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传很古很古的时候， 人类经历过
漫长漫长的大洪水时期， 女娲的老家一
片汪洋，成了水乡泽国。 她只好带着她的
族人南迁到海拔较高的今平利县女娲山
一带，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她的袍兄伏羲
住在汉滨区境内的伏羲山。 后来二人结
为夫妻，生了一大堆儿女，所以后来有了
“女娲造人”的传说，并称誉她是“人类的
母亲”。

女娲最喜欢的是她的小儿子巴。 巴
长成人后自然要分封一块土地独立门
户，繁衍生息。 巴说：“我要赤县神州的中
心。 ”中心在哪儿呢？ 伏羲用尺子在堪舆
图上一量，手指头一点，说：“就在这里。 ”
伏羲指的地点就在今镇坪县鸡心岭，位
于镇坪县南，距县城 32 公里，“踏上鸡心
岭，一脚踩三省”指的就是此岭，上竖国

务院 1996 年竖立的界牌标桩， 今为陕、
渝、鄂分界线。

巴带了一捎子人马到了封地， 搭眼
一望，傻了 ! 这是个啥鬼地方?山高且不
说，最揪心的是气温低，土地薄，石头多
泥巴少，不长庄稼只长草。 巴可急坏了！
巴部落百十口子人吃什么呀？ 加之洪水
肆虐，人们湿气很重，一个个病恹恹的，
若没有吃的，不病死也会饿死。

巴快马加鞭赶去女娲山， 向母亲女
娲哭诉。 女娲心疼儿女，当即赶去天宫，
向玉皇大帝求助。 玉皇大帝说：“我当然
要福惠一方百姓。 准奏！ ”

玉皇大帝当即唤来新提拔的农官后
稷，让他去下界查看民情。 后稷背了几个
袋子，不外乎是水稻、小麦和五谷杂粮的
种子。 后稷何等了得，实地一看，就有了

好主意。 他先是放火烧山，弄出一片火烧
地，然后取出一个种子袋，将那黑色的种
子遍山一撒。 没有几个月，拉屎不生蛆的
瘠薄山地，竟然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结
出了黝黑黝黑的颗粒， 后稷告知此物名
叫“苦荞麦”。 巴人从此不愁填饱肚皮，但
觉美中不足的是苦荞麦太苦了， 颜色太
黑了。 后稷手捋长长的胡须淡淡一笑，说
道：“大家有所不知，此物不仅是食物，还
是药物，所谓药食同源，一举两得。 它既
可饱肚充饥，还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
巴人高兴地挥舞着护身的短剑跳起了粗
犷豪放的巴渝舞。 若干年后，巴生活过的
镇坪县获得了全国首个“长寿文化之乡”
的称号。

后稷完成了玉皇大帝交给他的使
命，大家亲眼看见他腾身一跃，跳上了那

座最高最高的山，化作一条龙腾空而去，
后来大家把那座山称之为化龙山。 过了
若干年后，这里成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此后，巴人轻轻松松地种苦荞，快快
乐乐地过日子，生齿日繁。 巴还将种子撒
播在安康女娲山、 凤凰山一带的贫瘠山
区， 苦荞种植甚至延伸到今川陕间长达
三千里的山脉。 巴族有吃有穿，又开辟盐
道做起了盐生意，发了大财，巴成为名声
远扬的望族。 女娲称那条山脉为大巴山，
归巴管辖。 又过了许多年，巴族在大巴山
地区建立巴方国，并参加了“武王伐纣”
的战役，立功受奖，赐巴为子爵，成为巴
子国的首领。

自此之后， 历代药物学家和营养学
家一致推崇苦荞，称它是“五谷之王”。

安康苦荞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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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安康” 年味是什么？ 金
州儿女肯定回答说：红包、饺子和
蒸盆子。

春晚“抢红包”，把不放鞭炮的
乏趣拉回到了荧屏， 从 0.01 元的
意外到等待又一个不劳而获，换手
机 、增网速 、比手气 ，犹如博彩一
般，兴奋了 10 亿双眼睛，瞬间也激
活了 GDP 的数值，这是科技赋能
“年”的新味道。

