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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平县洪州镇草坪村刺篷侗寨

的 后 山 ，有 一 片 郁 郁 葱 葱 的 油 茶 林 。

油茶林内“住着”一位老红军，他在那

里 整 整 度 过 了 61 个 春 秋 。 这 位 老 红

军犹如一朵鲜艳的映山红，不仅点缀

这片油茶林，而且照亮草坪村和刺篷

侗寨群众前进的道路。

1934 年 12 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

草 坪 村 刺 篷 侗 寨 ，队 伍 中 有 毛 泽 东 、

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党和

红军领导人，朱德总司令进入刺篷侗

寨 鼓 楼 烤 火 时 ，一 边 跟 群 众 宣 传“ 打

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一边将一

位 在 湘 江 战 役 中 受 伤 的 警 卫 战 士 寄

托给寨里的老乡治疗保护。

经 过 半 年 的 治 疗 ，这 位 老 红 军 伤

势痊愈。因为与红军失去联系，无法

找到部队，就留在草坪村刺篷侗寨安

家立业。解放后，担任草坪村的第一

任 村 长 ，1960 年 去 世 ，葬 在 刺 篷 侗 寨

后山的油茶地里。

这 位 老 红 军 ，就 是 当 年 朱 德 总 司

令 的 警 卫 员 刘 贵 祥 ，江 西 省 瑞 金 人 ，

在中央红军警卫团当班长。

“刘贵祥留在我们刺篷寨后，他的

革命意志从未减退，秘密地在寨子上

宣 传 革 命 道 理 ，他 经 常 同 乡 亲 们 说 ，

总 有 一 天 共 产 党 领 导 红 军 会 解 放 天

下 的 劳 苦 大 众 。”当 年 与 刘 贵 祥 经 常

在 山 上 一 起 放 牛 的 草 坪 村 刺 篷 侗 寨

老党员杨家光介绍道。

刘 贵 祥 时 刻 不 忘 自 己 是 一 名 红

军战士，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

后，他积极组织当地翻身的贫苦农民

参加清匪、反霸斗争和征粮工作。为

支持新中国的建设，他甚至半夜组织

村里的群众步行到二十里远的地方，

挑公粮上交到乡里，完成征粮工作任

务。随后，参加土改工作。土改结束

后，又率领群众办起了全村第一个初

级社和高级社，并担任社主任，带头执行党的政策。

“刺篷侗寨，是中央纵队、军委纵队长征出湘入黔的第一

寨。红军长征途经这里时，不仅留下了珍贵的遗址遗迹，更

为当地群众送来了革命思想和革命火种。而这个革命火种

就 是 1934 年 至 今 一 直 落 户 在 我 们 刺 篷 侗 寨 的 老 红 军 刘 贵

祥。”黎平会议纪念馆副馆长杨祖华在刺篷侗寨鼓楼下讲党

史时向群众说。

刘贵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犹如一束薪火，燃遍了刺

篷侗寨和草坪村，也燃遍了黎平侗乡大地。当地群众为纪念

这粒革命火种，纪念这位老红军，形象地把他比作映山红，

寓意是在红色光环的照映下，侗乡人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老红军的革命意志是当地群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

