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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沟东坡有一棵树，既有柿子，又有势子，别有一番清
新脱俗的味道。

春日盛景、夏荷摇曳、秋实硕果、冬恋雪松，仿佛进入世
外桃源，安康唯一入选全国 2023“村晚”的西沟村，位于汉
滨区茨沟镇北部，荣光之至，善莫大焉。 一条宽敞蜿蜒的沥
青路从沟底一直盘旋到山顶， 峰峦见底之谷， 自有阴阳两
坡，西侧阴坡草木茂盛，东侧阳坡村民聚集。巍巍群山、潺潺
流水，成为陕西美丽乡村的示范样板。

西沟之靓，在于旧貌换颜。 在绿荫簇拥中，原生态民宿
显得格外恬静和飘逸，琉璃瓦映衬青砖卵石，文化墙留存刀
耕火种，竹栅栏勾勒田园风光，爬青藤倾诉鸟语花香，鲜花
盛开，娇艳吐蕊，在丰收的喜庆中，土墙、土灶、土阁楼，别有
一番“土别墅”的感觉。

西沟之美，在于守拙创新。 银链般的梯田，红彤彤的苞
谷，庄稼汉一袋旱烟一碗酒的生活习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亘古传承，在文化传媒的加持下，登上了异彩纷呈的“村
晚”，歌舞、器乐、地方戏、表演唱等艺术形式，“汉调二黄”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茶盐古道上演绎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视
听盛宴。

西沟之变，在于独辟蹊径。 冬暖夏凉的老房子，西沟人
情有独钟。 以前，路窄、坡陡、弯道多，坐车上山生怕被东倒
西歪的颠下崖。从坡上向下看，田地被不规则的石坎分成一
道道一坎坎，错落有致。 “外边五世纪、里边五星级”的改造
理念，接通了自来水、安装了太阳能、建起了卫生厕所，连厨
房灶台也修成了砖混结构， 台面贴白瓷砖， 烟囱直通屋外
……对房屋进行量身打造， 修旧如旧让村民和城里人一样
住上“好房子”。

西沟之甜，在于百花盛开。在沟头有一座养蜂场，“我养
了十几年的蜜蜂，熟悉蜂性，在产业政策的帮扶下，走集中
养殖、散户收储、统一加工、品牌销售的路子，现在规模约
五、六十吨，线上线下年毛收入 300 余万元。 ”企业负责人余
升富说，养蜂带动周边 20 余户村民共同致富，他指着新投
入使用的现代化生产线，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过滤、检测、
灌装、贴标成品蜂蜜一次性完成，效率大幅度提高。 ”

柿子树下，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味道。 来西沟，是逃避
尘嚣的一剂良药。 农夫摘下柿子， 用绳子绑起来挂在架子
上，置于阴凉处，静静地等待柿子由硬变软。天凉了，密布的
黄栌由绿渐变黄、变红，五彩斑斓、层林尽染，扒里的花柳
树，枝干皲裂，簇丛杂生，老叶子打起了卷，或飘落，林间少
许的嫩叶，绿意依旧。

要选择向阳的民宿把心遛一遛。 窗外，跃入眼帘的峰峦、鸟雀和溪泉，瞬
间抚慰躁动的凡尘。 屋内，吃柴火饭、啃散养鸡、喝自酿酒、怦然心跳的酣畅，
恍若穿越到北宋与豪放派诗人苏东坡同桌对饮，敞怀感悟“人生如梦，一尊还
酹江月”。

在西沟，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柿子树特别养眼，硕果累累，镶嵌其间，像梳辫
姑娘的脸蛋，泉露滋润、羞涩娇嗔。 霜降，抖瑟的寒风吹掉叶子，没了掩饰，光
洁圆润的柿子悬在枝头，一枚特别有趣的柿子多出个“肉瘤”，在如洗碧空下，
给西沟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吃柿子，要有耐心。秋风未起的时候，若迫不及待地啃一口未成熟的柿子，
满嘴涩感，肯定会让人叫苦不迭。 小时候，不管多硬的柿子，前一晚用温水浸
泡起来，然后稍微加热一下，等上一晚，第二天就可以咔嚓咔嚓吃柿子了。 柿
子饼是一个可心的甜点。 将熟透的柿子去皮和核，与面粉搅和在一起，摊成薄
薄的小饼，放在擦了一层菜油的平底锅里，煎翻几次，软糯酥脆的柿饼就出锅
了，吃上一口幸福感瞬间爆棚。

