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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厚土

报告文学

凌晨 3 点，城市尚在梦里，北湖还在酣睡。傅塘根已

来到沿湖绿道晨练。先跑 10 公里，再十指抓地做 15 个俯

卧撑，然后一口气打套拳术。一路下来，北湖就被他吵醒

了。

67 岁的人了，还是当年那个硬汉。熟悉的人都知道，

傅塘根体内残留着 3 块黄豆大小的弹片，折磨了他 30 多

年，只有坚持有强度的锻炼，才能让身体更好地与伤痛作

斗争。这不，他把医生说的“活不过 60 岁”的预言，早就丢

到爪哇国去了。

“这个小老头，精气神特别足！”人们没说错。初识傅

塘根，我们就见识了他的耿直、豁达、诙谐。从边境防卫战

场，到综治维稳一线，再到校园德育阵地，他本色不变、永

远“年轻”，在不同的战场勇于斗争，戴上了一枚枚闪亮的

勋章。

战火雄鹰
挂掉电话后，傅塘根两眼噙泪：最后一位“母亲”去世

了。18年前，他把 6位牺牲战友的父母唤做“爹娘”，每年自

掏腰包按时寄钱、上门探望。算起来，金额累计有60万了。

他直奔车站，去送“母亲”最后一程。列车飞驰，窗外

的世界疾速向后飘动，把他的思绪拉回到边境防卫作战的

烽火岁月……

1976年，傅塘根当兵入伍。两年后，部队抽调骨干参加

边境防卫作战，血气方刚的傅塘根主动请战：“我从小就是

孤儿，就算倒在前线，也没任何牵挂，而且我要报答党和人

民的养育之恩……”一番话，感动了部队首长，便批准他奔

赴边境前线。

一个漆黑的夜晚，傅塘根和战友在战场穿插过程中，

与敌人迎面相遇，顿时枪声大作。战斗结束后，他突然发

现左腿吃不上劲，只能借着一根木棍，随部队穿插到指定

位置。

次日早上，才发现裤腿硬邦邦的，一看，裤子被血染透，

又干了。原来，这条腿被手榴弹伤了十多处，战友赶紧为他

包扎。半个多月后回国治疗时，伤口已腐烂，医生说，再晚

几天，这条腿怕是保不住。

战斗激发着傅塘根的斗志，也淬炼着他对祖国的忠

诚。自小习武的傅塘根，战场 8 年出生入死，荣立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8 次，成为军区赫赫有名的二级英模、边陲十大