“红包” 是华人世界特有的礼
仪。 传统意义的红包，是长辈除夕
0 点后派给晚辈的压岁钱，有“避
年”和逢凶化吉的寓意。 现在的红
包，可谓包罗万象，既有富庶的分
享， 又有幸福的累赘。 姑且不说，
打工人日积月累的积蓄， 被走亲
戚、随份子、发红包瓜分个精光，就
连“功成名就”人士也有发红包“僻
轻就重”之累。 似乎，“大人”向“小
人” 发红包变得不那么重要，“小
人”向“大人”孝敬红包显得格外微
妙，红包厚度代表“感情”的程度，
红包的速度代表“忠贞”的纯度，红
包不再是“过年”的专属物，而是人
际交往的“通关文牒”。

“饺子”源远流长，有三千年的
历史。 天南地北和最亲近的人在
一起吃饺子，是最朴素、最率真、最

惬意的幸福。 百度查阅，古代称吃
饺子为“吃水点心”，或暗包银钱一
二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 是
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贺新年”也。
延至今日，吃饺子的习惯依旧。 举
家团圆的时刻，包饺子成了一家掌
厨的手艺活，形状有圆有方，花样
百出，馅儿有荤有素，杂陈无章。加
上各家迥异的秘制醋汤和辣椒，咬
一口舌感浓香， 无不让人垂涎欲
滴。

“蒸盆子” 是汉水流域美食界
的一道压轴硬菜。它的发源无从考
证，类似于四川火锅一样，据说是
紫阳艄公歇脚欢聚时，东拼西凑的
荟菜演变而来的。紫阳蒸盆子是陕
西安康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代表作。 蒸盆子制作颇为讲究，有
鸡有鱼、有菇有耳、有藕有芋，十三
香配料等，用盆具盛之，武蒸文熬，
汤醇肉烂，色香味俱佳，随后被纷
纷效仿，演绎丰富多彩的口感。 吃
货称赞为：用料之靡费，时间之冗
长，程序之烦琐，做工之讲究，稍有
差池则口味大减。

过年，发红包是付出，吃饺子
和蒸盆子是收获。 吃法皆一般，吃
意不寻常———为的是“春煮汗水”，
换来蒸蒸日上的好兆头。

绣屏山，名如诗，景如画。 她如遗世
独立的仙女，身着苍翠纱衣，孤傲地俯瞰
着人间烟火，年年岁岁，静默如初。 来白
河近十年，我曾多次与此山擦肩而过，却
从未徒步登顶，一窥她的真容。 非不能，
实因天时地利人和总有一缺， 登山之行
再三搁置，成为我心中的一大憾事。

二月末，春意渐浓。 我，一个平日里
总是刻意避开热闹的人， 却鬼使神差地
报名参加了白河县干部职工户外登高活
动。 好友闻讯，难以置信地笑问我是否被
贾玲的《热辣滚烫》所触动。 我摇头否认。
虽我与她在某些人生际遇上有着出奇的
相似———早年丧母，抱憾终身难以释怀，
又在所有人的质疑中，减掉了一个自己，
重塑新生———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又
怎会轻易共通？ 我，只是想去山顶，从高
处看向远方。

比赛如期举行。 2 月 27 日， 难得的

一个艳阳天。 光影透过薄云，穿过枝杆的
缝隙，斑驳地洒在环山公路上，为整个山
体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 随着裁判一
声号令， 参赛者们如离弦之箭， 一拥而
上。 我惊讶于他们的竞赛精神，这不过是
一场登高活动而已，何以如此拼命？ 同事
看出了我的疑惑， 笑着解释道：“这次活
动设定了奖项， 你看那些跑在最前面的
选手，装备多专业！ 听说还有知名的马拉
松选手参赛呢。 ”

