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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度“可

以 把 广 州 和 哈

尔滨连起来”的

红 旗 渠 与 南 京

长 江 大 桥 一 道

被 周 恩 来 总 理

自豪地誉为“新

中 国 的 两 大 奇

迹”。而今的红

旗渠，已不单单

是 一 条 水 利 工

程，它形成的红

旗渠精神，已经

成 为 中 华 民 族

宝 贵 的 精 神 财

富……

红旗渠：让太行山低头的“人工天河”
余 玮

当年，红旗渠动工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决定
拍一部展示“人民公社的威力”的电影，便赶到林县拍摄。不久，
上海电影制片厂接踵而至到工地拍电影聚焦“十二姐妹”。

20世纪70年代，随着电影《红旗渠》在全国公映，“红旗渠”
三字变得家喻户晓。红旗渠作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样板工程，
成了名副其实的一面红旗，参观学习者蜂拥而至。

周恩来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
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而红旗渠“是英雄的林县人
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974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到纽约参加第六届特别联
大，他带去了10部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和生活风貌的电影，在联
合国总部放映的第一部影片就是《红旗渠》，反响热烈。

从红旗渠工程的规划、设计、建设、推进，直到工程的完成，
林县人民在建设这项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工程中，锻造了气壮山
河的红旗渠精神。被世人称为“人工天河”“中国的水长城”“世界
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不再单纯是一项水利工程，已成为民族精
神的一个象征。

今天，这里已是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张买江的儿子张学义也在红旗渠
上工作，对每条干渠、支渠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三代人坚守红旗
渠，便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1999年，林州市成立了“中国红旗渠集团”，并在国家工商总
局注册了“红旗渠”商标，“红旗渠”从此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形态
登上了历史舞台。“红旗渠”旗下的产品有香烟、啤酒、白酒、水
泥、汽车配件、铝型材、扑克、食品等25类230种。

2005年7月，安阳市提出了红旗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议。
“除了对水渠本身的养护，如何确保水渠有水，这是决定红旗渠命
运的关键。可以说，没有了水，红旗渠的生命就结束了。红旗渠断
流意味着啥？红旗渠永远地断流，就可能废弃红旗渠工程，可能湮
灭一段历史，更可能会终结一种精神，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忧心！”
红旗渠“申遗”建议者赵河铭急切地说。

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会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副
主席郭旃认为，红旗渠是一项重大水利工程，是人类在特殊自然环
境下建设的、成体系的一组物质文化组合，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艺术
成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组副组长安家瑶说，红旗渠体现
了人类利用水的智慧，体现了人类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存状况和顽强
精神。

红旗渠是一条英雄的渠、文化的渠、精神的渠。历史，正赋予
红旗渠更多的光荣与梦想！

（本文作者是红色作家、诗人、文献研究专家，中国作协会
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
会员。）

一条英雄的渠、文化的渠、精神的渠

1954 年 5 月，杨贵被任命为河南
省林县县委第一书记。刚来林县不
久，杨贵第一次下乡，大汗淋漓地来
到一户老农家，想要碗水洗把脸，这
个看似再正常不过的要求的的确确让
老农十分为难。家里断水已经有些时
日了，仅有烩面碗大小的洗脸盆半盆
水。既然书记亲口提出来了，再不舍
得老农也只得把它端出来。原本想着
杨书记也会像家里人一样，洗完脸把
水留下。没曾想，杨书记洗完后把水
给倒了！这真是把这家人的心都疼坏
了。

“洗脸事件”成了杨贵挥之不去的
愧疚，也变成了他改变林县“水贵如
油”的决心和信念。

800多年前，姓谢的知县带领林县
百姓修了一条仅有 1 尺宽的小水渠，
当地人感激不尽，称之为“谢公渠”，
为其建了“谢公祠”。抗战时期，共产
党领导的八路军为群众修了一条“抗
日渠”，至今传为佳话。重情重义的林
县人，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曾经给过
林县一滴水的恩人。