雄鹰。

在战斗中，傅塘根受过 4 次重伤。最重的一次，他被

炮弹的弹片击中。当战友将他抬回营地抢救时，早已昏死

过去。手术中，从体内取出 20 多块弹片，但有 3 块弹片位

于心脏、颈椎等要害部位，无法取出。昏迷了十多天，医生

才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残留体内的 3 块弹片，给傅塘根带来了巨大痛苦。只

要天气变化，就会全身发麻、酸痛，甚至短暂失去知觉。

2015 年，弹片结晶引起的恶性肿瘤，让他经历了一次生死

考 验 ，头 发 在 3 天 之 内 全 部 掉 光 ，亲 朋 好 友 都 赶 来“ 送

别”。最后，他凭着超强的精神斗志，打了个胜仗。

为祖国冲锋陷阵，傅塘根无惧生死，从不流泪。他的

眼泪，只留给战友和妻子。在谈到妻子时，我们看到他眼

里闪烁的泪花。这泪花，是亏欠，是爱惜，更是感激……

那年 3 月，部队安排傅塘根回家探亲，并带妻子和 3 个

月大的女儿随军。到达距前线约百公里的县城时，传来连

队数名战士阵亡的消息。他强忍悲痛，将妻子女儿托付给

饭馆服务员，自己立马赶往战场。

上车时，妻子跪地扯住傅塘根，大哭：“把我们‘骗’到

这里就走，你为什么这样折磨人？”傅塘根挣脱妻子的手，

径直上车，头也不回，命令开车。妻子不知道，此时丈夫的

眼泪，在黑夜里肆意流淌……

战斗进行了 30 多天，傅塘根才突然想起妻女。回到

小饭馆，妻子一句话也不说。这种“冷战”持续了几个月，

直到一次战斗后，妻子见受伤的战士撤离阵地前，难舍着

要见连长傅塘根，她才懂得丈夫与战友的生死情谊，才明

白丈夫的伟大，从此不再怨他。

从听见炮弹声就吓得号啕大哭，到住猫耳洞钻壕沟的

习以为常，妻子经受炮火的洗礼，变得勇敢坚强。每逢佳

节，她总会包一大锅饺子，亲自送上阵地。后来，她成为军

嫂先进典型。丈夫的军功章啊，有她的一半。

这对战斗英雄、优秀军嫂的故事，当时被搬上舞台在

部队巡演。

政法尖兵
这个老兵，到哪里都保持着斗争精神。2004 年，傅塘

根转业地方，到了新余市委政法委工作。他挑了块最难啃

的硬骨头：负责综治维稳。

他每天上午、下午提前 1 小时上班，利用挤出来的两

个小时，接待来访群众，为群众解决问题。为什么这么

拼？他说，我是“死”过几回的人，必须争取时间多做点对

党和人民有益的工作。

经历过出生入死，傅塘根总是把困难踩在脚下，把安

危抛在脑后——

那年，一家国企在改制过程中，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煽动工人集结闹事。1500 多名工人的情绪，像被大火点

燃，浩浩荡荡的队伍穿街过巷，要去拦截铁路，情况危急。

傅塘根得知，赶到现场，面对这股冲动的洪流，他拿起

大喇叭往前一站。人群根本不屑这个小个子，喊着：“滚

开，凭什么相信你？”

