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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我专程从西安前往凤县灵官峡
风景区参观。早晨游客稀少，峡谷清凉。过了
一会儿，游客渐渐多了起来，大多数是一些有
备而来的中年游客，也有不少是陪着父母的年
轻人和有组织的专业团队。

走进灵官峡风景区，一眼就可以看到嘉陵
江对岸石崖上雕有大型汉白玉浮雕《夜走灵官
峡》全文。文章下方雕刻出工人们修建铁路的
劳动情景，游客们抬头看着杜鹏程的文章，对
那些英勇无畏的宝成铁路建设者们生出敬意。

随着中国铁路事业的快速发展，历经风雨
的宝成铁路多次改造、升级换代。废弃的旧隧
道因地制宜，改建成了以火车为主题的铁路文
化博物馆。走进隧道展示区，能看到许多经历
岁月的旧物件——手推车、铁锹、镐头、旧马
灯、手提信号灯、电话机、检测锤、军大衣、废油
桶等，斑驳的文物展现出建设者奋斗不息的精
神，也给亲临现场的参观者们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时代记忆。

当代作家杜鹏程的作品有着激动人心的
画面感和意境美。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夜走灵
官峡》开头的场景描写：

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半尺多厚。天地间
雾蒙蒙的一片。我顺着铁路工地走了四十多
公里，只听见各种机器的吼声，可是看不见人
影，也看不见工点。一进灵官峡，我就心里发
慌。这山峡，天晴的日子，也成天不见太阳；
顺着弯曲的运输便道走去，随便你什么时候
仰面看，只能看见巴掌大的一块天。但是，最
近这里工作很紧张，到处都是冒着风雪劳动的
人……

站在夏日的嘉陵江边，让我们溯流回望，

寻找军旅作家杜鹏程笔下的宝成故事——
顺着光带，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几十名工人

像贴在万丈绝壁上似的，打着炮眼，仿佛在开
凿着登天的梯子。

《夜走灵官峡》是杜鹏程在宝成铁路修建
工地上实地采访而写成的。一个风雪交加的
夜晚，杜鹏程来到一个工棚，亲眼看见并感受
到了筑路人的艰辛劳动。

灵官峡位于陕甘两省交界的秦岭深处，那
里地势险峻，山高林密，嘉陵江河道深阔。

1956年冬，杜鹏程经过灵官峡宝成铁路建
筑工地，看到筑路工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忘
我地劳作，那种忠诚奉献的“宝成精神”让他深
有感触。

当年从秦岭到达凤县后，杜鹏程在工棚里
住了五天，黄牛铺、七里坪等工地都跑遍了。
傍晚时分，他走到灵官峡工地，被小孩子稚嫩
简单的话语打动，抬眼望去，灵官峡两侧皆是
悬崖峭壁，加上雨雪交加的天气，条件十分恶
劣。工人们依然在工地上坚守岗位，修建铁
路，有人打炮眼、有人指挥交通、有人拉送材料
……杜鹏程被一幕幕劳动场面所打动，创作思
绪也油然而生。

1958年元旦，他回到成都，便连夜写下了
《夜走灵官峡》这篇文章，第二年发表在《延河》
杂志上。这篇经典作品曾入选初中语文教科
书，影响和鼓励了几代人。

文章结尾更是引人入胜，余味无穷：我把
成渝紧紧地抱起来，用我的脸暖了暖他的脸
蛋。然后放下他，裹紧了大衣，把帽檐往下拉
了拉，出了石洞，下了山坡，顺着绝壁上开凿
的运输便道，向前走去。风，更猛了。雪，更

