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江四桥上下游水面开阔，碧波荡漾，下游湿
地草丰水美，鱼翔浅底，是鸟儿栖息的天堂，也是
人们观鸟拍鸟的绝佳场所。

四桥下面最为活跃的要数各种各样的水鸟，
这里水域优美，湿地里的草木葳蕤，活跃着成群结
队的鱼虾。 每年 11 月后，随着气温的下降，寒冷的
冬天到来，汉江四桥便迎来了一群又一群鸟儿，它
们迁徙汉江，四桥成为冬候鸟的天堂。 最常见的白
鹭、大雁、秋沙鸭、小天鹅、灰鹳、白鹳、鹊鸭、白鸭、
熊猫鸭、翘鼻麻鸭、野鸭等，它们陶醉在这没有粉
饰的质朴而圣洁的美景之中， 三三两两相互间亲
亲密密、嬉戏挑逗、叽叽喳喳闹哄了汉江。

鸟儿在江水里觅食，自由自在，无人打扰，见
了行人也不飞走。 到了这个时节，正是观鸟的好景
致，每天来四桥观鸟的人很多，看着黑压压的鸟儿
在江水里嬉戏， 江水里的鸟儿神态各异， 憨态可
掬，时不时传来朗朗的笑声，更多的摄影爱好者也
早早来到四桥下面，他们蹲在草丛中，不间断调整
拍摄角度，观看江水里鸟儿的神态，把鸟儿的精美
姿态定格在镜头里。 还有的摄影爱好者为了拍好
鸟儿，不顾落水的危险，把船摇到离鸟儿很近的地
方停下，抢拍到汉江鸟儿潜水、觅食、打闹、腾飞、
叼鱼等神态。 退休领导刘庆海为了拍摄冬鸟，租赁
船只在汉江蹲守了四天四夜， 终于拍到了琵嘴鸭
迁徙的珍贵镜头。

汉江四桥的野鸭拍打着沉重的翅膀在水面上
时起时落，鱼儿也耐不住水下的寂寞，羡慕外边世
界的喧闹， 不时地偷偷顶出水面吐出一个个圆圆
的水泡，享受瞬间的精彩。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群
赤麻鸭，它们长相很有特色：淡棕黄色的颏、喉和
前颈，赤黄褐色的胸部、背部及两肩，下背稍淡，腰
羽棕褐色，尾和尾上覆羽为黑色，翅上覆羽白色，而幼鸟为灰褐色。 成天在
湖面上游来游去，时而潜入水中，时而浮出水面，父母游弋在周围呵护着它
们。 大鸟生性敏捷，一有动静就张开长长的翅膀腾空而起，边飞边叫盘旋在
河面上空。发现没有危险时，又飞回来轻轻落在儿女们的身旁。 两只爪子轻
轻踩在湖面上，踩出了一层层涟漪，荡开一圈圈波纹，在阳光的照射下像绣
了金边儿似的无休止地一圈圈推开。 几只苇鸟蹲在四桥岸边一根高高的芦
荻上，几只水鸟在水中游弋，突然其中一只扎入水底，不一会儿又从远处的
河面探出了俏皮的身子。 一只高脚长嘴巴白羽毛的鹭鸶，呆立在清清的水
边，临水自照，它一定在浅水中看见了自己的身影。

每年从 11 月至来年的 2 月份，汉江四桥观鸟的人络绎不绝，男女老少
皆有，站在桥上观看，看的面积大但不清晰，还有人热情地给桥下的鸟儿投
食喂料；有的站在桥下的河堤边观看，看得真切看得清晰，观看者的手机里
面都存满了鸟儿灵动的姿态， 四桥观鸟成为人们冬日生活的幸福快乐之
事。