工人不知道，这个小个子，是个率直又诙谐的战斗英

雄，在部队带兵做工作就是一把好手。只见他正气凛然、

面无惧色，拿着喇叭先是安抚，后又摆事实讲道理，最终感

化了工人，情绪得到平息，危机化险为夷。

还是在一家企业改制时，工人与厂方发生冲突。傅塘

根赶到现场时，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必须尽快疏散人

群，否则极易引发群体事件。正当他挤进人群时，一名失

去理智的工人，突然拿起一根钢筋朝他捅去。所幸冬季衣

服厚实，但小腹还是被捅伤流血。他带伤工作，最终使矛

盾得以化解。

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因医疗纠纷，一名医生被病人

家属挟持。傅塘根接到紧急电话，披了件棉袄跑出家门，

拦辆出租车就往乡下赶。车到中途，司机发现他神色紧

张，与人电话中老有“挟持”“人命关天”等词，不明情况，竟

害怕了，将他赶下车，一溜烟跑了。

四野茫茫，寒风刺骨。傅塘根赶紧调度相关部门，要

求警力支持。追上挟持者后，他以心换心、耐心劝说，终于

说服病人家属，将被挟持的医生成功解救……

做综治维稳工作，有危险，也有诱惑。

有一次，一名房地产商走进傅塘根办公室，拿包东西

往地上一放，再顺势用脚拨到桌底下，一言不发就走了。

傅塘根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打开包裹，里面竟是 10
万元钱。

傅塘根很快明白，之前依法依规帮他调处了一场纠

纷，使项目得以顺利进行，这肯定是来表示“感谢”的。他

赶紧开窗，冲楼下喊：“快上来，把东西拿走，不拿我就丢下

去！”那人只得上楼，拿起东西面红耳赤地走了。

傅 塘 根 原 先 抽 烟 狠 ，一 天 至 少 3 包 ，那 年 竟 把 烟 戒

了。说起戒烟的往事，他无奈地笑着。因为做完调解处突

工作，经常有人为表谢意给他送烟。也有个别干部为谋私

利走关系，给他送“烟票”。每次，他总是拒绝，或交给纪

委。次数多了，他就烦了。他想，干脆把烟戒了！

这个硬汉子，说戒真就戒了。朋友惊诧之余，想考验

他的决心和毅力，故意找机会逗他、引诱他，一次也没能成

功。

面对危险，他够硬。面对诱惑，他够硬。但面对困难

群众，他的心却是柔软的。在工作中，遇到有受委屈的群

众，总是温情以待，全力解决。遇到家庭困难的群众，总会

嘘寒问暖，慷慨解囊。

又硬又软的傅塘根，和同事相处得犹如自家人。有一

次，单位一名干部写了副对联，悄悄贴在他办公室门上。

上联：臭嘴巴烂舌头菩萨心肠；下联：死脑筋老古董顽童性

格；横批：人间真爱。

看到的人，都捧腹大笑。笑完还不忘说一句：还真是

这样，心直口快又可爱的好人。

傅塘根 14年战斗在综治维稳工作一线，辛苦付出获得

回报。他个人曾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政法系统优秀

党员干警、全国涉军维权先进个人等荣誉。新余市连续三

届捧回全国综治领域最高荣誉“长安杯”。

校园阳光
2017 年，傅塘根从市委政法委退休。其实在退休前，

他就是市里有名的“英雄老兵爷爷”，经常受邀进校园给孩

子们作报告。他深知，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娃娃抓起。

正好，市里一家民办学校再三邀请，请他发挥余热，担

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年轻时打仗，是为了祖国和子孙

后代。退休了继续奋斗，也是为了培养祖国的未来。”想了

想，他应了。

一到学校，傅塘根就展开调研，之后主持出台 12 项制

度，推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学生对这位“英雄老兵爷爷”的故事感

兴趣，他就走进课堂，给孩子们讲他的战斗和工作经历。

这名爱憎分明的老兵，曾在学校搅起一场不小的“动

静”。那年学校发生一起贪污案，傅塘根毫不留情面，顶着不

理解、不信任的压力着手调查，最后对相关人员依法处理。

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就依纪开除党籍13人，将20多人清

除出教师队伍。

2020 年，新余市以公办民助方式，成立阳光学校，对

“折翼”少年进行准军事化管理、基础教学等，帮助他们从

“问题少年”转变为“阳光少年”。在选党支部书记时，谁也

不敢接这副担子。后来人们找到傅塘根。了解到学校的

特殊情况后，他一口答应下来：“行，这些孩子更应该关

心。”

来到阳光学校后，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傅塘根完善一

系列管理制度，设立了情绪宣泄室、心理咨询室等。遇到

特别难缠的孩子，他亲自上阵，寻找工作突破口。

有两个孩子因打架斗殴，被送到阳光学校。刚来时，

思想相当叛逆，不服管理，无法适应学校学习生活。傅塘

根经常将他们当成自家孙子，好言相劝。最后，两个孩子

感动了，重拾课本发奋学习，参加高职院校组织的单独招

生考试，成了大学生。

有个叫小龙的孩子，被送到阳光学校时，桀骜不驯，多年

不叫“爸妈”，当着傅塘根的面，甚至要跟母亲动手。傅塘根

赶紧上前，笑着说：“孩子，爷爷可是有武功的，我们练练怎么

样？”小龙身材高大，根本不把小个子的傅塘根放在眼里，不

屑地说：“来。”

只见傅塘根抓住小龙手臂一个抱摔，小龙仰面倒地。

“怎么样？还敢不敢来？”“来！”傅塘根又施一招，小龙再次

摔倒在地，立马求饶：“爷爷，我不练了、不练了。”傅塘根心

里窃笑，对他说：“以后可不能跟妈妈动手了。”

