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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节令来得早，可心里总是迟钝着，春已浓浓的很深
了，被友人撺掇着走出了漠然，去了乡下。 一到乡村，那春的热
情不减反增，没有丝毫埋怨我们迟到的意思，依平日里惯常的
样子层层叠叠、 闹闹热热地包裹着来的人， 整个儿就被氤氲
着、感染着、蛊惑着，一时间，心情大好。

去的是一个叫西河镇的地方， 是平利县的坝河和汉江交
界的地域，随意选了一条沟钻进去，不曾想就是西河镇一个代
表性的村子。 虽说住在所谓的小城，但对于我来说，更愿意来
到这样占据这一条沟，一个梁，一面坡，一座山的村子，这样的
村庄才是真正传统的、原生的自然村。 这些村庄的一棵树、一
条溪、一块地、一畦田、一户农家的庄子，都是天然地、没有刻
意装扮、不做作、本真的美丽。 平日里，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时
段都是美的， 在这山野的花已经淡去， 屋前院后果树花儿犹
酣，菜花强悍成为主色调的浓春时光里，自然是更美了。

这个叫磨沟的村子，依然是世外桃源版的路径，须得先走
过一段沟道，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在不惊奇和狭窄之后就有这
些个美不胜收的河畔、田园，秀美山村。

这村子是处在安康汉滨伏羲山和平利的女娲山之间的，
传世的女娲伏羲兄妹滚磨成婚的地点就是这里。 在磨沟最宽
敞的地方看去，委实让人惊讶，这磨沟，果真生的奇异，隐隐有
仙气充溢其间，远处的山峦是扇形的，左有一沟狭长，右有一
沟宽缓，中有一山梁隔着，都是奔着中间这村子来的，山梁也
非寻常，显得雄壮和宏大，犹如龙的脊背，隔着两沟也连着两
沟，在龙脊下到沟底的时候，戛然而止，那两沟就汇合在一起。

也许那双沟汇合处有太多的寓意，有不能不纪念的价值，
在龙脊的之上也便建有一庙，这磨沟有名的高王庙，待爬上去
一观，只见庙已破败，只剩得一隅后庙，有几块石碑，要么年代
很近，要么字迹漫漶不清，让人不知端里。

高王是谁？ 问询许久，才有一个老乡告诉说，伏羲有兄弟三人，高王是他的长
兄，这庙是纪念伏羲兄长的。似乎意犹未尽，就赖在村上的文书家不走了，也真是投
缘，聊到热火处，才知道是我的本家兄弟，大致是祖上哪一辈在汉江边生活的不下
去了，才分了支顺着坝河来留在这里谋生的，若干年后，我们也是这样地过来了，偏
是不认识的，只为着这磨沟，就重逢了，只为这一层，那兄弟眼泪纷纷，死活要留着
我吃顿饭，在我不太坚决地推辞中，我就醉倒在磨沟的苞谷烧里了……

这个春天，第一次出行，无意地撞到了这村子，山、水、田、园、路、堤、坝一派清
明；树、藤、草、苗郁郁青青，各种花儿盛开着，姹紫嫣红，桃红柳绿；一种春天里春情
春意饱满的味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万年过去了，没有消退过，也不会消退，因
为人类不会丢失追求美好和热爱春天的激情，就会永远充满对春天的希望，春天也
会一直和我们同在。

走进凤堰梯田，就像是走进了一幅古朴自然、精
美农耕的大地浮雕实景中。看到了山河的魅力，雨水
的灵魂。联想到了，这是风云的奇迹，更是天人合一。
汉阴凤堰梯田，不仅仅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
是全国首座开放式移民生态博物馆， 其独具特色的
人文魅力和自然禀赋让人震撼惊叹而流连忘返。

