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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君宇或许自己也想不到，年幼时

从父亲那里听到一些让他震惊的消息，

会是他短暂却血雨腥风革命生涯的启

蒙。

那时候，他还不是高君宇，而是高尚

德。

高尚德的骨子里，天然流淌的，或许

就是革命的血、斗争的血、立志改天换地

的血。出生于望族家庭的高尚德，自幼

聪慧过人，对书本外的知识、新思想，以

及外面的世界充满渴求与向往。

“ 要 让 九 州 十 八 县 的 人 民 都 富 起

来！”这是他少时就有的理想。年幼的高

尚德，从父亲高佩天那里，偷偷听到一些

让他震惊的消息。比如辛亥革命，比如

武昌起义……

这些消息让他震惊又兴奋。对比百

姓苦难的生活，他小小的内心生出大期

待 、大 梦 想 ，也 立 下 大 志 向 ，那 就 是 革

命。于是，当剪辫子、放天足，新的社会

风气开始时，他紧随父亲，动手将脑后的

发辫剪去了。

在县学堂 10 年的学业结束后，1912

年，16 岁的高尚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位

于太原的省立一中。

“尚德聪颖好学，识见不凡，日后必

成大器”，这是老师石铭对他的评价。高

尚德不仅知识面广，而且善于将所学知

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他的身边总是围

着一群人，听他谈古论今，听他讲述电

话、照相这些新奇事物。

在省立一中的这年秋天，他近距离

见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听了孙中山的

演说：“必要我四万万同胞一齐努力，方

可造成共和自由幸福……”孙中山的演

说，点燃了高尚德对国家未来的希望，然

而残酷的现实却无情打破他心中的幻

想。

1915 年 ，袁 世 凯 悍 然 出 卖 国 家 主

权、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一消

息传至山西。高尚德愤怒了，他联络一

群志趣相投的热血青年，冒着被开除学

籍和被当局惩处的风险，走上街头散发

传单、发表演说。

1916 年春天，从省立一中毕业时，

高尚德在题为“各述尔志”的作文中，将

祖国的沉沦、人民的苦难，以及自己的希

望与抱负，饱蘸血泪与深情，铺陈于纸

上。

高尚德深知，只有掌握足够多的知

识、开阔视野，才能救国救民。他考取了

北京大学。那是北京最美的金秋时节，

行走在街头，他的心始终被阴郁笼罩，眼

前一幕幕，充斥着苦难、血泪、腐败与不

平等。

二

高 尚 德 努 力 在 黑 暗 中 寻 找 着 光

明。命运垂青，他遇到了《新青年》，遇

到 了 李 大 钊 ，遇 到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

犹 如 暗 夜 里 突 然 点 亮 一 束 光 ，高 尚 德

的 眼 前 顿 时 光 芒 万 丈 。 尽 管 长 夜 漫

漫 ，他 却 清 晰 看 到 前 方 的 路 —— 坎 坎

坷 坷 、布 满 荆 棘 ，但 闪 耀 着 救 国 的 光

芒，令人向往。

可是，外交失败、巴黎和会拒绝取消

“二十一条”的消息陆续传来。失望、愤

怒，层层撕扯着爱国青年们的心。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

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

存亡，就在此一举了……”高尚德将一口

殷红的鲜血，吐在这份传单上。

他病了。可是，他顾不得自己的身

体。在这火热的风暴中，他早已将自己

的身躯置之度外。

高君宇带领集结起的北大爱国学生

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他们汇成强大的

洪流，合力发出江河般的咆哮：“取消‘二

十一条’！还我青岛！”

学生们的示威并不顺利，到日本使

馆，被阻；递交意见书，拒收。失望加愤

怒，让学生们转头山洪般涌向外交部次

长曹汝霖的家。

处于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大门紧

锁，却终究抵不住强大洪流的冲击。曹

宅 大 门 轰 隆 隆 被 冲 开 ，继 而 又 火 光 冲

天。这一天，是 1919 年 5 月 4 日。一场

大火，在至暗时刻闪耀京城。

“五四运动”，艰难闯出一条通往春

天的路。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由于当

局不间断地镇压，直至 1920 年依然在持

续。就在这个时候，高尚德决定改名。

“均宇！”他提起毛笔，一挥而就。

均宇？有同学当即明白了他的用

意：均分寰宇，那便是立志改造社会。可

是，这个名字太显眼了。经过考虑，他改

用谐音：君宇。

高尚德，从此变成高君宇。

三

1920 年 11 月的一个夜晚。新当选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高君宇，与

全体团员们汇集在李大钊所在的北大红

楼一层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共同商讨为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增加新鲜血液。

