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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需要一段攀爬
抵达一座山峰的顶部
那里，有久违的
热爱与欣喜，默默
等待远方的来客

树木，不算特别古老
花，也并非名贵
楼宇紧凑，常见青砖斑驳
一只风铃也没有

极目环顾。 群山渐次隐退
汉江从天地的思想抽出
像巨大的缆绳
拉动秦岭巴山驶过时间之河
熟悉的、繁华的
明确的、陌生的
都归入苍茫，和迎面
飞奔而来的风

在耳边，在手心
是拥抱，也是推搡
无言中，有许多声音分明
过去的、现在的，她的、你的

红尘去了彼岸
天空的心留在此岸
记住和遗忘的
不止是江河之水
还有山巅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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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山城，多少春秋人流聚集叠加 ，
自然而然形成赖以生存之地。

水，汉水，千百年来流淌在秦巴间 ，
用她的乳汁造福于沿岸人民。

古往今来，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无
水，不毛之地，有水，万物葱茏 。 择水而
栖，便是人类最原始的选择。 当一双双脚
步涉过千山万水，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
依水而生，居舍傍河而筑，人间烟火气便
开始在岸边繁衍，生生不息。 久而久之，
纷至沓来的脚步聚居起来便构成了大大
小小的城市。 我想，在我生长的地方———
紫阳， 应该就是祖辈们优选栖息地的结
果。

在这里， 清澈的汉江从遥远的天际
走来，在县城拐弯处与其支流任河交汇，
绕城东逝去。 在晴天，你看那一江水，江
面上波光潋滟，清风徐徐，青山和高楼倒
映在水面上，放眼望去，江水与蔚蓝的天
空融成一片，分不清哪是水哪是天了。 金
色的阳光把江水划出了粼粼波光， 就像
是天上的仙女撒下的一把把碎金。 在平
静的江面上， 三五成群的水鸭在悠闲自
在地游着，时而跃起，时而浮游 ，似跳着
“水上芭蕾”，江水漾起微波。 阳光，酒在
江面上，闪着波光，偶尔有过往的砂船 ，
哒哒哒的马达声，很悠远地驶过，在江面
上划过一道道波纹。 时不时有艘艘快艇
穿梭在江面上，汽笛声声，更是悠扬。 游
泳健儿们不分春夏秋冬，晴阴雨雪，天天
在水中划来划去，使江水涟漪不断。

在雨天，江水又是一番情景，只见山
色空漾，云烟氤氲，江面浩浩淼淼 ，水雾

缭绕！ 每次雨后，江面都会笼罩着一层轻
绡薄纱般的雾，袅袅绕绕。 特别是任河与
汉江交汇的地方， 往往会因为江水涨河
水不涨或河水涨江水不涨所形成独具一
格的紫阳八景之一“鸳鸯戏水”景观。 此
时若撑一小船置身其中， 你会觉得清风
拂面，流水鸣琴，如梦似幻，心旷神怡！ 仰
望江边的山峰，含烟蓄霞，云烟袅娜 ，此
情此景， 你会自然而然地幻想着是不是
天上的素女青娥腾云驾雾到此来觅人间
有情郎了。

汉水成为这里最美丽的景观， 她能
静能动，有刚有柔。 静则波澜不惊一碧万
顷，动则激流鼎沸浪涌波翻；刚如大浪淘
沙席卷而来呼啸而去， 柔似平湖秋月让
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无一不显示着水
的神奇与壮丽。

此情景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诗人们的
精彩描绘。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是
水的澎湃；“漫江碧透”、“鱼翔浅底”是水
的清澈；“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
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是水的幽清明静 ；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 何
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是水的
淡泊无争。 诗人们这些奇思清峙的神来
之笔， 将一幅幅异彩纷呈的山水画卷呈
现在我们面前， 把大自然原始的美赋予
了更深刻、更广泛、更灵动的意境 ，使人
产生一种未识其水先闻其声的向往 ，感
觉到大自然生命的律动。

汉水流经紫阳， 润泽了沿途的万物
生灵，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黎民百姓；
一座城也在水的蜿蜒流淌中兴起、兴盛、

发达，又因水而变得灵动、潇洒、美丽。
有了水，这座城便有了灵气。 紫阳依

山傍水，这里的水，充满了历史的记忆 、
文化的积淀。 紫阳是全国唯一用道教名
号命名的县份， 因道教南派创始人张平
叔(号紫阳真人)云游到此，只见此地山高
林密，水流潺潺，实为修炼佳地 ，遂凿洞
面壁修行而得名。 据《陕西通志》：“县南
紫阳滩旁有三洞，乃紫阳真人所居，称为
紫阳洞。 县名本此。 ”这里所指县南紫阳
滩旁有三洞，后人称之为仙人洞 ，可见 ，
城邑之水，既是城市文化品位的标志，也
是地域特色的象征， 更是一种无形的文
化资源。

