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雨霏霏，绿满田野，我们的汽车在
宽阔的高速路上驰骋，两岸青山匆匆忙忙
地后退，来不及与春天挥手告别，就跨进
了夏天。

我倚在副驾驶的靠背上， 双眼微闭，
只想安静地享受这一刻的无所思， 无所
忆。 转瞬之间，已是五月，值得庆幸的是，
可以在劳动节假期悠闲自得几日。

时光缓缓流淌，回想四月，我好像没
有来得及在汉江边散步，也没有时间让迷
离的夜景入眼，更多的是坐在书房，凝视
着电脑，敲着键盘，写着十万火急的文字。
文字是我最美的遇见。 小时候，遇见文字，
才有幸走出大山；长大后，遇见文字，才能
够丰腴自己；而如今，坚守文字，发现文字
是自己地热爱与守候。

生活里有太多的遇见，是前世今生的
缘分。 就像今天，五月二日，毫无计划，我
和巫溪，就满满当当地拥抱。 第一次知道
巫溪，大约是在十年前。 一次文学活动，和
我并排坐的那个小伙儿，清瘦的脸上镶嵌
着一双深邃的眼眸，文学范儿十足。 休息
间隙，我俩聊天，他说来自巫溪，那里最有
名的就是盐巴和烤鱼。

而今天，当我们的车漫无目的地行驶
了几分钟后，我突然想起来，巫溪，这个曾
经去过， 又因为下雨匆匆折返的地方，所
以还一直想再去的山城，这个理由算不算
充分呢？

我查阅过资料，巫山与巫溪同属于鄂西、陕南、渝东的大巴山
东段南麓，属于长江三峡中段。 据记载，“巫溪”两字，最早是在西
汉初桑钦所撰的《水经》曰：“江水之东，巫溪水注之”中出现的。 巫
溪县是民国三年因大宁县与山西大宁同名，更名为巫溪县的。 这
就是它名字的来历，也有百年的历史了。

巫溪山城依靠巫山，山绵延不绝，跌宕起伏。 据光绪《巫山县
志》载：“唐尧虞舜三代，悉以巫称”；“唐尧时，巫山以巫咸得名”，
复引《艺林伐山》云：“巫山者，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师，生为上公，
死为贵神，封于是山，因此得名。 ”原来巫山的历史这么悠久，读着
读着，就懂了它特殊的内涵。

山水相依，水滋养着这里的山和生灵，山护佑着这里的水和
人。 山者水之源，古为统称，山水一也。 据现代史学家任乃强教授
考证：“大宁河沿岸诸山为巫山。 ”由此我们可以这么大胆地推论，
大宁河沿岸诸山间的条条细水，贵为“溪”，故名“巫溪”吧。 巫溪与
巫山融为一体，浑然天成。

安康与巫溪近在咫尺，近在眼前。 尤其是镇坪到巫溪的高速
路连通之后，驾车两小时就可抵达，一日轻松可以往返。 真正实现
了，早吃安康蒸面，午品巫溪烤鱼，晚饮汉江富硒水。

来巫溪途中，我们没有停歇，只因为巫溪烤鱼的诱惑。 穿过镇
坪时，大雨滂沱，道路中湿漉漉的，车速自然慢下来。 当我们告别
陕西界，踏上巫溪的土地，黑云渐渐消失，远处，一抹蓝色的云从
远处向我们移动。 没有雨，只有微风在起起伏伏，翠绿葳蕤的树叶
也随之起起伏伏，忽上忽下，十分轻盈。

我们的车径直开到预定的宾馆楼下，一缕阳光亲吻着我的脸
颊，冷意随风而去了，暖一涌而起。 为了方便确认，我拨通了老板
电话，电话接通后，那略带重庆方言的普通话，依然听得清晰。 刚
挂断电话，就看见了一位先生主动和我说话，“妹儿，你就是刚才
打电话的吧？ ”

“是的，车停在这儿安全吗？ ”
“可以，免费的，贴条算我的。 ”
素未谋面，热情好客，不是朋友，胜似老友，这是一份热情，更

是一种文化的缩影。 这里，盐巴文化源源流淌，浸润着人们的心
灵。 很多年前，盐是这里的招牌，也是这里的名片，就连溪水里也
溶解着盐分子。 盐是一种调味品，更是一种文化味儿十足的元素。
我知道，这种文化元素，不是巫溪独有的，却是在巫溪大地浓郁弥
漫开来。 我读过文友的《巫盐天下》，他用文字记录着盐对于这片
土地的滋养和发展，也讲述着盐文化的起源和故事。 作为宣传部
的领导，他对得起自己，更对得起这份责任。 巫溪山城旅游的火
热，有他一份功劳的。