彼时，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后，

湖 北 武 汉 、湖 南 长 沙 、山 东 济 南 、广 东

广州都相继成立或开始组建共产主义

小组。会后不久，高君宇与邓中夏、何

孟 雄 、缪 伯 英 等 人 加 入 了 北 京 共 产 主

义小组。

扛起一面大旗，高君宇回到太原。

这是 1921 年，春风拂面的四月天。

高君宇再次回到熟悉的省立一中。

在此之前，他就曾帮助王振翼等进步青

年创办《平民周刊》，还与部分青年一起

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次回

来，他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洋溢着的青

春般的革命生机。这一次，高君宇主要

针对无政府主义展开斗争，传播马克思

主义……高君宇激情四溢而又客观深刻

的演讲，为山西的爱国青年们纠正了思

想方向，燃起了他们的斗志。

春 天 的 脚 步 似 乎 越 来 越 近 ，风 浪

却 越 来 越 大 。 接 下 来 的 日 子 ，高 君 宇

赴 苏 联 参 加“ 远 东 大 会 ”，到 广 州 参 加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 会 ，接 手《向 导》与《先 驱》的 编 辑 工

作 …… 拖 着 病 躯 ，他 日 夜 奔 赴 在 斗 争

的路上，宣传党的政治纲领、传播共产

主义真理。

1923 年 2 月 1 日，京汉铁路总工会

成立大会在反动当局的百般恐吓与粗暴

阻止中开得风雨飘摇。之后，在帝国主

义势力的支持下，反动军阀逮捕工会干

部、屠杀罢工工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二七”惨案。腥风血雨中，高君宇奔走、

呼号、呐喊。然而形势严峻、环境恶劣，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在国共两党革命

活动越来越高涨、民众运动越来越活跃

之际，北京军警却策划了逮捕革命党人

的阴谋。

那份黑名单上，“高君宇”3 个字赫

然在列。李大钊安排高君宇离京，回晋

避难，并交给他一项重大的任务——在

太原建立党组织。

四

彼时，山西的共产主义启蒙运动已

经搞得很有声色，在太原建立党组织条

件已经成熟。这一重任让高君宇心头的

愁云散去，热血沸腾。

由京返晋行至石家庄时，高君宇发

病了，经医生诊断需住院治疗。然而，他

内心却有一团火焰在炽热地燃烧，因此

只带了一些药便匆匆上路。

回 到 太 原 ，高 君 宇 悄 然 住 进 母 校

省 立 一 中 青 年 学 会 。 此 时 他 得 知 ，之

前 创 建 的 太 原 社 会 主 义 青 年 团 ，已 经

发展成为组织领导山西青年运动与工

人 运 动 的 先 锋 军 ，且 由 原 来 的 一 个 团

小组发展为几十个团支部、团小组，斗