大了……
1958年1月2日的《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刊

登重要新闻：“天险变通途，蜀道不再难——宝
成铁路全线通车”。

多年以后，我和爱人来到宝成铁路灵官峡
参观体验。听说了这些穿越风雨的感人场景，
人们眼含热泪，向那些开路建设者和杜鹏程先
生致敬！

在我看来，杜鹏程不仅是新中国军旅文
学的开拓者，也是现代工业文学、铁路文学的
奠基者。他的《夜走灵官峡》使得这座秦岭深
处的高山峡谷名扬天下，成为宝成铁路上一
颗耀眼的明珠。宝成铁路是一条连接中国西
北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是新中国第一
条电气化铁路，也是新中国第一条工程艰巨
的山岳铁路，堪称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脊梁
与里程碑。

这条穿山越岭的铁路建成和通车运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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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游客看到错综复
杂的铁路剖面图，已是惊叹不已，更何况要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打通隧道铺设铁路。宝成
铁路大部分处于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桥隧密
集，路基艰险，一路盘旋迂回，穿过秦岭垭口。

这条气势雄伟的铁路北起宝鸡，南达四川
成都，总长 669公里，全线 304座隧道，上千座
桥梁，16次跨越嘉陵江，南下广元抵达成都。
在那个技术设备并不成熟的年代，志在四方的
中国铁道兵克服困难，开发智慧，不仅创造了
中国筑路史上的奇迹，同时也创造了破解世界
铁路难题的宏伟创举。

灵官峡是嘉陵江上第一道峡谷，有着独具

特色的建筑遗址和山水风景，汇聚中国首批工
业遗产，集铁路文化、自然文化、食宿康养等文
化形态于一体。

修建在景区的 2号火车隧洞中，运用声、
光、电等多种技术手段，结合实物雕塑，以宝
成铁路光辉历史为背景，以宝成铁路建设精
神为灵魂修建而成。在原宝成铁路隧道遗址
的基础上新建了序厅、夜走灵官峡体验区、宝
成铁路精神体验区、科普知识区、尾厅等，以
其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的隧道长
廊，生动讲述了宝成铁路的建设历程。在我
看来，灵官峡是一部栩栩如生的铁路文化教
科书，像一列满载中华民族精神的“和谐号”
驶过群山万壑。

1981年 3月，杜鹏程与夫人张文彬去往甘
肃徽县时来到灵官峡。时隔20多年，杜鹏程来
到当年宝成铁路故地重游，难以抑制内心火热
的感情，在凤县灵官峡吟出了这样的诗句：“筑
路健儿今安在，青峰着意记英雄。”

现如今，进入快车道的当代中国高铁领先
世界。2018年 1月，灵官峡被列入国内首批工
业遗产保护地名录，它不仅是一处文化地标，
更是一处独领风骚的精神地标。

青山依旧，江水奔流，汽笛轰鸣，南来北往
的列车穿山越岭。杜鹏程先生踏歌而去，他勇
于前行的身影永远留在世人面前。我喜欢列
车穿行大地的浩然气势，铁轨震颤的节奏感敲
击着旅行者的灵魂。

有人说，灵官峡是“一个感动中国几代人
的地方，一个石头会说话的地方”。我来到秦
岭深处的古凤州，亲历嘉陵江畔的青山绿水，
聆听列车穿过岁月的铿锵之美。

□□段遥亭段遥亭

青 峰 着 意 记 英 雄青 峰 着 意 记 英 雄
在这五月的季节里
迎来了劳动者的节日
在希望的田野上
到处呈现劳动者的身影
百灵鸟专为劳动者歌唱

五月的田野格外清朗
锄头在地上跳动
种出丰收的希望
金黄色的麦浪闪着亮光
麦穗孕育出丰收的喜悦

工人们守护机器不离不弃
一件件产品，从他们手中诞生
流向各地，流向千家万户
厂房里灯火通明，机器轰鸣不息
仿佛正在演奏新时代的交响曲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
在劳动的舞台上
你们凭借智慧和双手
尽情创造出美好未来和希望
五一，我要为你歌唱