据有关资料记载， 赤麻鸭属迁徙性鸟类， 目前世界总的种群数量约 3
万只，在我国越冬种群数量仅为 2800 多只。 如此名贵的鸟类出现在汉江四
桥附近，是安康人的幸事。 还有琵嘴鸭，去年秋冬时节，安康摄影爱好者在
汉江黄洋河交汇口拍到一种从未见过的新鸟种，回家查鸟谱图才知道该鸟
叫琵嘴鸭，该鸟通常栖息于淡水湖畔，亦成群活动于江河、湖泊、水库、海湾
和沿海滩涂盐场等水域。 鸭脚趾间有蹼，但很少潜水，游泳时尾露出水面，
善于在水中觅食、戏水和求偶交配。 此鸟喜欢干净，常在水中和陆地上梳理
羽毛精心打扮，睡觉或休息时互相照看。 以植物为主食，也吃无脊椎动物和
甲壳动物。 琵嘴鸭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同时列入
国家林业局 2000 年 8 月发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
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经林业管理部门有关专家查对确认，琵嘴鸭
在汉江安康流域出现尚属首次。 它们选择了这里的蓝天，选择了这里清洁
的一泓江水。 汉江给它们提供了繁衍生息的环境，它们深爱着这里的碧水
蓝天，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它们也给汉江平添了无尽的活力和勃勃生机。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秦岭生态保护和长江流域十年禁捕等政策的有
效实施，不断加大汉江水域的开发保护，严厉打击破坏水域生态环境的违
法行为，做到管护与开发同步。 汉江沿线政府每年拿出一定的资金对汉江
进行综合整治，突出水清岸美人富的生态要求，使汉江生态环境逐年变美
变靓，河湖的综合功能得到修补完善，汉江水量日渐充沛，沿河两岸生态环
境逐年改善，吸引了大量的雁鸭类、鸻鹬类等涉禽、游禽迁徙至汉江四桥越
冬，汉江四桥成了冬候鸟的乐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良好的水域生
态环境为鸟类生长提供了温床， 在环境的美
化提升中鸟类会重新拾起对人类的信赖。 敬
畏自然，尊重自然，其实就是尊重人类自身。
人们要爱鸟护鸟， 为鸟类提供良好的生存环
境，共筑汉江四桥清波潺潺、人鸟相伴的自然
生态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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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茶山一片新。 攀上紫阳任河、渚
河交汇处的魔芋包， 满山遍野都是翠色
欲流的茶山。 葱绿的茶园， 一垄垄的茶
畦，蜿蜒着，碧绿着。 茶树顶着嫩绿的芽
尖儿， 身着兰碎花衫的茶姑， 采撷着鲜
绿， 歌声笑声飘在身边， 也飘在天际回
荡，时起时落，此起彼伏。 峭拔的巴山，墨
绿的渚河，妩媚的采茶女，一切都透着一
种不可名状的温馨。

仔细看，一片茶树连着一片茶树，一
团绿云挽着一团绿云。 一群活泼可爱的
紫阳茶姑，或拎着竹篮，或背着笆篓 ，双
手在丛丛绿云中上下翻飞， 一枚枚绿莹
莹的芽尖儿， 便从纤细白嫩的手指间滑
到胸前的笆篓里。 山歌阵阵，清脆悦耳。
一幅温馨静美的山姑采茶图便铺展在你
眼前。

魔芋包上，千亩茶园层层叠叠，葱葱
郁郁，宛若碧玉带缠绕山头；魔芋包下 ，
任河渚河交汇相接，波光盈盈，犹如碧玉
带蜿蜒山间。

任河、渚河交汇处的山咀，坐落着瓦
房店会馆建筑群。 会馆群坐北面南，依山
而建，高台相通，坐拥碧江，侧襟渚河，俯
瞰任河，砖墙瓦顶，古朴典雅，布局精巧，
匠心独运,实乃古道遗珠。

古时候， 眼前这个狭小的山咀曾经
瓦房林立，会馆遍布，商贾云集 ，群贤毕
至，熙来攘往，人流络绎。 这里曾经是川
陕鄂三省交通的汉江水路咽喉， 上下行
船商贸行旅集散中心， 也是陕甘茶马古
道的发源地。 繁华尤以明清为最。 彼时，
四川、福建、江西、湖南、湖北以及西北五
省，都在此建造会馆。 这些商会将当地盛
产的紫阳茶叶，土漆丝麻，木耳香菇 ，桐
油药材等土特产运往武汉，上海 ，重庆 。
在魔芋包山脚下这个山咀， 各路富商修
筑了北五省会馆、江西会馆、川主会馆 、
湖南会馆、武昌会馆等建筑，形成了气势
恢宏的瓦房店会馆群。 那时，大批客商依
靠便捷的水运和丰富的土特产资源完成