这条河流承载了这座城的历史 ，孕
育了这座城的文明， 催生了这座城的发
展。 漫步在滨江长廊上，远眺县城，陈旧
矮小的房屋被高楼新房所替代， 西门河
新区和任河嘴新区的建设如火如荼 ，使
县城骨架拉大了许多。 远远望去，一江一
河绿如篮，两岸青山水中现，公路铁路城
边过，临江旧楼换新颜。

从前，汉江、任河上没有桥 ，百姓往
来唯有靠渡船。 “山衔落日千林紫，渡口
归来簇如蚁。 ”说的就是当年汉江晚渡的
情景。

如今，县城周边建起了七座桥，像脐带
般连接城市的两岸，连通着省内外。高速公
路、541 国道、襄渝铁路绕城而行，与地方
道路、水路连接成网，交通非常便捷。

汉江扮靓了这座城， 也幸福了一城
人。 水给这座城带来了活力，如今这城，
初春时节，万物生发，各花争艳 ，吐露芬

芳，江水平静澄澈，暖暖的，懒懒的，就想
把自己醉倒在江边，醉倒在春光里。 夏日
的夜晚， 桥上五彩的灯光与岸边建筑的
霓虹一齐洒在江面上， 随江水的涌动微
微的跳跃，闪烁着诱人的光芒。 灯火辉煌
的城市在深蓝的苍穹下静静地聆听幸福
在耳边低吟， 在清新自由的空气中感受
灵魂欢畅。 秋天的江边，没有萧瑟，天高
云淡，微凉的日子，人更加清醒 ，心神轻
松。 冬日的中午，阳光暖暖地照着，江边
的树依旧绿着，滨江长廊上，人们三五成
群静静地走着，安逸地享受阳光，享受一
江水带给我们的安静和悠闲， 冬泳的人
们也时不时地在水中穿梭， 此时的汉江
素颜，越发地清雅和秀气，真是浓妆淡抹
总相宜！

每当第一缕阳光铺洒开来， 汉江仿
佛睡梦中的女子，宁静平和。 江面开阔，
江水清澈，波光粼粼的水域上方，新建的
大桥横跨江面，傲然屹立。 伴随着旭日高
升，长廊上晨跑、散步的人群多了起来 ，
江边的广场，优美的乐曲声响起，一队队
老年队伍婆娑起舞， 也许人生的道路上
他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雨， 为此他们才深
昧生命的含义，才这样的热爱生命，这样
的珍视每一个日出与日落。

此时此刻，我融入这城这水。 城是很
小的，水是秀丽的，尽管紫阳与一 、二线
城市无法比拟，但这里山清水秀，城与水
交相辉映，城在山中，水在城中 ，桥在水
中，人在景中，山因水而灵，水因山而秀，
城因水而美， 足以让我的心灵寻觅到一
个栖息的港湾。

我从原安康县行政区划地图上， 第一次看到
“普陀”的名字，以为是供奉观音菩萨的道场。 可是
当我来到普陀， 见到的却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梁，
宽仅五六米，两边是斧劈刀削的悬崖，风起云涌，人
不敢站到崖边向下看。 山梁上有座小庙，虽然久已
废弃，但仍然瓴高矫矫，檐飞翚翚。 庙内神坛颓圮，
木雕神像也已朽坏，唯有一通残碑记载这里曾是奉
祀真武祖师祠宇，因此这条长不逾里的山梁又叫祖
师寨。

普陀南侧是深壑大谷， 生长着高大的阔叶林
树，丛生灌木将林子塞得密不透风；北崖则绝壁千
寻，崖底连着一片不大缓坡，住着两户人家，鸡鸣犬
吠，震动空谷，回响不绝。 山梁尽头有石砌台阶，半
已坍塌，过此则开始下降而成“U”形山垭。 过垭口
斜行向东，穿过杂草丛生的小道，步行来到山下人
家，抬头仰望祖师寨，则祖师庙小如芥子，衬着雾
霭，影影绰绰，犹如天上宫阙。自庙北垂直而下五六
十丈，绝壁中有洞穴，略呈三角形，借助摄像机镜头
眺望，见洞门半封，内竖支木一根。从崖下到洞口高
有百丈，上下皆难攀爬，洞内木柱是何年竖立？有何
用途？ 又是何人所为？ 皆不得而知。 在洞下三四十
米处，又不规则地排列着大小七孔洞穴，众星捧月似的托着三角形主洞，给
人一种既庄严又神秘的感觉。