环山公路蜿蜒曲折，时而陡峭如梯，
时而平缓如带。 我迈着轻快的步伐，与单
位同事结伴游走于这画卷之中。 我们并
不急于求成， 而是悠然自得地欣赏着沿
途美景，专注于脚下的路，感受着大自然
的馈赠， 焦虑的情绪似乎得到了些许慰
藉。

山风渐起，清爽宜人。 我开始不甘于
被后来者超越， 心中的倔强与执拗被激

发出来。 我脱下了厚厚的短棉袄，紧了紧
鞋带，郑重地将手机放进了背包。 “奔跑
吧，就在这个春天。 ”我默念着好友临别
时的赠语。 双脚微张，重心前倾，攥指成
拳，我的目光紧紧锁定前方的身影。 随着
左脚的猛然提起， 我仿佛被一股无形的
力量推动着向前倾斜，右脚紧随其后，双
臂在身体两侧摆动。 我开始加快步伐，
沿着盘旋的公路奋力奔跑。 周围的景色
在快速移动中是那么模糊， 只有脚下的
路清晰可辨。 树木、花草、山石，一切都成
了我眼中的过客。

行至半山腰时，我的步伐慢下来，呼
吸愈发急促，汗水顺着额头滑落，流经眼
角时带有一丝刺痛。 我立在原地，努力调
整着呼吸，试图让心跳平稳下来。 身旁掠
过一个人影，又倒了回来。 “你还好吗？只
有一小半的路程了，坚持就是胜利！ ”陌
生人的善意来得猝不及防， 我低声道谢

后重新迈开了步伐，继续向前奔跑。 前面
的人越来越少，但我不能停下来，也不能
回头去看那些已经走过的路。 在汗水湿
透发梢之际，我终于登上了山顶，到达此
行的终点站。

“恭喜你，女子组第三十名，二等奖
的最后一个获得者！ ”

山风在耳畔吟唱着， 阳光落在我的
身上， 碧蓝的天空和绵软的云朵仿佛触
手可及。 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风景，如今
尽收眼底，让我无比沉醉。

返程的路相对轻松， 我们沿着健身
步道笔直而下，途经天池时，我瞥见了那
一汪清澈的池水， 如同翡翠镶嵌在山水
之间，相得益彰。 同事们纷纷驻足欣赏，
领队拿出手机请旁人帮忙留影纪念，我
的登高之行定格于此。

人生的道路亦犹如登山， 唯有勇往
直前，才能领略到最美的风景。

“咚锵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家乡
的腊月三十一大早， 锣鼓家什在大队部响了起来，
节奏欢快的锣鼓声，是准备给村中的烈军属拜大年
的，一阵阵锣鼓声倾泻着大年的喜悦，给人喜庆、给
人鼓舞，给人力量。 一声声重重的鼓声，让胸怀震
颤，催血液奔腾。 我喜欢听锣鼓家什声，就跟着乡亲
们一起朝大队部涌去。

村支书、调解主任、村会计都是一身时髦的打
扮，最亮的是我村妇联主任的嫂子，一身红呢子大
衣，随着风风火火的队伍一起摇摆。 我打趣说：“嫂
子，这是干啥子去，穿得如此红火？ ”她柳叶眉一挑：
“咱们给烈军属拜大年哩。 ”

这是“打闹台”的锣鼓声，紧三拍，慢三拍，乡亲
们听到这样的锣鼓声就会赶过来，一起去给烈军属
拜年。

掌大鼓的是立银爹，抡起两个鼓槌，边跳边敲，
鼓槌上的两条红绸布，飞来飘去，“咚咚咚”三声轻，
又三声重。 勤爹打镲子，跟着鼓声走。 三爷是敲锣
的，随着镲子来。 刚子爹是打钩锣的，跟随鼓声，节
奏明快。

