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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之夜》里的下渡

关注下渡，缘起诗友邹邦旺。十几年前，
在一次诗会上认识他。互留通联时，知道他家
住下渡。我之前知道下渡村在龟山公园对面，
在北塔边上，西出永安，那里是必经要道，经过
若干次，直到认识邹邦旺诗友，下渡人才给我
留下第一个具体且深刻的印象：那里的人纯
朴、执着，有文化追求。

喜欢下渡，源于卢前营造的诗画情意。也
是十几年前，我研究永安抗战文化，专门收集
了有关卢前的资料。我的文学导师、著名作家
裴耀松赠我卢前在永安创作的《上吉山典乐
记》和后人著述《卢冀野评传》。

1942年11月，江南才子卢前，从重庆来永
安担任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长，一个月
后，创作了流传久远的著名歌曲《永安之夜》，
开头一段是：

燕溪水
缓缓流
永安城外十分秋
月如钩
钩起心头多少愁
潮生又潮落
下渡照孤舟
冷月孤舟塔影的诗情画意，被卢前准确捕

捉并定格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成为绝唱。这首
歌由当时在音专执教的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
家尼哥罗夫谱曲，词为东方情调，曲具西洋色
彩，乃东西合璧之作。永安的音乐老师乐开丰
四处查证，整理出这首经典的歌曲，尤为难
得。这就是下渡给我的第二个印象：依山傍
水，风光如画，诗意盎然。

邹韬奋故里

亲近下渡，因为这里是邹韬奋故里。十八
年前，在研究航空先驱李宝焌时，得到文史专
家安孝义先生支持，赠我一份李宝焌兄长李宝
镛的资料，资料中刊印他的科举文章，首页标
明李宝镛的授知师：“晓村邹夫子印舒宇，前任
永安县知县。”邹舒宇是著名新闻工作者邹韬
奋的祖父。不过，如果仅凭此据，还不足以采
信邹韬奋出生于永安。

机缘有时候会相继莅临。教学改革，教
材改革，语文科首当其冲，全国出现五套以上
初中语文教材。2005 年，苏教版八年级上期
语文课本编录邹韬奋的一篇散文《我的母
亲》，排在第三单元“至爱亲情”中，课下注解
赫然写着：“邹韬奋（1895—1944 年），新闻记
者、政论家、出版家，出生于福建永安下
渡。”上课时，我很自豪地对学生说：“班上
有没有下渡村的同学？了不起啊！我教了20
年语文，这是唯一一篇永安人写的课文，大
家可以从文中读出永安风情，也希望大家课
后到下渡村去走访走访。”教材文本具有严
肃性，这样的注释，必然有其充分的依据。
下渡村曾经有过邹知县居所，那里是新闻巨

子邹韬奋先生出生地。据邹邦旺诗友考证，
邹韬奋出生地在邹家大院内。这是永安的光
荣，也是永安人的骄傲。

“工合”故地

研究下渡，始于它是“工合”故地。我研究
永安抗战文化，在梳理羊枣事件时，偶然发现被
捕16人中，4人与“工合”有关联：连城“工合”的
毕平非，永安“工合”的霍劲波、陈耀民2人，另
一个是曾在永安“工合”担任领导的桂畹兰。可
见永安“工合”是共产党人活跃的阵地之一。

“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来源
于二战时期为保证供给而兴起的生产合作运
动，由《红星照耀中国》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倡议发起，1938
年8月正式成立，国民政府拨款500万作为基
金，在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都得到迅猛发展。
总部在重庆，下设四个办事处：川康区办事处、
西北办事处、西南区办事处和东南区办事处。
东南区办事处在江西赣县，由艾黎指导建立。
1939年5月，永安成立工合事务所，最初开办9
个手工合作社，其中雨具生产合作社和皮鞋生
产合作社在下渡开办，后来又有所发展，下渡
成为永安工合的主要基地。时势推波助澜，当
时福建省会在永安，下渡就成为福建工合甚至
东南工合的重要基地。