西沟摘柿子，是一种乐趣也是农旅融合的一个趋向。 骑行的、徒步的、观
光的城里人来摘柿子，总是激动不已。 仰望柿子，摆 pose，拍摄几张。

柿子是农民的“摇钱树”，卖一些，留一些品相好的，顺着菱角去几道皮，刮
成流星锤状，用麻绳串起来，一串一串挂在屋檐下晾晒，红彤彤、金灿灿，煞是
迷人。 农家乐兴起了、熙熙攘攘的人多了……

在西沟，找到了乡愁、吃上了乡味、留住了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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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龙“蓬莱”列翠岚
方晓蕾

这是一条静静的小河湾。 它承载着厚重而悲壮
的历史、它记录着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 它在中国
地图上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湾，它就是本地人称之
为母亲河的———月河。

这条河本名叫越河，有跨越秦岭、穿越时空、跨
越历史之意。 然而今天人们向往自然，崇尚月亮、月
光，也可能这条河像月亮、似月牙，渐渐地被人们称
之为月河。

这条月牙形小河， 发源于中国的南北气候、地
理分界线，长江、黄河流域的分水岭———秦岭。 它是
长江水系汉江的最大支流，然而它又像秦岭所孕育
的数万条小河一样默默无名。

它处于秦岭的南麓，秉承秦岭余脉，巴山尾韵。
曾几何时，这里是秦人、巴人的乐土。 秦汉时代

这里非常繁荣 ，人们勤劳耕作 、大兴农桑 、丰衣足
食，是农桑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起始
点。

曾几何时，这里因明朝末年战乱，一度成了荒
无人烟的荒滩，山野之地、野兽横行，淹没了点滴人
行踪迹。

曾几何时， 这里又迎来了大量的湖广移民，成
了楚人、湘人、粤人开发、创业、繁衍生息的乐土。

百多年来，湖广人变成了陕南人、安康人。 然而
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永远也忘不了这里有一条静静
的小河湾。 它曾经沉寂、曾经喧嚣、曾经辉煌。 这里
也留下了许多名人的足迹，留下了辛勤劳作的人们
的身影。 诸葛孔明曾在此驻足，屈原英名遗风在此

发扬，端午龙舟节成为全市著名的节庆活动，引来
八方游客，驻足欣赏自然山水美景，品尝特色秦巴
美食······

这里不仅凝结了许多值得人们记述和思念的
东西，它的壮丽景色更是令人流连忘返。

月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 静静的小河
湾，河水依旧静静地流淌着，人们依旧为生计而劳
作。 河边的垂柳随风飘扬、河边的竹林节节生辉、河
边的稻田十里飘香、 河边的万亩油菜花分外艳丽，
引来小蜜蜂前来采粉酿蜜，引来游客在这里尽情赏
花游玩。 牧童在河岸的沙滩上自由自在地放牧，在
河中戏水；老农们在禾田里精耕细作，妇女在家里
养蚕养猪。 一幅美丽宁静的田园画卷。

清晨，天还蒙蒙亮，河湾的学子们就已聚集在
村里学校，开始读书、学习。 朗朗的读书声划破时
空， 融入弥漫在河湾上空的屡屡薄雾飘向远方，向
人们诉说着科技文明和科教兴国画卷。 这声音像月
河湾潺潺不倦的流水声，娓娓动听，声声入耳。

如今一代一代的学子走出了月河湾，在祖国的
大江南北创业、立业。 月河湾也发生了巨变，古朴典
雅的农家小院宁静而安详， 新型农舍美丽而有特
色，富有现代气息。 包茂、十天高速公路沿着小河湾
逆流而上，四通八达，连接关中、江汉发达地区。 昔
日的宁静，今日已变的喧嚣、繁华，犹如置身于大都
市。 河湾旁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一条条商业街如
雨后春笋般神奇的“长”了出来。 河湾的农民一个个
变成了商人、工人、老板、企业家。 河湾的居民幸福

快乐享受着时代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旅游
带来的丰厚果实。 河岸边的忠诚农业产业化无公害
农业园区，向磁石般吸引着城市里的游客和学校的
学生来这里采摘鲜果，进行研学。 毛绒玩具厂迅速
发展起来，生产的各式玩具远销欧美，成为农民就
业创收的亮点。

这里亦然是人们怀念、向往的宁静小河湾。 河
湾里的人们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活，忙时农耕，
闲时开展农家乐和民宿服务，拓宽休闲旅游服务新
门路。

