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现在，有两个青年人并
排站立在你的面前。 一位蓬头垢
面 ，衣服上沾满尘土 ；一位西装
革履 ，文质彬彬 ，有陌上人如玉
的风度。 请问，你如何评判站在
你面前的二位青年，谁能被冠之
曰“青年才俊，有志之士”？

英雄何必出处，俊杰无须门
第，但由于在持续千年的私有制
中几乎不存在自愿辛苦的劳动，
因而我们习惯将远离辛苦勤勉
的劬劳顾复称之为“高贵”，矛盾
便生于此： 在认识一个人时，我
们本能地倾向于外在的整洁、优
雅， 但在以往的漫长历史中，这
些特质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只有
远离日昃之劳时才有可能获取。

我们会习惯地将 “青年才
俊 ， 有志之士 ” 归之于这样的
人———他可以表达着前卫的观
点 ，富有着青春活力 ，大方地展
示自己美好的生活，我们偏向于
将这样的美好和品质的高洁相
联系起来，想当然地认为一个人
的内在品质可以借由外在的表
象来判断。

但这未免失之偏颇。 恰恰与
之相反的是，如果一个人身体力
行地为了更多人的福祉而夙兴夜寐朝乾夕
惕，为了谋求更多的社会进步，做一个发声
者和行动者，他如果没有与生俱来的财富做
后盾，他将必须首先埋头于辛苦低劳作和基
本的生活面的努力， 而不可能衣着光鲜，仪
态优雅地嘴上喊着口号。 喊叫社会进步、社
会平等是非常容易的，但他连自己的现实生
活都无法做到独立，又何谈去拯救他人的不
公？

做一个衣食无忧的口号家们自然可以
穿着光鲜一些，姿态优雅一些，但问题来了，
这样一个自己由着父辈们的财富包装的“优
雅”青年，他是否真正理解和明白社会最核
心的矛盾，体会真实生活现实的需求，有足
够的意志力对抗变化中面临的种种需要解
决的问题？

因此，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代
的青年人，如果要真正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所作为的“青年才俊，有
志之士”，无论如何，都不能躺平
在父辈所创造的财富的基础上，
夸夸其谈做键盘侠，不负责任地
发表所谓“进步”的青春宣言，刷
着父母的银行卡，用口号给自己
贴上“进步青年”的标签，俨然展
现出一个“青年才俊”在这样一个
美好而富有希望的时代的青春面
孔，而鄙视那些扛着编织袋背井
离乡汗流满面的工人、在角落里
风餐露宿努力还房贷的中年人、
舍不得叫外卖自带盒饭的快递员
……

他们和优雅不怎么沾边，他
们和青年才俊也相去甚远，但他
们不正是养育和护佑了无数个
“青年才俊”的背后的巨大的力量
吗？ 我们置身其中，我们以青春
而富有朝气的姿态站在他们凝聚
的聚光灯下 ，我们被称之为 “榜
样”的角色和“青年才俊”称号站
在他们的目光聚焦的聚光灯下，
而他们才是聚光灯之所以能够发
光的基础。 在他们中间，被嘲讽

的做题家还在失眠，打工的女孩还在给弟弟
攒学费，背负房贷的男人还在凑彩礼……

当我们自觉让自己置身于他们之中，不
再关注于一个人的外表装扮以及口头上的表
述，而真正从内心深处直视和直言生活在我
们身边的众生所承受的苦难，并为之身体力
行身先士卒地脚踏实地为了谋求社会的进步
和人类的文明，视大众的幸福为终身服务的
目标，尊重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敬畏每一个辛
苦劳作流汗的人，你每天的正常生活和他们
每个人的付出息息相关。

做一些切实可见的事情，行胜于言，就算
你因为辛苦地劳作而不修边幅，汗流浃背蓬
头垢面，那也根本无损于你“ 青年才俊，有志
之士”的内在本质，也许那才是一个真正的“
青年才俊，有志之士”付诸实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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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铺村虽小， 名气却很
大。