对付这样的孩子，先兵后礼，还真管用。后来，傅塘根

和老师们经常和小龙谈心，他逐渐变得开朗阳光。到了学

校放寒假，妈妈来接他，小龙微笑着喊了声“妈”。刹那间，

这位妈妈流下了欣慰的眼泪，她知道，孩子有希望了。

人们总是崇尚英雄、爱戴英雄。傅塘根这位可爱的爷

爷，成为孩子们信赖的朋友。走在这两所学校，我们看到

学生都亲切地向他问候，他总是满脸柔光，微笑着回应。

傅塘根说，自己文化不高，立德树人的工作做得还不够，但

有需要，他愿继续不求回报干下去。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岗位，这位英雄的老

兵，就这样奋斗在自己的“战场”上……

水面阔大，船舫悠然前行，浪花溅起，

漫漶了白云。两岸峰峦藏卧，连绵拥翠，四

周皆是墨绿的倒影。雾气渐散，远方一碧

如洗，天空与水面似两面对视的镜子。点

点阳光洒下，光线在树林里浮沉。一只老

鹰在半空盘旋，倏忽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凡是有水的地方，表情就会灵动丰富

起来。这条名曰“九龙”的湖泊酷似蛟龙，

又如少女扭动纤细的腰肢，坐落其上的欢

乐岛、情缘谷、桃花岛、长寿谷和观音吉象、

少女思春、长老点赞、金蟾望母等景观如纤

纤十指相扣，相映成趣。尤其是“观音吉

象”，正看犹如观音双手合十祈福祷告，侧

看又似一头巨象闲庭信步。

典型丹霞地貌的天柱峰，显然比别处

多了些眼波流转、巧笑倩兮，也掀开了铜鼓

秀美颜值的一角。

我 一 直 不 明 白 ，为 何 有 城 以“ 鼓 ”命

名 ？ 来 到 铜 鼓 石 旁 ，多 年 的 困 惑 方 才 解

开。这块布满岁月印痕的巨石，因“色如

铜，形似鼓，击之有声”，遂名“铜鼓”。据

同行友人介绍，以往水流丰沛湍急，可没

过此石，浪击之，当真声如丝乐。县区或

以山名，或以水名，唯独铜鼓标新立异，以

石为名。“铜皷石”三字正楷竖书，鲜明俊

逸，只是为了简便书写，才将“皷”字一撇

去除。石上存留古人题词篆刻多处，“潘

周过化”“题铜鼓石”等朱红大字，依稀讲

述着明朝著名将领、铜鼓营守备邓子龙将

军 剿 灭 叛 乱 、让 铜 鼓 复 归 王 化 的 英 雄 气

概。巨石中间，一条裂缝清晰可见，那是

西晋年间许旌阳在此追斩蛟龙、放出金鸡

的鲜明印迹。

铜鼓石旁，定江河水流淙淙。每一条

河流，都有它的前世今生。千百年来，这条

铜鼓人民的母亲河一直默默流淌，不事张

扬，它将万顷碧波送入清清修河，奔腾倾注

浩渺鄱湖，最终归入滚滚长江。它的水质

常年稳定在一类水标准，水质综合指数连

续多年位居全省第一，娃娃鱼、棘胸蛙等濒

危水生重点保护动物在此栖息繁殖。它不

仅为铜鼓人民提供饮水和洗菜浣衣的源

流，更见证了无数铜鼓人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身影。它同样注视着一批批读书人背

井离乡追寻梦想，也率先陪伴了外来官员、

商贾、匠人、移民、僧侣与铜鼓的邂逅。其

中，就有名士苏东坡的羽扇纶巾。

宋元丰七年（1084 年），朝廷调东坡赴

河南临汝任职。接到圣旨的东坡并未立刻

启程，而是决定先南下江西，看望担任笃州

税吏的弟弟苏辙。途经带溪，听闻此地有

位“隐居乐道、不求闻达”的布衣儒生胡安

鼎，于是慕名前往拜会。消息传开，胡安鼎

及全村男女老幼皆欣喜万分，村里像过年

一般热闹起来，为远道而来的贵客接风洗

尘。接下来两天的带溪光阴，将被两位名