在林县境内寻求新的水源，希望
不大，林县县委把解决水问题的眼光
移向县境外部。于是，县里组织了三
个调查组，分别赴临省山西的平顺
县、陵川县、壶关县考察新水源。

最后，经过多方考虑，县委认定
引浊漳河水入林县是最佳方案。10月
10日夜，由杨贵主持，召开林县县委
全体(扩大)会议，对兴建引漳入林工
程做专门研究。杨贵在讨论中说：“有
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人民
公社集体力量的无穷威力，有全县人
民的巨大力量和支持，有几年来治山
治水的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重
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愿望。这就是我
们主宰大自然的主动权，我们就是要
利用这些大主动，克服水源奇缺的小
被动。”大家争先恐后发言，一致同意
兴建引漳入林工程。会议气氛十分热
烈，一直开到翌日凌晨7时才结束。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太原
听取林县的汇报，决定支持林县跨省
引水。1960年1月16日，林县正式向
新乡专署和河南省人委写了引漳入林
工程的请示。

“同意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建
议林县引漳入林工程从平顺侯壁断下
引水，并按此设计。”短短数语批复，
对于林县县委班子来说，胜过新年最
丰盛的大餐。

这年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十四，
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广播
誓师大会，40余万人参加收听，全县
轰动。次日是元宵节，3万多修渠大军
陆续到达工地，引漳入林工程拉开序
幕。

热火朝天干了20来天，暴露出效
率低、质量差、安全事故多等各种问
题。杨贵及时在盘阳村召开党委扩大
会议：“立即找见渠底平线，然后往里
挖”，“大搞工具改革”，“领导少，线
路长，可采取分段突击的方法”，“已
不计划渠内过船的打算”，“6公尺高的
洞可分别改为 4 公尺”，“放炮大量运
用代用品，如食盐、牛粪等”。杨贵在
会议上提出把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

“红旗渠”，与会者一致同意。

县委书记的
“洗脸事件”

总干渠全线开工后，一场男女老少
齐上阵、千军万马战太行的战斗打响
了。林县人口50多万，其中30多万人
先后参与了红旗渠的修建。

在红旗渠修建之初，由于林县人民
之前祖祖辈辈没人干过这么大的工程，
有些群众不相信建渠能够成功，有人说

“工程艰巨任务大，一个林县难修成”，
有人说“经济困难没技术，光靠群众可
不中”，有人说“出力花钱是枉然，不
如趁早把摊散”，有人说“县委背着干
粮送远屎，屙了也肥不了林县田”。一
些心存偏见的人甚至上纲上线说引漳入
林工程是“秦始皇修长城”，是“隋炀
帝开运河”，各种流言蜚语不一而足。

以杨贵为班长的林县县委需要承受巨
大的舆论压力，民工的修渠情绪也受到了
影响。特别是1960年6月12日上午，城
关公社槐树池村的民工正在谷堆寺下紧张
施工，崖头上一块巨石突然坍塌滚下山崖
砸向人群，造成9人当场牺牲，3人重
伤。事故发生后，上上下下都有人指责

“杨贵不管群众死活”“红旗渠是死人渠”。
是继续修还是半途而废，这是一个

节骨眼。杨贵坚信：“要奋斗就会有牺
牲！为了林县人民的根本利益，红旗渠
决不能半途而废！”为了统一广大干部
群众的思想认识，县委开展水利大讨
论，使大家认识到，要想改变林县的贫

困面貌，根本措施就是大修水利。大家
都说：“既然愚公能移山，我们修渠有何
难，立下愚公移山志，决心劈开太行山。”
此后红旗渠的修建还遇到一道道险阻难
关，好在林县的干部群众都能够咬紧牙关
不惧人言，才能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落石和塌方，是红旗渠工地上最大
的危险。为排除隐患，指挥部成立了排
险队，身材瘦小的任羊成第一个报了
名，被推荐为排险队长。接受采访时，
他说：“要在太行山上凿壁修渠，除了
放炮崩山之外，有一个工程隐患不得不
重视：山上不断滚落下的松动石块。所
以必须有人上去把松动的山石排除掉，
不然在下面的工友随时都会有生命危
险。我开始是爆破队队长，后来由于红
旗渠工地需要组建排险队，我就接下了
这个任务。领导说，‘除险是很危险
的，你不怕死啊？’我回答，‘怕死不当
共产党员！’我知道那是在拿着生命干
的事儿，可是我想总得有人干吧，共产
党员就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任羊成记得，在他们上山除险之
前，那一座名为鸻鹉崖的险要之地，发
生过3次事故。有人说，这是开山放炮
的声音惹恼了山神。“山西群众说，这
个山是见阎王的地方，来到这儿就不敢
上去。他们说，鸻鹉崖是一个鬼门关，
猴子爬不上，禽鸟不敢攀，这是见阎王