贵精神财富。如今，在草坪村这片红色的沃土，全村 274 户

1189 名群众在老红军革命意志的鼓舞下，凝心聚力，战胜了

一个又一个困难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脱贫攻坚的

“战役”中，草坪村全村 74 户贫困户 286 人率先于 2018 年摘掉

了贫困帽，告别了贫困历史。同时，为继承这位老红军的革

命 精 神 ，草 坪 村 群 众 在 他 的 墓 地 周 围 造 就 近 200 亩 的 油 茶

林，并将这片油茶林命名为“红军油茶园”，以示对这位老红

军的无比哀思。

在刺篷侗寨生活的二十多年里，刘贵祥严守秘密、服从

纪律、努力革命，直至 1953 年，他才向当地乡党组织呈交藏

在他身边近二十年的党证，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老红军的感

人事迹，被侗乡人民传为佳话。“刘贵祥在临走的时候，手里

还捧着朱总司令的照片。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刘贵祥是一

名红军战士，是朱德总司令的一名警卫员。”今年 76 岁的草

坪村老党员杨家光激动地说。

刘贵祥去世后的 60 多年里，每逢清明村民们都要带着白

酒和鲜花去寨子后山的油茶地里“看望”这位长征途中留在

村里的老红军。因为这位老红军不仅成了草坪村里的村民，

成了草坪村里的榜样，更成了草坪村群众奋进的力量。

如今，战争成为记忆，硝烟早已远去。这位长眠在油茶

地里的老红军，不仅见证着草坪村刺篷侗寨红色的历史，他

坚定的革命信念更犹如盛开的映山红 ，感染着千千万万的

侗 家 儿 女 继续投入到火热的乡村振兴中，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争做新时代的红色传人，向着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勇毅

前行。

“红军长征在草坪村留下了红军桥、红军井、红军鼓楼等

遗址遗迹，红色文化底蕴浓厚，前来这里参观的游客也越来

越多，当地不少群众还吃上了‘红色旅游饭’呢。”草坪村党

支部书记吴大政高兴地说。当地群众看到这一前景，对老红

军的追忆越来越深，越来越浓。每当提到这位老红军时，他

们总是念念不忘，情不自禁便传唱他们自编的侗歌——《党

的 光 辉 照 侗 乡 》：“ 党 的 恩 情 深 似 海 ，党 的 光 辉 照 侗

乡……”歌词表达出在老红军的光环感召下，在党的光辉照

耀下，广大群众享受到党的好政策，生活越来越美好。

“在刺篷侗寨、在黎平侗乡，以红军命名的文物有很多，

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动容的红色故事，也都寄托着当

地群众对红军的感恩与思念。”黎平会议纪念馆副馆长杨祖

华说，如今“红军桥”“红军井”“红军鼓楼”“红军油茶园”等

都扎根在草坪村、扎根在黎平侗乡这片红色沃土中，年轮上

都写满“甘苦与共”的故事，迸发着顽强向上的生命力。

噢，草坪村里的映山红——老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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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来，锦屏县启蒙一带民间一

