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周末，和友人约好去周边转转，说好了不开车，轻松
漫步，给心情、脚步自由，思来想去决定去县河，便专程乘坐
38 路公交车，去看一潭春水。

汉滨区县河镇的县河，是汉江的一条支流，一条清凌凌
的小河。 县河从深山里来，跳过悬崖、越过山谷、淌过森林，
伴着山间的清风明月朝着我们而来。

春风拂面时，我们走上慈安桥，踏进巴山的记忆，走进了
温暖的阳光里。 桥是铁索桥，连着两岸的文明和希望。 窄窄
的铁索桥，历经风雨，跨过岁月，驮来了红红火火的日子。 桥
下就是县河，清亮透绿的县河，唱着青山和白云的歌，朝着汉
江流去。县河两边，垂柳依依、柳絮如烟、缥缈似梦，把县河装
扮成水上江南。

沿河而上，见到一排排柳树簇拥着县河。 我们靠在一棵
斑驳的老柳树身上，看见满身结痂的老柳树，在粗糙的枝丫
间生出密密麻麻的叶子， 展现给春天。 我们拥抱着柳树，仿
佛自己也成了一片叶子，聆听它的心声。 看见一棵树洞幽深
的柳树，被岁月掏空枝干，只剩下一层薄薄的外壳，依然支撑
着高大的身躯，坚强的老柳树，临水而立、枝繁叶翠，静静地
伫立在河边，见证着两岸的岁月变迁。

来到县河上游，河道在这里拐个弯，形成一个深潭，两岸
雄浑的高山、陡峭的悬崖，深情地捧住深潭，三五朵白云看见

这么清澈的深潭，对着如明镜般的潭水梳洗打扮一番，这才
轻轻飘走。这潭名叫黑龙潭，潭两岸布满磐石，我们一人坐在
一块磐石上，就像坐在远古的时代。我们静静地坐着，不想心
事，不谈文学和人生，只凝望磐石和深潭，生怕打扰这份惬意
平静。 深潭的春水瓦蓝瓦蓝的，深深的潭水里涌起小小的漩
涡，漾出一圈圈波纹。几只白鹭也赶来凑热闹，立在不远处的
巨石上，我们一拍手，它们就飞起来，又落在下游的浅水处。
采三五朵春花，轻轻地放进水里，几朵小花一晃一晃，朝深潭
奔去，几尾调皮的小鱼跳出水面，春花不停晃动。这美丽的黑
龙潭，成了县河的眼眸，一眨一眨地对着我们笑。

美丽的县河，正是游玩踏青的好时节。 岸边柳树林下坐
满了游客，看清流奔涌，听柳间鸟鸣。 浅水处，停靠着三五只
竹筏，游客们撑着竹筏，随着竹筏顺流而下，在水中央欣赏这
秀丽的县河山水。 几个调皮的孩子将水枪吸满水，对着斜斜
的春阳喷射，水花激起一道道小小的彩虹，孩子发出串串银
铃般的笑声，也把四月的县河点亮。

太阳偏西了，铁索桥的影子投在河面上，像是一条彩色
的龙，静静地卧在山水间。山间野鸟的鸣叫从幽谷里传出来，
似乎在和我们说着再会，天色渐晚，纵然再不舍这般美景，也
无法留住它，于是我们踏着夕阳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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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午后， 汉江边踏青的男女老少络绎不绝。
平静的江水从冬天的素净中苏醒过来，被大自然的
色彩打扮得青青翠翠。 两岸树上的嫩芽儿、灿烂的
花朵、可爱的小燕子，它们是春天的化身，给孤独的
大地增添了无穷的生机。 在这样一个春日里，带上
家人，约上挚友，在万物复苏中寻找春天。