置身其中，仿佛如临人间仙境。 山、水、田、屋、
寨、村、庙，在这片土地上融为一体。 浑厚、雅致、奇
趣、清新，在这片土地上彰显壮美。梯田密集、形态原
始、线条流畅、山高水长，在这片土地上阡陌纵横。黄
龙沟、茨沟、冷水沟、龙王沟 4 条溪水潺潺而歌，自流
灌溉而长年不绝。享誉国家森林公园的凤凰山，四季
分明的亚热带气候随机变化，泉涌的沟谷水雾袅绕，
汉江蒸腾起浩瀚的云海，潮水般奔涌而上下飞舞，将
山谷和梯田掩饰得含蓄生动，装扮成如此婀娜多姿。

来到凤堰梯田，移民壮举让人终生难忘。因为我
明白了，秦巴之间的凤凰山南麓，这片得天独厚的地
形地貌，是“湖广移民”来到这里，创造了人类认识自
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晶，创造了农耕
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成果。穿行这片土地，人生就会没
有遗憾。 在这里见到了，独具一格的猴山日出、凤江
云海、双龙戏水、堰坪落日、富硒茶园、冯氏古堡、凤
饮东河、花屋情缘、石寨遗风、湘俗闽语、漩涡风情等
特色旅游景区；切实感觉到这里已成为休闲养生、摄
影、绘画及文艺创作的圣地。 贴近这片土地，让人终
生意念神奇，因为领悟到了，凤堰梯田是农耕文化的
“活化石”，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天人合一的典

范。 “木槽接天河，竹笕引龙王”，移民那令人叹为观
止的创造发明，铸就了大地浮雕的壮美。

感叹凤堰梯田，这妙趣横生的自然生态美。来到
这里，梯田的美学价值，明朗摆在人们面前：一年四
季，这片土地演奏一曲激情摇滚的乐章，春花、夏绿、
秋黄、冬雪那自然地鲜活之美；是舞者，无不来此翩
跹；是歌者，怎能不来此激情引吭。一年四季，这片土
地铺开一轴历史自然的漫漫长卷，泉涌、鸟飞、花海、
稻浪那流动之美；是丹青神手，纷纷慕名来此着彩；
是文人妙笔，倾注心血来此生花。 一年四季，这片土
地是迷境、是梦幻，细雨、清风、蓝天、云涛那大气之
美；是探秘者，一定会来此溯源；是梦想者，必定要沁
心来此追逐。这一切无不荡漾洗涤着来者的心灵，给
人以淳净快乐的体验和美遇的享受。这种民风、民俗
与大自然和谐一体的山地文化体系， 温馨地切入人
的怀抱与胴体。

震撼的凤堰梯田，这魂牵梦绕的天人合一的造
化。在梯田中潜行，仿佛是歌者的魂：人与大自然神
话般造化，让梯田把水和粮食提升到最高处；云雾
踩着天梯去看月亮；月亮在夜里静听蛙鸣；星星眨
着眼睛，赞赏它们高谈阔论。在古梯田中潜行，壮大
了诗者的胆，脑海浪漫出诗行：爷爷驼着背，像支拐
棍，一杵一个田坎，一直杵到他手上的灯，远远高于
那闪烁的星。 在古梯田中潜行，体悟到力与美的结
合，眼前：从沟底，到山顶，曲线交织着向上的田埂，
是移民聚火爆石，夯泥筑坎，一把锄头，一件蓑衣，
记录先民们安身立命的足迹；一头黄牛，一张犁铧，

同祖先们一起将一山一梁， 一沟一壑雕刻成梯形。
在古梯田中潜行，让人理智而开怀：能清晰地听到，
打谷拌桶上农人的笑声；能明朗地看到，一粒谷子
上农人额头的皱纹。踏上这块土地，无一不是震撼、
惊叹、共鸣。

有颜值的凤堰梯田， 国家赋予的多项实至名归
的美誉。 陕西汉阴凤堰梯田，水利部命名为“国家水
利风景区”， 农业农村部命名为中国首批 “美丽田
园”，林业部命名为“国家森林公园”，文化和旅游部
命名为全国首个“移民生态博物馆”，连同山水天地
人等，国务院命名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刻印在中华农耕文明史上的 “世界移民奇迹”，
这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 人与人和睦相处的古
老文化特征。 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优秀传
统， 推崇的是新时代人类继承和追求的一种文明和
谐精神。