歌 唱 劳 动 者
□白卫民

工人
爱每一件出自手中的产品
恨不得让每一件都变成绝世珍珠
农民
爱脚下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庄稼
恨不得让每一寸沃土长出幼苗
让每一株幼苗都长成大树
战士
爱祖国 蓝天 大地 人民
恨不得用子弹消灭每一个来犯之敌
还世界一个太平盛世国泰民安

环卫工
爱每一片舒适干净 洁静美
恨每一点藏污纳垢 脏乱差
架子工
爱高耸云端脚手架的五线谱
恨不得舞遍晨昏夜半的每个音符
交警
爱时时刻刻井然有序的车水马龙
恨每时每刻的拥堵紊乱喧嚣无序
教师
爱耕耘的百花园中每朵鲜花幼苗
每只蜂蝶每声鸟鸣虫吟
恨每株杂草 旁逸斜出的枝丫乱杈
医生
爱每一名病患 医者仁心悬壶济世
恨每一种疾病 必除之而后快

最美的劳动者
爱与恨
入目 入心 入骨……

情 怀
□代银河

古代长安，
汉武大帝，
岁月悠悠两千年。
遥想张骞，
出使西域，
欧亚大陆喜相连。
骏马嘶鸣，
驼铃阵阵，
丝绸之路万里牵。
长安罗马，
文化交融，
商品贸易谈笑间。

今日西安，
钟鸣鼓响，

一带一路愿景宽。
米字桥路
四通八达，
南来北往惊飞燕。
教育科技，
航空航天，
宇宙飞船空间站。
授时中心，
大地原点，
雁塔高耸入云端。

盛唐万国曾朝贡，
复兴大业耀长安。
万众一心中国梦，
丝路之花绽新颜。

丝路之花绽新颜
□邓传波

翻开浩如烟海的古代诗卷，我们陶醉于
传统经典中那一首首精美绝伦的诗句时，总
会不经意间瞭望到千百年来先民“好稼穑、
务本业”的忙碌身影，他们穿梭于脍炙人口
的字里行间，行走在辉煌灿烂的文化前沿。

曾几何时，远古的人们在日复一日地躬
耕之际，便开启了最原始、最简单的口头诗
歌创作之门。诞生在那一声声铿锵有力的
号子声中的作品，便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缩
影。从诗经到汉赋，从唐诗到元曲，无一不
浸透着辛勤的汗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让我们先翻阅最古老的诗集《诗经》。
《大雅·生民》就有对周人先祖后稷善于

耕种的详尽记述，如“诞后稷之穑，有相之
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
实褎……”而《鄘风·载驰》中，“我行其野，芃
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的描写，直观
又真实。这是许穆夫人看到土地上一片片
长势喜人的麦子时发出的感慨。此时，诗人
的宗国已亡、亲人已逝，她前去吊唁，而她的
丈夫却劝她停止前进，眼看田野中的麦浪滚
滚，就好似诗人起伏不定的心潮。许穆夫人
何尝不理解劳动成果对于一个家庭、一个部
落、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最早关注劳动的诗
句，就在这样的叹息中流传开来。

《周南·关雎》中“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这耳熟能详的佳句，
许多人只把它单纯理解为是对爱情的唯美
歌颂，但细细读来，这轻松活泼的每一个字，
又何尝不是古人对劳动的热忱礼赞呢？试
想，一位曼妙的女子采荇于河滨，落落大方，
不矜不骄，其躬身劳作的倩影，热爱劳动的

风范，怎能拨动不了多情的翩翩公子那根心
弦啊！在这里，美好的爱情与勤劳的美德相
依相望，彼此照耀。

《大雅·绵》中，则正面描写了周族先祖
开国立业的场景，“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
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这是一个多么振奋人心的场面。我们似乎
看到古公亶父率领先辈们在广袤的周原大
地、箭括岭下拓荒开疆，营造美好家园时那
酣畅淋漓、热火朝天的劳动情景。高昂的劳
动热情不时淹没在那激情澎湃的鼓声中，他
们享受为生存奋斗的艰辛过程，他们品味为
未来拼搏的含辛茹苦，只把忘我的劳苦转化
为对美好明天的无限憧憬……