琴友雅集，有人说起了瓦
铺村，对于村名起源，论争不
休。 我认为，这个铺要么是一
个职业处所，要么就是古时官
方驿站所在地。 近年来，瓦铺

村先后被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评为“中国
景观村落”、西北大学陕西文化研究院授予“中国原生态
清酒之乡”、省住建厅认定为“美丽宜居示范村”。三顶漂
亮的帽子戴在一个村上，实属罕见，应该去看看。

瓦铺村地处安康城北 60 公里， 是汉滨区北部山区
茨沟镇的一个小村子。去往村里，交通却非常便捷，可以
沿京昆高速前行， 也可以从县乡道路翻越牛山抵达，村
里有一条 10 公里的致富路贯穿全村，走在村道上，全村
奇观美景，可尽收眼底。

瓦铺村由两架山梁组成，均为东北西南走向，东为
金龙山，西是龙王山，一条溪水人称寺沟河，从两山之间
日夜向西南奔流注入付家河。在古代极少有官道大路翻
山越岭，百姓出行、商旅往来极其不便，特别是山区行路
之难被惊呼为“难于上青天”。川蜀与秦巴山区百姓北上
关中，非常不便，在秦末汉初才开辟了子午道，东汉安帝
初年和唐初虽两度辟为国家驿道， 但因艰险又几度弃
用，北宋时期，子午道才成为由长安来往金州的丝盐商
贸大道，从北往南越秦岭主脊达宁陕关口后，由于金州、
梁州各县治所非常分散，从宁陕南下，子午道便有了很
多支线，从瓦铺村村口存续几百年的商贸聚焦点———江
西会馆，不难看出，瓦铺村极有可能在某个时期就是子
午道东线的一条重要支线途经之地，以其直线距离北上
宁陕近而设立过官道驿站，故以铺为名。 其次从村中明
清时期形成的多个院落可见一个共同特点，旧宅房屋多
以条石砌基础，主体以木柱木板壁为构架，屋顶铺木板
椽，上盖青瓦，大量青瓦的使用，在当年的村中必然有专
门的瓦窑和出售青瓦的商铺， 外村人对该村通称瓦铺
子，时日已久，固定为村名。

在瓦铺村，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自然资源禀赋异常，
两山对峙，形成河沟七十二道湾，湾道内侧多是梯坎水
田，如指纹般按在山脚下河流边，春有菜花金黄，夏有荷
花映天，秋与漫山红叶相接，冬天麦苗葱绿连片。更有一
河两岸，古树参天，一个时期超五百年树龄的老古树近
500 棵，时至今日仍有百年以上古树 118 棵，为一方绿
水青山造就了一片优美的生态小环境。人文资源不胜枚
举，作为子午道秦岭南坡众多支线之一，商贾往来、暂住
歇脚造就了人口聚焦的繁华村庄，一些南方客商纷纷开
山筑田、辟水建房，财富聚焦，声名在外，山巅之上防御
性石寨就修了多达 9 处。村强民富，耕读相传，在村史中

可查的就有清嘉庆年间和民国初年开办大规模私学的
记录，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仍有私学服务于全村的适龄
学子。 龙王山中有天然洞窟龙王洞，有千年不竭的神龙
三泉，也有各个时期开凿的各类神佛石像，形成了安康
地区第二大造像群，成为研究安康历代造型艺术的宝库
之一。 龙王山上不但有平坦的沃野良田，更有燕子崖洞
居遗迹和白云寺遗址，每每雨后初霁，云瀑漫流，屋舍河
川，恍若天宫。金龙山上有道教祖师殿建筑群，据碑文记
载，始建于南北朝时期，明清两代多次扩建，以石材为主
的石房子建筑艺术和技艺也是陕南建筑的典范。石屋石
房借助山形地势而为，以山为基，以岩为墙，条石铺地，
块石砌墙体，石板盖房顶，融于自然，浑然天成，真正体
现了道法自然的本源，在实用性的基础上，极具观赏价
值。