原始积累，在此开商号、建会馆。 瓦房店
码头樯帆如林，舟楫争流，车水马龙 ，人
流穿梭，繁华如斯，盛极一时。

如今的任河、 渚河河道已成为安康
火石岩库区的一片碧波荡漾的水域 ，昔
日曲径幽巷、 门匾石雕的瓦房店老街早
已沉入水底， 唯有高台上仅存的几家会
馆掩映在江畔高大的森森古木下。 那些
亭台楼阁、画栋雕梁，那些飞翘的顶脊 、
凌空的檐角， 都如一个个耄耋老人诉说
着瓦房店曾经的繁华与沧桑， 恢宏和气
派。

殿临五省，马踏商贾第一道；水连三
山， 舟载茶客走四方。 仅存的三个会馆
中， 北五省会馆是至今保存最完整的一
座。 整座建筑三重天井呈阶梯状分布，沿
南北中轴线上依次建有戏楼、观戏楼、钟
鼓楼、过殿、正殿。 侧门而入，便是戏楼，
两层，面阔三间，进身一间，砖木结构，飞
檐翘角，厚朴典雅，凝肃大气。

观戏楼前石阶两边的两株百年桂
树，翠冠如云，荫天蔽日，将观戏小院罩
得严严实实，苍苔隐隐，庭院深深。 遥想
每逢金秋，桂子如米，花香四溢，醉人心
脾， 整个瓦房店也会沉浸在浓郁芬芳的
十里桂香里吧？

拾级而上，直达观戏楼。 檐下矗立石
门框架，楣有石刻花纹，方柱镌刻一联 ：
“一双凤眼识破曹氏奸雄，两道蚕眉锁定
汉室江山。 ”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颂扬关公
忠义的楹联。 关公被尊为“武圣”和“武财
神”，他的忠义智信仁勇是儒家所倡导的
文化价值观， 也是中国商人秉承的从商
之道。 石门的护栏上雕刻着各种瑞兽和
花草，形象逼真，呼之欲出。

过了石拱门就来到第二进院落 ，这
里坐落着过殿和正殿。 过殿西侧有一砖
木结构的鼓楼，飞檐舞凤，翘角飞龙。 龙
飞凤舞，精妙别致。 按中国东西对称的建
筑风格， 与鼓楼对应的应该还有一座钟
楼。 所谓晨钟暮鼓，东钟西鼓么。 只可惜

钟楼已毁，不复存焉。
过殿与正殿相连， 间隔着三四米的

天井。 站在天井仰望，整个建筑群飞檐斗
拱，雕栏玉砌，点缀着各种飞走兽 ，活灵
活现，堪称会馆建筑的极品。

正殿现存的石雕砖雕、彩绘壁画，保
存完好。 尤其是彩绘壁画，内容多以三国
故事、节义忠孝为主题。 壁画共有 9 处，
分别位于过殿东西墙、 正殿北侧与东西
墙内侧。 其中过殿壁画形制为 8 扇屏风
状，是工笔所绘二十四孝图。 正殿东西墙
壁画 ，描金彩绘 ，内容为 “桃园三结义 ”
“千里走单骑”“三英战吕布”等脍炙人口
的三国故事。 正殿北墙内侧壁画为双龙
戏珠与天官赐福图， 北墙壁画为 6 扇屏
风，主题为花鸟百兽、山水树木 、人物及
神话故事。 虽然历经百年沧桑，依然能带
给你心灵上的巨大震撼。

这些壁画以工笔重彩绘制， 人物众
多，神态不一，个性鲜活，惟妙惟肖。 虽历
经百年，但线条清晰，遒劲有力 ，色彩鲜
艳，浓淡分明，笔力婉转自如，令人叹为
观止。 这是目前陕西境内已发现的最大
的一处清代建筑壁画， 也是陕甘茶马古
道繁盛的最有力见证。

完整的笔画， 体现了那时人们行事
行商的价值观：孝道为先，义字当头 ，积
德行善，诚信正义。 惟遵循此，才能生意
兴隆，福禄寿喜，才能福荫子孙万代 ，终
成正果。

在紫阳瓦房店还流传着一则富商为
义犬建造报恩塔的民间故事。

从瓦房店沿任河下行不远， 岸上矗
立着一座七级宝塔。 塔身斑斑驳驳，饱经
风霜，古朴而庄严。

传说从前有一位富商在瓦房店经商
多年未曾回乡， 这一年他准备回老家过
年。 富商腰缠褡裢上了船，准备顺任河漂
流而下。 临行，三朋四友设酒作宴送行，
富商喝得醉醺醺地与朋友一一告别。 他
家豢养的黄狗也一跃上了船， 怎么也赶