就在宾馆前台登记时， 烤鱼的香味已经随着氧气被我呼吸
了。 椒香撩拨着我的味蕾，午餐当然要烤鱼了，刚好在宾馆附近，
一家出名的烤鱼店经营多年。 我们放下行李稍做休整，随即跟着
香味一路来到烤鱼店里。 让老板给我们做了属于巫溪的特色烤
鱼。 不大一会，烤鱼做好端上桌来，颜色鲜亮，红红绿绿，鲜香四
溢，闻着已经让人垂涎欲滴了。 老板说：“烤鱼就是要趁热吃才香
呢！ 你们来得时间正好，否则一到了饭点和晚上，人多需要排队，
拥挤热闹，哪有现在随来随吃安逸。 ”我笑着，夹起一块鱼肉放进
嘴里，鲜香麻辣的口感一下刺激到了我的味蕾，对我来说稍稍有
点辣，但是却很香，让我停不下筷子。 烤鱼的味道和口感都很好，
跟我以往吃的区别很大，烤至金黄色的外皮十分酥脆，内里的鱼
肉却保持了足够的嫩滑和汁液。 配上新鲜的香料配菜和独特的酱
汁，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到惊艳，我便忍不住大快朵颐了。 香辣的烤
鱼再配上一碗米饭，一杯可乐，这一刻，属于我的快乐仿佛达到了
满足！ 吃过烤鱼，我们决定四处遛遛，便准备去往宁厂镇。

当我们走近巫溪宁厂古镇，用脚步轻轻丈量这里的一块块青
砖，用手指轻轻抚摸这里一座座破落的房屋，用鼻孔深深呼吸这
里一缕缕清新的空气，恍如仙境。 静静地站在这里，我突然嗅到了
书页里弥漫着的盐文化的灵气，耳畔仿佛重现了一代代盐背子铿
锵有力的吆喝声，而不变的是他们不辜负岁月的力量，把根扎进
土地里，把生活过得有滋味。 沿溪而建的宁厂镇，保持着古老的村
庄原貌，它见证着古镇的现在，也记录着古镇的过往。 天色渐晚，
无须告别，我们又走过这略微晃动的吊桥，游客都小心翼翼地走
过，时而回眸，时而眺望。 稀稀疏疏的人影倒影在溪水里，不知道
是否会随着溪水一起远去？

回到住宿的地方，我慢慢回忆着今天的旅途，巫溪终是没能
让我失望，我不由得开始期待明天的行程了。 希望巫溪能带给我
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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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光如流。 走着走着，就到
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
年龄。 明显的标志是新鲜事物记不住，儿
时情景忘不掉， 当年追逐外面的世界，如
今常回梦里老家。

山河永寂，人事变迁。 家乡山水风情，
常常在脑海中荡漾起一层层涟漪。 祖辈是
湖广填川陕过来的移民，数百年过去了，我
们的江南壳子口音仍在。

家乡云雾山，海拔 2008 米，属大秦岭
山脉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古木参天，云海曼
妙，飞瀑流泉，万壑绵延。 门前池河奔腾，
周围田地错落，房舍掩映，鱼鸭游弋，择一
隅静谧地，享清欢几代人。

20 世纪 70 年代前， 通往云雾山的道
路只是一条羊肠小道。“三线”建设开始后，
阳安铁路成为主战场，沉寂千年的云雾山
焕发前所未有地生机活力。

修铁路，需要大量的木材。 很快，从石
泉池河到云雾山下的原云川乡政府所在地
45 公里的公路修通了。 汽笛长鸣，车轮滚
滚，云雾山的木材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阳安
线上。 为铁道兵、青年学生和广大民兵为

主的筑路大军搭建起零时工棚， 更多的则
是充当了大动脉之下默默无闻的枕木。 由
此， 池河至云川的公路成了石泉县最早修
通的区乡级公路。

云雾山冠绝群峰，高耸入云。林场面积
1300 多公顷， 是一座天然的 “森林宝库”
“药材宝库”“生物基因库”。登上山顶，可见
三个主峰，构成东南、西南、中北三足鼎立
之势。 山峰之间有九龙埫、魔芋埫、天鹅埫
三处平坦开阔之地。站在西南峰古庙处，古
称天台观的地方，若天气晴好，可以俯瞰石
泉县城、马岭关、饶峰关，宁陕狮子坝等地。
这里林蓄丰富，药材名贵，也是黑熊、豹子、
野猪等珍稀动物栖息地。 山头有密密的青
松，虬枝盘曲，昂首挺拔。 不受世俗雕琢地
浸润，只知道向上直奔蓝天，正直又坚韧。
那青松，没有黄山松的媚态，也没有泰山松
的孤傲，自然天成。