直流传着一位侗族诗人、民间歌师执著

追求真理、舍身勇救红军的动人故事。

侗 族 诗 人 杨 和 钧 ，艺 名 老 牛 ，1894

年 5 月 出 生 于 锦 屏 县 婆 洞 乡（今 启 蒙

镇）者蒙村一户农家。他自幼喜听绿林

好汉起义故事，受英雄豪杰事迹陶染至

深，尤其景仰家乡“聚众数万”的侗族农

民起义领袖林宽事迹，且聪明好学，品

学兼优，不仅在家乡尚学私塾，还远赴

黎平、镇远等地拜师勤读，题书“学业高

超成大为，还需苦读就鸿儒”自勉。多

年 的 潜 心 苦 读 及 家 乡 丰 厚 的 民 族 文 化

熏陶，使他熟书法、精诗赋、能歌善舞，

成为百里侗乡有名的歌师、诗人。他还

懂草医，常为邻里免费诊治，他为人正

直，疾恶如仇，乐善好施，深得乡亲寨邻

钦佩赞誉。杨和钧在外读书期间，吸收

了许多进步思想，使他更加看清社会的

黑暗，加深对腐朽统治的仇视，从而向

往美好的光明社会。

1934 年 12 月 18 日，红军（中央红军

一军团）长征来到锦屏婆洞。乡亲们由

于受反共宣传影响，不辨真相，纷纷上

山躲藏，杨和钧则怀着好奇的心情走上

街头，准备看个究竟。红军布告、标语

中“ 打 土 豪 、分 田 地 ”、“ 取 消 一 切 苛 捐

杂 税 ”、“ 政 治 上 、经 济 上 苗 人 、侗 人 与

汉人有同样的权利”等革命主张和民族

政策和“全国民众总动员，为保卫中国

而 战 ”等 抗 日 口 号 ，深 深 打 动 了 他 的

心。如拨云见日，他仿佛看到了中华民

族 的 希 望 和 侗 家 穷 苦 人 的 未 来 。 纪 律

严明、秋毫无犯的红军风范，使杨和钧

更 加 坚 信 这 是 一 支 与 旧 军 队 截 然 不 同

的正义之师。他激动不已，挥笔写下了

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板壁上的指南》：

“赶场天或是平常／寨上的农民或是行

人 来 往 ／ 人 人 的 目 光 都 投 向 板 壁 上 ／

因 为 板 壁 上 有 农 民 的 指 南 ／ 这 指 南 是

红 军 留 下 的 宣 传 标 语 ／ 它 召 喚 穷 苦 农

民 站 起 来 ／ 打 倒 土 豪 劣 绅 分 田 地 夺 政

权／扛起枪把东洋鬼子赶下海洋”。

杨 和 钧 看 到 了 只 有 红 军 才 能 救 中

国，才能把穷苦百姓救出苦海，打从心

里 热 爱 这 支 人 民 的 军 队 。 12 月 26 日 ，

杨和钧去邻村流洞看望姨妈，在路上发

现倒在田埂边上的两位红军伤病员，连

忙 上 前 关 切 地 问 长 问 短 。 当 得 知 是 因

伤 重 掉 队 的 红 军 某 部 王 连 长 和 吴 排 长

后，一定要救护好红军亲人的决心油然

而生。他马上把二人扶到姨妈家，找来

侗家衣服为其换上并藏于楼顶，亲自采

药熬粥，精心医治。为照料方便、多和

红军亲近，杨和钧铺起连床，与二人同

住共眠，咏诵诗歌、畅谈革命。王连长

拿出随身带的红军课本、政治读物，和

杨和钧一起阅读，向他讲解共产党的宗

旨、红军性质和北上抗日的意义等，还

送 他 一 颗 红 五 星 。 情 同 手 足 的 深 厚 革

命情谊，把杨和钧和王连长、吴排长紧

紧联系在一起，最后他们三人结拜为兄

弟 。 经 启 迪 ，杨 和 钧 的 思 想 发 生 了 质

的默化，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是人类

最珍贵的东西，是它给人类指明了解放

的道路。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无价之

宝》：“王连长啊王连长／你赐给我无价

之 宝 ／ 这 宝 比 太 阳 还 亮 ／ 亿 万 金 银 买

不 到 ／ 它 赛 过 飞 机 大 炮 ／ 它 赛 过 冲 锋

枪花梨（当地群众称步枪为花梨枪））／

它是人类解放的真理－－马列主义”。

红军部队过境后，统治势力卷土重

来，国民党地方政府、军队四处搜捕掉

队红军，责令村民交出藏匿的武器。为

防意外 ，杨和钧把吴 排长转移至同族

好 友 杨 光 键 和 自 己 家 中 。 伤 愈 的 吴 排

长归队心切，他星夜护送七十里，直到

剑 河 县 南 加 才 挥 泪 惜 别 。 伤 势 较 重 的

王连长暂时留了下来。

12 月底，王连长藏身之处不幸被匪

徒发现告密，恶霸地主带着联保武装突

然闯入杨和钧姨父家，要捕杀王连长并

抓“窝藏共匪”的姨父。杨和钧挺身保

护二人：“救红军是我一人所为，天大的

事由我一人承担，不能牵累他们”。话

音未落，杨和钧便被打昏在地。面对匪

徒交出武器投降的威逼，王连长怒斥敌

人拒不答应，被恼羞成怒的匪徒残忍杀

害于流洞后坡。杨和钧痛不欲生，安葬

烈士后悲愤地写下《感恸》：“千里迢迢

只 为 民 ／ 中 途 丧 命 泪 沾 襟 ／ 革 命 真 情

亲遗嘱 ／永世不忘誓词盟。”表达了对

红 军 烈 士 的 深 深 怀 念 及 继 承 遗 志 的 坚

定 决 心 。 当 时 邻 寨 有 一 户 与 杨 和 钧 关

系甚密的罗姓村民，收留了一名掉队红

军为义子，知其思念红军，便上门为义

子提亲。征得女儿同意，杨和钧慨然将

她许配与朴实勤劳的罗家义子成亲。

杨和钧将王连长赠送给他的 3 枚手

雷 和 一 支 短 枪 珍 藏 。 匪 徒 们 未 找 到 红

军枪支，终日坐卧不安、十分恐惧，婆洞

乡 乡 长 龙 家 学 亲 自 带 领 乡 丁 追 捕 杨 和

钧，企图找到武器下落。杨和钧闻讯连

夜出走，远避深山莽林一户亲戚家才免

遭毒手。

1935 年 初 ，春 寒 料 峭 ，面 对 统 治 势

力的黑暗，地主恶霸的横行，苛捐杂税

的 繁 重 ，杨 和 钧 忧 愤 地 写 下《苦》：“ 苦

啊苦／老是纠缠着农夫／ 农夫要想离

开苦／要等红色太阳东方出。”诗歌一

经传唱，就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八方

侗 寨 ，统 治 当 局 惊 恐 万 状 ，慌 忙 制 止 ：

“这是反动歌，不准唱，谁唱就砍头！”

