 又省 ，

架桥人要热 爱祖 国 的一针一 线 。

这不是诗歌为塑造人物
“

假大空
”

的虚构 ，而是

那个时代的真实反映 。 在宝成铁路建设中 ， 熊宇忠

正担任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局长和党委书记……熊

宇忠走到哪里 ，就在哪里宣传就地取材 、勤俭办企

业的思想 。 他在
一

首打油诗 《石头歌 》中写道 ：

石 头是个 宝 ， 建设 离 不 了 ；

山 区修铁路 ， 关 系 更重要 。

它是拦路虎 ， 又是好材料 ；

就地 能取材 ，就近供 需要 。

价廉物 又 美 ， 主动 自 己操 ；

毛主席 号 召 ， 勤俭建 国好 。

从此 ，大家称 熊宇忠 的
“

石 头戏
”

为
“

石头哲

学
”

。 石材的广泛运用为 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 而

且石材质量好 ，达到了
“

内实外美
”

的效果
［％

。

这是赤华成 长的背景 。
２ 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 ， 我

们国家
一

穷二白 ，只能 自 力更生 ，艰苦创业 。 重大

建设工程资金虽相对充裕 ，但那个时代的 建设 者

们没有想到
“

回 扣
”“

以 次充好
”

， 而是想着如何在

保证质量前提下 的节约资金 。 正是 因为熊宇忠这

样的领导 ， 才有赤华不惜
一切代 价寻找

“

特坚青

石
”

的行为 。 熊宇忠 、赤华他们这代人就是凭借主

人翁的 自 觉 ，不怕牺牲 ， 排除万难 ，为我们 国家 的

工业化和现代化打下了 良好基础 。

大庆工人王进喜因用 自 己 身体制伏井喷而家

喻户 晓 ，人称
“

铁 人
”

。 在 《彩桥 》第三章
“

大江深

处
”

中 ， 因开挖沉箱 中 的 巨大石块 遇 到流沙喷涌 ，

赤华也是这样的铁人 ：

赤华 望 着喷吐的 流沙 ，

像望 着敌人射来的 子 弹 ，

一个 可怕 的 念头 忽 然 闪过
：

“

同 志们 的 生命太危险 。

”

命令 同 志们赶 快上 井 ，

他 自 己却挺胸扑 向前 ，

用 自 己 的 肩 膀 ，

死顶住流 沙的喷泉 。

赤华堵流沙的英雄事迹 ，也有着真实 的故事

原型 ：

“

当嘉陵江 ２ 号大桥 ７ 号墩出现沉井涌 水流

沙时 ， 王在贵正在挖石基 ，他发现后立刻让身旁两

个工友沿梯爬上去报告 ， 而王在贵 自 己 用身体堵

住了流沙 。 那两个人还没爬 出 井 口 ，他们返 回来

想要救王在贵的 时候 ，王在贵 已经 被淹没 了 。 后

来大家在桥头为王在贵立 了纪念碑 。

”
［ｕ

）

］

从时代英雄 王进喜 、 王在贵 ， 到 文学英雄 赤

华 ，那种为 了 国家利益 、他人生命而肯于牺牲的行

为一致 。 《彩桥 》中 的
“

崇高美
”

不是诗人唱假 ， 而

是那个时代 的主旋律 。

四 、结语

任何一个国家 、

一

个民族 、

一个健康的社会都

需要诗歌 。 如何让诗歌真正反映变化发展 的时代 ，

如何让诗人更好地见证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生活 ，是

当代诗歌发展的
一个重要问题 ， 当代作家雁翼以 自

己 的系列创作予以 了 回答 。 他的反映宝成铁路建

设的长篇叙事诗《彩桥 》 ，再现了
“

红雨随心翻作浪 ，

青 山着意化为桥
”

的时代大美 ，让一代又
一

代的读

者和那些铁路建设者们一起走进巴 山秦岭 ，深人嘉

陵江畔 ，看他们如何征服
“

难于上青天
”

的蜀道 ，如

何在崇山 峻岭中开 出大西南的第
一

条
“

生命线
”

。

《彩桥 》是宝成铁路建设者的大风歌 。 宋代诗

人岳珂有诗《浩歌行 》 ， 开篇道
“

浩然
一气古到 今 ，

古人无愧惟此心
”

。 雁翼通过对赤华等
一

代铁路

建设者虽幕天席地但 勇往直前精神 的赞叹 ， 振黄

钟大 吕 ，发时代浩歌 。 从 《彩桥 》中 可 以得 出
一个

结论 ： 愉悦舒适都只 是个人暂时的享受 ， 只有伟大

的建设与牺牲 ，才能让人从 中成长 ，终生难忘 。 愿

我们今天
“

闻弦歌而知雅意
”

， 让这种创造的 力 与

美赓续绵延 ，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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