如今，生活在喧嚣繁华大都市里的人们，奋战
在大工厂、大公司的工商界人们，是多么的渴望回
归乡土，回归大自然，来尽情享受乡村泥土的清新
气息，感悟山水之间的博大胸怀，尽情放歌、尽情放
松，以解城市紧张快节奏生活带来的身心疲惫。

他们多么渴望重回田野， 抓一把泥土闻闻，试
试种一颗秧苗， 驻足看着田野里生长旺盛的禾苗。
禾田里的芬芳会不由自主地沁入心田，无比快慰。

他们多么地渴望在河湾的柳荫下驻足垂钓，看
着小河里清澈的流水和水中游戏的小鱼，偶尔抬头
眺望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侧耳聆听林中叽叽喳喳
的吟唱。 风声、鸟声、流水声合奏出一曲美妙的生活
乐曲 ，山景 、村景 、河景构成一幅美妙绝伦的风景
画！ 真似仙境一般的生活。

今天这里已发展成为乡村旅游的又一处胜地，
吸引着大批南来北往的游客在这里休闲度假，尽情
享受大自然给予人们的恩赐。

静静的月河湾
毛成军

柿子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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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龙龙民民宿宿

岚皋县有名景点颇多，而新晋景点“蓬莱仙境”
极有网红潜质。 “蓬莱仙境”这词是我说的，也是年
初流传在各大网络平台的一个小视频说的，正式的
名字叫“小蓬莱”。 蓬莱是专有地名，此地命名为“小
蓬莱”，有点打擦边球，兔子沾月亮光的意思。 为了
证明的确是蓬莱仙境，我专门在“学习强国”上找到
了该视频仔仔细细看了几遍，有山有水、有云有雾、
有竹有树、缥缈空灵，果如蓬莱仙境一般。

小蓬莱在佐龙镇边界上。 佐龙镇是岚皋县在岚
河与香河交汇处的一个镇，211 国道穿镇而过。 高速
路通车前，从安康走国道去岚皋，不过 1 个小时到
镇上，再走十几分钟就能到县城。 佐龙的原名或者
小名叫“金珠店”，我的记忆里是“金猪店”，不管是
哪一个，肯定有传说和来历。 “小蓬莱”原来就叫“金
猪岛”或“金珠岛”。 两两印证，不去翻岚皋县志也不
难理解了。 金猪也好，金珠也罢，富态安详，都不错。

佐龙原是个水边小镇。 几十年前，安康市在离
城几十里地的火石岩峡谷修了电站， 形成了 70 平
方公里的库区，抬升了一些汉江支流的水位，岚河
首当其冲，沿河都成了库区，老镇后退几里，在金珠
店这个地方繁衍生息。 附近的沟沟峁峁成了河汊，
低矮的山梁没入水中，过去架在岚河上的七孔石桥
成了水中廊桥， 稍高挺拔的大山成了四周环水岛
屿。 金猪样的山成了“金猪岛”，进而成了今天的“小
蓬莱”。

我结识佐龙应该有三十年了。 当年，刚毕业工
作，我的同学世武在佐龙卫生院工作。 我们时不时
约上几个人，从安康城去他那儿小住。 卫生院的工
作不忙，世武下午就领着我们下岚河、上香河摸鱼。
那时的鱼真多呀，几个小时就是几大盆。 或油炸、或
清炖、或香煎……吃法不胜枚举，就着啤酒，豪气干
云。 那时电站还没蓄水到高处，岚河还是岚河，水不
大，清澈可饮、深浅可游、清凉避暑、人间仙境。 上山
是金猪沟，下河是岚河水；累了，依石观山；渴了，掬
叶成茶。 后来又多次在佐龙停留，世武早已调离，回
流的水让小镇成为库区，小镇风情却愈发让人流连
忘返。 岚河上多了两座吊桥，一座吊桥叫金马，通向

老码头，供行人出入。 人可行，自行车摩托车也可
行，千米长百米高的吊桥蔚为壮观，人行其上能感
到摇晃。 桥下是湖，湖水碧绿。 另一座吊桥更高更
大，从镇上通向湖区对面的山，山叫龙安，山上是成
片的茶园，茶园旁是龙安茶厂，产的茶叫龙安碧螺
春，芳名在外、驰名方圆。