士满腹经纶的碰撞与激荡填满。他们携手

攀龙门山，观磨盘石，赏带溪水，谈古论今，

吟诗作曲，大有相逢恨晚之意。见多识广

的东坡没有想到，偏僻的带溪山水竟如此

绚丽多姿，陌生的江西老表竟如此热情豪

放，胸中一气呵成长诗一首。“篮舆暂憩诣

造门，竹马儿童欢迎候”“带水清，泉石透。

中有高人自在居，耳可洗兮齿可漱”……至

今读来，仍可领略当年的美景与盛况。

漫步铜鼓，目之所及皆山峦叠翠、林木

繁盛，处处氤氲着诗情画意。走进永宁镇

坪田村，古木参天、绿荫蔽日，漫山遍野的

茶 树 嫩 芽 摇 曳 ，金 黄 的 油 菜 花 田 鳞 次 栉

比。客家博物馆内，馆主四处搜罗的窗棂、

樟木箱、储物柜、牌匾、竹器，都在默默诉说

占全县八成以上人口的客家人勤俭持家、

耕读奋斗的优良传统。散落各处的吊脚

楼、古祠堂，同样洋溢着浓郁的客家风情，

高度契合“永宁”的寓意。

永宁镇因桥得名。始建于清雍正年间

的永宁桥，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铜鼓重

修永宁石桥记》明确记载：“一廛两市间，往

来日凡千百辈，奔腾浩瀚，非桥不为功。桥

成义举，宁人宁国，永捶无朽，故名永宁。”

历经风吹雨打、洪水冲击的永宁桥，尽管青

石斑驳，略显老态，但依然身板紧凑，巍然

屹立。96 年前，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

义部队第三团就是通过此桥进军浏阳，攻

打白沙首战告捷。站在桥上，我仿佛看见

秋收起义波澜壮阔的史诗场景，仿佛看见

第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高高飘扬，仿佛

看见风华正茂的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若

定……刚才徜徉过的燈星台红色公园又浮

现脑海，毛主席在一张八仙桌和一盏煤油

灯的陪伴下苦思冥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出

路。那一幢幢古朴而沧桑的房屋，都是“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战略思想萌芽

的见证者。

美好的词汇总会被上天泼洒鲜亮的色

彩。“汤里”“带溪”“坪田”“天柱峰”“永宁

桥”“燈星台”“铜鼓石”，只听着，便觉浓墨

重彩。午后，我在桥头坐了好一会儿。桥

下的定江河汩汩流淌，将这些词汇，会同鹅

卵石和水草，谱成人世间最曼妙的音符。

一城名鼓
□□ 胤胤 忠忠

赣地
风采

老兵永远年轻老兵永远年轻
□□ 胡光华胡光华 江拓华江拓华

一个人如果没有去过婺源，是件很遗憾的
事儿。

一个人如果只去过两三次婺源，也许会生
出更多的遗憾。

很多人来婺源，都会惊叹于婺源的美。
婺源的美，美得你仅用文字赞美她，你自

己都会觉得自己肤浅了。
远眺青山蜿蜒，揽一方翠屏可作画；近观

岗峦翠绿，撷几片红叶好题诗。婺源的美，最
直观的恐怕就在这方山水了。

白云青山八百里，江深竹静三五家。婺源
山灵水秀，山的绵延和水的蜿蜒，浑然天成。
婺源的山敦厚而不高冷，不像一些名山古刹，
只是为神仙准备的；婺源的山，是专门为他的
儿女们准备的，就像父亲的臂弯，永远是儿女
们温暖的倚靠。无论你在外当多大的官、发了
多少财，抑或有多少苦闷、受了多少委屈，回到
故乡大山的怀抱里，就像倚靠在父亲的臂弯
里，你保准会忘记一切烦恼，享受神仙般的宁
静和惬意。