进入新时代，瓦铺人走上了奔小康的快车道，特别
是在脱贫攻坚战中，一战成名。全村制定了生态立村、文
化兴村、旅游富村、产业兴村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农旅
融合中，充分发挥红叶胜地、清酒之乡的影响力，开发绿
色生态农产品，包装推广传统清酒，为群众增收打开了
广泛渠道。

秋后时节，瓦铺村山河之间七彩斑斓，犹如童话世
界，小河中列石已然水落石出，如跳动的音符，虹桥直通
一座座农家小院，映衬出特色山水民宿，恰如天上仙阙。
漫行山道之间，偶遇友人，相邀赴新居叙旧。这朋友算是
归雁人士，早年外出打拼，挣下一些家业，如今回乡创
业，先是整修了祖辈留下的土墙石板房，改造之后俨然
当下新潮别墅的样子，房前屋后，栽花种草，亭台楼榭一
应俱全，小桥流水，鱼翔浅底，鸡鸭相鸣，趣味无穷。闲谈
创业，展望未来，茶喝两碗，酒菜已上桌。菜是自产美味，
有干香椿腊肉、烧烤土豆、酸辣鸡肉、泡椒洋姜、干煸小
鱼，也有香菇苕粉、豆干炒肉、酸菜魔芋、大碗蒸肉和荞
麦凉粉。 酒是屋后柿树林里采下的柿子新烤的头酒，炭
火煨过，香气四溢。按瓦铺民俗，先共饮三杯，以示尊天、
敬地、爱人，表达感恩之情。三杯过后，演绎友情，为看客
和孩童们表演酒文化，客主互敬满桌宾朋，谓之打通关，
不胜酒力者，退出饮者序列，量大豪情之人讲下规则，手
指轻碰齐喊“高升”作为号令，划拳声就在山谷中回响：
一心敬你、二家有喜、三星高照、四季来财、五金魁首、六
六大顺、七朵梅花、八抬大轿、九九长寿、十全十美。这猜
拳行令之声，也是互道祝福之语，声叫声应，你来我往，
酒就喝到了高潮。

夜深人静，月色如银，走在瓦铺村中，沿寺沟河而
行，感慨良多，古村有传奇故事，今日有安居乐业。 乡村
振兴大旗又在村中高高举起， 这是要创建成人间仙境
啊！

姑的家住在“双龙桥”，门前那条河叫
马家河。

姑父是地道道的安康城里人，早年他
随父亲逃荒来到双龙马家河，在那个艰苦
的岁月， 姑父因为有初小毕业的文化，加
之能吃苦上进，很快赢得社员的喜爱和组
织的重用。 十几岁便被推选为队长，被社
员们亲切地称作“娃娃队长”。后来又被派
到东香公社当会计， 在这里认识了我姑，
后来就成了一家子。

姑的家住在双龙村五组，位于马家河
口。这是一个院子，过去是地主的房子，这
个院子住着七户人家，姑家在“土改”时分
了三间古老的木板楼。 姑父有一个爱好，
饭前一杯酒， 我后来才懂得一是为了思
考，二是为了劳动之后解乏。 为了解决社
员吃饭问题，他带领社员没黑没白的勒紧
裤腰带在瘠薄的土地上修筑“大寨田”，几
乎全部改变了原来的低产状况，建成了旱
涝保收的农田，增加了粮食收入。 他为了
解决集体用钱问题，利用山上竹子和马家
河丰富的水资源，自己建起了水冲式自动
碎竹火纸厂 ,增加了集体收入，后来又修
起了小型水力发电站，率先骄傲地用上了
电灯泡。 成为有粮有钱又有电的生产队，
在当时的安康引起了轰动， 受到县委、地
委的隆重表彰， 姑父还当了陕西省党代
表，一步被提拔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姑为人厚道善良，爱帮助邻居，在院
子里威信很高，院子里几家都和睦相处得
很好。 姑和姑父养了七个儿女。 姑父对儿
女自小严格，要求他们“两要一不做”，即
要上好学、干好活，不做坏事。因为他知道
上学求本领，干活保生存，做事讲人品。我
从老家关山村要到双龙中学上初中，路程
比较远，就住在姑家寄宿，这给本来不太
轻松的姑家又增加了一个学生负担，但同
样享受了表姊妹的待遇，受到了良好家风
的熏陶。 正是姑父的严格教育，子女们都

