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三峡的“香格里拉”

古人云，好奇须要过巴东，千山千

水貌不同。 早就知道巴东旅游资源丰

富，自古就有“山川险胜甲荆南”和“天

下幽奇绝景”之美誉，却不知道在那崇

山峻岭中还藏着一张世界级名片：三峡

女儿谷。

景区栈道依山而建， 我们拾级而

下，步入树林深处。 虽说已是秋天，可这

里树木依然葱翠茂绿，听着不远处的鸟

啼声，嗅着树木特有的清香，我们感受

着这难得的宁静惬意。 再往里走，突然

看见有座山峰孤立耸立在山谷，峰如刀

削，陡峭挺拔，如鹤立鸡群。 山峰三面绝

壁，仅有一小径可山顶，因传说中哮天

犬在此的一段凄美爱情故事，而得名为

情郎峰。 登上情郎峰顶，顿时被眼前的

景色震撼了，有种“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

山小”的感觉。 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青

色山峦，缕缕薄雾在山凹处流连，若有

似无，似一条条飘动的白丝带；蜿蜒的

溪流穿谷而过，溪边几栋精致木屋依山

顺势而建， 犹如一幅清新明快的风景

画。 情郎峰对面的美女崖，崖上有个女

人洞，据说每年七月初七，当太阳西斜

的时候， 情郎峰的影子刚好投到女人

洞， 便是哮天犬与赵小姐的七七相会。

这如同牛郎和织女般的爱情故事，引得

大家唏嘘感慨不已， 爱情来之不易，要

懂得珍惜生活中平凡而又细腻的感情。

沿着栈道而下，我们一路上走走停

停，拍照、观赏，来到了三峡女儿谷。 女

儿谷是以喀斯特地貌为特征的自然峡

谷，集奇、险、秀、幽于一体。 这里崖壁层

层叠叠，高低错落，造型别致，有的壁立

千仞，如刀劈斧砍；有的危峰兀立，摇摇

欲坠， 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 两岸树木花草葱郁，虽然大都是翠

绿色，但高低错落、远近不同、深浅不

一、层次分明，与黄色、白色岩石混合，

像是散落在人间的斑斓画布,令人沉醉。

谷底河水清澈，平缓地流过，无风时水

面平整如镜，犹如像一块晶莹剔透的蓝

宝石，把蓝天青山白云、花草树木统统

揽入怀里；起风时，粼粼波光在谷中曲

折反射，时隐时现，时明时暗，与山色互

为掩映衬托，如梦似幻。 女儿谷有段河

谷叫“浣纱谷”，听到这个名字眼前仿佛

展开一幅画卷：年轻的土家幺哥幺妹三

五成群来到溪流边洗衣或玩耍，他们兴

致起时，或对唱一首土家民歌，或互邀

游泳戏水，歌声笑声在水面荡漾起层层

涟漪……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在这里，风景

是不需要刻意地寻找， 在你步伐转换

间，有时候就是另一种美景，这便是巴

人河独具的情趣，迷人的神韵，让人陶

醉于此情此景， 忘记所有的烦恼忧愁，

也难怪巴人河能吸引世界各地的游人，

被称为长江三峡的“香格里拉”了！

○公司总部 李俊红

2020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一

编辑：何婷婷 校对：张勇 版式：张璐

Email：dyysb123＠163.com��电话：0714-5392320

04

铜草花苑

人在旅途

演出剧照：在游击队的领导下佃户们占领收租院活捉刘文彩。

演出剧照：佃户们不畏压迫奋起反抗。

10月 5日我应邀参加朋友的聚会，当我来到酒

店的大厅时，有两位熟悉的声音向我打招呼，“赵河

你好，多年没见，你还认识我们吗？ ”我说：“怎么会

不认识呢，你们是我在冶炼厂的老师，我还记得 51

年前的今天，在职工俱乐部的舞台上你们演出歌舞

剧《收租院》时，我是你们的小粉丝，至今我还会唱

《收租院》的主题歌。 ”于是，我和李抗生、孙玉珍二

位老师不约而同地唱起那首歌的旋律：“嘿哟嘿哟，

岁岁年年做马牛，一把骨头榨出了油，从早干到晚

嘞，从春干到秋，嘿哟嘿哟......”