闲暇时光，我最喜欢来汉江边走走。 春风拂过
汉江两岸，嫩绿的柳条随风摆动，桃花红了、小草绿
了，油菜花也开得金灿灿，它们柔美的身姿，映照在
汉江河的这面大镜子上，真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走近看，江边的小草，嫩嫩的、绿绿的，争先恐
后地钻出地面，想与紧挨着的花儿来一场春日的邂
逅。 汉江最亲密的伴侣是岸边一排排柳树，河边的
杨柳已经冒出嫩绿的芽叶，细长的柳枝温柔地舞弄
着裙摆，倒映在清澈的河面上，犹如美少女在河边
梳妆打扮。 江边五颜六色的花儿竞相开放，它们或
旁逸斜出、或探身试水，含苞待放、娇艳欲滴，让游
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 汉江两岸，一派生机
勃勃的景象，完美地诠释了“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意
境之美。

在江边找一块石头坐下来， 静静地望着河面，
江水碧波荡漾，如调皮的孩子在嬉戏。“春江水暖鸭
先知”，江面的野鸭，结伴而游，时而钻入水中叼起
起小鱼，时而扇动翅膀打扮自己，嘎嘎地叫着，自由
自在地游着，你追我赶，弄得水花四溅，引得人们忍
俊不禁。 一群鱼儿灵活地穿梭于水草间，亲吻着水
面，与水草一起游戏。几条小鱼跃出水面，翻转着身

体，跳着“水上芭蕾”，瞬间又潜入水底，不见了踪
影。坐在江边，静静地闭上眼，流动的汉江好似那含
情脉脉的少女在轻言细语， 倾听你的喜怒哀乐，慰
藉你受伤的心灵，鼓励你劈风斩浪，勇往直前。

汉江的魅力吸引着市民们的脚步，在江边长长
的河堤上，有结伴健身的、有学打太极的、有闲坐喝
茶的、有抖音直播的。 头顶，有随风翻飞的大风筝；
身旁，有吹拉弹唱传来的悠扬歌声；河岸边，有三五
好友静坐垂钓， 人们都迫不及待地与春天相拥，感
受这大好春光。 人群中传来的欢声笑语，飘荡在江
面上，融入江水里。汉江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哺育着
两岸的人们。汉江水，是条平常而又美丽的河，河水
清澈，静静地流淌着，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点点星
光，它日夜流淌，渐渐消失在山的转弯处，站在高处
看，就像一条漂亮的带子缠绕在山间。

夜幕降临，汉江河变成了灯的海洋，光的世界，
绚丽多彩。夜晚的汉江河最美的当然是那横贯江面
的一座座桥，灯光璀璨，人山人海，在灯光的照射
下，汉江两岸霓虹闪烁的灯光倒映在水面上，显得
分外美丽。

每次静坐在江边，吹着江风，呼吸着江边徐徐
吹来的清新空气，心中都有心旷神怡之感，使我瞬
间忘却生活的烦恼，工作的压力。望着一江春水，从
容地向远方奔去，这广阔的大自然给予我无限的力
量，治愈疲惫的身心，填补内心的空缺，让我怡然自
得。

“昔时读书岭，今日盘龙村。 桃花艳千里，书香润乡邻
……”清晨打开手机，当我从汉阴县老作家孙远友的诗作
《夜宿读书岭》中，得知蒲溪镇的盘龙村有一山梁叫“读书
岭”，心中顿生好奇，当下便邀了两个好友，从安康城奔去
观光。

车进“十里桃花”景区两分钟，就见公路里侧的山崖边
凿石修出一条岔道，而这岔路口竖立的路标 ，正是 “读书
岭”。 我们由此拐弯，沿着混凝土路上行，转了三个盘道，就
到了山垭。 向导指着东山梁上的小山包，说声“步行走”，就
领我们走进树林，沿着山脊上宽达丈余的小道，在杂草中
缓缓行走。 当两边的桦栎、松杉由七八丈高变为两三丈高，
我预感到快要上梁顶了。 又经过三道石坎，便透过灌木丛
看到一堵石墙，向导说声到了，站到路边歇凉。 我们从石块
砌成的门洞走进去，看到一大块开阔地在蓝天之下平平铺
开，尽管里边长满树木、杂草、野刺，但山寨的轮廓清晰可
见。 寨中的石碑和向导的介绍，让我们对这古寨的历史有
了清晰的了解。