再看唐宋时期的诗歌。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

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
光。”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在陕西盩厔（今周
至）县尉任上写的《观刈麦》中的这几句，读
一次，让人感动一次。这首诗总能在无声无
息中，把我的记忆牵引到那个金色的麦收画
面中，儿时的经历也会清晰浮现眼前：外婆
忙碌着在厨房擀面，舅妈牵着我的小手，一
步步走向田间。篮子里，盛满给几个舅舅的
午饭和开水。四周尽是看不到头的庄稼，戴
着草帽、赤着上身的亲人，几乎匍匐着身子
在匆忙割麦，太阳毒辣辣地穿透厚厚的麦
浪，热气让人一阵阵窒息……大诗人如同拉
家常的语言，向我们娓娓叙述一群庄稼人三
夏抢收的劳动现场，即便是今天读来，也是
那么亲切，那么温暖，那么让人回味无穷。

从上小学时跟着老师一字一句朗读“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的那一刻，我们幼小的心灵已经根
植下“劳动可贵、劳动美”的种子。等到后来
学到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
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的诗作时，便再也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心，
放学后，也叫喊着要种瓜栽树，父母拗不过
心血来潮的我们，任凭一帮孩子在田头屋后
忙得大汗淋漓。

时至今日，老家的地头，还茁壮生长着
一棵碗口粗的槐树，那是我 9岁时自己栽下
的，是我最早的劳动成果，也是我年少岁月
的见证。在我看来，它早已站立成一道挺拔
的风景，远远美丽过我写下的那一句句稚拙
的诗行。我们在惊叹那让人百读不厌的好
诗时，又何曾会遗忘，那是诗人“吟安一个
字，捻断数茎须”的伏案创作成果。

劳动是永远值得颂扬的人生主旋律，而
以文字形式对其讴歌的记录过程，又何尝不
是一项光荣的脑力劳动？

劳动美如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
不在，在我们的精神意识里茁壮生长。

□王英辉

古 诗 歌 中 的 劳 动 美

我们从小就歌颂
劳动者，李绅的《悯农》
是我最初的劳动文化
启蒙。

那时，在我的脑海
中，劳动就是农民在骄
阳下的汗水、工人在车间里的忙碌、民工在
脚手架上的身影。后来明白了，这仅限于创
造物质财富，因为我看到了农民手中的粮
食、工人生产的机器、民工建造的大楼；之
后又懂得，丰富我们生活的还有许多精神层
面的东西，它们也是靠劳动获得的。于是，
这如诗般健美的劳动场面，瞬间定格在我的
脑海，成为我记忆中的永恒。

高尔基说过：“热爱劳动吧！没有一种
力量能像劳动，即集体、友爱、自由的劳动的
力量那样使人成为伟大和聪明的人。”劳动
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日益富强；劳动可以
积累财富，可以描绘未来。

电力人的劳动，也是美丽的。电力工人

从事的是一个高危职业，如果大家都不来参
加这项劳动，我们的社会就不会进步，经济
发展便停滞不前。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
的电力劳动者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勇于挑战
危险工种，勇于战胜自己，才能将输电网建
设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变电站遍布在城市、
乡村和原野。铁搭、电杆就像是一个个肩负
着神圣使命的战士，手拉手、肩并肩，矗立在
广袤的原野上。电力线路也像五线谱，为社
会弹奏出了和谐的音符，传递着正能量。

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便是电力劳
动者真实的写照。每年三伏酷暑，电力工人
不管天有多热，不管时间有多晚，报修电话
就是命令，必须到位为客户抢修供电。严寒

