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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4 月 16 日这一天，对于纳

雍县化作苗族彝族乡枪杆岩村苗寨组

的村民们来说，无疑是记忆深刻的一

天，因为这一天村里迎来了一群特殊

的客人……

大约一个月前，中央红军四渡赤

水回师贵州，准备突破国民党仁怀、

遵义大道封锁线后南渡乌江，实现西

进云南，由金沙江北渡入川的战略目

标。3 月 27 日、28 日，中央军委连续

电令红九军团暂留乌江北岸，以马鬃

岭为活动枢纽，分别在长干山、枫香

坝等地活动，伪装主力诱敌向北出

击，以牵制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

奇伟纵队，掩护主力红军南渡乌江。

红九军团按照中央军委指示，采

取巧妙的办法，圆满完成掩护任务后

赶到乌江渡口时，浮桥已经拆除，渡

口也被敌人占领，无法尾随主力前

进。面对九军团与主力被隔断的形

势，罗炳辉、何长工、郭天民、黄火

青和王首道等领导审时度势，分析变

化的情况，研究了对策，为避免九军

团受到敌人的夹击，果断地决定部队

向黔西北方向前进。

4月 15日下午 4时，红九军团到达

猫场。当地土豪风闻红军到来，早已

四散奔逃，考虑到部队连续几天行

军，已经疲惫不堪，军团领导决定在

猫场宿营一夜，于次日凌晨出发。

猫场位于当时大定县西南角，地

处今大方县、七星关区、纳雍县交界

的六冲河畔，街道呈东西走向，周围

松林密布。东面 15 里处的观音山耸入

云霄，堵住门户。南面 10 里的瓜仲河

奔腾呼啸、水流湍急；河对岸悬崖峭

壁，阴森恐怖。西面 20 里为伏流地

段，河床之上是刀削般的绝壁梯子

岩，与尖尖岩、发窝岩对峙，形成一

条既深且陡的狭谷；梯子岩上，一条

人工凿成的栈道，从凹缝中忽左忽右

似贴在崖壁上的蟠龙蜿蜒而上，是猫

场通往今纳雍化作的要道。西南面是

大自然的奇观——天生桥，横跨瓜仲

河，既是奇观，又是难以逾越的天

险，令人望而生畏、毛骨悚然。北面

5 里 处 的 大 营 山 、 官 家 大 山 居 高 临

下，虎视眈眈。通往梯子岩的道路是

低洼狭窄谷地。这样的地形，一旦被

敌人占领三面制高点，又以部队卡死

梯子岩，堵住退路，要摆脱困境是极

其困难的，确为兵家忌地。

4 月 16 日深夜，寒风嗖嗖，乌云

蔽天，伸手不见五指。凌晨 4 时 30
分，驻扎在猫场的红九军团各部已经

起床吃饭。军团领导命令大家速速集

合，整装出发。岂料刚离开阵地，突

然，“突突突……”子弹像暴雨梨花一

样从后方扫来，“不好，有埋伏！”红

九军团战士们迅速反应、英勇抵抗、

反复冲锋。此时，步枪、机枪、迫击

炮声交织在一起，虽然消灭了部分敌

人，可由于人员多，队伍密集，加之

道路不熟，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形，

红九军团一直处于被动，几经搏斗后

伤亡颇大，便边打边退。

千钧一发之际，罗炳辉等军团领

导临危不惧，一面组织反击，一面整

理部队转移。他们先从侦察连抽出一

