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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昨天的赶，今天的
拍摄任务似乎轻松了许多。

按照计划，我们在会昌县
会停留两天。昨晚到达县城
已是晚上九点，晚饭结束后我
和冯导匆忙洗了几件衣服，早
上醒来一摸，衣服还是湿漉漉
的。

雨还在下。冒雨拍摄我
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会昌县归庄，距离县城 33
公里，是今天我们要寻访的重
要拍摄地。1935年 3月 10日，
29 岁的贺昌就是在这里饮弹
自尽，留下妻儿结束了自己年
轻而宝贵的生命。

环绕着大山，沿着曲曲弯
弯的山间小路，经过 1 个多小
时的跋涉，终于到达人烟稀少
的归庄村。撑起雨伞，拿出设
备，构思画面，分工协作，拍摄
工 作 有 条 不 紊 ，严 谨 细 致 的

进 行 着 。 在 开 拍 之 前 ，冯 导
特 意 点 燃 一 支 香 烟 ，摆 放 在
旁 边 的 石 头 上 ，以 表 对 先 辈
的敬意。

为了纪念贺昌同志，当地
政府在距离贺昌牺牲地大约 3
公里的坪坑村修建了一个以
贺昌命名的广场。偌大的广
场上，消瘦的贺昌塑像矗立在
广场。

快步向前，驻足仰望，与
先辈的塑像双目对视。只见
那淅淅沥沥的雨水沿着塑像
的 眼 睛 滴 滴 答 答 的 掉 落 ，顿
时，心中的悲怆油然而生。

千里之地遇同乡，虽是冰
冷的塑像，此刻却感觉那么的
亲切而温暖。

写完这段文字，夜已深。
窗外电闪雷鸣，雨声急促，想
着明天即将离开会昌，总是有
些不舍和牵挂。

2023年3月24日 会昌 高鹏记

（上接一版）

凌晨四点，仍不能寐。想
着明天还有拍摄任务，狠心撇
下手机准备入睡。但是，冯导
此起彼伏的呼噜声，让我愈发
清 醒 。 出 来 十 天 ，第 一 次 失
眠，也确实想家了。

为了追寻先辈贺昌的足
迹，我们只能将远在千里之外
的牵挂和想念藏在心底，留在
不眠的夜里。

同 为 父 亲 和 丈 夫 ，我 在
想，1935年当贺昌饮弹自尽的
那一刻，他在想些什么？也许
是自己最疼爱、最不舍的妻子
和儿子，也许是自己心中坚定
而神圣的信仰，也许是对未来
新中国的无限憧憬……

雨水，泪水，坚毅，美好，伟
大……一幕幕画面都永远定格
在茫茫大山的翠竹丛林中。

2023年3月24日凌晨 会昌 高鹏记

七点二十。闹钟吵醒刚刚入睡
的我。有点懒床，挣扎许久还是起
床洗漱、早餐。

赵 台 今 天 起 得 有 点 晚 ，很 诧
异。早饭后得知他母亲今天凌晨逝
世，大家深感震惊和无奈。简单交
代拍摄任务后，赵台匆忙赶往赣州
机场，转辗上海、太原，再回吕梁。

送走赵台，我们驱车前往会昌
县晓龙乡的“中央苏区最后一战纪
念馆”。

今天是周六，纪念馆会不会开
门，大家心里没底。路上我拨通了

昨天在坪坑村寻找贺昌广场时记下
的高排乡郑书记的电话。

高排乡紧邻骁龙乡，郑书记应
该能帮助我们打探和联系到最后一
战纪念馆的相关负责人。不出所
料，在郑书记的帮助下，我们联系上
了骁龙乡的副书记肖金林。

对于我们的到来肖书记非常热
情，并安排乡人大宋主席和老屋下村
刘书记陪同我们拍摄。在这里，我们
出乎预料地感受到了当地政府、百姓
对贺昌精神的关注和重视。从 2017
年修建的最后一战纪念馆，到骁龙乡

中学醒目的贺昌雕像，再到学校里面
的贺昌精神传习室，这里营造的浓厚
传承氛围，让我们作为贺昌前辈的老
乡，既感动又欣慰。

十二点半，上午的拍摄工作顺
利完成。在肖书记等人的盛情邀约
下，我们在骁龙乡政府吃了工作餐，
丰盛而可口。用过午餐来不及休
息，我们继续行进在了追寻贺昌足
迹的路上。