三九，电力工人依然履
行着自己劳动的职责，
用只争朝夕加油干、不
负韶华再出发的使命
担当，用光明温暖着寒
夜里的千家万户。

电力工人在劳动中涌现出了许多楷
模。有时代楷模张黎明，“草根”英雄、时代
先锋吕清森，奋战高原、打造精品的王晓兵，
巡检线路尽职尽责的许启金，背篓电工宁启
水，秦岭深山巡线工周红亮，国网工匠王开
库等劳模。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无私奉献，为
的就是把光明洒满大地，让人们享受电能带
来的清凉和温暖。

在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红五月”，荣
誉、鲜花、掌声都是对劳动者最美的肯定。

让我们向劳动者致敬，并送上我们最真
诚的祝愿——让我们紧握你因劳动而布满
老茧的双手，聆听劳动者的赞歌，唱出劳动
者的心声，唱响五月的热情与浪漫。

□潘世策

致敬“红五月”
人的一生与劳动分不开，不管是体

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没有劳动，就没
有生活；没有劳动，人类就不会进步；没
有劳动，社会就不会发展。一直以来，
我都认为，劳动表现了美，劳动承载了
美，劳动创造了美。

生活在一个农民家庭，自然少不了
劳动，更多的是体力劳动。自从懂事以
后，我就与劳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少年
的我，为了给家里补贴一点费用，每年
暑假，都会跟大我好几岁的一位小叔子
去打猪草，每天两大筐。当我提着比我
体重少不了多少的一大筐猪草回到家
时，胳膊肘内侧都会勒出几道红红的印
痕，像蚯蚓一样，母亲看了后很心疼，但
家里的两头猪年底能不能出栏卖个好
价钱，决定着我们一家人能否过一个富
裕年，我和两个弟弟明年学费是否有着
落等一系列问题。一个暑假下来，我家
门前都会堆起一个大大的干草垛，自家
的猪吃不完，还把一大部分卖给了生产
队的饲养室。

高中毕业后，走上了工作岗位，劳
动便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除了在单
位上班，业余时间我也进行文学创作，
成为一个兼体力和脑力的双重劳动
者。因为自小热爱读书，热爱唐诗宋
词，上高中时就开始给报刊投稿。经
过一番努力，我的作品终于变成了铅
字，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发表了许多

诗歌、散文。
这期间又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这部作品里，
路遥用大量笔墨描述了“劳动者最光荣，劳动创造了
美”这个主题，也正因如此，《平凡的世界》成为一部
流传久远的佳作，成为万千青年励志的必读篇目。
我与路遥有一面之缘，只可惜交流时间太短，不久就
听到他去世的噩耗。他把短暂的一生交给了文学事
业，用生命讴歌生活，赞美劳动，为人们留下了宝贵
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追思、去学习。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经得起时间考验，被成千
上万中国人奉为经典，正是因为路遥给人们留下了
崇尚劳动的美的思考。当然，劳动带来的欣悦，也只
有经历了劳动过程，经受了劳动艰辛的人，才能真正
体会。从2018年到陕北一家煤矿餐厅打工以来，虽
无缘到井下亲自看看煤矿工人是如何挖煤，但从和
几位矿工朋友的交流中，从餐厅里他们狼吞虎咽吃
饭的举动中看得出，他们的劳动是艰辛的。虽然科
技发展了，煤矿工人不像《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那
样用原始的劳作模式采煤，可由于传统的思想观念，
人们普遍认为煤矿工人的劳动仍是最累、最脏、最危
险的活儿，但煤炭作为“工业的粮食”，是国家建设不
可缺少的紧缺物资，所以煤矿工人的劳动依旧是伟
大的、光荣的。

总而言之，劳动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提高了人们
的生活水平，且劳动给生活带来了乐趣，劳动让人们
感受到了幸福，每年的五月一日被定为“国际劳动
节”，也是人们对劳动改变生活，劳动创造了美，劳动
推动历史前进的肯定。

朋友，让我们用最美的声音去赞美劳动，歌唱
劳动！

赞

美

劳

动
□
薛
文
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