婺源的水也多不深，却风光旖旎，多姿多
彩：有的清澈晶莹，像天真纯洁的少女；有的温
润翠绿，似风情万种的美妇；有的波光粼粼，恰
如饱经沧桑的媪妪。这里的水多是深山冷水
却很温润，就像母亲的乳汁；无论多么顽劣的
孩童，只要他吮吸一口母亲的乳汁，他就会变
得无限的满足和恬静。

婺源的春天是从柳树枝头开始的。经过
冬日的洗礼休整，沉寂了一个冬天的柳树枝，
伸着懒腰发出了嫩绿的新芽，邻居的桃花、梨
花、油菜花妹妹也像约好了似的，三五成群地
露出了笑脸。小桥流水、金黄花田、薄雾轻烟，
蓝天下掩映着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让你有点

“庄周梦蝶”的感觉，不知道自己是在春天的梦
里，还是在梦里的春天。

婺源的夏天，一身翠绿，氤氲娇羞，茶香扑
鼻……银杏姐姐、红豆杉妹妹羞涩地给你擎起
了“五花伞”，习习山风、阵阵凉爽直抵你的心
肺；白颈长尾雉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用她那
婉转的歌喉，娇滴滴地提醒你：当心、当心，水
珠、水珠，意思是说：你得当心飞如白练的瀑布
哟，小心溅你一脸的水珠哟。

远村秋色如画。婺源的秋天是一个以金
色为主色调来装扮的世界：坡上的菊花黄了，
树上的果子黄了，田里的稻子黄了，高傲的枫
叶也羞涩地变黄变红——山顶斜坡坡上的小
草、大树都悄悄褪去了青衫，换上了一年才舍
得穿一次的金黄色正装，就像一个丰腴成熟的
少妇，盛装出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自豪地
向朋友展示家里的富足和慷慨。每当晨曦映
照，日出山头，家家户户都攒着劲把自家的山
蕨、水笋、辣椒、南瓜、玉米等宝贝一股脑儿地
端出来，各民居土砖外墙与晒架上、圆圆晒匾
里五彩缤纷的丰收果实组合，不经意间绘就了
一幅享誉世界的“晒秋”景观图。

山水花等自然景观给人的视觉冲击无疑
是强烈的，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极具特色
的婺源古民居，给人们心灵上的震撼则更为深
刻、久远。

婺源的美，美在人文荟萃、历史厚重。自
唐代开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年）建县以来，婺
源古属徽州府，素有“书乡”“茶乡”美誉。婺源
历史悠久，人文鼎盛，名贤辈出，星河灿烂。历
代仕宦、乡贤留下的传世著作 3100余种，被收
入《四库全书》的172种、1290余卷。一个山区
小县，竟有如此贡献，清末林则徐惊呼：“南畿
名邑数婺源！”

婺源历史遗迹遍布乡野，有中国传统村落
30 个、古建筑 4100 余幢，是徽派建筑的大观
园。大夫第、司马第、尚书第、天官上卿第——
这些造型古朴、韵味独特的古建筑群落，或依
山，隐现于古树青林之间；或傍水，倒映于溪池
清泉之上，与梯田云雾交映成趣，与天然山水
遥相辉映，给人以清新俊逸、明快淡雅的美感，
既像飞速发展的人类文明，无意间给后人遗落
下的一幅迷人长卷；更像是历史这位最年长的
时间老人，留下的“传家宝”和郑重嘱托。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难怪
那些游人不远百里、千里、万里而来，来到这还
略显有些偏僻的山野，或凝视，或惊诧，或亢
奋，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性别、职业身
份和本能的羞涩矜持，甚至忘记了天地自我，
情不自禁地投入眼前的世界，享受、融入婺源
这一方山水里了，找到了自己心灵的“桃花
源”。

婺源：
我们心中共同的
“桃花源”

□□ 郑少忠郑少忠

铜鼓天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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