我想说凤堰梯田， 见证了三百年来湖广移民与
当地土族融合定居成为农耕民族， 进而把南方农耕
文明移植到北方高山耕作， 是一段智慧地创造出梯
田灿烂文化的艰辛历程， 古梯田的发展史就是移民
文化的发展史。这是一片神奇美丽的土地，有着自然
历史的古典美，更有自然现实的时代美。

走进凤堰梯田的土地上， 处处沐浴着天人合一
的自然风光，时时幻化出凤堰浩荡而又柔美的记忆。
这片土地上，蓝天宁静 ,空气洗洁，可真切感受凤堰
人民的热情好客， 迷人的凤堰梯田， 是我灵魂的家
园。

家乡有条形似月亮的
河，叫月河，在我的心中，它
是一条明亮的月亮河。

月河记录着所有的事
情。不信，你看月河水流，有
一百种表情， 激流是皱眉，
缓涌是沉思， 浪花是微笑，
似月是柔情， 洪流是发怒。
月河静的时候， 闪烁着光
辉，清波粼粼。 月河暴怒的
时候，会摇动河床，溅出浪
花到树木上、岩石上、房梁
上。

我们坐在母亲的怀里，
我们的童年是水养大的。

大人们把背篓交给我
们， 我们来到月河边割牛
草、割猪草，割不断月河的
情思，割不断扑入月河中的
月光；生活把磨盘水车交给
村里有手艺的匠人榨菜油
榨桐油磨米磨面磨豆腐，碾
磨艰苦的岁月，风浪把一叶
小舟交给了月河，引渡东南
西北风。

我们牵着牛绳羊绳， 总是把牛羊拴在月河旁的
麻柳树上，我们和牛羊一起依偎在月河里，我们和牛
羊也是月河的浪花；我们拿着糖罐、吊罐、竹槽、木
槽、最原始的灌溉工具，投进月河里去盛满水缸灌满
水田滋润庄稼和村庄。

翻开书，在老师“人口手、雷雨风、山川河”的诵
读声中，我们开始了人生最初的思量———河。

不知道月河最初的那滴水， 源自凤凰山哪棵草
叶哪枚松针，只知道铁瓦殿无数的水滴汇集，从草叶
从松针从云朵上滴着，浸入花草树木脚下的土地，一
滴滴水珠团聚着，找到一条缝，流进南山下的暗河，
一抬头看见太阳的时候，争先恐后地走出暗河，走出
万年的沉寂，走到清清的月河，走到这书声琅琅的洋

溢河……就像我们从家里走向学校， 从牛背走向教
室，从洋溢河走向月河、走向汉江、走向长江。

凤凰山的水滴汇成了月河清流， 我们汇聚到学
校。 从一滴水开始一条河和我们生命的历程。

教我们的老师是城里下来的知青， 他们来自月
河流入汉江的那座城市。 电灯，电话，高楼，汽车，对
远方的仰望，让我们的脖子几乎扭伤。大学，电影院，
图书馆，对远方的梦想，让我们彻夜无眠。

老师说，走出村庄，走向远方，有两条路：一条是
顺着月河，河流的尽头就是我们的远方；一条是翻过
高高的鲤鱼山、牛山，山的那边就是我们的远方。

大人们说，走出村庄，走向远方，有两条路：一条
是当兵之路；一条是考学之路。

学校敲钟的韩大爷说，走出村庄，走向远方有两
双鞋：一双是皮鞋；一双是草鞋。皮鞋的路很长，草鞋
的路很短。

老师的话很富有哲理，大人们的话很实用，大爷
的话就在教室的黑板前面，那里摆着两双鞋：一双是
草鞋，一双是皮鞋告别村庄，走向远方，那是我们最
大的梦想。

有一天早上， 学校敲钟的韩大爷神秘地告诉我
们，说北岸子山上有一条青龙，昨晚托梦给他，要归
大海啦！ 他敲响老槐树上的破犁，让钟声响彻村庄，
让钟声把我们赶往高处。奇怪的是韩大爷话刚说完，
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的雨，
温顺的月河河水暴涨， 河水掀起巨浪， 犹如蛟龙翻
腾，让我们的学校隐入河水，奔腾而去。大人们说，月
河走蛟啦！

