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 年 5 月，时任梁平中心县委书记的蒋可然
被中共川东特委派到北碚，接替杨德存成为北碚中
心县委第五任书记，一直到1945年7月。蒋可然是在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在北碚任职时间最长的一
任书记，因长期四处奔走，使他练就了健步如飞的能
力，同志们亲切地称他为“飞毛腿书记”。

蒋可然于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武胜县三溪乡的
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调任北碚之
前，蒋可然曾先后担任巴县县委书记和梁（平）大
（竹）中心县委书记。到北碚后，蒋可然化名蒋季光，
先后以文星小学教师、黄桷小学教导主任、东阳小学
校长等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蒋可然与从

渠县县委书记任上调来的江伯言、从广
安县委书记任上调来的余金堂组成北碚中

心县委领导班子，领导北碚和邻水、渠县、岳池、
广安、武胜、合川、潼南、铜梁、大
足等县的党组织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
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务大肆
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形势
非常严峻。蒋可然根据中共中央
南方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
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和“三

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
众化）政策，把主要精力用在被暴露党员的调动上。当
时，调动一名党员非常困难，需要党组织设法安排适
当的公开身份，又要考虑周边环境，还要解决具体困
难。蒋可然的公开身份不允许他白天开展党务工作，
一切只能在晚上进行。他常常要在天黑之后，动身到
很远的地方找同志谈话，了解情况，安排工作，通知同
志转移等。在天亮之前，蒋可然必须赶回学校上课，否
则存在暴露的风险。到星期日，蒋可然则要到其他县
里去指导党组织工作。长期四处奔走，让他练就了健
步如飞的能力，因此有了“飞毛腿”的外号。

在严峻的形势下，按照党的秘密工作原则，蒋可
然做事相当谨慎，一旦发现身边的共产党员有暴露
的风险，他就立即安排转移，十分果断。在蒋可然的
妥善安排下，邻水县特支书记李家庆、合川县委书记
刘渝明、铜梁县委书记杨中育、渠县特支委员周兴民
等先后转危为安。此外，蒋可然还租赁了嘉陵江上的
一艘小船，在船上秘密召开干部会议，进一步贯彻党
的隐蔽方针，检查“三勤”“三化”政策实施情况，并将
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传达
下去，使党的基层组织既看到光明，树立必胜的信
心，又切实做好隐蔽工作。在那段艰难的岁月，北碚
中心县委领导的党组织没有遭到大的破坏。

在艰苦的环境中，蒋可然担任教师，工资不多，
他还时时帮助更困难的同志。1941年，党员周子成从
邻水县调来北碚，老婆孩子也来了，一时找不到工
作，蒋可然便拿出一部分工资帮助他度过难关。蒋可
然的爱人刘文涛也是共产党员，一次，刘文涛给蒋可
然做了一件新衣服，可没几天，新衣服就不见了，一
问之下才知道，蒋可然把衣服送给了一位要结婚却
买不起新衣的同志。

长期为党的事业奔波和救助同志，蒋可然的家
庭经济总是入不敷出。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由于
营养不良，尚在襁褓中便夭折了。第二个孩子出生
后，蒋可然的弟弟好不容易筹了一点“月礼”钱从老
家送来，蒋可然也打算星期天去合川工作时买点鸡
蛋回来，但当他在合川看到一个患重病的同志时，又
忍不住把这笔钱全部送了出去。

1944年，蒋可然在东阳小学任校长时，特务机关
安插了一个特务担任教导主任，严密监视蒋可然，并
制造事端，还要挟蒋可然加入特务组织。蒋可然征得
上级党组织同意后，果断停止了与党的联系，冒着被
抓捕的风险与特务周旋。

1945 年 7 月，上级党组织安排蒋可然夫妇回老
家武胜县三溪乡暂时隐蔽。1948 年，武胜县特支成
立，蒋可然任特支委员，后又任川东临委第八区工委

委员，参加华蓥山武装起义。他领导的三溪乡起义部
队打了几次胜仗，击毙了带队前来镇压的南充县警
察局局长，后不幸在转战途中被捕。

蒋可然被特务关进了渣滓洞监狱，遭受了各种
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狱中，他与许
建业、江竹筠、刘石泉等难友一道，通过绝食斗争，赢
得了组织新四军战士龙光章的追悼会和1949年春节
联欢会的胜利。1949年11月14日晚，蒋可然与30多
位难友在歌乐山电台岚垭英勇就义，年仅34岁。