的地方，人可不敢来啊。”
于是，排险队站出来了。当地村民告

诉任羊成不要上鸻鹉崖，警告说上去就是
见阎王。任羊成笑了笑，表示要啃下这块

“硬骨头”。他把沉重的麻绳系在身上，绳
子的另一端则用钢钎固定在山崖顶部。之
后，他凌空下到山崖外，像荡秋千一样弹
起，手握钢叉，在接触石崖的瞬间将松动
的山石除去。

“排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
名。”这句顺口溜当年在工地上广为流
传。凭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任羊成开
始了在鸻鹉崖的空中作业。一块石头砸在
任羊成的嘴上。4颗门牙被砸倒了，压在舌
头上。任羊成张不开嘴，舌头也动弹不得。
他从腰间拔出钎子，插进嘴里，生生把牙别
了起来。随后吐出一口血水，几颗门牙随着
被吐了出去。任羊成就这样悬在半空中作
业，一直坚持到下午1点钟左右才收工，下
来后，他的脸已经肿得很大，嘴也合不上，
喝口水都很困难，但他稍稍休息后，下午又
按时上工除险。第二天，他怕领导要他休息
不让他参加劳动，便戴着口罩，背上大绳又
上山继续除险。很快，他被誉为太行山上的

“飞虎神鹰”。
由于工作需要，任羊成要长时间用粗

绳绑在腰上悬空作业，他的腰部经常被绳
子磨出鸡蛋那么大的血泡。杨贵每次在工
地上看到任羊成腰间的血泡都会心疼得流
泪。有一次，任羊成在除险时不慎摔进了
圪针窝（当地对带刺灌木丛的称呼），脊
背上扎满了尖尖的枣刺儿，但他忍着疼痛
挣扎着又爬上山崖，继续坚持除险。当
晚，房东老大娘和儿媳妇给他挑刺，连续
挑了一个钟头，圪针挑了一手窝，他一句
疼也没喊……

“排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

1960年 2月，张运仁上了红旗渠总
干渠建设工地，任南山施工排排长。5月
13日傍晚收工放炮时，有一炮迟迟没有
炸响。张运仁急忙跑出安全洞，劝阻民工
注意躲避。没想到悲剧发生了，大家刚刚
散开，炮响了，一块巨大的飞石击中了他
的头部，当场牺牲。从进工地到牺牲，仅
仅3个月时间。

得知张运仁牺牲的消息后，妻子赵
翠英悲痛欲绝。安葬了张运仁之后，赵翠
英对排行老大的12岁大儿子张买江说：

“你爹没有修成红旗渠就走了，你要接过
他的担子，继续完成红旗渠建设。你去就
得把水带回来，带不回来水，你就不要回
来！”于是，张买江成为了红旗渠最年轻

的建设者。
其实，“买江”这个名字寄托了当地

人对水的期盼。在当地，水是如此珍贵，
以至于人们舍不得用它来洗漱。张买江
说：“有些老辈的人一辈子只洗过三次澡
——出生、结婚和断气。”

由于张买江年龄小，出于对他的关
照，工地总是为他安排相对轻松一些的

工作，不忍心为他安排强度太大的工作，可
是张买江总是自己挑重活。张买江知道，父
亲生前的愿望就是要把红旗渠建好，自己
要在工地上好好干。张买江不光是在工地
上背重物，而且经常在各工地之间来回奔
波。“我在红旗渠工地上经常跑来跑去送东
西，临上工地时俺娘给我做了一双布鞋，不
到一个月我就穿破了，脚底磨出了血泡。没
鞋穿了，我就用废旧汽车轮胎做成鞋穿，时
间长了，脚上就磨出了茧子，这茧子后来再
也没有消失。”直到今天，张买江脚上的老
茧隔一段时间还得用刀片刮刮，不然疼得
走不成路。当年，张买江在红旗渠工地上一
干就是10个年头，直到全面竣工。