杨 和 钧 日 夜 思 念 红 军 ，盼 望“ 红 色

太阳”，决心投奔红军，参加革命。1935

年 3 月，他沿红军长征足迹溯清水江北

上 剑 河 寻 找 ，走 了 七 、八 天 ，行 程 百 余

里，未追上队伍，无奈只得返回。转眼

到了清明节，杨和钧倍加思念红军，他

按侗家习俗，备上祭品，在家中悄悄祭

奠王连长，并作《清明》诗以示悼念：“清

明时节忆王兄／ 泪落胸前心里恫／为

国为民往北上／途经此处萍水逢／三日

桃园结兄弟／不幸一晨命遭凶／有朝革

命成功日／光明簿上有你功”。

对红军兄弟的怀念，更加坚定杨和

钧 继 承 烈 士 遗 志 的 决 心 。 他 曾 串 联 一

些 好 友 ，准 备 筹 办 学 校 来 开 展 革 命 活

动，因遭遇困难而停。这样使得杨和钧

寻找红军部队的心情愈加迫切，他时刻

关注红军的消息。但在偏僻山区，外界

的消息本来就难传入，再加统治当局封

锁 ，使 他 苦 苦 打 听 了 近 一 年 仍 一 无 所

获。1936 年 6 月初，偶然听说广西有红

军 活 动 ，他 欣 喜 不 已 ，便 再 次 外 出 寻

找 。 临 行 时 面 对 亲 人 送 别 ，他 百 感 交

集、思绪万千，吟作了表达舍家取义、执

著追求革命真挚情感的《再见》：再见，

连 绵 的 山 峦 ／ 再 见 ，淙 淙 的 小 溪 ／ 再

见，穷苦的农民兄弟／再见，父母妻子

儿女／再见吧，再见吧！家乡的一切／

我 要 往 北 上 寻 觅 那 —— 光 辉 绚 烂 的 红

日。这次寻找，他辗转富禄、柳州、百色

等地，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历时一月有

余，仍未找到红军。后被土匪“关羊”洗

劫，盘缠被抢一空，只得沿途讨饭，惆怅

而回。

杨 和 钧 两 次 寻 找 红 军 之 事 被 人 告

密，地方统治当局早已对其进 行监视，

他 们 密 谋 策 划 ，散 布 谣 言 说 杨 和 钧 是

“ 卖 客 ”（勾 结 外 族 出 卖 侗 家），欲 置 之

于死地。杨和钧意识到处境险恶，家乡

不能久留，准备出售树木、筹足路费后

再 次 远 行 投 奔 红 军 。 1936 年 11 月 22

日，时逢婆洞赶场，前往联系售卖树木

的 杨 和 钧 被 国 民 党 乡 长 龙 家 学 和 地 方

势 力 头 目 欧 阳 玉 庭 率 匪 徒 突 然 绑 架 。

他们欺骗群众，给杨和钧扣上救护“共

匪 ”、私 藏 枪 支 、投 奔“ 共 军 ”、要 搞 暴

乱 、出 卖 政 府 、“ 卖 客 ”等 罪 名 推 赴 刑

场，杨和钧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怒斥敌

人不绝口，在婆洞风雨桥下英勇就义，

时年 42 岁。

1952 年，曾受杨和钧医治救助的红

军吴排长已是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他

千 里 迢 迢 从 重 庆 来 到 锦 屏 县 者 蒙 村 寻

找 恩 人 ，得 悉 侗 家 兄 弟 被 杀 害 的 噩 耗

后 ，恸 哭 而 归 。 1986 年 3 月 12 日 ，贵 州

省 人 民 政 府 追 认 杨 和 钧 为 革 命 烈 士 。

为 救 护 红 军 、追 求 革 命 真 理 而 光 荣 献

身，侗族诗人杨和钧的感人故事及创作

的革命诗歌在侗乡一直流传至今。

舍身救红军的侗族诗人杨和钧
○ 通讯员 莫新华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百 年 华 诞 之 际 ，我

们走进被誉为“中国桥梁博物馆”的重

