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林口古镇，现是四
川省江油市二郎庙镇管
辖的一个办事处，距绵阳
市城区有90多公里， 地处
梓潼 、 剑阁 、 江油三县
（市）交界的潼江河畔，依
山傍水，原为三县交通要
道和商贸集散地 ， 号称
“鸡鸣三县”之地，有蜀道
第一镇之称。青林口最有
名、最值得看的是那座历
经沧桑的红军桥和那些
朴实无华的红军石碑。

“红军桥” 得名
红军桥原名 “合益桥 ”， 在小

镇呈 “T” 字型结构的街中间， 是
一座建于清代的石拱廊桥 。 据考
证 ， 当地商贾为解决场镇上的交
通 ， 繁荣商贸 ， 建立石桥 。 建桥
后， 又集资修建了桥楼， 取同舟共
济、 大家受益之意， 名合益桥。

1935年，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
江， 击溃国民党的二十八军、 二十
九军。 红九军、 红三十军经剑阁进
入江油青林口， 并在这里建立了区
苏维埃政权。 红军在青林口只住了
一个多月， 便奉命转移。 红军撤离
时， 一位女红军干部因病不能随队
撤退， 便留在当地一位老大娘家休
养。 红军撤离后， 国民党还乡团四
处搜捕红军战士和苏维埃干部， 老
大娘千方百计把女红军藏于夹墙
中， 不幸还是被还乡团查出来了 。
还乡团将女红军绑在合益桥上严刑
拷打， 女红军坚贞不屈， 最后被还
乡团杀害于合益桥上， 壮烈牺牲 。
解放后 ， 青林口民众非常怀念红
军， 要求政府将合益桥更名为 “红
军桥”， 1956年， 该桥被正式更名，
桥上风雨楼也挂上了 “红军桥” 匾
牌 。 如今 ， 桥头上 “拥护红军 ”、
“坚决反帝抗日”、 “红军是穷人的
救星”、 “婚姻自由” 等标语 、 石
刻还清晰可见 ， 历经沧桑的红军
桥和那些朴实无华的红军碑在无
声地向后人述说着那段血雨腥风
的历史。

1976年12月， 当时江油县革命
委员会公布红军桥为江油县文物保
护单位 。 1992年1月 ， 江油市人民
政府将青林口红军桥及石刻标语列
为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 红军桥
被批准为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2013年， 江油青林口古建筑群入选
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2014年8月6日， 被评为
“中国传统村落”。

红军桥承载的故事
红军桥不仅承载着青林口的历

史， 还连结着新街和老街。 青林口
老街上的房子沿着那条无名小河一
字排开， 房屋结构很有特色， 外面

看上去不过四五米高的房子， 里面
却被分为三层， 每一层的空间都足
够宽敞。 原来， 房屋的地基在靠河
的一边比大门低1米多 ， 用来喂猪
或堆放柴火； 正屋用木板隔成上下
两层， 上面住人， 下面会客或是煮
饭， 一家人的生活全在这个小小的
空间里展开。

老街的最南端是建于清光绪年
间的火神庙 ， 小小的寺庙由火神
殿、 文昌殿、 玉皇殿组成， 里面供
着的有道教的玉皇大帝、 火神、 文
昌君， 也有佛祖释迦牟尼。 从老街
沿着一条青石板路朝北走， 拐过一
棵古老的菩提树， 就是半边街了 ，
所谓半边街， 只不过是一溜稀稀拉
拉的房子， 可这里才是青林口最早
的中心。

青云溪是依傍青林口的一条小
溪， 溪水清澈， 涓涓细流， 不断地
冲刷着溪沟的碎石。 溪边竹林， 伴
着阵阵暖风， 在绚丽的阳光下， 绿
郁葱葱。 春风中， 山上的桃树开着
鲜艳的桃花， 红红的花苞， 或粉或
白， 嫩嫩的美。

青林古镇山环水绕 ， 地灵人
杰， 饱学之士层出不穷， 古代曾出
了进士符开泰、 邓大方和翰林学士
李深甫， 如今这里好学之风仍然盛
行。 古镇山不高而秀雅， 水不深而
澄清， 地不宽而幽静， 人不多而朴
实。 山区小镇， 恬静和美， 民风淳
朴。 街坊邻居， 安之若素， 安居乐
业。 没有纷争， 没有暗斗， 没有尔
虞我诈， 也没有人为造假， 它是那
样的干净自然， 阳光清新， 勾起人
们回忆从前。