我开始怀疑地图上标名是不是弄错了，这里的普陀，并不是浙江舟山
供奉观音大士的普陀。 为了解开谜团，大家在周围寻觅蛛丝马迹，最终在祖
师寨东隅，发现一通立于民国年间的墓碑，碑楼上清晰地镌刻着“普陀天
祖”四个大字。 与一般“永垂不朽”或“垂裕后昆”之类谀辞大相径庭，从而引
起大家注意。 于是辗转寻访墓主后裔和村老，在他们那里不仅听到了远古
传说，还得到他们世代珍藏的上下普陀和濮陀歌舞画像砖，一段被岁月堙
没而鲜为人知的历史，就这样揭开重重面纱显露出来。

原来这里地名“下普陀”，距此二十里的关家乡还有“上普陀”行政村
名。 这上下普陀是远古时代的一个氏族部落，这个部落就是历史上曾帮助
周武王伐纣的濮人。 《尚书·牧誓》：“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
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华阳国志》所谓“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 ”
祖师寨上的三角形洞窟，乡人称为“濮王洞”。 据说是部落首领“下普陀”的
墓穴，他便是当地濮人的先祖，故民国墓碑上有“普陀天祖”的题字。 乡民传
来的信息，震聋发聩，闻所未闻，原来普陀就是古代濮人生活憩息地。

濮人，又称百濮，是古代巴族之一脉。 据《辞海》说，当时处于分散的部
落状态， 无统一君长， 各部落自成一体。 难道这就是濮族中的一个部落？
“陀”是这个部落首领的名字。 这一发现，对普陀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极重要
线索。 “普”字，在训诂学上与“濮”借声通假。 故《辞海》注“濮水”条说：“濮，
‘桑间濮上’之濮，俗称普河。 ”说明普是濮的谐音俗字。 陀，《淮南子·缪称
训》说：“岸削者为陀。 ”高诱注：“陀，堕也。 ”即从高处掉下来。 据此则普陀，
亦可写作“濮陀”。 说明这是一个住在山崖上的氏族部落。 中国典籍对居住
在汉水之南濮人时有记载，鲍彪引《周纪》注：“濮，在江、汉之南。 ”易师道亦
云：“江汉南之濮，乃《尚书》所谓彭濮之濮。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与此说
法相同。 学者周秉君《尚书易解》引《括地志》进一步说：“虢州竹山县及金
州，古濮国也。 ”并明确指出：“在今陕西安康县附近。 ”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曾经参加武王伐纣的濮人，就是居住在长江流
域汉水之南的濮人；汉滨区地名中常见的濮河、濮坝、濮岭及上下普陀，就
是濮人留下的历史印记。 天下地名重复者多矣！ 因谐音而成村落名称者俯
拾皆是。 无论是一邑一镇一村，都有自己得名的来由，或自然历史遗迹，或
人文活动线索，无不深深地烙印于名称之中。 故知此普陀非浙江之普陀，汉
滨普陀就是汉南濮人的居住地。

城因水而美
周晓云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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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贴

严冬翻山越岭
用叙事的笔法，一页页过去
其中，夹杂些雨雪
甚至，不惜隐喻，大写意
也洗净了尘世的铅华

这些春天哟，春天
从横着笛音的民歌一起上来
也从袅袅炊烟的故乡冒出来了
从浩瀚的人间烟火，走乡串户
站成了新年的鼓点

岁岁年年，企盼什么
渴望什么，激动什么
问如释重负的燕儿
衔来远方的家书
听开裂的冰凌声
探出星星点点的绿
以及活泛的粉，不安分的红
像写满春贴。 作试翼状
作出诗情画意

◆ 春天词

年一过，春天接踵而来
一年之计在于春
所有的流水高低差落，在激动
所有的风暴和伤口都已缝合
千百年来，人间如此

请把门打开，把窗户打开
把歌谣从心中释放出来
家乡已是落英缤纷
这人间的春天
一至延伸到远方

这些青绿

把疾驰的日子放缓
从头到脚，长满血性与骨气
也理出自然的纹路
风调雨顺，用一种最美的境界
让我们，焕然一新

◆ 春天婉约

十里春风
一夜之间所有的鲜花攻陷城乡
所有的绿、所有的蝶、所有的琴
铺垫着大把的春光和动感的舞姿
交换着彼此
牵动着我们不舍的眼神
长亭外古道旁，挥一挥手、依依惜别