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上进和谦虚谨慎的
品格，使他们都成了有用之才，成为当地
远近闻名的“才子之家”。

姑家门前就是被称为“双龙”之一的
马家河。河水清澈见底，鱼儿自由游荡，两
边绿树掩映，阵阵鸟语花香 。 那时还没
有自来水 ，姑家 “满财叔 ”每天早上要
担着木桶到河里担够一家人吃的用的
水 ，这个水喝起来是甜丝丝的味道 ，虽
然大人老说不能喝凉水 ， 可是我们就
觉着凉水好喝 ， 放学回去都争着拿起
水瓢就在缸里舀水喝，那个爽啊，没有什
么能够比这香的了！奇怪的是从来也没有
因为喝凉水有什么不适，用开水泡出双龙
当地产出的茶叶是又清又绿又香，喝下去
真是沁人心脾 ，余味缭绕 ，怪不得 “双龙
茶”一直名气很大。

我们的学校双龙初中也在马家河口，
由于河边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夏天来临
我跟世学、徐方、克军、永学等好同学每天
早晚就在河边那排柳树下读书背诵，互相
提问，中午天气热了就下河洗澡，好不凉
爽！河边晨读后来成为双龙多年的一道风
景，双龙初中因为良好的学风陆续走出去
了很多人才。

马家河发源于我老家上面平头山的
北面。 我每到周末放学回家，就要跟同学
沿马家河走两个多小时才回去，沿途无数
次领略了马家河的如画风光。这段路程被
称作 “七里洞子八里坡， 一直上到东香
河”。

先要经过“七里洞子”。因为两边高山
耸立，一边是青龙山，对面是青龙寨，两山
夹一河，遮天蔽日，马家河穿插而过，形成
七里长一段峡谷，因此当地人称其为“七
里洞子”，也叫“龙潭峡”。 龙潭峡里，山高
水低，流水潺潺，浪花朵朵，怪石林立，花
香扑鼻，十分幽静，是一处与世隔绝的人
间仙境。 原先这里没有公路，一般从河边

攀爬而过，但是夏季涨水季节，就无法通
行，聪明的村民在峡谷两边山崖上凿上石
孔，安上石桩，搭上木棒通过，村民通行很
是不便。 20 世纪 60 年代因为“三线”建设
需要大量木料，解放军受命开辟了这条道
路，通往上游“平头山”伐木，才有了公路，
让这里天堑变成了坦途。

刚进入峡谷 ，在主峰 “青龙山 ”的对
面，就是从“玉龙宫”一泻而下的“游龙瀑
布”。这个瀑布以“高、险、柔”著称。瀑布大
约 200 余米高，从上蜿蜒而下，像一条游
龙，到了雨后，又像一条猛龙，咆哮奔来，
极为壮观。

过去就是“玉女潭”了。这是一处天然
浴池，上游清水一泻而下，形成一个很大
的瀑布，瀑布边上有一个跳石，瀑布下面
是一汪绿莹莹深不见底的大潭，相传此地
过去有人路过曾远远看见一名亭亭少女
在薄雾中沐浴， 周围七里香花瓣落满水
潭，待走近时，一切踪影全无，只留一河花
瓣清香，后来此河下游十里，便就叫“十里
香河”了。

再上去就是“祥龙谷”了。这是一处极
深的峡谷，过去少有人能及，一股清泉从
800 多米高的“青龙寨”流经下来，峡谷两
边山崖陡峭，古树藤条攀爬，好似龙爪，有
一种野外难得一见的“禾雀花”在这里竟
然非常普遍，春季到来到处攀爬，叶片茂
密， 藤条下面开出一串串形状似小鸟的
紫色花朵 ，十分高雅 。 “七里香 ”花在这
里也很多 ，进入五月 ，漫山遍野白花朵
朵 ， 阵阵香气扑鼻而来 ， 令人心旷神
怡。 顺“祥龙谷”步行上山 3 公里，就到了
山顶“青龙寨”，这是过去“土匪”扎寨的地
方，至今还保留着“老井、炮台、鼓架”等遗
迹。