个排担任前导，无线电队和后方机关

随行，又命教导大队断后保护。在罗

炳辉等的指挥下，在苗族同胞的引领

下，红军陆续穿过手扒岩，通过梯子

岩，进入化作乡枪杆岩村休整。

此时已是下午 3 时左右，经过一

天的激战和山地负重行军，战士极度

饥饿困乏，纷纷躺下休息。“据我爷爷

杨德安说，当时村民们打猎回寨子

时，刚好遇到在竹叶沟休息的红军，

好些红军都受了伤，连河水也被染红

了，尽管往前走几步就是苗寨，但红

军宁愿选择在林边搭帐篷，也不想打

扰村民。村民们非常感动，在他们的

坚持下，红军才勉强答应到苗寨养伤

休整。”村民杨洪忠回忆说。

自此，一段美好的红色故事在苗

寨上演了。

到了寨子里后，杨德安开始组织

村民们给红军送米送药，还把自家的

两间木屋腾出来给红军暂住。“红军来

到枪杆岩村时，其实什么东西都没

了，老百姓就筑起炉灶、搭起大锅，

有米的拿米，没有米的就拿马铃薯、

萝卜，先让红军吃到肚子里。”杨洪忠

说，尽管已过去 86 年，但长辈们曾经

讲述的那些与红军相处的短暂时光仿

佛就在眼前。

大部分红军在苗寨里休养了几小

时后，就出发和大部队会合去了。有

少部分受伤较为严重的红军，在寨子

里休养了 20 多天。在寨里居住时间较

长的红军，每天都和苗族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帮大家挑水、背粪，积极

向苗族群众宣讲反帝反封建的十大纲

领和党的民族政策，在群众心中播撒

了革命火种。靠着严明的政治纪律和

对民族风俗的尊重，红军和寨里的苗

族村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离开村庄前，红军将随身携带的

铜钵和帽子分别送给了杨德安和其弟

弟杨德昌，以表达感激之情，留作纪

念。寨子里的苗族村民们则主动把自

己做的麻布衣服送给红军换上，大家

背着枪假装出去打猎，混淆敌人视

线。村民们送红军走了近三个小时，

长达 15 公里路，“大家别再送了，走

太远了你们回去太困难。”红军看着村

民们依依不舍地说道。

红军在枪杆岩只短暂停留了一段

时间，但他们的故事却在枪杆岩广为

流传。

枪杆岩的得名，历来有两种版本。

一是因这里有一座独立石笋峰。

笋状石峰高约百余米，人称一柱擎

天。据说，石峰原本无名，新中国成

立前居住在此的汪姓人家出了几个使

枪能百步穿杨的汉子，他们认为，之

所以能够百步穿杨，就在于拔地而起

的石峰给了他们灵气，因此把石峰称

为“枪杆岩”。

另 一 说 法 是 红 九 军 团 到 达 这 里

后，当地一位绿林武装首领宋老跛，

仰慕红军威名，抬着猪、羊前来犒

劳。和军团长罗炳辉交谈之际，宋老

跛提出要见识一下罗将军的枪法。俩

人来到屋外，罗炳辉拉枪上膛，环望

了一下，看见石笋峰上一棵大树，树

丫上结了一个蜂窝，远远望去有如鸡

蛋 大 小 一 个 黑 点 。“ 宋 寨 主 看 那 蜂

窝”，罗炳辉将军话落枪响，蜂窝应声

而落，这一枪令宋老跛佩服得五体投

地。因罗炳辉将军对着石笋峰练过

枪，从此人们便称其为“枪杆岩”。

岁 月 更 迭 ， 在 氤 氲 的 历 史 云 烟

中、在峥嵘的流金岁月中，“枪杆岩”

