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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江无江，坝子却有几个，“川东
小平原”因坝而叫响。一坝的花，一坝
的故事，促成了坝上的诗和远方。

数千年来，坝上人儿，勤奋耕耘于
锦绣田园上，世代耕种一种植物，叫作
庄稼，勤劳使丰腴平坦的坝子耕种有
收、颐养有方。宝塔也有无奈之时，在
执拗不过老天时，宝地就成为遇旱则
枯、有洪即涝的苦焦之地，坝上期望落
空是常事。春风浩荡，不怕苦的开江
人，建造了川东最大人工湖——宝石
湖，对付了干旱；河流疏通，一泻千里，
解决了洪灾。千年一成不变的田园坝
子，有了思想，庄稼不再是坝子上唯一
的主题。农事变花事，荷花、油菜花、
桃花、梨花、李花……在川东小平原肆
意喧哗，坝子成了花的海洋，笃实了

“巴山小平原，魅力小天府”的美誉，世
代芳田，有了新的、更艳丽的色彩。

海海漫漫的荷塘，红的、白的、粉
的、紫的，为着博大、自由和高贵而开
放，也为着宝塔坝人那种于世固有的
贫瘠、辛酸、蹇涩和祥和、安乐而开
放。万亩荷塘仿佛一张华夏地图，热
烈奔放的大小荷花，犹如碧波上镶嵌
着五颜六色的图案，催生了人的激情
和热望；“黄金花海”一望无涯，开成铺
天而来的金色希望。花，为宝塔坝，为
开江赋予了新的内容。这片洒满红军
将士血汗的土地，不只赋予了荷花姿
色，更盛产革命志士。

1927 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
惨遭屠杀，为发展四川的革命力量，受
上级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王维舟来
到开江，在普安坝子建立了“中共普安
宣特支”，在广福乡，每天走街串巷，向
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秘密组建游击武
装。于1929年，建立起广福第一个党
组织，“中共广福特支”。1931年夏天，
由王维舟参与组建的广福游击队，正
式改编为“川东游击军第二支队”，这
支部队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
土豪、除恶霸，消灭民团，伏击军阀武
装。打土豪的道理，分田地的口号，引
起了群情激奋、谷应山鸣。短短一年
多时间，就发展到两千多名成员，建立
起以广福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1933 年10月，以刘湘为首的四川
各路军阀，调集二十万兵力，向川陕革
命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妄图将川
陕红军“一网打尽”。10月底，川东游
击军与红九军主力部队并肩作战，在
开江宝塔坝与敌军先头部队激战六七
个昼夜，歼敌数千名，拉开了反“六路
围攻”走向胜利的序幕。宝塔坝战斗

结束后，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三
十三军。这支诞生于开江的红色劲
旅，血染了开江这块不屈的土地，为坝
上留下一段不灭记忆，踏上了新的征
程。

我在镇上读书时，每次经过徐彦
刚家，总要望望那块高悬的“光荣之
家”，却并不明白这一家人光荣在何
处，终憋不住谜团困扰，问父亲，“他家
徐彦刚能干得很，跟毛主席一起打过
仗，还是一个大官，但是牺牲了，转来
不成了。”好大的官？有着如何惊心动
魄的经历？又成了心中继续探究的
谜！徐彦刚曾任红三军九师师长，红
三军军长，红1军团参谋长和湘鄂赣省
军区司令员等职，被歹徒杀害时，年仅
28岁，荷塘边的陈列馆，第一次为我详
释多年的困扰时，我全身血脉贲张，多
重情感齐涌，潮湿了一颗敬仰之心，对

“光荣之家”这几个字也多了些明白。
1937 年，朱德沉痛地写道：“彦刚

同志的牺牲不仅为本党一大损失，亦
为中国革命之重大损失，但精神不死，
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荣一页矣。”周
恩来1939年冬在苏联莫斯科会见秦化
龙时说：“徐彦刚是个好同志，是我军
一个精明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他牺牲
太早了，你们应该写些文章纪念他!”
1982 年，聂荣臻在一封信中对他作了
高度评价：“徐彦刚是位好同志，一贯
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功勋卓著。”

唐在刚，幼小就熟悉的名字，竟然
在书上看到，我激动地举起书满教室
跑，“你们看，唐在刚被写进书里啦
……”同学们不明白，等我停下，一窝
蜂围住了我。听说毛主席亲自给他父
亲写过信，曾轰动过十里八乡。那时，
我同样不明白，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
家是怎样的人物，又有怎样的故事，值
得这么多人为他点赞评说。少不更事
的我，笃定只有了不起的人物，才能被
写进书里，

唐在刚确实是家乡的骄傲，有学
历，家境殷实，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幸
福，他不但变卖家里的田产，支持革
命，更劝说家里人要勤劳，尤其要善待
周围的贫苦人。1928 年，受党组织的
委派，唐在刚来到江西，在赣东北地
区，协助方志敏领导农民暴动，扩大农
民武装，并与方志敏一同指挥红军，攻
克赣北战略要地景德镇，开辟出赣东
北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部队长征西
进后，担任赣东北特委书记的唐在刚，
坚持留在闽浙戆苏区，带领一小支部
队开展游击战争。1935 年 7 月 20 日，
由于叛徒告密，唐在刚遭到敌军的包
围，面对敌军的劝降，他毅然击毙叛
徒，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将
最后一颗子弹，射入自己的胸膛，血染
苏区大地。