争 范 围 也 由 之 前 的 学 校 ，扩 展 至 工 厂

与矿山。

革命的火种，已经在三晋大地扩散、

铺开，家乡的形势让高君宇无比欣慰与

兴奋。他决定从团组织骨干分子中发展

共产党员，将太原的党组织建立在团组

织基础之上。

他在共产党员李毓棠的协助下，从

进步青年中筛选考察，最终将侯士敏、潘

恩博两名骨干团员吸收到党组织中。随

后，高君宇召集李毓棠、侯士敏、潘恩博，

在山西省立一中青年学会的屋子里举行

了太原党小组成立会议。

那是一个庄严而激动人心的时刻。

四个人的会议，简单却隆重、热烈，每个

人心头都迸发着激情的火苗。

高君宇满怀豪情庄严宣告：中国共

产党太原小组正式成立了！

山西革命斗争主旋律的序曲，就此

奏响。

一桩使命完成，新的使命又等着他

去完成。1925 年 3 月 2 日，正在参加国

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高

君宇，突然腹部剧烈疼痛。强行坚持两

天后，高君宇被其他代表送回住处，之后

在他女友石评梅的安排下，进入协和医

院。

没想到的是，3 月 6 日凌晨，他却与

世长辞，将火热的生命定格在 29 岁这一

灿烂的青春年轮。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

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正如

高君宇所言，他的生命迅忽殒落，而他闪

电般耀亮的青春，却如火光般长久燃烧

在人们的记忆中。

“生如闪电之耀亮”
■蒋 殊

川藏线，犹如一条神秘而飘逸的丝

带，缠绕在崇山峻岭之间。四季轮转，川

藏线的风景不断变换，汽车兵们的身影

也始终忙碌在这条充满挑战与传奇的道

路上。

阳春三月，南国已是鲜花盛开、暖意

融融，川藏线上才显现些许春意。一场

细雨飘洒过后，空气中带着微微的凉意，

林芝漫山遍野的桃花悄然间绽放。微风

拂过，花瓣飘飞，似粉色的雪花轻盈舞

动，散发淡淡芬芳。

春风沿着蜿蜒的道路徐徐西进。碧

空如洗，与高耸云天的山峰互为映衬，展

现出摄人心魄的雄壮。悬崖峭壁上倔强

生长的新绿，诉说着生命的坚韧。暖湿

的气流让远处山峰上的积雪开始融化蒸

发，形成丝丝缕缕的雾气。漫山桃花在

雾气中若隐若现，为川藏线蒙上一层神

秘的面纱。

经历几个月的严格训练，我终于能

够驾车行驶在心向往之的高原天路。

夏日，川藏线迎来了一年中最为鲜

活、奔放的时节。漫长的川藏线，在烈日

下炽热，又在骤雨中清凉。驾车行驶在

柏油路上，时而穿行在干燥的荒原，炎热

的风卷着沙尘；时而进入湿润的森林，清

凉的气息扑面而来。

无论是皑皑雪山、郁郁葱葱的森林，

还是荒芜的戈壁或水草丰茂的湿地，沿

途每一处都充满未知与挑战。

我曾在一次任务途中，经过理塘草

原。无垠的绿意蔓延到天际，与湛蓝的

天空相接。看到路况良好、视野宽阔，我

便放松了警惕。何连长却打起精神，说

道：“这里是事故多发段，各车保持警觉，

调整好车距，时刻关注前车动向。”