此处位于盘龙村 17 组，论山系当属秦岭南坡，只因山
头的地形中间低、两头高，且高峰的边沿坡陡崖急，极像马
鞍，故名“鞍子寨”。 旧时在这低凹处有一巨大的桦栎树，因
树冠阔大，树下寸草不生，偌大一个山岭就只有此树独占
风头，便霸下一个地名：独树岭。

转眼间时间来到清嘉庆年间，太平军、白莲教作乱，山
民为避兵患匪患，响应朝廷“寨堡团联，坚壁清野”号召，在
当地大户张氏家族的带领下，成立自治武装性质的团联队
伍，合力投资投劳，上鞍子岭筑寨。

这山寨，是沿鞍子岭顶端平整土地，于四周用石块砌
墙而围成的，依山就势修成了东面对称形状，因而人称“金
元宝”。 其东西长 400 米，南北宽 50 米；围墙高 6 米，宽 1
米；箭垛高 1.25 米，面积 0.25 平方米；东西两边各有一道
山门，均为高 3.5 米，宽 1.5 米。 其石寨形制，与秦岭地区当
时的山寨基本相同，均选址于制高点，用大块坚硬石头砌
成，形成易守难攻之势。 此寨所不同的是，正中挖一方形大
坑，原为取土生成，但留下来、浆砌好，功能有二：一为蓄
水，可做防火与人畜饮用；二为战备，若有敌入可将其于此
葬身，如是瓮城。 而在水池左右，依着东西地势的缓坡，在
两边各建四排房子，除供武装人员使用外，更多的是为躲
避兵匪的山民提供居所。

这张氏人家，是“湖广填四川”时，走到这里发现盘龙
湾土肥水沃而留下来的湖南移民，到此八代，已成大户人

家。 他们不仅在周围分布了二十多户、一百多人，而且以
“耕读传家”为家风，请了老师，办了私塾，让族中子女读书
学习。 兵匪混乱之时，师生一同上山，于寨中办学，这琅琅
书声在那个年代既抚慰人心，又令人羡慕，于是传为美谈。
无战事时，大人回家务农，为让孩子们不用山上山下奔波，
就留在山上读书。 随后，私塾就在这寨子里固定下来。 再后
来，张氏族人捐款捐书，捐置义田 ，不仅让私塾办出了名
气，而且让寨子里的藏书馆也办出了规模。 当地百姓、附近
群众，乃至县城文人也到这里读书、借阅，以及研讨学问、
交流读书心得。 由此，这里的地名也由“独树岭”变成了“读
书岭”。

后来随着时代变迁，山寨的战备功能褪去，张氏族人
就重修寨房、寨门，整修沿坡梯地，扩大义田、义道，明确义
工，将鞍子寨办成有保障的义学，让琅琅书声飘向四邻八
乡。 由此，张氏族人和周边村民广兴“耕读传家”之风，让后
人知书达理，历代均培养出众多在州县和当地富有影响的
有为人才。

如今，寨上房屋全毁，学堂早无，只有这掩藏于密林之
中的石墙、石碑，以及山坡四周一道道梯地石坎，在向山风
诉说着故人故事。 然而，当我们走下山寨，进入村子，从多
家门顶的“耕读传家”额联上，分明看到了乡风文明、人才
兴旺的盛景。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被油菜花包围的一座庄
园式的民宿集群。 当我们看到二楼门顶悬挂的“读书岭”木
匾，便不由自主地走进去一探究竟。 进入门庭，便见正墙做
成了迎宾的书架，国学经典、中外名著、人文地理、地方文
献、生活常识、健康知识等各类图书超过千册。 步入东厢的
休息厅，便见茶台、沙发居中，北面又是书墙。 这里不仅有
小说、散文、诗词、纪实等文学作品，还有史学、哲学和医学
读物。 主人热情地介绍说：“要把这座庄园办成全村最好的
阅读场所，办成当地最活跃的公共文化阵地，让读书岭的
书香永远飘下去，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贡献文化力
量！ ”