石峰像一位老人，见证着悄然蜕变的

枪杆岩村。

坐在杨洪忠家的两层小楼房里，

家里的墙上赫然挂着一张引人瞩目的

照片：杨德昌与一群战士站在第二

排，身边两位战士托着长枪，其余的

战士或站着或蹲着，拿着山茶花和杜

鹃花。因年代久远，杨洪忠已辨别不

清照片拍摄的年代，不知照片里的是

红军战士还是解放军战士，但确信无

疑的是，枪杆岩的红色文化历史由来

已久且有迹可循，老一辈的红色精神

也深深感染着枪杆岩的每个人，成为

全村人摆脱贫困、走向乡村振兴的源

动力。

“过去，村里穷得响叮当，木房只

有 6、7 栋，全村只有 5 床棉被，环境

卫生也是脏乱差，苗寨组脏得连脚都

下不去。”王勇听老一辈讲述起以前的

生活，用苦不堪言来形容。

2012 年，王勇经多方考察后，提

出改种玛瑙红樱桃的想法。但资历尚

浅的村党支部书记和从没种过也无法

预估收益的产业，让 80%的村民对此

抱有怀疑态度。于是，白天王勇把樱

桃苗发给村民，晚上村民就悄悄背回

来扔在王勇家门口。一来二去几次，

王勇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曾经在家里接待过红军的

几位老人站了出来。老人们对大家

说：“大家要听村里的，村里肯定是为

咱们以后发展好。”大家见有威望的寨

老们出来说话了，也不好说什么，就

这样，从腊月二十八种到了二十九那

天，全村把 400 亩玛瑙红樱桃全部种

下了。2018 年，枪杆岩村脱贫摘帽，

曾经供不起孩子上学的杨洪忠依靠樱

桃种植，住进了两层的小楼房。

同时，枪杆岩还依托九洞天风景

区，结合红军在此与苗族村民发生的

故事，打造了苗家铜鼓广场、红军长

征陈列馆，复修了红军灶、红军井、

将军屋，复原了红军饮马泉，在竹叶

沟搭建了玻璃天桥，在手扒岩峡谷建

起了高空溜索和悬崖栈道，配套了宾

馆、停车场、游泳池、采摘园、垂钓

湖……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枪杆岩，终

于揭开了它山地旅游打卡地的美丽面

纱，探索出了一条乡村旅游振兴苗族

村寨的新路子。

村民杨洪全将自家的 3 亩土地流

转给景区，拿到了大约 8 万元钱的土

地流转费，之后和妻子在景区务工，

夫妻俩每个月有 4000 多元的收入，加

上自己做的木工手艺，一年光毛收入

也有五六万元。

依靠党的好政策和自身的勤奋努

力，杨洪江成了当地的“大户人家”，

修了 4 层楼的大房子，现在到四川学

厨，打算回家后开一家集餐饮住宿为

一体的农家乐。他的母亲张志连先为

他探好了路，率先在景区内开了一家

小卖部，每个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

说起现在的生活，她直言日子太好过

了，活到 120岁也不嫌多。

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

枪杆岩的精神生活也开始丰富多彩起

来。

2019 年，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声乐专业的李俊美来到枪杆岩

驻村。这位来自纳雍县文化广播电视

旅游局的苗族女干部，看准了枪杆岩

村的文化旅游资源，当年就在一年一

度的端午花坡节上，带领百人团队精

彩演绎了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苗

族飞歌》。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响彻枪杆

岩村，在场的上万名游客无不为之震

撼。

“从大学出来以后，我就一直在研

究 《苗族飞歌》 的传承，我们深入纳

雍的各个村寨挖掘最原汁原味的腔

调、最原汁原味的语言，一步一步地

打造创作。我觉得文化的传承保护，

不是我一个人唱了就行了，它必须要

传承下去。”

凭借景区一场场演出，游客慕名而

来，听飞歌、看舞蹈、买手工产品……

受益的苗家人说起李俊美，都竖起大

拇指：“好岑 （苗语：真棒）。”