不下去。 船来到宝塔湾，富商突然腹痛难
忍，需要大解。 船家停船靠岸，富商匆匆
忙忙下船，寻了深林密草的地方，方便去
了。 黄狗也摇着尾巴跟了上来。

富商一身轻松返回船上， 顿觉睡意
沉沉，很快进入梦乡。 梦醒时分，船已行
至湖北老河口， 离瓦房店也有几百公里
了。 富商清点随身物品，不见了装满银圆
的褡裢，如影随形的黄狗也不见了踪影。
富商暗自叫苦， 那褡裢里可装着几百上
千银圆，是他的多半家当呢。

富商没有声张 ， 仓皇在家过完年 ，
打点行装上路 ，乘舟逆流而上 ，又准备
回到瓦房店，继续做生意 。 船行至宝塔
湾 ，富商心想去年就在此上过岸 ，不妨
去看看。 当他走进那片密林时 ，才发现
荒野草丛里卧着自家的黄狗 ，不过已经
死去多日。 他仔细查看 ，发现狗身下似
乎压着什么东西 ， 于是用木棍拨开狗
身 ，自己的褡裢豁然现于眼前 ，清点银
圆发现分文未少。

原来，黄狗随主人上岸，发现主人忘
记褡裢上了船，狂吠不已。 无奈富商以为
黄狗撵路哭闹， 并不理睬， 匆忙上船赶
路。 黄狗就一直守着褡裢，直到饿死也不
曾挪开半步。 富商感动得老泪纵横。 于
是，他把黄狗就地掩埋，立碑记录了黄狗
的义举。 后来为了颂扬黄狗的功德，富商
拿着褡裢里的银圆， 为这只义犬建了一
座七层的报恩塔。 义犬救主的故事就广
为流传下来，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人们。

其实，瓦房店商贸活动的繁荣，需要
“忠义” 的传统道德观念来平衡维系，所
以才有北五省会馆内关于颂扬关公忠义
的楹联，才有供奉武财神关公的塑像，才
有壁画里关于节义忠孝的丰富内涵 ，才
有为义犬筑塔作念的美丽传说。

真是：
江河不洗古今恨，天地能知忠义心。
紫阳任河瓦房店，忠肝义胆满山川。

马道巷原先是老城的一条窄巷， 小时候上学因
为巷窄人少又是捷径，所以总喜欢走马道巷，长大后
进城当了一名老师， 马道巷也因城市建设扩建成了
宽敞的新街。 两边临街地段修成了单位、学校的家属
楼，我便成了这里的一位主人。 新建成的马道巷当时
商贸很繁华， 临街的楼房主人不再是蜷缩于城市一
隅的老城居民，而是由南北两山、蒲涧二铺甚至外县
人生养的后代，考证这些新主人的出身，多数来自社
会底层的百姓家庭，有种田的，砍柴的，烧炭的，杀猪
的，打铁的，甚至还有以剃头补鞋为生的，因为先辈
的辛苦养育，惨淡栽培，后人经过努力上了大学，毕
业后成了“公家人”，端上了铁饭碗，几经拼打，终于
定居在马道巷两边的高楼里做起了体面的城里人。

既然做了城里人， 又因为在城里工作又成了文
化人，于是一改旧时在农村生活的散漫和不讲究，也
开始买块脚垫子放门口，进门换拖鞋，垃圾扔桶里，

如厕冲水，甚至生个娃还起个洋名，农村娘老子来了
提前买双拖鞋放门跟前……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
运，也催生了农民后代的新生活———成了文明人。

然而，一方水土一方人，父辈们的低微地位改变
了，落后粗俗的习惯改变了，并不意味本质的脱胎断
乳， 仁义厚道诚实固在， 农民式的心理依然基因赓
续。 因为同在一个县城，一个学校，更因为每日进出
同一个楼道，大家便熟识交往，在平凡的生活中产生
了浓厚的村落意识和平静和谐的人情世故， 你从老
家的地里拔几个萝卜带回来分享； 我把从老屋柴扒
里采来的蘑菇带回来给你尝鲜； 他背几个鲜嫩的苞
谷坨子回来送给对门……东西不贵重， 可家家吃得
舒心熨帖。