车队又行驶了几公里，突然收到电

台发来的通报：“前方地方车辆发生车

祸，车队减速。”我不由得心中一紧，惊讶

于连长的未卜先知。“越是看起来安全的

地方，越容易出事故。我们在途中一定

要打起精神，以防突发情况。”听了连长

的经验之谈，我立刻转变之前略显冒失

的态度，谨慎地踩油门，换挡也变得小心

翼翼。

川藏线一路向西，沿途地形起起伏

伏，气候也千差万别。“一天经四季，十里

不同天”。方才还是烈日高悬、晴空万

里，转眼间可能就狂风呼啸、电闪雷鸣。

当车队驶入群山时，一场暴雨不期

而至。暴雨夹着冰雪狠狠地拍打在挡风

玻璃上，噼里啪啦的声响很快将发动机

的声音淹没。车窗被水帘遮挡，视线瞬

间变得模糊。山路异常湿滑，哪怕只是

轻点刹车，车身也会猛地一震，随时可能

发生侧滑。何连长迅速反应，指挥车辆

打开应急灯，拉大车距。汽车兵们面色

凝重，全神贯注地操作着方向盘，不敢有

丝毫懈怠。车队如长龙般在雨幕中缓慢

前行。

终于，在经历了漫长而又惊心动魄

的旅程后，车队驶出危机四伏的路段。

当最后一辆车平安驶出群山时，我们所

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雨后初霁，横跨天际的绚丽彩虹，似

是赐予勇敢者的礼物。回望刚刚翻越的

山路，依然被雨雾笼罩，却不再那么可

怕。它成为了汽车兵们战胜困难的见

证。

经历了多雨的盛夏，川藏线迎来了

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森林和草甸装点了

宛若奇幻仙境的秋季旅程。

海螺沟的枫叶斑斓绚丽，火焰般明

亮的橙红、翡翠般精致的墨绿、云霞般艳

丽的玫红……各色映衬，鲜艳夺目。一

排排挺拔的白杨树，闪耀着金黄，在秋风

中沙沙作响。成群的牦牛和山羊，悠然

自得，为广袤的大地上增添了几许灵动。

邦达秋韵醉人，草原微黄而不见萧

瑟与悲凉，天地之间安顿着独属高原的

旷远与宁静。秋风掠过，仿佛在传递着

古老的故事与祝福。

怒江七十二拐，是从邦达镇向西通

往拉萨的必经之地，以其险峻的地形和

变幻莫测的天气闻名。一个接一个的

“之”字形蜿蜒萦绕在山间，盘旋向上、百

转千回。峡谷急流纵横，两岸险峻峭立，

让人望而生畏。

第一次经过怒江七十二拐的前夜，

我辗转难眠。想到陡峭的山壁和深不见

底的峡谷，我的心里就一阵阵地揪紧。

当驾车缓缓驶入怒江七十二拐，眼

前蜿蜒曲折的道路，让我的心瞬间提到

了嗓子眼，手掌不断渗出细密的汗珠。

何连长看出了我的紧张，说道：“能行驶

在川藏线上的，都是最出色的驾驶员。

要相信自己，保持冷静，一定没问题的！”

连长的话温暖而坚定，让我心中的

恐惧慢慢退去。我努力调整呼吸，保持

镇定，专注地观察路况。路面狭窄，车轮

近乎贴着崖边惊险擦过，我的视线也随

着连绵的弯道急剧转换。我暗自鼓劲，

要把每一个弯道都当做证明自己的机

会，一定要安全地通过。一路惊险，一路

震撼，经过几个小时的小心驾驶，我终于

成功地驶出这段艰险的路途。

冬季的川藏线，万籁俱寂、一派苍

茫。高原之上，冰雪是永恒的主题。它

赋予这片土地纯粹的气质，让每一个涉

足其中的人，深深感受到天地间的雄浑

壮美。连绵山峰上的积雪，犹如一层厚

厚的绒毯，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每一寸山

体。凛冽寒风呼啸而过，卷起阵阵雪花，

弥漫空际。山脚下堆积的雪层，宛如柔

软的棉花，蓬松厚实、洁白纯净。

严寒暴雪天，正是练兵时。凛冬已

至，翻越然乌路段的冰川棚洞是对汽车

官兵的严峻考验。

一场大雪，气温骤降，路面的积雪结

成 了 坚 硬 的 暗 冰 ，道 路 行 驶 难 度 更 大

了。尤其是险弯深坳处，车辆随时可能

打滑失控，发生漂移。何连长不时提醒

我：“不要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

“避免紧急制动，转弯时要提前减速”“方

向盘一定要抓紧，控制好方向……”

车 轮 碾 轧 在 暗 冰 上 ，发 出“ 吱 嘎 ”