这段时间江西进入了雨季，每天
下雨似乎也很正常。赵台虽然回了
吕梁，但是对我们的拍摄非常关注。

2023年3月24日夜 会昌到于都 高鹏记

整理完素材已是午夜，刚有睡意，手机一
响，又清醒了。园园同志把明天（3 月 26 号）的
拍摄计划和路线发工作群里了，一切照旧，行程
紧密，没有任何喘息和休息的机会。

今天的雨格外大，也没有停。上午的拍摄
得到当地乡政府的支持，不仅带路，还招待了一
顿午饭，很可口，很舒服。我们惊奇地发现，在

“中央苏区最后一战纪念馆”里摆放着贺昌烈士
的雕像。当地村民听说我们是贺昌的老乡，格
外热情地给我们讲述当年战斗的情况。乡镇上
的一所中学里有贺昌精神讲习所，操场正中央
也矗立着贺昌的雕像，作为吕梁人，着实很感
动。

辗转在丛山密林中，无心欣赏风景，连绵的
大雨使得到处都是塌方、泥石流，河水上涨冲击
着山间小路。本来轮流开车的我们，今天只有
高主任一个人驾驶，毕竟他是经验丰富的老司
机。在去最后一个拍摄点的路上，还是发生了
意外情况，小路被上涨的河水俺没了，一辆小轿
车被困在齐膝的河水里，车里有年轻的两口子
和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不知所措。园园二话
没说先赤脚下水询问情况，高鹏和我也赶紧
下水支援。河水冰冷刺骨，我们使尽力气把
车推上小坡，给一家三口留下干粮和水，我们
准备原路返回。走出 200 米的样子，高主任说
这深山老林，救援车一时半会也赶不过来，他
们的车也打不着火，一会夜深了气温更低。大
伙儿一听，心疼九个月的孩子，三言两语商量
后，立即决定返回，让孩子和母亲先坐我们车里
暖和暖和。

等了一个多小时，救援车终于到了，我们也
赶紧出发往于都县城走。这时候雨又下大了，
密林里只能听见洪水的咆哮和沙沙的雨声，山
路出奇的黑。

路上四人聊天，笑着说上午是江西老表帮
我们，下午又是我们帮江西老表。突然就想起
今天午饭时，一位乡镇干部和我们说:“知道吕
梁英雄传，你们吕梁出英雄。”这应该是对贺昌、
对吕梁人最大的褒奖。

2023年3月25日 会昌到于都 冯伟记

截止本文发稿之日，《话说吕梁——百年人物系列》第一季《追寻贺昌的足迹》共5
集纪录片（每集30分钟）已制作完成，将在2023年 10月 31日——11月 4日每晚21时
30分左右在吕梁广播电视台播出，敬请收看。

补记

2023年3月27日 赣州大余 高鹏记

3 月 19 日到达江西萍乡
安源，27日从赣州大余离开，
我们在江西呆了整整 9 天。
其中，赣州时间最长。

追寻贺昌的足迹，赣州
是场硬仗。

在赣州，我们行进在兴
国、瑞金、会昌、于都、上犹等
9个县市的乡镇村庄、场馆遗
址，行程达 2000多公里。

吕梁是贺昌的出生地，
赣州是贺昌的牺牲地。我们
跨越 1800 多公里的距离，感
悟生与死的壮烈与伟大。

在赣州经历了许多事。
从得到帮助到帮助别人，从
他乡遇故人到贺昌精神的传
承，从只是为了拍摄到初心
使命的抵达，我们终于找到
了自己心中的那个贺昌。

来赣州时就在下雨，离

开赣州时依然在下雨。难道
真 的 是 因 为 江 西 进 入 雨 季
吗？还是冥冥之中上苍为烈
士的英灵而哭泣？！

昨天是赣州拍摄的最后
一天，下午我们在上犹县富
平乡红三军政治处遗址拍摄
时，巧遇前来参观的赣州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勇等领
导，见到我们，刘主任非常惊
讶和高兴，并表示在拍摄过
程中如有需要会大力支持配
合，这让我们非常激动。

