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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
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
克等率领下，从清镇观游村猫跳河
经过，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厚的鱼
水之情，石三娘摆渡红军、倒马坑的
故事等，代代相传。

2 月 1 日早上，晨光初起，太阳
从东边露出霞光，石三娘夫妇起了
个大早，今天是正月初九，新年还没
有过完，两岸走亲访友的人比平时
多出很多，年轻力壮的坐牛枷担滑
过索桥到达对岸。老年人和妇女儿
童为了安全，还是愿意坐石三娘家
的摆渡船过河。

夫妇俩洗漱完毕，赶早吃了点
甜酒粑粑，扛起桡片，正准备出门下
到河边，这时从山下面的小路上，走
来几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见到她
们就招手喊道。

“老乡、老乡，我们是红军，是为
老百姓打天下的。”

听到“红军”二字，两口子愣住
了，国民党、土豪劣绅宣传说：“红军
红毛绿眼，见女人和财产必抢，比魔
鬼还可怕。”一时间百姓胆战心惊，
一到晚上就早早睡下，紧闭院门。

石三娘是当地有名的“女汉子”
人高胆大，性格爽朗，还特别喜欢开
玩笑。当村里有人提到红军时，她
总是大着胆子说：“我还真想见见他
们呢。”

此时突然见到了红军，她在惊
慌之余，也想看看红军到底是个什
么样子。

说话之间，红军已快走到她的
家门。

“老乡，我们的队伍在对岸，想
从这里过河，哪里可以架浮桥？你
能找些老乡来帮帮我们吗？”

石三娘定眼看了一下这几个年
纪轻轻的红军，他们说话随和，个个
眉清目秀，和蔼可亲，并不像国民党
与土豪劣绅宣传的那样。再看看他
们身后的河边，左面的松林中，战士
们靠着石头、大树休息，这大冷的
天，他们没有进入老百姓的家里，也
没有拿老百姓的衣服棉被取暖，这
样的军队哪里有？

她与战士们寒暄几句，就放下
桡片，同丈夫一起到后山的寨子中
找人去了，等她叫着一帮人来到河
边，先期到来的余炳成、王树安、王
子兵、秦怀银、郭光明、杜成方、陈昌
华、王明先已经开始扛木，拿绳修桥
了，军民一起，到了中午浮桥就修好
了。

石三娘夫妇站在自己的院坝
中，看见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集结
在对岸，开始过河，由于桥窄人多，
大量红军滞留在河滩，山坡上。

看到这种情况，石三娘对丈夫
说：“我们划船去帮帮他们。”丈夫有
些犹豫地说修桥人多法不治众，可
划船就是我们两口子，国民党、土豪
劣绅知道了，等红军走了，报复我们
怎么办？”

石三娘看出了丈夫的心思，推
推他说：“我们是以摆渡为生的，就
像医生一样，可以来者不拒的……”

在石三娘的坚持下，两口子下
到河边，从灌木林中拉出小船。

猫跳河虽然不太宽，但水流湍
急，没有些技巧和力量，也是很难把
船划到对岸的。

就这样两口子开始接红军过
河，石三娘划累了丈夫划，丈夫划累
了石三娘再划，不知划了多少趟，也
不知道摆渡了多少红军。

这时，船上来了一位高个子，戴
着眼镜的红军，大家都叫他首长，石
三娘不知首长是什么意思，心里想
可能是个当官的吧。首长走时拿出

一张牛皮纸，在上面写了几行文字，
交给石三娘说道：“等革命胜利了，
你拿着这张纸条去找当地的人民政
府。”

石三娘还要继续摆渡，就把牛
皮纸叠了一下，放在了兜里。

夕阳西下，红军过浮桥的队伍
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石三娘夫妇
拴好小船，回到家中。

吃完晚饭，已是满天星光，石三
娘这才想起高个子红军拿给她的字
条，靠近煤油灯打开一看，看了好几
遍，也不知写的什么？原来两口子
都不识字。

这年的端午水，涨得又快又猛，
石三娘夫妇的房子也被冲垮一半，
两口子一合计，干脆搬到后山，与乡
亲们一起居住，就是摆渡要多走几
步了。

搬家之后，红军写下的那张纸
条不知道放到哪里了，上面到底写
了什么？也成了一个谜。但石三娘
勇渡红军过河，与红军结下的鱼水
之情，却在当地百姓口中代代相传。

当日中午，红军大部队在观游
村一条长龙从浮桥上过河，这时一
位红军首长在喊：“同志们！同志
们！让一让，让一让，让辎重先过
河。”

一位红军小战士牵着一匹枣红
马，“嗒嗒嗒、嗒嗒嗒”，从北岸迅速
向南岸走来。

过浮桥之后，小红军牵着枣红
马，来到河边，摸着马的脖子说：

“你看这水，真干净，多喝点吧！听
首长说，我们要过猫跳河，我想猫
都能跳过去的河，马和人肯定没问
题，到了眼前一看才知道，汹涌澎
湃 ，没 有 浮 桥 和 船 ，还 真 过 不 去
呢？马儿、马儿再多喝点，过了鸭
池河，到了黔西、大定、毕节，建立
新的革命根据地，我再带你到山坡
上，好好尝尝高原的香草……”