安“三朝桥”，从桥梁的渐变，感受中华

民 族 从 站 起 来 、富 起 来 到 强 起 来 的 伟

大飞跃。

重安“三朝桥”位于黄平县重安镇

政 府 驻 地 上 游 约 2 公 里 ，在 不 足 50 米

的 江 岸 上 ，并 排 横 跨 着 三 个 时 代 不 同

类型的桥梁，一座是距今 148 年的铁索

桥 ，一 座 是 1938 修 建 的 铁 桥 ，一 座 是

1996 年 修 建 的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拱 桥 ，

故称为“三朝桥”。

重 安 江 曾 经 是 黔 东 的 水 陆 要 津 ，

水 运 直 达 湖 南 洞 庭 湖 ；江 面 上 的 铁 桥

是 原 湘 黔 公 路 的 一 道 雄 关 ，承 载 着 来

往车辆；横卧江面的“三朝桥”，经历了

百 年 的 沧 桑 历 史 ，见 证 改 革 开 放 后 的

辉煌。

桥 头 立 着 的 石 碑 ，记 述 着“ 三 朝

桥”的兴衰历程：铁索桥是同治十二年

（公元 1873 年）贵州提督周达民率师平

乱经重安江，遇发大水受阻不能过，心

急 如 焚 ，费 尽 千 辛 万 苦 才 过 了 江 。 平

乱 告 捷 后 ，集 银 一 万 二 千 两 建 铁 索

桥 。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湘 黔 公 路 运 输 任

务 吃 紧 ，原 有 铁 索 桥 已 不 能 满 足 前 线

战 事 的 需 要 ，官 方 派 遣 桥 梁 专 家 茅 以

升到重安查勘，选址修建公路铁桥，耗

资十万银圆于民国二十八年（1938 年）

修建，钢材从法国采购，空运至越南河

口，经小火车运抵昆明，再转至重安，

历尽艰辛建造而成。公路铁桥是石墩

钢 梁 结 构 木 质 板 面 ，跨 度 30 米 ，宽 5

米 。 1949 年 国 民 党 溃 军 将 桥 炸 毁 ，

1951 年 解 放 军 维 修 ，直 到 1996 年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拱 桥 建 成 后 ，钢 梁 桥 才 最

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铁 索 桥 晃 动 性 大 ，车 辆 难 以 通

过 。 公 路 铁 桥 桥 面 狭 窄 ，错 车 不 便 。

钢筋混凝土结构拱桥跨度全长 60 米，

是铁索桥的 2 倍，宽 10 米，也是铁索桥

的 2 倍，往来车辆行驶自如，为地方经

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 着 国 家 社 会 经 济 的 快 速 发 展 ，

曾 经 繁 忙 的“ 湘 黔 公 路 ”已 被 320 国

道 、G60 高 速 公 路 、沪 昆 铁 路 、沪 昆 高

铁取代，重安“三朝桥”虽然没有了往

日 的 车 水 马 龙 景 象 ，但 却 变 身 成 为 贵

州东线旅游的一道靓丽景观。

纵 观“ 三 朝 桥 ”的 兴 衰 历 史 ，感 悟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复 兴 。 站 在“两 个 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

充 满 信 心 ，为 祖 国 繁 荣 昌 盛 我 们 骄 傲

自豪。

重安“三朝桥”见证百年沧桑历史
○ 通讯员 潘胜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