身着绿色彩衣、宽裤腿的村里的老人秧歌队过
来了，踏着锣鼓声，扭起秧歌来，妇联主任的嫂子，
也加入了秧歌队，旋转中一片绿和一点红，躁动着
浓浓的年味。

头戴草帽，勒着白腰带，别着长烟袋穿着一身
黑的船太公，采莲船来了。 花枝招展的采莲船，身上
系着铜铃，摇船的是一位窈窕的村姑，戴着墨镜，穿
着一袭长裙，随着太公摇的桨 ，踏上鼓声 ，摇了过
来。 乡亲们越来越多，这时候，村支书拿着喇叭一
喊：“都到齐啦，咱们给烈军属拜大年去！ ”

大鼓被抬起来。 锣鼓家什走在最前面，跟着就是秧歌队，秧歌队后面
就是采莲船，之后才是挑着慰问品、拿着红春联的乡亲们。

敲锣打鼓，是乡村最朴实的娱乐活动，村部有村部的一整套锣鼓家
什，小鼓可以拿在手中敲，中鼓可以挎着打，大鼓是抬着敲的，能把大鼓
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只有立银爹了。 他擂鼓有讲究，有门道，有板落的，
耍狮子是耍狮子的鼓声，叫“猛狮下山”，这种鼓声，激情满怀，震耳欲聋。
但见赤膊上阵的立银爹，双手晃动，看不清鼓槌，只看见上下翻滚的红
晕，被搅得支离破碎。 有时候，绕着鼓边跳边捶，有时候鼓声一止，跳上大
鼓，扭着身子，舞着双臂，用脚击鼓，“咚咚，咚———咚———咚———咚”，三
角肌凸出，肌肉蠕动，汗水滚动，湿了鼓面，之后又戛然而止，来一个单膝
跪地，抬头望月的姿态，惹得围观的人们哄堂大笑。 舞龙有舞龙的章法，
叫什么“翻江倒海”，更是让人荡气回肠，这种鼓声让我似乎看见天上的
长龙，踏云飞舞，威风凛凛；看到了江海里的长龙，翻江倒海，气势恢宏。
至于“春风杨柳”“雪花飘飘”的鼓声，更是有趣。 我曾经向立银爹讨教学
习敲鼓，只学会了简单的“紧三拍、慢三拍”。

立银爹还是陕南花鼓歌手，肚子里面装的花鼓歌，三天三夜唱不完。
“咚咚咚———锵，咚咚锵———咚锵！ ”这是走大路的拍子。 立银爹敲打

的悠长、自如、安详，秧歌队和采莲船，也踏着鼓点扭起来、摇起来，摇起
来的采莲船，响着脆啵啵的铜铃声。 后面的队伍也跟着扭起来，晃起来，
长长的队伍，就是一条长长的五彩龙，扭来扭去。 小孩子们提着红灯笼，
“嗷嗷嗷！ ”地乱叫着，在队伍里穿来穿去，不时地把摔炮丢下去，却听不
到摔炮的响声，只看见一缕缕青烟飘来浮去。

第一站是立生爹家，他父亲是抗美援朝牺牲的志愿军，尸骨埋在朝
鲜，革命烈士的牌子就悬挂在门前，这是一块蓝底子黄金字的牌子，立生
爹最看重，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拿下来洗干净，再端端正正挂上去，很多抗
美援朝志愿军的故事，都是立生爹讲给我们听的。 后来，我在中学课本里
学到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更是肃然起敬，每每走到立生爹家门前，
我都要仰望这个牌子很久很久。

“革命烈士最光荣，英雄为国献生命。 我们大家都敬仰，唱支山歌表
心情。 ”立银爹敲着鼓，唱着花鼓歌，立生爹高兴地一边给大家发烟，一边
点头微笑。 年轻人把春联贴上，大红灯笼挂上，院子红了起来。 支书把慰
问品和一个大红包给了立生爹，立生爹连连作揖道谢。

秧歌队跳起来，采莲船摇起来，立生爹的院子热闹起来。
“噼里啪啦”，欢送的鞭炮响起来，队伍又向另一家走去。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想
必我是无缘到这距离城区以外 130
多公里的大山里来的。 这里是汉滨
区最远的村庄，走近它你仿佛踏入
了另一个世界。 它位于汉滨区中原
镇的最北边， 与镇安县仁达镇交
界，它是国家森林乡村，植被覆盖
率达 95%以上，它是大鲵生长栖息
的天然基地，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丰富的冷水资源，它的名字叫东沟
口村。