云雾山四季有雾，终年有云。云和雾与
日月生辉， 不受尘世污染。 承领天穹的甘
霖，纯净圣洁。 云和雾环绕着山林和村庄，
给周围带来湿漉漉的养分， 悄无声息地滋
润着一方山水。

远望云雾山，千峰竞秀，云海苍茫，岚
气氤氲。走近云雾山，怪石卧坡，瀑布直泻，
飞禽依枝。 林上有珍禽，林间有异兽，林下
有奇药。松涛伴着叮叮咚咚的流水声，山风
播扬着叽叽喳喳的鸟雀声。世外桃源，云雾
仙山，晋升国家级森林公园，当之无愧。

门前的池河水，清澈蜿蜒，汇汉江、聚
长江、向大海。 河边的两排麻柳树，算是一
大奇观。树高都是十丈好几，树粗三四个人
合手才能围住 ，20 多棵高大茂密的麻柳
树，远观浓荫蔽日，近看苍翠欲滴。 10 多户
农家小院，依山傍水，青砖黑瓦白色的墙，
犹如一幅古老水墨画， 挂在群山中不知经
年。

有了两排麻柳树的荫庇， 整个夏天一
河两岸的村民都不觉得燥热难耐， 再热的
天，只要往树下一站，顿觉凉爽宜人。 盛夏
傍晚， 劳累一天的人们， 吃罢晚饭洗过澡
后，便搬上靠背椅子往树下一放，一纳凉就
是好几个小时。 乡亲们围坐一起， 拉闲散
闷，舒缓筋骨。小孩子们则在树下玩起捉迷
藏，抓石子，练摔跤一类的游戏。 柳树下是
乘凉的好地方， 也是村民们沟通感情的好
场所。

山高人为峰，情爱比天大。 记忆中，长
辈们的体恤总是让人难以忘怀。 昏暗的煤
油灯下， 个子不高还有点驼背的外婆一针
一线做着我的小棉袄小棉鞋， 四姑的蛋炒
饭油鲁鲁香喷喷， 舅舅年复一年地掏出 5
角压岁钱和 2 元报名费……他们做这一切
的时候，总是满脸的喜悦，满眼的期望，那
份诚真、那份祥慈、那份实厚，让我受之坦
然。父亲挑着担子走 20 里山路到学校送粮
送菜， 又饿着肚子再走 20 里山路返回家
中，从来不说苦与累。生活在普遍拮据的年
代，有人想方设法保障你的冷暖，有人操心
你的温饱，有人笑吟吟地鼓励你学好，于点

点滴滴，于丝丝缕缕，浸润着幼小的心灵。
在亲人们的呵护下，我一天天长大成人，与
其说是云雾山高， 不如说是长辈亲人们德
厚恩深。 因为风景养的是眼， 人情慰的是
心。

日夜奔腾的池河水将一方山河绣刻得
氤氲多姿，风光旖旎。 夜晚来临，电灯闪烁
不停，放眼河中，光和水相映生辉成趣，仔
细聆听，河水泛起五彩斑斓的花，也唱起动
听悦耳的歌。

河水悠悠流淌，师友情谊芬芳。人的一
生，如果没有父母长辈关心爱护，不可能健
康成长；如果没有老师、朋友、恩人地助力
提携，哪能走得顺畅？ 语文老师教会“主干
成分主谓宾，枝叶成分定状补”，反复训练
我们一个字、一个词，组合成一段话，直到
写成一篇文章。数学老师教我们解方程，板
书的粉笔灰时常染白衣袖。参军到部队，遇
到武能上马击狂胡， 文能下马草军书亲如
兄弟般的好首长好战友。 职场上领导和同
事带领我们完成一个又一个起初看起来根
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小小的我，能够在组
织中与恩师、朋友、战友们一起做事，同学
习，同劳动，同训练，同甘共苦……这一切
都清晰表明，作为一个社会人，生活在一个
有温度、有情义、有梦想的集体里，是多么
幸运和骄傲。 这就如同家门口的池河水汇
于大汉江一样。池河水长，“长”的是师长们
地谆谆教导，“长”的是朋友们的雪中送炭，
“长”的是贵人们的排忧解难和成人之美。