岁月远去。 那是 1969年 5月 1日，公司以冶炼

厂和机修厂为主在职工俱乐部组织了一场文艺演

出，演出完后，公司工会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工会

战线上的碰头会并且要求文艺骨干参加，会上提出

要在国庆节组织一场由各二级单位参加的庆祝晚

会，并征求大家的意见，会上谭守良提出了排演《收

租院》的建议。 当时公司上下正是抓阶级斗争教育

的时候，很符合上级精神，因此公司很快做出决定

排演歌舞剧《收租院》。 成立了以袁俊召为负责人，

有谭守良、李抗生、刘宏范、任儒等参加的筹备小

组，筹备组根据剧本需要展开了对演员、乐队、合唱

等人员的挑选，同时也组织对剧本的印刷、乐器、服

装、道具的购买和制作工作。

因歌舞剧《收租院》 排演的演职人员达 70 多

人，而且是集中脱产排练。 考虑到食住困难，剧组人

员都是白天集中排练，晚上各自回去温习“功课”，

因此剧组人员主要是以下陆各单位人员为主，并有

部分铜绿山矿人员。

1969年 8 月上旬，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并

开始集中人员进行排练。 为了保证排练能够按时完

成并取得好的效果，经上级领导同意由谭守良出面

邀请武钢程潮铁矿的吴述强， 他是谭守良的同学，

其曾在中南矿冶学院演出《收租院》剧中饰演张铁

匠，这位业余文艺战士接到邀请后非常高兴，来公

司作了几天艺术指导。

经过由上至下的共同努力和公司各二级单位

的大力支持， 终于在国庆节前胜利完成了歌舞剧

《收租院》的排练工作，并于 9 月 30 日晚在公司俱

乐部进行了首场公演，演出大获成功。

那天舞台下的观众，无论是党员干部和职工群

众，还是男女老少，都是个个泪如雨下，在公司上下

引起了很大的震撼。 继首场演出后连续在职工俱乐

部演出十多场，真是场场爆满，连人行道上都站满

了人，真是一票难求。 之后按公司安排《收租院》剧

组先后到下属各矿山巡回演出，同样也

是反响强烈。还应邀到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后 3303军工厂演出了一场， 演出完

后军工厂的观众掌声雷动，使剧组人员

很受感动， 为了答谢观众的支持和厚

爱，全体演员集体三次谢幕。 3303军工

厂在江夏区境内（现在的江夏区），当江

夏区委闻讯后，特邀请《收租院》剧组在

江夏区人民剧场加演了一场，让剧组人

员最为感动的是，县委安排县人民广播

站以“特别节目”的形式，向全县人民进

行实况转播。

大冶有色排演歌舞剧《收租院》获

得成功，在当时历史时期的确造成了一

种轰动效应， 真正做到了无人不知，无

人不晓。

在那个时候公司百里矿山、十里厂

区的职工和家属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

《收租院》，它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

仇”的教育剧。我师傅的师傅是任儒，他

毕业于沈阳航校，所学的专业是自动化

仪表， 在航校时同学们都称他“美男

子”。 他在剧中饰演大地主刘文彩的管

家，俗称“算盘”。 在剧中的歌词里唱到

“算盘一响人心慌，家破人亡在眼前，逼

得多少人家卖儿女，逼得多少人家......”

他刻画的是反面人物， 他把管家的奸

诈， 用手中的算盘来迫害劳苦大众，都

展现在舞台剧中。 当他回到工作岗位

后，以及在职工食堂打饭时，职工群众

都说：“你太坏了，我们都恨死你啦”。 可见他把“算

盘”这个角色演绎得多么淋漓尽致！ 后来冶炼厂的

职工群众都叫他“算盘”。

在参演的老同志回忆起剧组演职人员名单时，

我看到了字幕词的作者，他是《大冶有色报》的首任

总编辑，原大冶有色副经理刘桂馥叔叔，虽然我没

有看到由他亲自润笔的原稿，但是可以肯定由他撰

写的字幕词一定是情景交融、感人至深，让人钦佩。

公司排演《收租院》的首场演出还邀请了黄石

市歌舞团的领导前来观看，他们的专业点评，给予

高度肯定：“这台歌舞剧看后使人深受教育，首先是

有个好的剧本和好的音乐总谱，曲作者是国家一级

作曲家、湖南省歌舞团团长白诚仁老师，他有很多

好的作品如《挑担茶叶上北京》等歌曲。 二是有一支

热爱文艺的职工队伍，整台演出从报幕、朗诵、乐队、

合唱、灯光和后勤保障整体协调，给人感觉就是专

业队伍的演出。 三是这台歌舞剧导演导得好，乐队

指挥得好，他们有驾驭舞台和乐队的能力。 总之，能

够让观众在台下泪流满面的演出，这就是成功。

记忆犹如年轮，时间越久记忆越清晰。 每当我

们有色人回忆起观看歌舞剧《收租院》时，总是那么

难以忘怀。 每当我们与有色文艺老战士，回忆起当

年排演歌舞剧《收租院》的台前幕后感人故事时，总

是看到他们流露出灿烂的笑容，好像他们又回到了

舞台，回到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这台歌舞剧《收

租院》是大冶有色文艺舞台上的经典作品，向经典

作品致敬！

○退休职工 赵河

上世纪 60 年代

歌舞剧《收租院》演出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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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片“吃”心