饮完水，走过河滩，要上一个大
陡坡，小红军让枣红马先走，他跟在
马的后面，走了大约五六十米，有个
60度的转弯，中间有块大石壁，有些
凸出向外，侧面是个凹型深坑。枣
红马走到这里，马垛子撞到了石壁
上，摔入陡坡下的深坑里，挣扎了几
下，不动了……

小红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惊
呆了，回过神迅速迂回跑进大坑中，
摸着枣红马的鬃毛说：“马儿、马儿，
你快起来，你不能走，从井冈山到湖
南，再到这猫跳河，我们经过多少枪
林弹雨，你都挺过来了，快起来，起
来呀！”

枣红马好像听懂了小红军的
话，流出几滴眼泪，慢慢闭上双眼，
任由小红军如何大喊，始终再没睁
开眼睛。

战士们走过来，拉起伤心的小
红军，把凹坑中的文件、物资、马垛
子拿出来，上坡在老乡家借来锄头、
撮箕，周边挖来泥土，把枣红马埋在
了坑中。像对战友一样，脱帽告别，
拉着哭泣的小红军，往镇西卫的方

向走去。
为了纪念这匹英勇出色的红军

战马，人们称这里为“倒马坑”，现改
名“勇骏道”。

2022 年，政府出资把红军渡河
走过的羊肠小道，改成石板路，2024
年又再次把石板路加宽，让更多的
人了解这段伟大的历史。

不管是过去的“倒马坑”，还是
现在的“勇骏道”，人们走过这里，都
会为大坑中的红军战马，投去深深
的敬意！

写完这两篇红色故事，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
这伟大的历史告诉给我们的子孙后
代，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都是当年红军和革命烈士们用鲜
血和生命换来的……

■ 李勇，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纪
实文学学会理事。有作品发表于
《中国诗人》《诗歌月刊》《延河》《鸭
绿江》《散文百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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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路过猫跳河红军路过猫跳河
□ 李 勇

一

一支队伍以血色青春
在中国的暗夜
高举信念点燃的火把
迈动双腿艰难前行
一步一步把豪迈的歌曲踏响

二

被呐喊沸腾的湘江水
见证了这支队伍的英勇
枪膛里喷射的烈焰
是焚毁旧世界
火红的誓言

三

堵截在前行路上的枪声
摇摇晃晃
围追的脚步
落叶般踉踉跄跄
永远寻不上草鞋的节奏

四

一些转机
总是会在弯道处出现
赤水乌江这些江河的名字
风轻云淡间竟左右了
一部中国历史的进程

五

山势高耸，白雪皑皑
鹰的翅膀不敢光顾
而怀揣理想信念的队伍
以勇毅相互搀扶登攀
暗夜中有北斗指引方向

六

阴险的陷阱
一个接着一个
网一样撒在草地上
这支队伍在没有路的沼泽
最终走出了路

七

刻画在中国的二万五千里
被草鞋、挑在枪刺上的斗笠
和咬紧牙关的意志
一寸一寸
丈量

烈士群雕

生命倒下前的英武气质
凝固成坚硬的花岗岩

灵魂终究挺立不屈
骄傲地站成中国脊梁

战火明灭在苦难的历史里
硝烟弥漫在民族的记忆中

而烈士们的目光一直醒着
警惕地
注视着祖国的蓝天和海疆

小号手的腮帮子鼓得好圆
冲锋号分明还在长空激荡

护卫祖国安宁的钢枪
在战士的手中
握成通红的誓言

我相信
群雕中的烈士都还活着
他们站在国人的心中
永远年轻

■ 赵宽宏，贵州省作家协会
会员、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副会
长。有200余万字各类文学作品
发表于《雨花》《山花》《广西文学》
《青年作家》《星星》《读者》等报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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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宽宏

我和姚瑶老师并不认识也素未谋
面，他的名字是从《“村BA”：观察中国式
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
故事》（以下简称《村BA》）这本书出版后
才知道的。我想，随着“村BA”赛事的不
断升温，姚瑶和这本书也开始不断火起
来。这本反映贵州省一个苗寨通过篮球
进行振兴的纪实文学入选了中宣部2023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和获得2023年度

“中国好书”，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北京日报》等新闻媒介上进行了推
介。之前，我也在关注“村BA”赛事的相
关研究，这本书出版后同样吸引了我的
关注。

后来，我通过一位朋友要到了姚瑶
的微信，我们才真正认识成为“网友”。
我在想，这得益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
县台盘苗寨的“村BA”，因为它使我们两
位“陌生人”变得熟悉，有了一个共同关
注的话题。“村BA”联结的并不仅仅是我
们两个人，实际上还有更多。

2022年10月17日，央视新闻特别节
目《二十大时光》播出一则《贵州台盘：火
遍全网的小乡村和它的篮球赛》的专题
新闻，“村BA”由此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
化的一个窗口”。