据说路易·艾黎曾在下渡生活 3 个月，在
这指导建起了福建工合大本营，曾有一座独特
的圆形建筑，像炮楼，被称为“小钢炮”，就是工
合的生产基地。在下渡，艾黎带领技术工人生
产钢锉、雨伞、肥皂、皮鞋等战时民生物资。他
还对连城、永安一带的毛边纸进行改良，造出
的新闻纸远近闻名，当时永安印刷出版大量深
受欢迎的抗战文化书刊，他功不可没。

小小村庄，见证并参与抵御日寇封锁、发
展生产的伟大运动，涓滴细浪，汇成时代洪流
中潮头绚丽的一朵。当时全国的目标是：“设
立十万所工业合作社，解决数百万难民生活，
增加抗战经济力量。”这样看来，下渡既是手

工业生产基地，也曾是共产党人活跃的地方，
这片土地，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的
贡献。

步虹桥之变

作为浮桥的步虹桥早就消失在历史深处，
不过，在原址上已建起新的步行桥。

抚今追昔，1943年11月4日近午，日寇飞
机对永安城进行最惨烈的一次轰炸，许多人逃
难出城，步虹桥上多少惊惶的身影！据说一个
中年妇女背着孩子飞奔过桥，到了对岸，躲进
树林，连气都不敢大声喘。过了好久，感觉背
上孩子有点异常，放下来一看，惊呆了——不
知何时，孩子的小脑袋已被弹片削飞……不忘
历史，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

古老的北塔，清寂的云岩寺，都值得流连，
都值得描述。新的还有新农村建设，还有邹韬
奋研究会和纪念馆，更有规划中的广场和公
园。在我的眼里，姿色一天天丰美的下渡，在
我的心中，文化一天天深厚的下渡，谁说不是
一个地灵人杰的好地方呢？

（本文选自《城关记忆》，发表时略有删改）

4月20日，明溪县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邓德智向福建省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留言询问受捐助人的近况。几分
钟后，对方回复：已成功植入患者体
内，未来还需要至少两年的长期观察。

邓德智告诉记者，移植手术结束
两个多月了，他一直关切着远方不知
名受助者的命运。

今年2月2日，在历经5天“动员剂”
注射后，邓德智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
和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这“生
命的火种”当晚接力抵达重庆，为一个
深陷困境的家庭带去希望。受助者身
份根据规定保密，邓德智只打听到是一
位小伙子，身患急性白血病。

目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
治愈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非恶性肿瘤
等血液病最有效的方法。据福建省红
十字会消息，邓德智是三明市今年首
位（至今 32 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挺身而出”的抉择
此前，邓德智没想过真有“挺身而

出”的一刻——毕竟在白细胞抗原型别

中，非血缘关系相合的概率只有几万分
之一，甚至几十万分之一，在400名至1
万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中才有可
能找到合适的供者，有幸等到匹配基
因，顺利手术的患者少之又少。2019
年，还在读大三的邓德智只是抱着“弘
扬社会风尚、参与好人好事”的心态，在
无偿献血时签署了基因样本入库协
议。2021年，邓德智第一次接到红十字
会告知抗原配型相合，征求捐献意愿的
电话时，他甚至“有点懵”。

正值考研准备的关键时期，邓德
智随口就婉拒了。

之后的时间里，邓德智渐渐拿定
了主意，开始在网络上了解造血干细
胞移植的相关信息，热切而忐忑地等
待来电，然而，那通“生命求助热线”没
有再次响起。

去年 11 月底，红十字会又打来电
话，那极其渺茫的概率居然再次降临。
这次，邓德智略作沉吟就答应了。一个
月后，邓德智在明溪接受了复检，并签
订了相关捐赠协议。他大胆地先斩后
奏，在手术前夕才通知家人。因为此前
父母就心疼地坚决反对，舍不得儿子去