刘主任是会昌人，贺昌
就牺牲在会昌。关于贺昌的
故事，刘主任很熟知。

走在离开赣州的路上，
脑海中满是贺昌在那里工作
生活时的遐想和思考，追寻
贺昌的足迹，我们继续在路
上。

2023年5月19日 山西汾阳 冯伟记

悼贺昌

手中的拐杖倒在滂沱大雨中，
再也不会感受到你那双大手的温度。

战马的嘶鸣并没有驱散天门嶂上空笼罩的浓雾。
你将冰冷的枪口对准自己，

子弹径直迸溅出你的满腔热血。
从此，山间的风知道，

竹林里的雨知道，
山西的黄土地知道，

江西低垂的云雾知道，
抖气河边，是你的生，
贡水河畔，是你的死。

29岁，是你留下的记号。

拍摄第 8 天了。刚刚享受过昨天一天
美好天气的我们，再次迎来了让人厌恶的阴
雨天。

早饭中间，窗外突然乌云密布，雷声隆
隆，大雨瓢泼。

风雨无法阻挡我们追寻革命烈士的脚
步。八点五十我们再次开始了一天的拍摄，
这时雨小了许多。

一上午的拍摄任务紧张进行，风雨也似
乎一直跟随着我们，下下停停，停停下下。
上午拍摄任务即将结束时，突然一个显示江
西赣州的电话打了进来，以为是诈骗电话，
最终还是接了起来。

“喂，你好！我们是铂林酒店前台，您的
337房间有一个内裤和上衣忘带了，您还取
吗？”

听到对方的话语，有点诧异。仔细回
想。哦！原来昨晚我们住在那个酒店，337
房间是高老二（高玉杰）和飞行员一起住的
那个房间。电话中赶忙交代酒店服务员把
衣服收起来，我们一会过去取。

拍摄完毕，已经十二点多了。导航显示
拍摄点距离酒店还有十公里，过去大概还得
半个小时的时间。此时，午饭还没着落。

取上东西，已是中午一点多了。本以为
老赵头会安排在瑞金市区吃饭。没想到，老

赵头招呼我们上车，继续赶往下一个拍摄
点。

行驶途中，老赵头说，先吃点车上带的
零食。并表示中午吃自嗨锅。

雨依然下着，车轮也在不停地转动。下
午两点多拍摄间隙，午餐在瑞金市的马道口
村解决，风雨中的自嗨锅，方便面吃得还算
爽口，也有种别样的味道。

草草结束午餐，赶时间，赶进度的我们
再次启程，风雨也依旧跟着我们，雨大就上
车躲避，雨小了赶紧下车拍摄，就这样我们
又跟阴雨天气交织了整整一天。

到达最后一个拍摄点石含村时，已是晚

上六点，雨还在下。具体的拍摄点（中共中
央分局旧址）的位置难以找到，我们只能用
最传统的方式，沿途询问村民，但是老 们
和我们语言上的障碍，让我们大费周折。最
终，在一位会讲普通话大叔的引导下，我们
终于到达拍摄点，借着日落之后的短暂天光
完成了拍摄任务。

一天的拍摄任务结束了，天也完全黑
了。我们继续踏上了前往会昌的旅程。车
上，冯导和老婆微信视频的熟悉铃声再次响
起，远在千里之外的关怀温暖于心。

漆黑的道路上，雨一直下，我们一直
走。会昌，但愿明天能够阳光明媚。

2023年3月23日 瑞金到会昌 高鹏（编导兼摄像）记

今天是进入江西拍摄的
第四天，从出发到现在，雨一
直在下。追寻贺昌烈士的革
命脚步，并没有那么容易。今
天，我们将拍摄贺昌最后牺牲
的地方。

闷雷和闪电交织，像是要
把天撕开一道口子，会昌山上
升起了白雾，神秘又优雅。

高主任开着车行驶在会
昌县城的红旗大道上，我猛地
一抬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的红色标语映入眼
帘。

贺昌牺牲时只有 29 岁。
我们这一行，总编导赵台已是
61岁（已退休）、高主任 46岁、
编导高鹏 36 岁、飞行员（张园
园）33岁、我 32岁。大雨滂沱
中 ，我 们 不 停 追 寻 贺 昌 的 脚
步。

昨天和妻子视频，两岁半
的儿子说想爸爸了，我不知道

该说点什么，有些哽咽，只能
说爸爸也想你。

确实，有些想家。
到贡水河了，1935年 3月，

因下暴雨，贡水河水位大涨，阻
挡了中共中央分局部队转移
的脚步，贺昌在突围途中遭遇
伏击，魂归天门嶂山下。

走过泥泞，抚过青瓦，当
我们站在贡水河旁，在镜头里
看着大雨滂沱、浪花四溅时，
我突然感受到八十多年前的
贺昌一定也曾凝望着这暴涨
的河水，再望向主力红军长征
的方向，毅然决然地与敌军殊
死战斗，以鲜血践行了心中矢
志不移的信念。

同样都在这里，同样都在
三月的雨天，时隔八十八年，
我，与革命前辈贺昌经历了一
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一切都
已改变，但这场对话的主题却
没有改变……

2023年3月24日 会昌 冯伟（编导）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