我问：为啥将庄园命名为“读书岭”。 他答：弘扬阅读文
化，建设书香山村！

站在今日的“读书岭”楼门口，环视春意盎然的盘龙湾
山景，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山坡上金黄的油菜花、嫩绿的
果树林，以及山下满沟粉红的“十里桃花”，正以其诱人的
魅力吸引着八方游客。 文旅融合的大力推进，已让这里成
了秦岭南坡名声渐红的“世外桃源”。

四月，草长莺飞，正是踏青游玩好时节。 与友人相约，去
旬阳吴家湾体验“寻梦田园、畅游双河”系列文旅活动过程中
最为惊险、最为刺激，被誉为“陕南竹筏第一漂”的游龙河竹
筏漂流。

那天一大早， 我与友人驱车来到游龙河竹筏漂流上码
头，远远就看到十余条竹筏，横卧在河岸边的浅水区。 此时，
还不到八点，购票处已人头攒动，聚满了前来体验漂流的游
客们，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购票后，我们四人一组，被安排在同一条竹筏。 在工作
人员的指导下，我们穿上橘红色救生衣。 年轻的船工带着我
们，穿过检票口，再走过一段约三十米的沙石路，来到停泊竹
筏的码头前。 我们怀着期待与忐忑的心情， 小心登上竹筏，
依次坐在各自的座位上。 往竹筏座椅上那么一坐，瞬间就有
了别样的感觉，平日里再熟悉不过的溪流河道，换一个角度
观赏，便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以往都是站在岸边看风景的人，
今天我也做一回风景里的人，在水中央欣赏着别样的美景。

待我们坐稳后，船工再三嘱咐我们，中途经过急流险滩
时，千万别惊慌失措，双手抓紧椅子坐稳即可。 并再次逐一
检查了我们的救生设备，确保安全无误后，船工跳上岸，麻利
地解开竹筏的缆绳后，一个箭步又跳回竹筏，攥着竹篙，娴熟
地往岸上轻轻一点，竹筏便在清澈见底的水面上划走了。

刚开始，河道宽阔，竹筏显得格外的轻盈。 在朝阳的万
道光芒下，水面闪着银光，每个人的脸庞都被映照得光彩明
媚，一个个仿佛成了坐在摇篮里的孩童，格外的安静、悠然。
又仿佛是一只轻盈自由的风筝，在空中慢慢飞起，越飞越远。

漂流了两公里左右，河道开始变窄，水流渐行渐急，竹筏
也不安分起来，大幅度地颠簸、摇摆。 突然，激流掀起了一阵
阵浪花，扑向竹筏，我们还没来得及抬起双脚，河水已经打湿
了我们的鞋袜裤脚。

后面的激流，根本不等人缓神，又迅速袭来，船工措手不
及，船头猛烈撞在岸边的一块岩石上，在惯性的作用下，竹筏

失去平衡左右摇晃，我们都差点摔倒，下意识一声尖叫，双手
牢牢抓紧座椅。 每个人的神经都被刺激的颤动起来，甚至都
做好了随时落水的准备。

然而，更大的激流又接踵而至，把竹筏冲击得开始在原
地旋转，眼看船尾要变成船头，幸亏船工眼疾手快，及时扳正
了航向。紧接着，又来一道……顷刻间，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响
成一片。 座椅上的我们，时而被抛起，时而被摔下，个个面容
失色，吓得魂飞魄散，身上也都湿透了，显得狼狈不堪，把平
时的矜持、优雅都抛得干干净净了。

在惊心动魄的激流中，大约行了一公里，竹筏便进入樱
花湖。 樱花湖属人工湖，长约两公里，湖面水平如镜。 “打水
仗”便成了这里绝好的游玩项目。 远远就看见有游客在岸边
用矿泉水瓶、水枪等轮番上阵，“大混战”一触即发。大伙儿忘
情于山水间，心中的烦恼，在这一刻全都被清澈河水冲洗得
无影无踪。