“当时，在工地上有一种工作是要从漳
河里向工地背水。那年我15岁，记得当天
我是背够了水的，但队长说我没背够数，还
说不背够不许回去吃饭！我心里很委屈，气
呼呼地又背着一大袋水往工地走。这时，杨
贵书记正陪着穆青在工地上采访，穆青看
到我就问，‘小鬼，累不累啊？’我没好气地
回了他一句，‘你才是老鬼呢！’穆青看我虽
然年龄小，长得也瘦弱，但很倔强，就笑着
说，‘你真是个小老虎啊！’”于是，张买江的

“小老虎”名号就在工地上不胫而走。记者
采访时，也戏称他为“红小鬼”。

“带不回来水，你就不要回来！”

最初，林县县委提出大干80天，建成红旗渠的口号。当时对工程
时间的计算方法很有意思，他们以农户盖房子所用时间为依据，用上
工地的劳力数乘上工程的长度数，粗略算出80天就够用了。于是，提
出的口号是“大干八十天，引来漳河水”。很快，工程的艰难使他们明
白可不是这么简单，仅一期工程就进行了200多天。

没人想到，工程一干就是10年。
1965年4月5日，举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庆

典大会。会上，向牺牲的干部民工致哀。
在通水的第二天早晨，张买江到村里的池塘去打水时，发现很多

村民拿着空桶并没打水。“我走近一看，母亲坐在池塘边，听人说她
在这里守了整整一夜，就等我去打这第一桶水，村民们都知道我家
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在等我。”当张买江挑起第一担水准备送往地
里时，他的母亲终于抑制不住5年来的悲痛，仰天痛哭，高喊着张买
江父亲的名字说：“运仁啊，你放心吧，儿子把水带回来了！”在场的
村民无不动容。

当天中午，张买江从地里干完活回到家时，发现母亲不在，炉灶
也未生火，“我心里咯噔一下，快速跑向父亲的坟地，远远地看见母亲
趴在坟上一动不动，我心里害怕极了，直到我把母亲摇醒后才松了一
口气。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在我去地里干活后，用家里的一个小水罐
舀满了水，到坟上去告慰我父亲，也许是过于悲伤，也许是过于疲惫，
哭着哭着就晕了过去。所以，水对我家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无论我
们吃过多少苦，又牺牲和奉献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把红旗渠建
成了，把水引回家了，子孙后代都不再为水发愁了，这就值了！”

“能参加红旗渠的建设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事儿！”当年在红旗
渠支渠配套建设工程中任“铁姑娘队”队长的郭秋英在晚年回忆说：

“当时因为年龄小，我没能赶上总干渠和干渠的建设，只参加了红旗
渠最后的配套工程建设，当总干渠和3条干渠通水以后，我们林县人
民受了益，但是还有一部分村庄没有吃上红旗渠的水。1968年10
月，红旗渠的配套工程全面铺开，我们水磨山村引的是1干渠12支
渠的水，但从支渠到我们村需要修1000多米的隧洞和1000米的明
渠才行，我光荣地参加了这项工程的建设，那年我18岁。”

当年工地上条件虽然很艰苦，但郭秋英她们一想到能把水引到
村里来，就很有干劲。在工地上，郭秋英想：不能只让男同志干重活，
咱们女同志也不差，比如抡锤、打钎等，不会可以学啊。决心一下，她
就带领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向男同志请教，刚开始由于力道掌握不好，
经常会把手砸流血，经过不断学习，后来她们连“点炮”这样的技术活
都能做了。冬天寒风刺骨，这些女同志手上都裂着大口子，但没有一
个人喊苦，她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工友们的认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铁姑娘”。
作为“铁姑娘队”队长，郭秋英时刻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好表率，

轻伤不下火线。“有一次，在隧洞里工作时，一块大石头从竖井上面掉
下来砸到我的腿，鲜血瞬间顺着裤管流了下来，但为了不影响工程进
度，我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没让别人知道，继续埋头苦干。”

没人想到，工程一干就是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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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建成后红旗渠建成后，，各地来宾参观红旗渠各地来宾参观红旗渠。。

移山填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