“青龙寨”下行 1 公里，有个亿年溶洞
“玉龙宫”。 原先山顶只有一个 2 平方米大
的一个孔，里面黑咕隆咚，阴森恐怖。当地
有好奇大胆青年们想一探究竟，他们打着
手电筒，用绳索将人从洞口吊下去，突然
发现了一个奇观。 这是一个溶洞， 面积
300 多平方米，洞里全部是形态各异的钟
乳石，栩栩如生，造型之美令人惊叹。

如今，马家河的奇山秀水，已经被开
发为 “安康双龙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
2015 年被国家命名为 AAAA 级风景区 ，
现在安岚高速经过双龙出口，更加便捷地
吸引游客观光览胜。

平利的山川地貌很有特点， 更有灵
气。 有以八仙过海为名的八仙镇，有以让
水出名的正阳镇。

整个平利的水皆以清、透、明称奇。无
论小沟小溪、还是宽河坝水，闪现在眼中，
皆是一泓碧绿。

平利县志记载：西晋太康元年，今平
利县以上廉水为名置上廉县，系平利县之
前身，为置县之始，属荆州上庸郡。平利既
有上廉、又有让水，所以让廉泉让水之说
深入人心。

“廉泉让水”的典故，流传久矣。 相传
南北朝宋明帝年间，梁州官员范柏年奉诏
与皇帝商讨国事。 到京城后，明帝与他闲
谈时问范：“广州有水，名曰贪泉，据说那
里出的贪官均与饮此水有关，此事你可听

说？ ”明帝又一语双关地问道：“梁州是否
有这种地名？ ”范柏年答道：“圣上明察，梁
州唯有廉泉、让水、文川、武乡。 ”明帝再
问：“爱卿宅居何处？ ”范答：“卑臣寒舍居
于廉、让之间。 ”范柏年巧妙对答无懈可
击，既说明他任职之地民风淳朴、人性谦
逊，又暗示自己为政清廉、不事权贵，受到
梁州人民称赞。这就是“廉泉让水”典故的
出处。

此后，“廉泉让水”作为民风淳朴的褒
词， 常被人们用来赞美一方人才荟萃、节
俭礼让成风。

来平利，一定得看水。 县城坝河的水
清亮，八仙天书仙的水通透；正阳龙洞河
的水清新； 天书峡的水却有自己的个性，
全身通透，一眼看去，觉得懂了，又觉得什

么都没懂，还有点甜，有想掬之饮之的欲
望。 小河清浅，鱼儿轻翔，一切始于自然，
归之自然，一切了然于胸，一切豁然开朗，
一切回归本真。

顺谷底河流直下， 更是水深林幽处，
一路的水花四溅，一路鸟声互鸣，寻路人
问之，曰：让河。

两山夹峙，又彼此谦让，硬生生给河
流让出一条道来。谦逊、礼仪，这便是让河
由来吧。

让河发源于大巴山主峰化龙山西北
坡谷地，聚集了原始森林、湿地、草甸、奇
石等多类型自然景观资源。 因发源高山，
林深沟狭，水色清澈，它和天书峡水一脉
相承，却多了直率和谦让。

人活在世上，需求很多，但最离不开
的应该是水了，水是温柔的，柔情似水；水
又是刚强的，水滴石穿。水又是最公平的，
任何时候，它都是一把尺子。

上廉水，让河村，我想，水一直清冽，
所以会有上廉水；谦卑礼让，得之山形，更
受之传承，因而名为让河，廉泉让水，还得
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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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家门前那条河
汉滨 汪道琦

寻根廉泉让水
平利 蔡汝平

如果用较为经验的观点看， 我们不免
认为，只有当一个事物具备某些善的特质，
我们才会对此做出善的评价，但是，倘若稍
稍报以先验的看法，对外物加以善的期待，
并进行塑造，原本平平无奇的事物，未尝不
会孕育出善的特质。