人生亦老山难老，山高水长清气在。山
高，给人力量，水长，给人希望。 一路前行，
总有长辈、亲人、恩师、朋友、贵人地扶持和
成全，他们的品行操守如同云雾高山、池河
水长一样，带给人绵绵不尽的情愫和感恩。

临近五一，有远友提议要游游平利的山水。 鉴
于这几年假日地出行状况，建言节前来游。 随即他
们遂行，我便随行。

躲开了假日出行地燥闹， 稍透凉意的暮春细
雨，被清风载驰，赶着与我们同行，委实有些别样的
情趣。此时，车行一路，暮霭笼山，雨珠落窗，模糊了
远山近水，却清晰了雨落地节奏。 请司机关掉了音
响，更生出了踏歌而行的感觉……

芍药谷的闲意

看花，本来就不是我的钟爱。同行者们，却惊羡
于一汪湖水之畔的艳丽花朵， 在他们驻足赞赏之
时，我便拾级而上，沿谷独行。

几乎百步一景，自然而雅致。 主体虽然只是山
石流水，但却如此绝妙。 山石像是有意地为流水让
出一条通道，流水更是故意地拂过山石，逗弄着山
石又转头扬长而去，再加上细雨地搅扰，这一切，与
我驻足的时空距间，显得闲趣怡然。

走过竹林，穿林打叶声中，更显得谷幽人闲。抬
头望去，两边千峰百嶂，飞瀑击石。 轰轰烈烈之中，
几只小雀鸟，掠水而过，伴着落雨，钻越石崖。 一时
间，动地热闹，也有几分磅礴之势。 那谷，却是气定
神闲，从容而待。 令人心安静，虚怀若谷。

走出来时，雨已经大了。几个湿漉漉的身影，还
激奋在美景之中， 忘却了雨水打湿衣衫的不适之
感。湖中的那一方山石，悠然地望着微涨的湖水，自
若地在雨中沐浴。芍药谷 AAA 景区原名芍药沟，位
于平利县城关镇长沙铺村 ， 距县城西北约 10km
处，安平高速公路、省道 308 线沿芍药沟沟口通过，
交通便利。 芍药谷自然地理环境较为独特，山不高
峻，陡缓相间，沟不深长，宽窄相连，气候温和，植被
丰茂，碧空丽日，鸟语花香，地质专家称芍药谷为
“崩裂岩地貌博物馆”，是一处集自然、山景、水景于
一体的袖珍式景观群落， 也是休闲养生的好去处。
今日身临其境果然感觉精神抖擞，惬意十足！

桃花溪的惬意

桃花溪里醉桃花，在这里，我们观赏花海、寻觅
桃源人家、倾听桃花溪水、置身浪漫的桃花源景区。
四周植被茂盛，怪石嶙峋，飞瀑隆隆两侧山峰刀削

斧劈，山、水、林、石，互相交融，风光秀丽而独特，令
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

捧起一汪春水，虽没有花香，但透出春意。沿溪
而上，小桥流水，老树野花。一边行走一边将这林中
小景尽收眼底。天公作美，雨过天晴，朋友们都大胆
地从独木桥上晃身走过， 继而跳跃过溪边大石，奔
向下一处清潭，赞叹这一溪好水的美。

方才雨下起来时，恰好半山有亭避雨，想起“半
山风雨半山晴”一句，坐在亭中却有了“江山无限
景，都聚一亭中”的味道了，半山之间，百花开处，置
一茅亭，亭外细雨霏霏，沐透春色，溪水潺潺，薄烟
出水。溪边几个人影，装模作样地搬起石头找螃蟹，
弄得一身雨水，却是畅快一笑。亭中，我捧起一杯新
茶，满杯都是春天的颜色，暖暖地咽下，好似微风拂
面，带走了一缕水雾，也带走了几许怅然。

蒋家坪的着意

蒋家坪有好山， 最著名的自然是凤凰茶山了。
驱车，爬坡，登上凤凰茶山的那一刻，感受到了景区
打造者的妙思与着意。一株千年古茶树被精心地保
护起来，步道与观赏台，都显得独具匠心，凸现出自
然与人文的齐佳。 站在茶山之上，盎然的春意扑面
而来。 山下青瓦白壁马头墙鲜明的徽派民居，青翠

的茶山、茶园交织在一幅图画当中，雨中长长的步
道，洁净宽敞，置身其中，山水的颜色，人居的特色，
自然与致景的和谐，简约，又不失宏大。

下山时，选择了步行。 雨意的清凉，被山间透出
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地亲近感而温暖。 诚然，自然
于人，不仅仅是欣赏，更是亲和。