蒋可然
外号“飞毛腿”的中心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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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媚的季节
金色阳光
洒落在童年的池塘
那粼粼的波光
诗般绚烂
映射出如初的梦想
哪里的天地可以去纵横
哪里有四海可以来徜徉
柔软的空气
不禁自由地呼吸
闭眼畅想也是一首歌曲
和风习习
吹撩萌动的心情
莺声呖呖
如在催行
春天是出发的时节
我要行走
追求就是借口

这是猛烈的季节
热潮翻滚
徒步在无人的原野
天空空
地荒荒
万物苍茫
前方是何方

恍惚间
仰望了那燃烧的云霞
莫名的火
引爆了心底的冲动
童年的池塘
又出现在远方
池中的小船
正在随风荡漾
夏天是拼搏的时节
我要行走
开弓箭不回头

这是希望的季节
到处都有满足的喜悦
那一浪浪的麦芒
那一丛丛的金黄
让我彷徨
是否该忘情相拥
尽享一片秋浓
天高高
气爽爽
这般清朗
但我没有看见童年的池塘
这不是愿乡
又要背起行囊
再往远方

不怕错放
秋天是旅行的时节
我要行走
不是目的不停留

这是苍凉的季节
在雪里跋涉
除了孤独的自己
一切都是白色
目光开始迷离
寒冷消耗了底气
天朦朦
地皑皑
时光停怠
回顾一路走来
童年池塘是否还在
行走了多久
已忘了年代
望黑夜白昼
思绪如雪花飘带
串起了途中风景多彩
冬天不是结束的时节
我要行走
经过就是成就

行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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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峨华蓥山脉，孕育黑水滩河。奔流百余
华里，涵养一方水土。十余载不懈治污，黑水滩
蝶变竹溪。今日竹溪，乃水土文脉，新城中轴。

美哉竹溪，绝版画廊。梦幻竹溪，四季皆
景。春景雾锁烟笼；夏景日照东方，秋景天如水
色，冬景水浅沙平。沿溪行，一泓碧波荡漾；蓝
天沉璧，满溪绿意清幽。一路溪桥，倒影如虹。
碧水绕城，老街凝眸。净水梵音相映，拜佛参禅
问道。溪流飞瀑，瑶草野花，参错其间。修竹蔽
日，卉木如濯，晨晖争姣。坐听溪喃，涵青水墨
画卷。置身桃源，沿袭陶潜遗风。倚翠花影，竹
溪烟雨浅红。谷地稻香，悠扬农耕文化。山语听
风，芙蕖盈盈六脉。沐浴夕照，竹溪晚渡悠长。
千年一叹，竹溪丽容姣姣。移步易景，公园芳踪
随觅。儿童乐园，超萌熊猫乐童心。旱喷广场，
霓虹喷泉映盛世。桃花源记，万枝丹彩灼春融。
竹溪记忆，叠瀑景观收眼底。河心驿站，亲水纳
凉好去处。竹溪老码头，还原乡土旧情结。阳光

草坪，共享春日好时光。凤舞花桥，浪漫故事醉
迷离。竹溪游园，纳凉戏水不思归。水迷宫，领略
生态湿地魅力。大美乎，丽人浣衣、石罅虾舞。壮
哉乎，多桥叠翠，空谷回音。

美哉竹溪，文脉流徽。人物同景物兼美，溪
水与云水齐名。竹溪文明光影，滋润城市根脉。
百年逊敏书院，文鹏厚重乡梓；滩口大树牌坊，
引人发古思幽。复兴儿童线描画，荣膺市级非
遗。一方祖传贺家拳，威振国际武坛。灵山秀
水，英才辈出。王朴兴学莲华，悲壮事迹昭天
地。文脉传承，弦歌不绝。竹溪之胜，胜诸人文。
微距国科大，幸与科技精英大师为邻。触摸百
年江中，熏染金质教育文脉书香。