湖左边十余亩樱花正在怒放，阵阵花香掠过湖面，沁人
心脾，引无数游客打卡拍照。樱花湖右边高耸的崖壁上，当地
的栎树、槐树、野竹和蕨类等植物都长得郁郁葱葱，如同从天
上倾泻下来的绿色瀑布，微风徐来，摇曳生姿，美不胜收。 此
时的竹筏，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片树叶，我们静静地享受“筏
在水中漂，人在画中游”的惬意。 相比适才的危急和惊恐，人
们更享受此刻的安全和宁静。

漂流，固然有许多的惊险，有动人心魄的落差，刚刚越过
激流，又要马上卷进漩涡，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又扣人心弦，
但是，只要把握得好，一定能化险为夷，漂出不一样的感受。

不知不觉间，五公里的漂流行程结束，抬腕一看，竟漂了
一个多小时，我们意犹未尽下了竹筏，边向岸边行走时，还在
讨论着刚才漂流带来的惊险与刺激之感， 同伴们都感叹说，
虽然漂流过程艰难险阻，但却令人回味无穷，仿佛有“劫后余
生”的美妙体验。人的一生，波波折折，幽幽暗暗，不也正如险
滩中那跌宕起伏的漂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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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吴家湾去漂流
潘文进

去白河县，头一次去号称秦头楚尾的大山深沟，第一眼
看见的便是木瓜树。 木瓜是一种常见的果类，根据不同的品
种和分类方法，一般来说，最常见的种类有番木瓜和光皮木
瓜两种，而我此行所见就是光皮木瓜。

时值深秋，天高云淡，几位乡民正在松土、施肥，准备植
树。 上前攀谈，得知是木瓜树。 漫山遍野的木瓜树，一棵棵高

大挺拔。乡民说，木瓜树极易种植，只要在吃木瓜的时候留下
木瓜籽，把木瓜籽埋在沟坎地里，它就能长出苗，长成树。

木瓜树长得很快，每结一次果，就窜高一大截，一直到高
不可攀，让人需仰视而叹为观止。白河县曾是深度贫困地区，
地无百尺平，平凡的木瓜树，在这里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那就是木瓜熟果。”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我抬眼看去，
木瓜果挂在枝头，椭圆形，拳头大小，绿意中泛着微黄。

几个熟透的木瓜坠落在地，我捡起一个，盈盈在手，暗香
浮动，和着山间的清新空气随风荡漾。拿回住处，木瓜的幽香
让人心平气和、愉悦舒爽。

陆游曾有诗云：“宣城绣瓜有奇香，偶得并蒂置枕旁。 六
根互用亦何常，我以鼻嗅代舌尝。”木瓜味道清甜，营养丰富，
被誉为“百益之果”“万寿瓜”。 木瓜不同于苦瓜的清苦清寒，
也不似黄瓜的碧绿清脆，更不像西瓜的沙瓤可口，还不比冬
瓜的晶莹通透，但木瓜既可切薄片生吃，也可泡水做菜，还能
蒸煮或蜜渍，亦能美容助消化。做汤，汤青青、味清清，放几片
小绿叶，口齿柔暖、汁液甜香，我不免惊叹这里的土地怎么能
生长出如此香甜的果实。

白河人就像一颗颗木瓜籽，生于艰难却不畏艰难，苦干
实干、踏实勤勉。 据当地人介绍，白河县多年来累计发展木
瓜 14.2 万亩，是全国最大的光皮木瓜生产基地县，白河木瓜
已取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截至目前，全县 13 家企业从木瓜
饮品、食品、日化用品、饲料四大类研发 60 余款产品，获批 5
项国家专利、6 个奖项，拥有了广阔的市场规模和前景。

返途时我把一颗木瓜籽带回高陵，种进菜园，盼着它生
根、发芽，像在白河一样，长成参天大树。

白河木瓜
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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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访一潭清水
张朝林

光光皮皮木木瓜瓜

竹竹筏筏漂漂流流

汉汉江江美美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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