红色战争年代，众多出自开江的
革命家，走向大江南北，成为党的重要
领导人。解放后，浸润过共产党信念
的这一方热土，依然源源不断地为国
家输送人才。“开江县红色文化陈列
馆”，就建立在父子两人都曾担任过杭
州市委书记的王平夷、王国平的故居，
与花相伴。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
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
花。”所有革命志士，应该与陈毅元帅
一样，希望所有的花，都在岁月中优雅
开放。如今，一坝的花、一坝的笑、一
坝的灿烂，有声有色，蜂飞蝶舞，为革
命献身的他们，一定无法抑制欣慰之
笑吧！

山、水、花、故事，构成一坝不平静
的历史和丰富多姿的景色。花同人
心，心怀信念，这一片红色土地上，每
一朵绽放，都蕴藏着希望，都是血染的
风采。相信这一坝花，会继续编织开
江史上的新故事。

是当年占山为王的标志，似乎也暗示着这
一方水土不是平凡之地，即使是在如此僻静的
巴山南麓。

动荡岁月里，寨子是防御工事，太平盛世
里便是意味深长的文物和景点。最大最有名
的广福寨，凸于镇西北边，状如宝塔，四面绝壁
难攀，寨顶平整宽展，足有20多亩可耕种的良
田好土。寨前仍留坚固寨门遗迹，易守难攻可
见一斑，因而有了“广福连城三角寨，神仙下凡
难打开”的说法。寨门右边遗下一座汉代修建
的观音阁，庙门上书“即是灵山”，右侧刻着“壁
水澄清南海境”，可惜左边在“破四旧”中遗失，
成为憾中之秘。此“南海境”是指旁边长年清流
的泉水，犹如观音的南海境地。现在仍有人时
时膜拜，求得一碗清水消疾祛痛。寨壁上栩栩
如生的菩萨或立或坐，肃穆之中几分恬静。最
让人惊奇的是，这里竟出现了传说中的男观
音。而观音自唐代以来就以端庄雍容的女身
出现，这或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种相融和更替，更是岁月深处历史的清晰痕
迹。

据说，广福寨建于明代。始为一大富人家
囤粮储物之地，后来被人破了风水，遂为他人
割地而居，从此纷乱不休。到清末乱世，成为
附近乡民躲避土匪的最好场所。民国初年，连
政府机关也于此驻扎，设立了区公所和团局。

1929年春，著名革命人士王维舟设计破了
寨上匪众，使之成为中共游击队广福支队的重
要据点。王维舟在高绝寨壁题下的“毓秀广
福”四个大字现在还清晰可见。这是广福最贴
切的概括，也是广福摆脱黑暗走向光明的重要
标志！更是王维舟对广福的深情诉说！

在王维舟早期的活动中，广福给了他前所
未有的关怀和庇护，使他能在数次围剿中安然
脱险。至今仍保留原样的黄家大院依稀可辨
当年痕迹。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当年的大院右
侧厢房中，他如何挑灯夜读《共产党宣言》，又
如何与友人激烈讨论、周详计划，直至缜密组
织，积极开展共产力量在民间的渗透工作。在
这个偏僻的院子里，有他的鸿鹄之志，更有他
愤然刻在笔筒上“还我河山”的心迹。他的住
房后面有个戏台，很是精致，光那围台的石基
都有现代机械难以打磨出的细致。那里上演
过一幕幕鲜衣怒马的经典剧目，比如秦琼卖
马，比如武松打虎，还有大家都喜欢的“天上掉
下个林妹妹”。

王维舟在这里捡了个“苏妹妹”。意气风
发的他，满腹诗书的他，胸怀大志的他，不但引
得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度注意，同时也是妙龄女
子美目顾盼之极。据说当时还有个“黄妹妹”
也喜欢他，但连理只需一枝，他最终选择了才
貌双全的“苏妹妹”苏广明。他在这里规划了
他的革命路线，也邂逅了他人生中最美的爱
情。越过时空，穿过火药味弥漫的的黄家大
院，我们仿佛看到王维舟在重重包围下从容地
钻进戏院旁那条暗通，片刻后他从院外一个隐
蔽的洞口安然而出。洞外，苏广明正以婀娜的
身姿迎接着他。他们在数个寨子间与敌人周
旋，尽管条件艰苦，心中向往未变。

这当是广福百年来最著名的故事，有情有
景，有事有物。那些曾满是杀气和晦暗的寨
子，被时代赋予了红色基因，覆之以明亮和丰
腴。闪躲在遍野茶色里的野菊，像勇敢的革命
人士，虽然被严冬凌辱，却依旧顽强精明，散发
出不肯伏低的光芒。

寨子的红色基因
□映铮

坝里有花有故事
□曹昌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