有着深厚红色文化底蕴和苗彝民

族风情沉淀的枪杆岩村，如今已成为

群众安居乐业的绿色家园。“化作风化

作雨，化作枪杆守护你。”当地群众口

口相传的名句，如今以更快的速度、

更广的范围传播出去。雨后的枪杆

岩，一道美丽的彩虹横跨大山，美丽

的飞歌在苗寨再一次响起，诉说着苗

家儿女如今的幸福生活。

“蕙英贤妹妆次：由威宁发一函，

计达。廿九号于贵州之毕节，因等待

队伍，在此驻扎两日，现定二月一号

向永宁出发。”1916 年 1 月 31 日晚，在

护国军毕节行营，中华民国护国军政

府第一军总司令官蔡锷将军，在写给

其侧室潘蕙英的一封家信中，记述了

自己因等队伍而率部驻扎毕节的具体

时间。朱德时年 30 岁，担任护国军新

编第十团上校团长、第六支队队长，

隶属于以顾品珍为梯团长的第三梯团。

从昆明出发的护国军第一军司令

部，下辖三个梯团。在蔡锷到达毕节

的前一天，护国军第一军先头部队第

二梯团第四支队董洪勋部，已经毕节

入川投入战场；而早在董鸿勋部入川

之前，第一梯团刘云峰部已从云南昭

通、盐津攻入四川。随蔡锷司令部到

达毕节的护国军，只剩第二梯团何海

清支队和第三梯团禄国藩、朱德两个

支队，加起来不足两千人。1月 29日，

蔡锷司令部及三个支队先后抵达黔西

北重镇毕节城。当天晚上，毕节县知

事聂树楷在位于龙蟠山下原“人民剧

场”处“少白楼”为护国军将帅接风

洗尘，朱德同蔡锷将军等一起，作为

贵宾列席。

驻扎在毕节城的这两三天，第三

梯团的指挥部设在原司法路、广惠路

交界地带的“城隍庙”内。白天，朱

德也在“城隍庙”里办公；晚上，朱

德及其部分部属，则在毕节城南门百

花山路口的“宁家龙门”内住宿。

第三梯团是护国军第一军的主力

部队。“少白楼”聚会次日，得到武举

人、商会会长刘殿英等的大力协助，

护国军第一军司令部率领三个支队，

在毕节城外今“人民广场”附近原专

建司宿舍“大校场”内举行了声势浩

大的“阅兵式”。1 月 27 号前后，蔡锷

率部在威宁草海也举行了一次“阅兵

式”，后来草海因此一度更名为“松坡

湖 ”， 改 “ 六 桥 烟 柳 堤 ” 为 “ 松 坡

堤”，还修了一座“松坡亭”。这次大

阅兵，仍由聂知事率同毕节绅、商、

学、农各界代表，包括李春庭、刘殿

英等参加。护国军在毕节地区的征兵

工作，也因为这一次“阅兵式”而大

获成功，从大方甚至黔西等地，都有

人赶到毕节城来报名参军——离开毕

节时，三个支队加起来已有两千多人。

1916 年 2 月 1 日，蔡锷将军按既定

计划，率精锐部队从毕节城出发，渡

赤水河南岸进入四川。夜色苍茫时，

将帅二人立马川南叙永雪山关顶，触

景生情，一人出句，一人对句，留下

长联联语一副，后来由时任古蔺县县

长书丹，令石匠镌刻于雪山关关口小

庙之上，至今犹存，脍炙人口：

是 南 来 第 一 雄 关 ， 只 有 天 在 上

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

作 西 蜀 千 年 屏 障 ， 会 当 秋 临 绝

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

护国讨袁战争胜利后，朱德因功

被提升为护国军第 13 混成旅少将旅长

兼城防司令，驻守泸州、自流井、叙

永一带。蔡锷在四川期间，曾到朱德

位于泸县中学堂内的旅部养病近两个

星期，然后前往成都。十多天后，蔡

锷东渡日本治病之前，又到泸州朱德

家中小住数日，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

不动。同朱德依依惜别后不久，1916
年 11 月 8 日，蔡锷将军病逝于日本东

京福冈医院。噩耗传到泸州，朱德举

行了特别隆重的追悼大会，并与纳溪

县长周维桢行文倡议为蔡锷铸铜像。

据 2002年 8月出版的《中国对联集

成·贵州毕节卷》 第 424—425 页介绍，

朱德率部随蔡锷援川时，曾路过赫章

平山堡，为清廷所封“武功将军”朱

孔杨及其儿媳各撰写挽联一副：

1.挽平山朱孔杨

八千里外成千古；五百年前是一

家。

2.奠平山朱孔杨媳曾夫人联

西蜀解甲我归来，恸贤母泪洒黔

疆，七星父老尽凭吊；

南疆誓师讨蟊贼，怅锷督星殒瀛

洲，四亿护国功告成。

按照挽联中“西蜀解甲我归来”

“锷督星殒瀛洲”“护国功告成”等内

容，这两副对联产生的背景是：蔡锷

在日本逝世，朱德从泸州任上解甲归

滇，路过平山堡时遭遇翁、媳二人亡

故，才留下了这两副挽联：一副叙述

家族历史，讲四川仪陇、毕节平山堡

两 地 朱 氏 的 渊 源 ； 另 一 副 则 借 题 发

挥，表达自己对“四亿护国功告成”