善不是凝固的规范， 而是可以被培育
的过程。 如果以既定的陈规来度量善 ，那
么，这样的善不免有些僵化，但倘若对事物
加以善的期许，那么，善便会被赋予更多内
涵，这个世界自然也有了更多向好的可能。

因此，要鼓舞青年求善而谋求进步，便
不应只注重既定的模式， 而是对青年寄予
多样的希望，如此便可以谋求多样的进步。

青年应当被寄予多样的希望， 首先是
因为，希望和进步本就和多样性密不可分，
正是多样性给新的创造以可能， 而创造的
可能让一切希望和进步有了可能。

纵观历史，我们便不难发现，对多样性
报以宽容，伟大的创造便有了空间。 在百家
争鸣的时代， 多样的文化孕育了无数文化
成果，而回首文艺复兴三百年，宽松的文化
氛围中碰撞出了耀眼的思想火花。

青年的发展有着同样的需要， 当青年
被寄予了多样的希望时， 青年的创造力便
得以迸发， 当社会承认一个漫画家能以自
信创造未来时，文化的繁荣便有了可能。

青年需要被寄予多样的希望， 也是因
为，青年需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而对时代的
把握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是不断尝试的过
程， 多样的希望， 正是给这样的尝试以可
能。

如果对于青年的希望仅源于既定的旧
说，那么，青年的任何尝试都会担上巨大的
风险，当创新的力量受制于恐惧，时代的声
音会淹没于古老的箴言中，但倘若寄予青年
多样的希望，那么，这份希望自然会成为青
年进取的勇气。

对于多样性， 我们自然也会有担忧：倘
若过于强调希望的多样性，是否会导致价值
体系的混乱呢？

正如齐泽克的论述：“当我们真正拥有
了对不同于当前秩序的其他可能世界的想
象，就有可能催化真正的颠覆。”新的问题必
须要用新的创造来解决，如果不敢于去往看
不见陆地的地方，就不可能跨越大洋。 对青
年寄予多样的希望， 正是敢于面对新挑战，
战胜新问题的态度。

另一方面，这样的多样，不是不加约束
的多样，对青年寄予多样的希望，不是为了
使之放任自流，而是让其尽情创造，无论以
何等多样的方式创造，谋求幸福的方向不会
变。

寄予青年多样的希望，不单单是社会的
责任，作为青年的我们也应当敢于肩负这份
希望，放下偏见，平视世界，身处于这个时代
的我们，正应大胆审视已有的事物，大胆创
造没有的事物。

春天之所以是春天， 不仅是一年的开
始， 也是因为它给予了万物生长的机会，青
年之所以是青年， 不是因为其年龄尚小，而
是因为多样的希望之下，是青年不断创造的
可能。

近
日
随
思

徐
天
阳

多样的希望，多样的进步
徐天阳

创作谈：

徐天阳，汉滨区人，安徽大学哲学学院 2021 级本
科在读。

以我的阅读经验来看，文学是实现一个更加美好
的未来社会的途径之一， 文学对于人性至美至善的引
导有其独特的力量。我之对于写作的热爱，大概可以归
结为三类原因：对一个可能性的讨论和遐想、对现实的
记录和反思，以及对应然性的执着与追问。

对于可能性的讨论，大抵源于生命本能的想象力：
鲲鹏深空窥万室，枕上千里遇星月，思天地之无穷，尘
世之间的动静如梦幻闪电， 而死亡是否意味着另一种
新生？

对于现实性的记录和反思， 对应然性的执着与追
问， 是自己生而为人对于自身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的
认知和实践的必然。 我人文写作的意义不仅在于表达
这个世界现实的样子， 更在于思索世界应该成为的样
子， 毕竟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并不足以预演推导出世界
应该成为的样子， 构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诸多要素
是否有更合理的方法存在呢？ 当我们清晰描述想象出
一个更加包容、平等、美好的世界时，改变的可能性和
方法便开始具备了，这正是我写作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