从城区出发， 路过大河镇，又
横穿紫荆镇， 沿途风景美不胜收，
应接不暇。 当你置身于大山深处的
那一刻， 一种隐于世外的安静、祥
和便扑面而来，泥土瓦房，石板台

阶，一切都取自天然，一切都十分
安然。 村头的一株老树苍劲挺拔，
屹立在寒风中迎来送往 。 古树很
粗，外形奇特，目测至少三五人才
能将其围住， 据说十分具有灵气，
村民们敬它 ， 就在树梢挂上红布
条，寄托着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一路向北， 空气越发清新，山
峦连绵，高低重叠，蓝天白云下，你
能看到有皑皑白雪点缀其间，山间
大大小小的瀑布不计其数，别有一
番风趣在其中。

有一处瀑布较大些，从溪流底
部直入云端，由于冬季缺水，村民
称作为旱瀑， 石面经年被流水冲
刷， 如大理石似的十分光滑且光

泽，远远看上去是无法分辨究竟是
否有水流的。 脑子里还未脑补出
“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画面来，眼前
就被另一处瀑布冲击了视觉，这一
处瀑布是有水的，水流仿佛是从山
间喷涌而出， 顺着山体倾泻直下。
青山是它的背景 ， 绿树是它的道
具，定睛一看，水流已凝结成冰，一
股股、一条条、一束束，溅起的水花
张扬着停在半空，洁白无瑕 ，晶莹
剔透，动态变成了固态，形成一种
似静非静，似动非动，非静非动，不
聚不散的特别的美， 甚得人心，令
你惊叹。 山间偶尔传来几声鸟鸣，
清脆悦耳的声音划破长空的寂静，
干净、纯粹、心安，如若是夏天 ，必

会重现“琉璃滑处玉花非。 溅珠玑。
喷菲薇。 ”

一山过后有一山，山山形似而
不同。 上山的路旁有条小溪，流水
潺潺，激起云雾迷蒙。 小溪旁有垂
柳，树叶几乎都掉落了，但也毫不
掩盖它的婀娜，此时它褪去华丽的
绿装， 剩下一株株苍劲有力的枝
干，密密麻麻错综交叠，满树枯条，
星罗棋布，显现出厚重与沧桑。 透
过树枝看到的天空，好似被分割成
无数湛蓝的碎片，像海浪拍打着海
岸，此起彼伏，波光乍现。

在东沟口村的尽头，这座最高
的山峰上，积雪没过了小腿 ，直到
来年四月才会慢慢融化。 对于陕南
来说， 这样的雪显得十分珍贵，它
们如同钻石般点缀着整个山脉，给
人干净、纯白的心情。 厚厚的积雪
如同蓬松的棉花， 温暖而又舒适，
阳光散落下来，光影斑驳 ，晶莹剔
透，一步步向前走着，静静听鞋子
和雪花摩擦的声音，等爬到山顶上
的观景台转身回望，身后留下一长
串脚印。 就像人生这条漫漫长路，
你走的每走一步都算数，这其中少
了任何一步都无法到达终点，欣赏
人生更宽广的美景。

山林寂静无声，只有寒风在耳
边呼啸，我独步走到山脚下 ，看着
眼前白雪覆盖的密林，想起了谢灵
运的《游南亭》，禁不住在心里一遍
一遍默念：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
驰。密林含馀清，远峰隐半规。虽不
是暮春时节，却也像极了诗中的情
境。 我想，待到春暖花开时，山间的
积雪慢慢融化， 滋养着这片土地，
溪流也将重新潺潺响起，唤醒沉睡
的生命。 远处炊烟袅袅，漫山遍野
开满了各色花朵， 山川、 田野、村
庄，一年又一年，装扮着东沟口的
小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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