我一直到现在都无法解释韩大爷那奇怪的梦，
真有青龙托梦给韩大爷？ 只知道一个遥远的传说：
“金船一闪现，水打江家店”，金船闪现，月河耀金。神
秘的是，学校没有了，老槐树还在，老槐树上的校牌
和当敲钟的破犁还在。更为神秘的是，敲钟的韩大爷
不见了，我们跟着河流找了几十里，最终还是没有找
到。 我们把学校搬到更高的地方， 挂上那敲钟的破
犁，却再也听不见那金属般的钟响，这成了山村永远
的痛。

一直到现在都不解的是，明明是月河发大水，冲
走过木榨，冲走过石磨，冲走过桥梁，冲走过牛羊。大
人们却从没有责怪过月河，从没有把责任推在河上，
说那是走榨、走蛟、走桥，龙过大海鸟归林，大人们就
这么看我们的月河。

面对奔腾不息的滚滚流水，哲学家说，人不能两
次踏入同一条河；思想家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科
学家说，水是生命之源；文学家说，哀吾生之须臾，羡
长江之无穷。

有河必有桥， 我的那片月河的故乡曾见过简陋
的木桥、跳跳桥，简陋不堪只让人行走，桥是故乡的
书签，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故乡没有两座一样
的桥———或庄严持重，披一身斑驳的绿苔；或纵身跃
进，寥寥几笔，如图画里一勾灵巧地飞白；或朴素平
坦，简简单单，像父亲的汗巾，随意搁在河腰上。如今
的月河桥，千姿百态，彩虹飞度，长龙卧波，穿梭着时
代的潮流。

在月河水最急促、 峡谷最幽深的月河下游龙王
潭，鱼虾成群，有名的是月河鲤鱼、草棒子、大青鱼、
甲鱼、鲇鱼、大头鱼、鳜鱼等，月河水鲜自古有名。 月
河流入佘家窑，河床一下平坦开阔起来，水流舒缓，
小船悠悠，河上就有了“万安桥”，拱桥下青藤如瀑，
青苔斑驳。

月河流过佘家窑，就进入了河流的茂盛期，离汉
江近了，离长江近了，离大海不远了。一帆风顺中，往
下的桥更万安了，月河走进了汉江。

月河带着我们的学校走了。那一年，家乡学校居
然破天荒地一下考上五个中专生。 我们是故乡月河
一朵欢快的浪花，告别月河、告别故乡、告别凤凰山、
鲤鱼山、牛山，把心中的月亮河一起带走，走向更长
的远方。

从同一山村出发，走着同样的河道，月河会把河
水留在乡村屋檐下的滴答里， 留在天空飘浮的云朵
里， 留在家屋水缸的倒影里， 留在草叶上的露珠里
……

河流的一生，就是我们的人生，有它的童年，有
它的少年，有它的青年，有它的壮年，但是河流不老。
人生其实何尝又不是河流，有急流，有平缓，有激越，
有险滩。

我从城里的学校回到乡村当教师， 学校位于月
河另一条支流—洋溢河的河湾上。曾经在乡村读书，
我望天上的星星， 心飞往那些星星下那方不同于我
苦瘠乡村的生活。曾经我一个人站在河湾，穿着一双
城里买的皮鞋，站在这片草鞋跋涉的土地上。想起敲
钟韩大爷的话，从农村到城市很近，就是一双草鞋到
一双皮鞋的距离。从农村到城市的距离很远，就算脱
下了脚上的草鞋，都永远找不到那双皮鞋。

我从没有过这么静静地伫立在河边， 这么静静
地想自己，想河流。一阵风过，吹散河中的星星，如风
一般撒播在天空之下。

当年的大人们和我们都老了， 月河通往外界的
路其实很多，河向远方，路就通往远方。我坚信，总会
有一方码头、一座桥梁等着我，月河的前方是汉江，
汉江的前方是长江，长江的前方是大海。