随着光阴的流逝，城市格局的变化，城南山坡野
田上竖起了一栋栋高层建筑， 形成了现代院落居住
式的社区群，生活方式的趋新变化改变了城市格局，

人口南迁，商贸也日益向南转移，马道巷一天天沉寂
了：沿街的商铺萧条冷清，人流稀疏，喧嚣不再。 这种
悄然变化， 自然少不了农民出身的马道巷居民的参
与，因为不息的奋斗努力，他们纷纷选择了更高品质
的生活， 陆陆续续地把家搬到离地面更高远的房子
里去了。 马道巷仿佛俯仰之间经历了一个生命轮回，
又回到人少安静的岁月，成了新一代城市人的故居，
甚至和城内的古墙古塔古庙一起成为老城古老文明
的象征。

离开老屋，置房进城，用智慧知识涵养濡染城市
文明，再以毕生精力营构更舒适的现代新居，这种生
存的变迁是每个人在创造新生活，拥抱新世界，也是
今天国家于无声处的盛世复兴的缩影， 百姓安居乐
业，生活质量节节提升，恰恰是一个国家政通人和兴
旺发达的具体呈现。

“橘子红了！ ”
友人发来一句微信， 随即发来一帧

照片。 照片里汉江碧绿，澄澈的江面映着
一湾绛红的橘林。 照片的右上角近处，坠
着一枝晶莹玲珑的橘子， 在柔和的阳光
里，正涡着笑意撞向我的脸颊。

友人黄姓，名仁勇，多年前下村时相
识。 他人耿介，性朗明，专业农校烟草，常
年泡在田间地头， 暇了喜读文史。 先滔
河，又四季河，再蔺河，再岚河，一直在河
边的乡镇转， 现为汉江边大道河一镇之
书记了。

大道河镇曰为橘茶小镇。 遍坡的橘，
漫山的茶，诵一遍，齿舌便生香了 ，又何
况是照片里钻进眸子里的束束红橘 ，忍
不住便要挪动起脚步。

笑靥的橘林召着我走近。 这只是仁
勇邀着我去的理由，也是我去的由头。

仁勇在汉江边码头迎我， 递给我一
枝橘农刚送他的红橘。 橘子红彤彤的，饱
满泽光，鲜艳若玉，我不忍撷剥 ，放进车
窗前，成了眼帘边一路的景致。

来大道河镇，不是这一次，是记不清
次数的往来了。 记得上一次，也是红橘映
红了汉江的时候，那是深秋，我和县作家
协会的文友们到汉江边采风，赏橘林，走
茶园，攀山寨，探古寺，汲山泉，拜乡贤，
访农家，记轶趣。 在镇政府后院，当时正
任镇长的黄仁勇和时任镇党委书记的张
修鹏引我们到院边斜躺的两截古碑前 ，
告诉我们说这是一通清朝光绪年间知县
安乡禁令告示碑，讲的是禁止赌博、禁止
不法之徒枉控渔利、 不准抢诬妄诬拖害
无辜、 不准贩卖嫁卖妇女、 不许偷窃桑
叶、严禁差役唤案敲诈勒索、严禁公差与

刁狡饭店私造假账瓜分肥己等七条禁
令， 内容极接地气， 反映了当时社会状
况，碑碣十分珍贵。 旧碑原遗弃在江边荒
草丛里， 他俩下乡时偶遇， 粗略看了内
容，瞬时被碑文吸引，便请人运了回来。
碑石两断，茬口残破，字迹漶漫，难以识
读完碑铭。 修鹏、仁勇对躬身辨识碑文的
一圈文友们期许地说，你们是文人，想麻
烦下你们， 请帮我们把碑文整理出来，能
让我们读到完整的碑文。 希冀的话说给文
友们听的，也是说给我听的。 我拍下碑石，
回来后数次到安康寻访金石达人， 终在市
博物馆一退休长者家中寻得半个世纪前原
碑拓片， 妥帖地还原出一百多年前这方碑
志， 清楚地再现出了晚清这方土地样貌的
细节。 我据此撮文为稿的 《汉江岸边邂古
碑》一文，跻身进了省城的《文谈》，也跻身
进了京城的《中国艺术报》。

江边握手站定。 仁勇指着身旁兀出
的一脉半岛说， 这里原有处古寺名叫药
王庙，“文革” 时毁坍， 你整理出的那方
安乡禁令告示碑原便立在庙门旁， 现今
庙址上建了县海事处标志性建筑， 我们
想把那方古碑复原立在院子边， 建个碑
亭，还想征得你同意，再摘录配上你的释
说文章， 让大道河的人们知道这里的历
史，从碑文中受到教益，为汉江边赓续起
一处人文看点。 我欣然轻言应诺。