离开时，顺着车窗看去。 雨水让徽派风格的门
楼显得高大，背后的茶山苍翠巍峨。 人的心情像是
被一种力量托起，的确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是人与
自然的力量！

出游，是现下比较流行的生活方式。 人们以旅
行的方式去感受每一个地方独特的美，其实就是去
感受生活赋予我们的美。 过去以为，旅游就是远离
城市地喧嚣，摆脱日常生活、家庭和事业的羁绊，纵
情于山水之间，看不同的锦绣风景，看各地的风俗
人文，满足好奇心、求知欲，增加阅历，赏心悦目而
已。 但是随着游玩次数地增加，年龄地增长，对旅游
有了新的感悟，平时人们在各自的生活中都会有这
样那样的纠结和不如意， 但是在投身于大自然之
后，会为山水的壮美而感怀，会觉得自己是那样的
渺小，而自己的烦恼更是不值一提，广阔的大自然
包容我们的一切，多数人都会变得释然、超然、开心
起来，让自身内心回归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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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雾雾山山高高 池池河河水水长长
余佑学

芍芍药药谷谷

一张照片勾起了我心中的回忆和淡淡
的忧伤，尤其是那座城门，它寄托着很多人
的乡愁和怀念。

新城北门城门， 在安康城市变迁发展
中，是唯一一座没有被拆除的古城门。城市
在悄然地发展变化，高楼大厦林立，现代时
尚的各种建筑鳞次栉比。而它，不论春夏秋
冬，依然静静的坐落在那里，年复一年，日
复一日，迎送着人们进进出出。城门已无踪
影，凹凸不平的车辙印早被水泥路面代替，
只留下残缺不全的城砖， 还有那破败不堪
的城门。这一切，好像都是在见证着时代的
变化和岁月的沉淀变迁。当然，也在告诉着
过往的行人， 它早已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
使命。

隆冬清晨，薄雾还未散去，我早早地走
在新城街道买早点， 路上的行人都捂得严
严实实，匆匆忙忙向着不同的方向前行。透
过雾气，不远处, 高大的城门矗立在眼前，
望着破败不堪的城墙，一种忧伤涌上心头，
这历史留下的见证、岁月刻下的痕迹，如今
都已渐渐模糊了。 它会倒下，会斑驳，会被
重修， 它仍旧存在着， 城门诉说着历史故
事，也诉说着光阴的流逝。

我的童年和新城北门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记忆中，原来的城墙比现在看到的要
好看的多， 它高大威风， 四周的墙垛都还
在，一直延伸到四个城门，刚好把整个新城
包围起来。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儿经常爬上
去玩。儿时的伙伴和我一样早已步入中年，

偶尔走在路上遇见点点头就算过去了。 记
得城门洞上面还有一口大钟， 据说是古代
报时用的。所谓“晨钟幕鼓”，对应的是老城
有鼓楼，这条街就叫鼓楼街，一早一晚，遥
相呼应。抚摸着沾满历史痕迹的古城墙，我
的耳旁仿佛能听见人们进城出城， 熙熙攘
攘，吆喝生意的声音；古代战场的刀剑声、
呐喊声。 这座古老的城门洞与安康城一起
走过千百年的历史岁月， 见证了安康城区
的兴衰与日月交替， 而时代的发展又要将
它慢慢遗忘。

一面城墙，几块青砖，挑着担的老翁，
坐在门口的理发师，一条古朴的老街，承载
着历史的记忆。 这是我多么熟悉的场景啊!
我举起手机，情不自禁地拍了几张照片，感
到它是那么的亲切。我也曾数次拍摄过它，
总想极力将它留在我的印象中， 总怕它从
脑海中消失。这样的场景和心理感受，也许
就是城门洞留给我的最深刻的记忆， 也是
老街留给我的念想。

一座城门，一条老街，留下的记忆是美
好的，印象也是长久的。我的祖辈们都在此
地留下生生不息的印迹， 我仿佛看见我的
爷爷、 奶奶及父亲从这条街道穿过城门消
失在远处。在金州城的土地上，一座历经数
百年沧桑的古城墙静静诉说着古老的故
事。城墙根下长大的孩子们一代代老去，古
城墙的雄伟壮观和城墙根下的欢声笑语永
远留存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北北门门的的记记忆忆
尹尹正正军军

云云雾雾山山景景

北北门门城城墙墙

巫巫溪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