闻“小蓬莱”之名久矣。 癸卯年丁巳月某日，适
逢周末，邀三五好友去佐龙游湖登山。 到了，始知其
就是原来的金猪岛。 只不过，电站截汉江回岚水，在
佐龙成湖。 湖水绕山三面成岛。 岛耸湖中，一桥飞接
小镇。 桥分湖面为二，桥孔让水相连。 一湖略小，与
岚河相通， 成 U 型将大山围成码头，U 型深处便是
码头人家。 一湖略大，一边靠山，一边靠岛，狭长而
接香河，水面阔大，水波荡漾。 其时逢大雨，我们先
是从佐龙镇后的山边沿大湖行数十里， 直达香河
口。 路是新修，随湖型蜿蜒，直至高大的吊桥处，桥
连小镇与茶山茶厂，那山上，一行行茶树在雨中分
外碧绿。 桥与水面距百米，却不觉突兀，水面雾气缭
绕，水与桥仿佛一体，宛若仙境。 桥这一头是小镇的
移民新区，一幢幢新楼，俯瞰湖区。 镇上规划时就成
竹在胸，居民们看湖景喝新茶，此也为新生活一种，
不亦乐乎。 因是江水反流沿河道成湖，湖边杂树丛
生，偶尔有高大的柳树摇曳期间。 此柳为本地品种，
学名麻柳，枝繁叶茂，自成景观。

原路返回 ，过石孔桥 ，扑面而来的便是 “小蓬
莱”。 环岛是防滑路，宜漫步赏景。 对着石桥的就是
上行天梯，直通山顶。 抬头望，不过几十台阶，虽陡
却不让人畏惧。 拾级而上，天高水低、云淡风轻，台
阶旁草茂花繁。 至平台处，方知前面还是台阶，山顶
还在高出。 再上几十台阶。 又是平台，如此还复，数
次才艰难到山顶。 吁一口气，回望来路，草木复焉，
不见路阶。 环顾四周，烟雾茫茫，飘在湖面上的小舟
在那缥缈之中若隐若现。 远望，沿湖边散落着的小
屋，星星点点、黑瓦黄墙、竹林掩映，因雾气深重，便
有水墨感。 下到环岛路上，雾气便在头顶，看水面清
晰些。 远处是桥，近处是舟，对岸是人家，眼前是各
色风景树。 环岛路高高低低，一路变换风景。 绕岛一

周，又到石孔桥，桥下三五人在垂钓，与一老者闲聊，
曰：“成湖十几年来，特有的‘红尾巴’越来越多，越来
越大了。 ”恍惚记忆起二十多年前，那时刚工作，曾
多次来此垂钓。 那时这里还是岚河的河汊，石桥是
安岚公路上的一座桥；那时“红尾巴”很少见，偶尔钓
上来一尾，很是惊喜。 此鱼食肉，吃小虾米，对水质
很挑剔。 时过境不迁，鱼多说明水好，水好说明环境
好。 很是慨叹一番后，走上吊桥，穿过花廊，便到了
花园般的码头。

码头的原名叫马踪， 为什么叫马踪？ 我没有考
究过。 原来应该是一个村，或者某个村的一个组，十
几户人家， 土坯的房屋随山势而建。 但今天的马踪
不一样了，墙还是黄色土墙，走近一看，却是干净整
洁的黄。 听佐龙的毕双平书记介绍， 佐龙地理位置
优越，气候环境好，岚河回水成湖后，美丽的佐龙成
为安康市和岚皋县人民的度假旅游胜地， 镇上正是
看好这种优势，便借“小蓬莱”将马踪开发为旅游休
闲度假区。 为此，镇上大力整治环境，除了修路外，
还给每户补助几万元改造房屋和庭院。 走在马踪，
庭院各有各的特点，有的院落错落有致，院中有景；
有的院落迎水而立，以湖为景；有的院落花开四季；
有的院落以怀旧为美，走进去仿佛回到了 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 陈雷镇长介绍说，马踪复古不唯古，让你
怀旧不唯旧，以舒适、休闲、放松为目的。 这些改造
后的院落，集吃、住、玩于一体。 几碟农家菜、一壶老
酒、一壶家乡茶、三番故乡味，烟柳画桥、风帘翠幕，
赛过活神仙了。 爱活动的人，选择佐龙也非常不错。
逛远一点的双龙，爬近一点的蜡烛山，然后把“小蓬
莱”当作歇脚的地方，也是极为安逸的。

近一年，因工作的原因，我屡屡来佐龙，每一次
一个样。 翻过一山又一山，走过一弯又一弯，车过香
河口，人到杜坝村，知道前面就是美丽的佐龙，想着
那儿是一面静湖，那儿有一列翠岚，紧锁的心便豁然
开朗。 偶尔也停车驻足感叹一番： 大自然馈赠了这
美丽的山水，而佐龙人让这山水更加美丽。

谁说不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