有滋有味

○ 冶炼厂 芳草

从小时候记事起， 我就是一个小吃货，吃

遍了田间地头的野果，尝遍了亲手捉来鱼虾泥

鳅，可谓是一片“吃”心一路成长，记忆里的点

滴，就像一片片影视片段，留存在大脑里，成为

我美好的回忆。

“你快过来，这里有鱼，我们一起抓鱼。”不

远处，同学向我边招手边喊。就在半个小时前，

刚下了一场大暴雨，本就很满的池塘的水经不

住暴雨的冲击，直接爆满从一个专门排水的栏

杆漫出来，随着水泥沟流向池塘对面的那片水

田。 一些小鱼受不住天气的突变，烦躁不安的

浮到水面， 被无情的水一起带出了它们的家

园，来到了那条水沟后陷入了困境，被困在了

一个不过一平方米的水坑里。只要遇到池塘漫

水，就会在这里有所收获，正巧我和同学经过

这里，同学眼尖，看到了在坑里的鱼。“这坑里

这多水，怎么抓啊？”“我们用手往外舀，等水少

了就好捉了，好像还不少呢！ ”在同学的建议

下，我也学着同学的样子，挽起裤子和衣袖，两

手并拢，往外舀起水来，等到水少了一大半，鱼

儿也急的在坑里乱蹦跳。我们这才顺利地把鱼

儿都捉起来。于是，这天的晚餐，我和同学都吃

上了荤。

“今天的鱼是你抓回来的， 我用油炸给你

吃。”妈妈看到那大半盘还在蹦的鱼，就想给我

们做成炸鱼条给我和哥哥解解馋。“妈妈，我们

家好久没吃鱼了，难得今天可以吃上鱼，等会

你也尝尝。 ”我望着正在挤小鱼儿肚子的妈妈

高兴地说。 经过半个多小时精心制作，小鱼儿

身上已经裹上了面粉，在妈妈的巧手下，一条

条的小鱼被炸成金黄色，香喷喷的，极其诱人，

那个晚餐，吃得特别香，可能是光顾着品尝鱼

的味道，忽略了其他的青菜和那碗一直放在跟

前的饭，直到小鱼快被我们吃完了，妈妈才突

然惊讶地说：“你们饭怎么还有那么多啊？不能

浪费粮食，这碗饭要吃完。 ”我低头一看，一碗

饭还有大半碗没动， 这才赶紧扒了一口饭。

“妈，吃不完给我们家鸡吃，反正也浪费不了。”

“鸡吃谷子猪吃糠，人吃粮食牛吃草，这都是自

然规律，要保持生态平衡，也要珍惜我们大人

的每一滴汗水， 这些饭都是我们春天播种，插

秧，秋天收割，去壳，再煮成的，每一粒都是用

汗水换来的，怎么能浪费。 ”妈妈说的都是实

话，平常我们去学校上课去了，看不见妈妈在

田地里辛苦劳作的模样，更无法体验种稻谷的

辛酸，我为自己刚才说的话脸红，赶紧低下头，

使劲扒着饭，想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妈妈，我错

了。 这餐饭是我吃的最饱的一餐，一条条小鱼

装进了我的胃里，一碗大米饭也成了我的囊中

之物， 鱼儿的香气和米饭的香味掺杂在一起，

让我回味无穷。 从那次有鱼儿的晚餐开始，妈

妈的话就装进了我的心里， 也就是从那次起，

我似乎变懂事了，不上学的时候，我会主动跟

着妈妈到田间地头，帮妈妈给庄稼除草，也学

会了插秧，割稻谷，搭晒芝麻秆，因为我知道

了，我们吃的每一粒粮食，每一滴油，都是用汗

水换来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后来，不管是在家

里做饭，还是在外面吃饭，我都是坚持吃多少

做多少，吃多少点多少，没吃完的也会打包回

家，做到不浪费。

时隔多年，我已从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

娘变成了一位母亲，我会像我的妈妈教育我那

样，告诉我的孩子，每一粒粮食来之不易，当珍

惜，做一个光盘行动的拥护者，吃出中国人的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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