声 响 。 望 着 前 方 模 糊 不 清 的 山 路 ，我

不 禁 屏 息 敛 声 。 雪 花 如 絮 般 纷 纷 扬

扬 ，车 队 颠 簸 着 前 行 。 引 擎 的 轰 鸣 声

在 山 谷 中 回 荡 ，属 于 汽 车 兵 的 雪 景 与

挑 战 ，一 路 相 随 。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汽 车

兵 ，正 是 这 样 战 风 雪 、斗 严 寒 ，扛 起 了

保 障 物 资 运 送 的 重 任 ，书 写 着 高 原 天

路上的传奇。

回忆起川藏线上的种种经历，我的

心中感慨万千。这是我首次担任主驾

驶，与连长一同驶过天路。在翻越崇山

峻岭和穿行蜿蜒便道之时，每当夜幕降

临，我握笔写下每日的征途，脑海中回放

着穿越回头弯的惊险，以及无数坑洼崎

岖的道路景象。

这一路，川藏线的壮丽与汽车兵的

英勇事迹交织成篇。一个个定格的镜

头，是对汽车兵面对恶劣环境时坚毅面

庞和无畏身影的写照；一行行细致的文

字，满载着官兵沸腾的热血和无私奉献

的精神。

空 中 翱 翔 的 雄 鹰 ，盘 旋 在 雪 山 之

巅。我想，它们一定也见证了高原天路

上的壮丽景观。无论是巍峨高山还是幽

深峡谷，无论是严冬酷寒还是盛夏暑热，

都有高原汽车兵无悔的坚守和执著的追

求。

四季川藏线
■廖平洋

天高云淡，阳光透亮。海拔 500 多

米的建文峰，嘉木蓊郁、绿意盎然。距

离建文峰不远处的一面缓坡上，坐落着

苍幽静穆的南泉烈士陵园。

在建文峰上举目远望，白云如絮，青

山绵延。风，无声滑过，似在传扬着烈士

的壮举。走近南泉烈士陵园，可见到青

石门柱上，一副对联字迹遒劲：“万壑松

涛传号角，千秋英气壮山河”。安息在此

的烈士们已经牺牲 70 多年，若泉下有

知，我想他们一定热切地注视着土地上

安宁祥和的景观：炊烟袅袅、树木繁茂，

白鹭的影子掠过花溪河的波心，投进孩

子们含笑的明眸……呵，他们多爱这里

的一切，如同爱着自己的家乡。

1949 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宣告成立，而此时的西南重镇重庆尚处

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为肃清国民党

反动军队的残余，1949 年 11 月 26 日下

午，人民解放军第 12军第 35师第 103团

由南川抄山路抵达重庆的“南大门”南

泉。

南泉距当时的重庆市区仅有 18 公

里。这里群山交错，山山岭岭构成了一

道天然屏障，当时盘踞重庆的国民党还

派遣了重兵把守。位于南泉东南面的制

高点建文峰，地势险要，有“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之势。

我第 103 团指战员抵达南泉虎啸

口后，与守敌遭遇，激战就此打响。从

11 月 26 日下午开始，建文峰上枪声密

集、硝烟弥漫，枪炮声、喊杀声撕裂了往

日幽静。直到 28 日深夜，南泉战斗以

国民党守军溃逃而告终。这场持续了

约 56 个小时的鏖战，成为解放重庆外

围的战斗中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一

场战斗。此战重创国民党军构筑的重

庆江南防线，为我主力部队大迂回、大

包围解放重庆赢得了宝贵时间。

随后，解放大军劈开了山城的南大

门。11 月 30 日傍晚，解放军先头部队

在朝天门、储奇门等处进入市区，五星

红旗高高飘扬在重庆上空。山城的历

史翻开了崭新一页。

为纪念南泉战斗和在战斗中牺牲

的革命烈士，1953 年，当地政府部门主

持修建了烈士墓和纪念碑。在战斗中

牺牲的 100 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安息在

了他们抛洒热血的土地上。

我沿着石砌台阶缓缓而上，步入陵

园。苍松翠柏掩映处，一座米白色革命

烈士纪念碑矗立于陵园中央，气势如

虹、直指蓝天。碑座镶嵌着黑色大理

石，上面刻有记录当年南泉战斗经过、

缅怀先烈的碑文，另一侧刻着此战中牺

牲的 43 位烈士的名字。

风，如微暖的手，轻轻抚摸那些依

然滚烫的名字。此一战，留下姓名的烈

士不足半数：徐泉水，一营副营长；梁松

斗，二营副教导员；徐根，一营二连连

长；曹辉，一营三连连长；战士王义尚、

王万学、刘克臣、梁云武……即便是这

些得以留名的烈士，很多也无从知晓他

们来自哪里？当年牺牲时年纪多大？

他们的老家可有牵挂着他们的父母妻

儿……

山城的山山水水记着他们，一草一

木记着他们，明月清风记着他们。他们

的热血与骨骼化作青山碧水，与晚霞中

悠然漫步的老人一同微笑，与校园里的

孩子一齐歌唱，与这座火辣辣的城市一

起生长。

我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看到整齐摆

放着的白菊，如雪，如霞。这是前来凭吊

烈士的市民们敬献的。纪念碑前四季鲜

花不断，每一朵花都寄托着深切的哀思和

悠长的缅怀。“为了所有人不用对爱人说

再见/当太阳升起/当季节已改变/孩子欢

笑/老人回忆/我拥抱你……”一曲沧桑低

回的旋律萦绕在纪念碑前，又随清风缓缓

升起，融入澄明晴朗的远空。

风景秀丽的南泉，既有厚重的历史

文化与秀丽的自然风光，更有后人永远

铭记传颂的英烈事迹和精神。5 年前，

解放重庆历史陈列馆在位于建文峰半

山腰的解放重庆主战场遗址旁正式开

馆。昔日解放重庆的主战场，而今已成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今天的南泉，碧水青山依旧，人

们对英烈的敬仰、缅怀与追思恒久。

碧
水
青
山
忆
忠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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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