“用大针筒扎脊椎、抽骨髓”，尽管他们
对邓德智两次踊跃无偿献血赞许有加。

邓德智用红十字会科普的知识安
慰他们，说技术进步了，不再需要“钻
骨抽髓”，手术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不可
逆的伤害。

父母仍然沉默。他们不忍心目睹
手术过程，委托姑妈、堂姐全程陪伴邓
德智。

“拯救生命”的大事
再次面临抉择，邓德智其实心情复

杂，他也害怕、担心过，各种传闻让他几
番犹疑徘徊。但是为了拯救生命这件
大事，他鼓励自己勇往直前。

邓德智不是为了当英雄，但是在医
院的白血病病区里，邓德智感受到了病
患家属们对他英雄般的尊敬和感激。
在1月底入院做术前准备的日子里，几
乎每一个知道他是捐献志愿者的人都
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和亲近，尽管邓德
智注定不会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邓
德智也亲眼目睹，一位刚陪伴着儿子完
成移植手术的母亲情绪崩溃，捶胸痛
哭，哭喊声传遍走廊，他近距离感受到

了病患家庭的压力、期待和希望。这一
切让邓德智越发觉得自己加入了一项
伟大的事业，去挽救一个生命、一个家
庭是足以铭记终生的壮举。

他也不是为了什么回报。虽然有
单位领导、同事的肯定支持，有国家红
十字会、省红十字会分别颁发的荣誉
证书，在“八闽‘髓’缘”微信群中结识
了大批热心人士，但一路走来，身心并
不轻松。手术历时5个小时，采用外周
血采集法，没有“大针筒扎脊椎”的惊
悚，但过程是漫长的，术后还有1个多
月的恢复期，需要邓德智妥善安排工
作生活。

邓德智还不知道，根据福建省红
十字会公布的消息，在样本入库后的
四年时间里，“邓德智曾先后与三位患
者初步配型成功，但因为种种原因没
有实现捐献”，今年邓德智救助的是第
四位配型成功的患者。

奉献爱心，拯救生命，是一个伟大
的选择，但不会是容易的选择。听说
今年宁化有人二次捐献造血干细胞，
邓德智敬佩不已。他说：“只要是拯救
生命的事，就值得去做。”

为了“拯救生命”这件大事 ●明溪记者站 詹铁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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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俗名燕城，如今

西门桥和大溪桥之间两

水汇合处即是“燕尾”，著

名书法家罗丹曾在此客

居，燕尾下游不远处，是

古渡口，渡口边后来修建

一座浮桥，取名步虹桥，

由木船相连而成，漂在宽

阔的水面上，晃晃悠悠。

老照片上，平静的江

面上一道弧线，倒影水

中，富有诗情画意。古

时，村庄位于渡口下方，

故名下渡村。时光流转，

下渡早已成为永安的城

中村。陈年旧事，层层积

淀，值得娓娓道来。

永安步虹桥简介

步虹桥原为浮流渡口，明万历十四年
（1586年）修建，是通往大湖、安砂、明溪、
清流、沙县的交通要冲。明万历二十至二
十五年重建，有木船34艘，铁链2条。清
康熙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679-1700年）
募捐重修，并新制铁链1条，修筑两岸石
阶，建步虹阁，因此名为“步虹桥”。1934
年4月，红7军团抢占步虹桥西面浮桥头，
在红9团配合下，攻克永安。5月9日，红9
团驻守在步虹桥桥头阵地阻击敌军，掩护
部队顺利撤出永安。1944年2月，国民政
府福建省建设厅曾拨款重修。1960年大
溪桥建成后，原桥拆除。

2023年1月，新建步虹桥竣工通车。
这座悬索结构步行桥，全长254.54米，宽
3.2米，主跨径150米，为沿河两岸周边居
民往来提供了便捷通道。

邓德智术后留影

下渡

▲下渡村新貌
（罗联永 摄）

◀旧时，步虹
桥边的下渡村

（聂书专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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