美哉竹溪，新城智谷。亘古竹溪，何来新景？
山水润泽文脉，衍生打卡网红；科技生态同频，
催生两江智谷。栽桐引凤，京东方诸名企竹溪河
畔筑巢；搭建高端平台，国科大众院校云顶山麓
深耕。世界500强云集水土，中国500强扎根新

城。芯屏器核网，赋予水土新城高度；医药生物
电子，诠释竹溪智谷内涵。

美哉竹溪，人居天堂。烟雨竹溪，唐宋意
境。梦幻竹溪，山水画廊。一帘幽篁，远胜文与
可墨竹图。绝版山水，妙媲顾恺之洛神赋。问我
竹溪风物，丰姿若何？天蓝白云兮，山青水碧；
花草红绿兮，风和而日丽。有竹必有文化，无溪
不成山水。蜿蜒竹溪，一路向南拥嘉陵；梦幻碧
水，柔湄风骨萦美宅。观华楼林立，别墅俨然，
高阁拔地，广厦擎天。一阕田园牧歌，悠扬观音
山语间；妙境曲苑风荷，演绎竹溪上河图。

绝版竹溪，见证两岸蝶变；大美水土，轻舒
新城画卷。

诗云：
一方山水画廊中，
千年竹溪美若虹。
极目水天观雁阵，
水土新城入苍穹。

竹溪赋
■刘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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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是 1958 年的上半年吧，
我在位于团山堡的重庆一师附小（今
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附属小
学）念书，班上有一位从外地转学来
的杨同学，住在大明纺织厂斜对面的
亲戚家。因为隔得近，上学放学时我
俩就常约着一起走。我俩的个性都属
于好奇好玩的那种，于是很快便成为
了好朋友。听人讲，在金刚碑可以看
到好多骡，金刚碑现做的米花糖很好
吃，我们听得心里直痒痒，说一定要
去看看。

虽然金刚碑离北碚城区和我们小
学都不算远，但我还真没去过。我们是
在一个星期天，从团山堡步行去的金
刚碑。我们前行了四五里路，正犹豫着
是不是要从公路边的一个岔路口下去
时，恰巧看到一个戴草帽的马夫赶着
两匹驮着煤的骡走过来，机灵的杨同
学赶紧问了一句“老伯伯，这条路到不
到金刚碑”。面色黯黑的马夫听了后，
热心地用手一指“要去金刚碑，顺着这
条石板路走就是”。我们连连道谢，小
心地绕过骡走到前面去，听着身后传
来的阵阵铃铛声和铁掌踏在青石板上
的嗒嗒声往前走去。

眼前一溜的青石板下坡路，蜿蜒
曲折，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岁月的踏
磨，凸凹坑洼，溜光滑亮。初夏的骄阳
下，路边山崖上柏树苍郁，桐树上的果
子已经发青，满坡的苞谷都“背了娃
娃”，红须子点缀着绿叶，黄土墙黑灰
瓦的农家小院边，杏树、李树、桃树上
挂满了果实，让我们馋得不行。下坡路

走得很轻快，拐过竹树夹道的青石板，
就见山坳之间，房屋层叠参差，一条细
小而清洌的溪流静静地穿过古雅的小
石桥，时隐时现地向下方流去。我们知
道，这就是金刚碑了。

我们踏过有简单雕饰的小石桥，
走在不甚平坦的青石板路上，环顾这
房屋不连片，像街又不像街的小镇，觉
得好奇又新鲜。我们当时正好赶上金
刚碑赶小场（即赶集），街上有不少挑
着竹篮，背着背篼卖蔬菜、山货、水果
的村民。临近中午，走一阵也饿了，杨
同学说今天就吃香香（方言，即吃好吃
的零食）填肚子。于是，我们走到街头
的一家小店，一人掏出几枚崭新的硬
币，对店主婆婆说我们要买金刚碑现
做的米花糖、海椒糖、芝麻梗，老婆婆
抬头看了看我俩，说只有海椒糖、芝麻
梗，要吃米花糖得到前面小巷边那家
专做米花糖的店铺去，隔得不远，是镇
上的特产。我们买了那种形状酷似辣
椒、颜色鲜红的海椒糖，成人中指般大
小，粘了一层白芝麻的芝麻梗，这两样
东西好吃又便宜。