从这本书来说，紧紧围绕台盘村举
办篮球赛事中的普通故事，通过这个真
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台盘村奋斗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和信心，这是千万
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无论驻村第一书

记，还是村篮球协会的会长，以及默默无
闻地摆摊的村民，都以极大热情参与到
这场体育运动之中。我们在看到台盘村
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进一步地感受到
了乡村篮球带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它
跨越了社区的边界，将更多的不同区域、
不同职业、不同民族的人联结在一起，这
就是“村BA”的力量。

体育不仅隐喻着社会，而且还是社
会联结的重要纽带。法国社会学家涂尔
干曾强调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团
结的形式上也将由“机械团结”向“有机
团结”转变。当今，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当
国家的乡村治理体系逐渐下沉到村民的
日常生活中时，基于传统上“皇权不下
县”形成的内生性的社会团结机制需要
不断地调整，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维护社
会秩序的运行机制。也就是说，中国的
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
中国”，在台盘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新的互动和联
结形态。

当篮球嵌入到这种互动关系中后，
篮球的力量开始展现出来。正如《村BA》
书中说，每年“六月六”为了举办篮球比
赛，台盘村家家户户都会主动出资出力，
2022 年比赛一共募集了六万多元，保证
了赛事的正常运行。现在篮球已经成为
村民们首选的文化娱乐活动，通过篮球
不但维系了大家的情感，而且还有效地
化解了左邻右舍的矛盾。为了举办好篮
球活动，除了村民喜欢和募捐外，村委会
和篮球协会也成为重要的组织力量。在
驻村第一书记的带领下，组织全体村民
在球场举办“院坝会”，这种以传统的“议
榔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使每个村民的建议和想法都得
到了表达和回应。在赛事组织方面，村
篮球协会则承担了重任，从赛事报名、运
行和结束，体现了一种专业的职业精
神。正是通过篮球赛事，台盘村的村民
们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并形成一种特
有的维持社会秩序和增强命运共同体凝

聚力的运行逻辑和团结机制。
“村BA”的突然火爆，是脱贫攻坚结

束后走向乡村振兴的必然。在台盘苗寨
上演的，不仅是一次现代篮球与传统民
族文化的融合表达，更是一次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实践。篮球的历
史在这里积淀了超过八十年，跨越了几
代人的热爱，文化密码在苗乡古老的土
地上得到破译。

除此之外，在本书中我们也可以发
现，台盘村村民在打造本村命运共同体
的同时，也在逐渐向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演变。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随着赛事的不断升级而得到巩固和强
化。在贵州省的“美丽乡村”篮球比赛和
全国“和美乡村”篮球比赛中，来自全国
各地的运动员和观众开始走向这个小村
庄。赛事中，苗族银帽、“村BA”吉祥物、
刺绣等具有黔东南地区本土特色的象征
符号通过篮球呈现出来，这些象征物不
断地强化自身的身份认同感。在“和美
乡村”篮球赛事上，更是呈现了由汉族、
苗族、回族、蒙古族、畲族和仡佬族等不
同民族组成的文化盛宴，“村BA”赛事的
背后是百姓安乐和睦和民族大团结。各
民族运动员和观众在这些符号的隐喻
下，“千房同蒂，千子如一”，像一颗颗石
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在台盘苗
寨见证了激发乡村振兴的活力，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这本《村BA》的纪实文学里，乡村
篮球的力量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和见证，
让我看到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的美好画面。

■ 杨冠强，石河子大学教授、硕士
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
研究生，主要从事运动社会学和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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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平，一场梨花雪
把十万亩厚实的土地染白

在树与树之间穿行
蜜蜂从耳际飞过
在花蕊上忙碌耕耘
成群闻香而来的蝶
扇动着彩趐，在枝间
以优美的舞蹈
欢迎远道而来的游人

春幕满树花如雪
秋深枝头果实丰
凝望温润、娇羞、善良
如雪的一朵朵梨花
心，瞬间变得更加洁净
秋天丰收的画卷
在这一刻绘就

奔赴原平与梨花来一次约会
四月，温柔的季节
风很柔和，阳光很暖
带着期盼奔赴原平
与梨花来一次约会

站在原平
十万亩厚实、热情的土地上
满目竞相争艳的花朵
洁白如雪，与天相接

在一片雪白中漫步穿行
闻着从蕊中溢出的清香
伴蜂飞蝶舞
迷醉在梨花的温柔乡里

到原平，赶赴一场梨花盛会
暮春，花渐残
雪，忘记了季节
在原平，落满枝头

放眼十万亩大地
梨花在枝头律动
和着蜂飞蝶舞

到原平，赶赴一场梨花盛会
在雪白里荡涤心尘
凝望漫野的白
埋藏所有的烦恼、不快

■ 蒯海锋，贵州省诗词楹联学
会会员、四川诗与歌文学创作研究
院签约作家。有作品发表于《诗词
月刊》《文学百花苑》《劳动时报》等。

““村村 BABA””赛出民族大团结赛出民族大团结
———读姚瑶—读姚瑶《《““村村BA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台盘村

乡村振兴故事乡村振兴故事》》
□ 杨冠强

梨花如雪
□ 蒯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