《永远的长征》在这里拍摄
到青林口， 不要忘了吃豆腐美

食。青林口的豆腐宴很有特色，可以
说是一绝。当天，我们在黄家大院品
尝了青林口正宗的豆腐。据介绍，黄
家大院是1999年中央电视台 《西游
记》续集外景拍摄地。此后 ，大院声
名鹊起，吸引了四方游客。

黄家大院内，游客很多。老板娘
热心地向游客推荐当地有名的豆
腐，有怀胎豆腐、草船借箭 、蛋清豆
腐、红烧豆腐等十多个菜品。大家吃
后，感到豆腐细嫩，风味独特。

青林口场镇上许多小店， 销售
本地产的老字号土特产品五香 、麻
辣豆腐干、豆腐乳，自然发酵 ，没有
加任何防腐蚀剂， 还有本地人自己
腌制的咸鸭蛋， 价格低廉， 质量放
心，深受游客的喜欢，是送亲朋好友
的最佳礼品。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
为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文化，中
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拍
摄8集大型纪录片《永远的长征》。江
油市是红军北上出川的重要通道之
一， 是红色革命老区。4月15日至16
日， 摄制组到江油先后拍摄了青林
口红军桥及现存的红军碑刻、标语，
以及江油市中心的红军长征胜利纪
念碑等遗址。

6月14日，国家住建部等部门通
知， 公布了2016年列入中央财政支
持范围的750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四川共有19个村落入选， 其中江油
市二郎庙镇青林口村即青林口古镇
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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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红旗渠
□王耀奇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早在童年时期， 红旗渠精神就在我心
中扎下了根， “劈开太行山， 漳河引进来”
……英雄们的事迹一直在激励着我， 于是
一旦有了机会， 我便不顾山高路远， 驱车
来到红旗渠。

红旗渠早已成了集红色教育、 旅游于
一体的景区。 在河南林州市， 红旗渠算是
重点地区， 主要公路上都有去往红旗渠的
指路牌， 如果随便找个当地人问问， 多数
人都会热情详细地为你指道。 红旗渠纪念
馆在市区北面的坡道边， 景区内有座高大
的渠门大闸， 闸门上方赫然写着三个鲜红
大字 “红旗渠 ”。 闸门下流淌着清澈的渠
水。 附近有座碑亭， 碑文记述着红旗渠建
造史， 及为修渠而牺牲的工友， 就像刚经
历了战争似的。 大厅内不断播放着建渠大
军热火朝天的奋战影像。 太震撼了， 许久
没见过这么激动人心的劳动场面了， 我仿
佛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 那感动了亿万人
的红旗渠精神的年代。

离开红旗渠纪念馆， 我们驱车来到太
行山脚下， 顺着上山的石梯不断向上攀登，
不知过了多久， 我们才见着红旗渠著名的
景点 “青年洞”。 洞口流淌着碧绿的渠水，
一艘艘小游船来往于洞口内外， 洞内满是
彩灯。 别看此洞风景宜人， 可当年却是红
旗渠最难啃的硬骨头。 为此， 建渠指挥部
成立了青年突击队， 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
打通这条最难最险最坚硬的石洞。 顺着渠
边的栈道走了一会儿， 就见到了当年建渠
者在山崖间住过的工棚， 实际就是在山崖
间凿出的一块空地 ， 下面就是悬崖绝壁 ，
别说在这住了， 就是往崖下望都眼晕。 当
年这里没有路， 建渠者都是从山上系着绳
子下到这里的。 当年许多建渠工都是仅靠
一根绳子就悬上作业的蜘蛛人， 为了再现
这些蜘蛛人工作的情景， 而今景区有了悬
空作业的表演项目。

离开这个景区， 我们又往山上走了好
一阵。 来到高之嶺， 一条长长的铁索桥横
跨于峡谷之上。 漫步于桥上， 缠绵于群峰
之间的红旗渠， 宛若一条巨龙， 将无数太
行雄峰衔结起来。 欣赏红旗渠时也能领略
到巍巍太行的雄伟气魄。

只有走近红旗渠， 才能更加深刻地体
会到红旗渠精神焕发出的正能量。 实践表
明， 人心齐泰山移 ， 人定胜天不是空话 。
红旗渠精神 ， 会永远激励人们不畏艰险 ，
勇敢与大自然做斗争， 最终实现改造自然
造福人类的目标。

四川江油：
青林口古镇有座红军桥
□罗瑜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