习惯了每天走路上下班，也是为低碳减排、节能环保贡献一己之力吧。 从香溪
大道沿大桥路直行，通过桥头地下通道即可到达目的地。路程不远，结束直行，就面
临两种选择：

一种路线：顺着方兴未艾的鑫街口商圈广场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走，不走地
下通道，这是一段最短距离的路线。选择了这条捷径，就会节省几分钟时间到达，还
会看到鑫街口广场上跳舞的大妈、打柔力球的阿姨……她们不惧岁月无情的蹉跎，
婀娜的身姿矫健的身躯宛如当年，我想当年的她们一定是充满激情、斗志昂扬的，
这群热爱生活的人，如今虽年逾花甲，夕阳红却依旧耀眼，既能锻炼身体，又成了冷
清的鑫街口商圈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走到直角斜边的尽头，需要横穿西大街才能到达终点。 大街上的车流真多啊，
公交、私家车、货车、三轮、电动、摩托载着形形色色的人们急急忙忙奔赴向不同目
的地，都赶在这个上班的时间点，可想而知，想要穿过没有斑马线的街面该有多困
难，每次面临这种情形总让人瞻前顾后、踌躇不前并且心惊胆战，这条路线走的还
是有些纠结的。 让人欣慰的是“车让人”的新规在这里也成了一种常规。 当然，作为
“车让人”的客体，也不会横冲直撞、目无法规，我常常会在车辆礼让行人的时候快
速通过，更多的时候选择等到一波车流过后，另一波车流还未到来的时候从容不迫
地踱过街道，这样既不给道路添堵，也能给自己一些从容，很多时候回过头还欣喜
地看到身后还有一群跟随者，其实做正确的事，有时候也会教化人于无形，当然，时
不时都有同行者。不得不认同人们普遍素质提高，遵守规则，敬畏法律，做到心中有
法、人人守法，已是这个城市普遍的现象。

另一种路线：沿着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走，通过地下通道到达目的地。 这
样的话，自然距离拉长，花费时间多几分钟，却别有洞天。 地下通道里灯火通明，四
周墙壁上展示着金州各县区优美的风景，摄影者独具慧眼、匠心拍摄，从行家的角
度发掘出这片土地上的优美风景。看着那些熟悉的风景，一眼就能叫出地名，有“瀛
湖仙螺”“凤堰余辉”“岚宫积雪”“化龙云雾”“鬼谷探幽”“紫阳茶山”“平利长安”…
…且不说外来者如何被眼前的景色征服， 连我这个本地人也不得不折服于这里的
山山水水，一帧一幅宛如仙境。

宽阔的地下通道，还有另一道风景。 “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我们又见面
了，打个招呼大家好！ 马上就开始今天的直播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伴随着音乐的
响起，还没走进通道，就被这些声音吸引过去：一个手机支架、一部智能手机、一个
人的舞台。网络提供的平台，赋予人们生活新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网络、
走进网络、享受网络。 所以，每当路过这些直播场面的时候，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更多的是投以鼓励的目光。 网络时代相应而生的是将这个城市的每个被遗忘的角
落都一一展现在大众眼前，会发现那些身边的、以前没有注意过的美景也一点一点
挖掘出来了，不禁感叹原来也可以这样美，“只缘身在此山中”罢了。

走地下通道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不用横穿公路， 不会造成交通拥堵， 文明出
行，遵守交规，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负责，三角形中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定理，
也可以这样比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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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风景
汉滨 张晓英

早就听说旬阳市双河镇的水洞沟清凉宜人风景
如画，堪称休闲度假的好去所，于是我们在百忙之余
挤出一点闲暇驱车前往，趁机摆脱琐碎冗长的俗务，
也算是给心灵放个小假。

正当盛夏时分， 阳光力道十足， 透过稀薄的云
层，激起滚滚热浪，让人不禁大汗淋漓。

汽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 两边是一排排自由生
长的树木，叶子丰润饱满，枝干高大茂盛，挺立如伞，
洒下绿茵遍地。偶尔有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露了出来，
投下一地斑斓。田野里一排排的玉米秆屹立如林，棒
子又粗又壮，顶上的胡须开始发黄，有的已经成了深
黑，这是果实即将成熟的前兆。这玉米林一排连着一
排，一片带着一片，从山脚铺到山顶，散发出诱人的
味道。 这个时候，庄稼人照例是没有空闲的，田间地
头，低沟高坎，都有着他们辛勤劳作的身影。七月，这
是一个充满无限生机的季节。