的欣慰，还有对蔡都督的深切缅怀。

所 说 ， 朱 孔 杨 的 儿 子 、 曾 夫 人 的 夫

婿，就是朱德和蔡锷的一位亲密部下。

这，是朱德第二次经过毕节。

说起鲜肉饼，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

开在毕节城区工会巷子里的那家肉饼

店。一碗粥，一个肉饼，一碟泡菜，拼

成了毕节人舌尖上的记忆之一。

凌晨四点半，肉饼店已经亮起了

灯，老板付丽娟早早起来，把食材放入

不同的大锅里，开始熬粥。粥的品类

多，装在又深又大的锅里，并排在厨

房。火势由大调到小，食材原本内敛的

香味开始“咕嘟咕嘟”往外冒。

在粥的香味逐渐浸满小店时，员工

们也逐渐到齐，分头忙碌起来：揉面、

发酵、包馅、油炸、烘烤……这些动作

每天都会一直重复，直到做完当天最后

一个饼才结束。

第一炉肉饼刚出炉，就迎来了第一

位客人，他坐下来熟练地点单：“老

板，一个肉饼，一碗小米粥！”

热气腾腾的肉饼和粥很快被盛在盘

里送上桌，刚出炉的肉饼有些烫，一口

咬下去，伴随着“咔嚓”声，酥脆咸香

的滋味瞬间充盈整个味蕾；再嗦一口

粥，夹一口泡菜，爽口又解腻。

在付丽娟的记忆里，肉饼的味道在

舌尖萦绕了二十多年，陪伴她上学、结

婚、生子，就像“自家的一个兄弟姐

妹”。家里刚开始做肉饼的时候，付丽

娟十三岁，父母每天早早出门，推一辆

小车，撑把大红伞，在市场路口摆摊卖

肉饼。那时候她每天都要吃个肉饼，能

量满满地去读书。

随着时间流逝，付丽娟长大成人，

肉饼摊变成了肉饼店。店开张后，常常

客人满座，付丽娟端着肉饼和粥在一张

张桌子间穿梭，忙得“脚打后脑勺”。

后来，付丽娟从父母手中接过小店，继

续用心经营：肉要精选，葱要新鲜，面

粉要香，熬粥的材料要好……不容父母

辛苦多年做起来的招牌有半点损伤。

肉饼在付丽娟手底下也几经改良。

以前肉饼油炸后用煤炉烘烤，外皮浸满

油香；后来由于担心安全隐患，店内禁

止明火，付丽娟就和父母一起从头创

新，把馅、面皮、油酥、制作方法通通

改了个遍。“当时怕做不出以前的好味

道，很担心。还好做到了味道升级，且

健康少油，没有辜负客人们的期待。”

也许是付丽娟和父母对味道的坚

持，也许是时间的积淀，肉饼的味道成

了毕节味蕾的一个标签。他乡游子犯思

乡病，想念家乡食物的滋味，他们打电

话给付丽娟，请她把这份滋味邮寄到自

己面前。于是肉饼跟着快递去往天南海

北，甚至出了国。提起这个，付丽娟总

是忍不住笑：“我都还没出过国，我家

肉饼先出国了。”

就像付丽娟小时候一样，她的孩子

也爱吃家里的肉饼。有时候孩子带了同

学来吃，一声声甜甜的“阿姨好”让付

丽娟心花怒放，她毫不吝啬地端出肉

饼：“吃！都在长身体，多多吃！”

最后一个肉饼被客人买走后，小店

还不能打烊。付丽娟低着头和油酥，剁

肉馅，为第二天开店做准备。多年来，

她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工作着，从未觉得

枯燥，反而越做感情越深，“人生大半

的时间我都在和肉饼做伴，我用这门手

艺做出事业，抚养孩子，我骄傲。”

朱德两度过毕节
□ 翟显长

肉 饼 的 诱 惑
□ 陈 田

红军精神放光芒 枪杆岩下唱飞歌
□ 陈 思 刘靖林

位于枪杆岩村的罗炳辉旧居 （陈 思 摄）

枪杆岩村一角枪杆岩村一角 （（郑林华郑林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