春天婉约
二月的溪流奔向天边奔向
交织不定的风筝。 一些乡愁的句子
如歌涌来
喊着桃花朵朵、喊出了家门
长空和闪电
把空濛的细雨迅速摇醒
漫过高音符的田畴
和咕咕咚咚的平仄对仗
总是配上千红万紫的嫁妆

春天，春天，花儿朵朵开
我拨开迷离的晨雾
我修辞百灵鸟的婉转
河流和村庄
被后退或向前的白云布置一新
春泥揉醒睡眼，蜻蜓醉倒，群山回响
只有燕儿的旋律
才配得上大好春光

大好春光
把这些用不完的词语的暧味
让我拿走、拿走这些斑斓的色彩

空灵的柳枝与叶脉铺平了万千波涛
放飞一些、放飞一些彩虹似的春蝶
像条条激流而来的新生
牵住了我的衣袖。 仅仅在山城
把现实和天上迅速推向高潮……

◆ 关于油菜花

许多年以后的一个夜晚
我想起琴键上，激荡而舒缓的旋律
一些跳动的音符。 一些山峦般的唱歌
一些鸟儿舒展的翅膀
以及静谧的夜色和星空

透彻的凉风吹过山岗
我们漫步山乡小径，花开正艳
举起了信念
我知道它们很快在未来几天
凋谢。 年复一年。 它们归于平静和安详

这些起起伏伏的寓言和星光
这些田畴里的生命，将以怎样的姿态
走过来，走过万水千山
走过虚幻的相约
甚至海誓山盟，甚至成为墓志铭
这是故乡的油菜花
向我们敞开一个更加广阔的深度
以及唯美的愿景

◆ 韶华匆匆

包容一株开了花的铁树
任凭酷暑严寒，甚至四面楚歌
她在背水一战中绽放
举起了春天般的祝福

包容秋收的秕子、生锈的月亮
包容当年为了捉迷藏
踏坏庄稼的孩子

包容在惊天霹雳的轰鸣下
落荒而逃的兔子

是的，我们包容那些应该包容的
不太自重的草帽，空空如也的圣坛
比天空更高的鸿鹄
比河流更低的尘世

包容明媚的南风，飞进窗子里的蝴蝶
以及流畅的小溪，或浩瀚的大海
甚至彼此的忧伤
甚至每一片青瓦斑驳

我知道今生
应该包容更多的人和事物
因为太阳，不会从西边出来

◆ 麻柳树将以何种姿态看望春天

我常常在乡下走走
那几颗麻柳树
传说有五百年的光阴
它们常年站在河岸
看望对岸的车流人流涌动
风吹雨打，日晒夜露
丝毫没有影响它们的生命蓬勃
甚至，它们忘记了今夕是何年

春天枝叶繁茂
有成群的鸟儿栖息婉转
夏季有老人在纳凉
也有荡秋千的孩子
把那些古老的枝干压得吱吱作响
不管是春秋，还是冬夏
它们一律静默在那里
游客驻足赞叹
文艺青年的丹青妙笔
拔高了意境

哦！ 我故乡的古树
麻柳树，不招人待见，也无大用
可就是牵动着游子们浓浓的乡愁
中国北方的最后南方
依然挺立的这几棵树
在人间，多了一面春天

一些春天的消息，整装待发
（组诗）
黄舟山

瀛瀛
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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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门前有一块大约半亩的
菜地。 自记事起，母亲每年都会在
地里种满各种时令蔬菜，夏天有豆
角、茄子，冬天有菜花 、蒜苗 ，一年
四季菜地里总是生机盎然，瓜菜成
畦，青翠欲滴。

每年春节过后，便是母亲最忙
碌的时候。 清晨天未亮，母亲便起
床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翻地、松土、
施肥、平整、做菜畦，母亲忙得不亦
乐乎 ；我也没有闲着 ，放学回家总
会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一切准备就绪后，母亲便开始耕种
起来。 种了一辈子地的母亲，对农
作物的生长规律了如指掌，什么菜
和什么菜搭配、什么菜不能连续种
在同一个地方，这头向阳种什么菜
长得好，那头离水渠近可以种喜水
蔬菜，总之母亲胸有成竹。 不久，半
亩大的地里便东一块、 西一块，错
落有致的种满了各种蔬菜。 豇豆、
豆角、丝瓜 、黄瓜 ，还有西红柿 ，这
些菜都属于藤蔓作物，需要搭架子
才能生长，它们组合在一块最合适
不过了；茄子、辣椒、这些菜不需要
搭架子 ，只需要做好菜畦 ，合理栽
植便可正常生长 ；玉米 、南瓜这些
占地多，对水土要求不高的植物种
在旮旯里或者地坎上也能生长得
很好。