约莫半小时左右，我们就抵达了目的地。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藏在青山深处的几栋农家小院， 简洁朴
素，落落大方，虽无都市灯红酒绿的繁华，却也清幽
淡雅，别具一番风味。 门前立着醒目的农家乐招牌，
热情的欢迎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

绕过小屋， 就见一股清流从万千绿意中直奔出
来，清澈见底，触手极凉。 这流水冲过岩石，拂动水
草，一路欢呼雀跃，高歌前进。两边林木丛生，百草丰

茂，垂柳的长条搭在水面上，随着水势上下波动。 冬
日的枯枝败叶全成了它的垫脚石， 安安静静地躺在
水底， 静候韶华流逝。 这时双眼已经不得不跟着它
了，在这里，在这时，它是主宰一切的王者，而一旁的
我们，只是匍匐在它脚下的臣民，不自觉地被它的风
采所征服。

顺着这流水往前走，绕过几个浓荫遮蔽的弯，就
到了传说中的水洞，也就是这股清流的源头。这时山
势渐陡，水势却比先前大得多了，似乎要把那藏在深
山中的千年万年的压抑， 借此机会一股脑儿全发泄
出来。 只见白色的水幕从山上直倾而下，行到中途，
却又把身子一抖，分成十几股大小不一的水势，从不
同的方向奔流而下，如银瓶乍破，又似铁骑突出，猛
击下面坚硬光滑的岩石。一霎时如雷轰电闪，万鼓齐
鸣，轰隆隆的水声不绝于耳。 顿时想起李白的诗：飞
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我们相互间根本听
不见彼此的声音， 其实此时此刻， 也不需要说什么
了，人人都被这大自然的威力所震撼，被这清秀中裹
着的雄奇所折服。

欣赏了水洞壮丽的风景之后， 我们又走上另一
条路，去寻找旱洞。

旱洞， 顾名思义， 就是水干了之后留下的洞子
了。 我们沿着一条被树木遮的密不透风的林间小道
一路上行，终于在半山上找到了传说中的旱洞。入口

并不如何壮观， 很有些狭小的感觉。 但是往洞口一
站，就有阵阵冷风从洞中吹了出来，使人一瞬间酷热
全消，不自禁激灵灵打起了冷战。 入得洞来，眼前豁
然开朗，空间一下子变得大了起来，四周虽是黑沉沉
一片， 但依然隐约可见造型各异的石钟乳从上面垂
将下来，一侧的岩壁下还供奉着一尊神像，旁边依稀
可见香火的痕迹。

我们兴趣颇浓， 于是借助手机的微弱之光继续
前进，洞中曲曲折折，愈进愈窄，旁边的小洞愈多，而
所见愈奇。这时手机和手电筒已不足以照亮周围，实
实在在可算是米粒之光了。 而两边的岩壁上也不时
有水珠下渗，湿漉漉的一片。 再往前走，只听见一片
啾啾的叫声，想来大概是蝙蝠了。这时已全没了上山
的炎热，洞内的阴冷却让人心里有些发毛，我们一个
个提心吊胆，生怕里面钻出什么毒蛇猛兽，那可是后
退无门了，于是决定原路返回。

出得洞来，但见阳光耀眼，蝉声连连。 不禁深吸
一口气，感觉又回到了人间。 回想方才洞中一切，有
如南柯一梦，光怪陆离，让人难以忘却。

此次小游，时间虽短，然收获颇丰。 于青山中感
悟生命的本真，于流水中洗涤灵魂的污浊，于奇洞中
探究造化的神异，这样的游历，不妨多来几次！

清凉水洞沟
市直 张远超

张勇 作

走进凤堰梯田
汉阴 陈绪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