我们嘴里吮着甜丝丝的海椒糖，
嚼着松脆清香的芝麻梗，边走边看。街
上有楼房有平房，有砖瓦的，也有竹木
夹墙和简陋席棚绑扎的，新旧杂陈，不
像北碚城区建筑那样规矩整齐，却别
有一番风味。中午时分的饭店、面馆、
酒馆、茶馆里面，食客、茶客不少，看他
们穿着的衣衫，破旧而单薄，多是拉船
的纤夫，挑煤的力夫，赶骡的马夫，或
是等待装煤上岸来打牙祭、过酒瘾的

船夫、桡手们，而供应农资五金的供销
社、副食小百货店、粮店、肉店、草药
摊、剃头铺，则顾客不多。

再看散街两边的坡上，林荫之间，
错落分布着有飞檐翘角的楼阁，格式
讲究的瓦舍、小院，青灰色方正的建
筑，颇有气势。想来，这就是抗战期间
迁到金刚碑的那些单位修的房子吧。
而现在坡上的宅院、楼房什么的，很安
静，不好进去，我们只在外面转了转。
不过，半山坡上的金刚碑小学，那石砌
的校门，门楣上好看的雕饰，着实让我
们羡慕不已，因为我们学校是没有校
门的，唯有与外面相连的一条砂石路
上方的那棵老黄桷树算是校门的标志
了。

我们根据卖糖婆婆的指点，很快
便找到了那条短巷，果然看到了一家
米花糖作坊，没有招牌，制作和销售都
在一间屋子里，门口已经有人在排队
了，我们也赶紧站在一旁等待米花糖
出锅。此刻，匠人正在用一柄硕大的锅
铲翻炒混合大铁锅里的炒米、花生粒、
核桃粒、芝麻、糖和猪油，等翻炒得差
不多了就舀到旁边的一个大木盒里，
模压、冷却、切块，浓香四溢，看得我们
口水四溢。现做的米花糖跟街上卖的
江津米花糖大小相仿，只是没有花花
绿绿的包装纸。我们一人买了一块，那
喷香酥脆的滋味，吃在嘴里久久不忍
吞下。

在街东边，离那棵大黄桷树数十
米处，一间破旧的打铁铺背靠山坡，
炉火正旺，一师一徒正抡锤捶打一把

锄头，火花飞溅，叮铛声在山谷间回
响。离得更远一点，靠近街口，一间楠
竹绑搭的席棚屋里堆着高高的煤炭
堆，门楣处挂一块写着“煤栈”的木
牌，门边吊着一管粗大的秤杆，煤栈
旁的空地上，搁着驮煤的空竹筐，八
九匹骡悠闲地或站或卧，有的吃着草
料，有的不时打着响鼻，有的不时摇
起尾巴驱赶蚊蝇。这时，我们才得以
细细观察这些毛色不一、个头不等的
骡，有黑棕色的，有红棕色的，有板栗
色的，有灰白色的；有的颈上系一个
大铃铛，有的颈上系两三个小铃铛，
有一匹的头顶处还挂了丝线做的红
缨，有两匹的头顶处挂了红绸布做的
彩条，煞是好看，我们俩都是第一次
见，好奇得很。

我们在那棵大黄桷树下坐着休
息，透过浓密的树荫，星星点点的阳光
晒在青石板上。我们脱了鞋子，直接踩
在青石板上，山风徐徐，一股清凉从脚
底沁进心里，安逸得很。直到街上的人
逐渐稀少，我们才沿街尾的坡路向江
边走去。江滩处，一艘带席棚的渡船静
静地停在江边，等待着乘客；两艘满载
煤炭的大木船，两艘空木船，跳板斜
闲，桅杆上风帆收束，停泊在岸边，这
就是金刚碑的水码头了。远眺上游，西
斜的太阳给青绿色的温汤峡口镀上了
一层辉光，下游，薄薄的轻靄下，庙嘴
的矶石隐约可见。

两个好玩的少年，在江风的吹拂
下，沿着江边时而细软时而坚硬的砂
石路往家的方向走去……

那年，少年眼中的金刚碑
■高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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