为了保墒增温，母亲给新栽的
菜苗铺了地膜， 有的还搭了暖棚，
每天早上给暖棚通风 ， 晚上再盖
好。 起先，菜苗们蔫蔫的耷拉着脑
袋，奄奄一息的模样。 从小就和母
亲种地的我深知那是菜苗在 “舒
缓”，等长出新根自然就立起来了。
几天过后，经历了风吹日晒的菜苗
儿一株株地挺立在地膜上，整整齐
齐、一行行、一排排，绿色的嫩叶上
挂着露珠泛着点点亮光。 一阵微风
吹过，菜苗随风飘动，翩翩起舞。

沐浴着光和热，菜苗儿一天天
长大了。 很快，菜地里便生机勃勃、
绿意盎然。 豆角、豇豆、黄瓜这些植
物的藤蔓长得快，每过一个夜晚便
长了许多， 母亲用浸湿的稻草，将
三根竹竿绑在一起，中间再横跨一
根横梁便搭好了架子。 我跟在母亲
身后，将那一根根茎蔓缠绕在竹竿
上，第二天它们便听话地顺着竹竿
一圈圈地往上爬，几天时间架子上
就爬满了蔓。 随着时间推移，菜苗
们相继开花了。 淡紫色的豇豆花、
鹅黄的黄瓜花、 洁白的辣椒花，还
有西红柿 、茄子 、苦瓜也都陆续开
花了。 菜地里植物们争奇斗艳、蝴
蝶翩飞 、蜜蜂嗡嗡 ，好似一个小花
园。 蔬菜的花大都开得小，虽比不
上牡丹的华贵 ，月季的娇艳 ，但在
不久的将来，却可以长出供人们食
用的果实，这是大自然回报给庄稼

人最好的礼物。
母亲种的蔬菜不打农药。 生了

蚜虫， 她就用农村常用的土方子，
把生姜捣烂加入水泡一整天后，喷
洒到菜苗叶上 ， 不久蚜虫便消失
了 ；若是生了小青虫 ，母亲索性不
管，任由虫子泛滥。 用她的话说：虫
子也是条命啊，得给它留条活路。

每天清晨打开门，满地绿色直
射眼帘 ， 菜果的清香也会迎面扑
来、沁人心脾。 这时候，母亲总要走
进菜地里端详一番，专注地打量着
她的庄稼，就像小时候照看我那般
仔细。 豇豆可以摘了，豆角也能摘
了，辣子再长几天就长好了。 看着
眼前即将收获的果实，母亲的脸上
总会露出微笑。 几场雨过后，菜地
里的各种蔬菜陆续上市了。

黎明母亲起床摘菜，一筐筐带
着露珠，夹杂着泥土气息的新鲜蔬
菜便摆在了眼前 。 母亲自己留一
点 ，给大哥家拿一些 ，剩下的便拿
去卖。 其实也卖不了多少钱，但这
些都是母亲辛勤的劳动果实，不能
眼睁睁地看着它烂在地里啊。

平时，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吃不
了多少菜。 大部分菜除了卖，就是
送人。 周末回家，深知母亲太忙没
时间做饭，于是我便把她种的菜做
成各种好吃的菜肴 。 什么凉拌豇
豆、豆角炒肉、红烧茄子、辣椒炒香
肠等， 但我最拿手的还是茄子饼，
我做的茄子饼色香味俱全，母亲一
次能吃好几个。 看着母亲津津有味
地吃着我做的茄子饼，心里多了几
分欣慰。

父亲去世后，母亲原本和大哥
一起生活 。 自从前年大哥搬进新
家，母亲便一个人住在老宅。 我曾
经多次劝说母亲少干一点农活，但
母亲总是闲不下来。 于是，我只好
随母亲去。 她愿意种，就让她去种
吧。 我能做的，就是每次回家多帮
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随着立秋的临近，母亲又开始
清理杂草、残秧，平整土地，准备耕
种秋冬的菜了。 农民苦，种菜的人
更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母亲曾
说 ：人活着就得劳动 ，舒服是留给
死人的。 母亲的身上流淌着中国农
民最朴素的思想。

每周末临走时，包里装的最多
的便是母亲种的菜。 提着沉甸甸的
菜， 我分明感念到了母亲的勤劳，
感受到了母亲厚重的爱，感激着母
亲对土地的挚爱，也感恩着母亲对
我的牵挂。

门前这块承载着母亲心血的
菜地 ，连同种地的过程 ，让母亲的
生活丰富多彩。 这块充满生机、充
满希望，浸润着母亲汗水的菜地我
也会一直耕种下去……

母亲的菜地
刘泉

赤岩湛家湾 周远航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