江边码头一侧悬崖陡峭壁立， 几位
工人身悬铁架，手持风枪平整崖面，喷水
的枪头发着嗡嗡的叫声， 不时地有削掉
的崖石坠落。 仁勇指着崖面说，石崖临江
又临道，我们想变荒芜为风景，把崖面处
理平展了，画上一幅橘茶小镇风情画。

身边隆隆作响，有长长的火车驶过。

仁勇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
初，国家作出“三线”建设重要战略决策，
修建途经大道河镇的湖北襄樊至重庆的
襄渝铁路，史称“2107” 工程。全长九百多
公里的鄂、陕、渝三省襄渝铁路沿线 ，一
时涌进近百万筑路的铁道兵、 学生兵及
民兵， 仅大道河段便驻扎有数万人修路
大军，先后有数百人献身，仅大道河镇老
庄子烈士陵园就安葬有 21 位铁道兵烈
士。我们岚皋县抽调 14500 名民兵组成三
个民兵团，配属铁道兵部队施工，先后有
105 名民兵牺牲，有 456 名民兵致残。 “三
线” 精神已列入我党精神谱系。 我们想
借用大道铁路乘降所上不再使用的几间
工房及周边场地， 征集当年生产生活用
品及相关文物， 筹建起一处岚皋县大道
河镇三线建设展示馆， 以此来纪念这段
伟大的历史，并展示给我们今天的人们。

仁勇身在一个小镇， 格局却有汉江
般长远。 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共鸣，父亲当
年也曾参与铁路修建， 只不过建的是西
起阳平关东抵安康的阳安铁路， 那是一
条与襄渝铁路有着勾连的路。 我为仁勇
的想法称好， 并诺言捐出所藏关于 “三
线”建设的几本书籍，以支持小镇所谋划
的大业。

我们爬上江边的一面橘林， 见到了
橘林深处仁勇的几位同事， 他们约着现
场来商讨几天后在此即将举办的今年红
橘采摘节的细节。 他说到场地的布置，说
到活动的程序，说到开场的文艺节目，说
到客串的村上民歌手……仁勇徐徐地想
着，不疾不缓地谈着，俨然是位地道的文
化活动策划行家了。

橘林里，仁勇和我面向汉江而伫。 橘

红点点，江水莹莹。 仁勇说到橘林，说到
汉江，继而轻声言道：镇有边界 ，景却无
界，江的对岸是本县的民主镇，那里有陕
南最大的古堡全胜寨和寨上的红色故
事；江的上游是紫阳县的洞河镇，那里是
京剧声腔之母汉剧的发源地； 江的下游
是汉滨区的大竹园镇， 那里有着更大面
积的茶园。 这三县四镇自古姻亲相通，人
文相近， 产业趋同， 他已与他们取得共
识，依托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签下
了 “新时代跨县区四镇绿色崛起协同发
展框架协议”，通过统一规划，整合资源，
逐步打造起“观十里茶花、游沿江美景 、
品汉江鱼宴、购汉水柑橘、住江岸农家 ”
的旅游精品线路， 推动沿江四镇在乡村
振兴中有突破性发展。

橘林一片嫣然， 弥着成熟而又美好
的炽红。 听着仁勇的言谈，想起多年前认
识他那时初出校门的样子。 我在想，仁勇
熟稔了，和这橘林一样，和这泛香的时节
一样，有了人生季节深处的美丽。

太阳开始坠落江面， 斜阳把人的身
影拉的长长的。 归途中， 仁勇送我到江
边。 我驱车驶上摆渡船，三位戴着眼镜的
中年男子乘车下船。 仁勇迎上前打着招
呼，转身给我做着介绍，说他们便是镇上
请来的西安一所高校搞旅游规划的老
师， 想请他们调研并帮助作出三县四镇
汉江游的建设性详规来。

渡船离岸。 我向仁勇挥手作别，车窗
前仁勇送我的那串红橘灿灿的， 耀着红
晕的光。 我在想，明年橘子红了的时候，
仁勇的设想也许我们便能看到了。 也或
许，明年橘子花开的季节，我们便能逐个
看到了。

春 到 瓦 房 店
周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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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红了
杜文涛

汉汉江江随随笔笔

红军镇 邹定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