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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给父亲写点文字，但老是不知
道写点啥合适，直到被父亲节提醒。 上次
端午节接父亲进城过节，突然觉得他苍老
了好多。 记得十年前，他的身板儿还是那
样硬朗，腰杆儿挺得像《白鹿原》里的白嘉
轩。

自从有了孙子辈后，父亲的眼神慈祥
了许多，性子也没有以前硬了，用母亲的
话说：虎老威风倒,人老脾气好。 或许真是
这样，可作为子女，我的心中有欣慰，也有
感伤。 父亲年轻时性情耿直刚烈，对我们
两兄弟的严厉在老家的十里八村儿是出
了名的。 全仗着父亲的严厉，我小时候成
了村里少有的“好娃儿”。那时的学业远没
有现在的孩子繁重，父亲对我的激励也朴
素而直白：“上学要上就好好上，上不进了
就回来做活！ ”现在想来也是庆幸，如果没
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
人，还真是不好说。

父亲心地善良却不善言辞，常常吃亏
背憨。 土地到户时，他总把好地块让给别
人， 自己守着几亩薄壳壳地养活一家人。
可直到现在母亲每每说起这些事儿时，父
亲依旧不以为然地怼回去：“吃点亏又饿

不死人！”母亲便不好再说什么。在我的记
忆里，父亲是村里最能干的庄稼汉：分到
的石渣地不长庄稼，他硬是冒着严寒拉着
一车车土将地垫平， 种下了第一茬冬小
麦；分到的拖巴田放不到水，他硬是顶着
烈日一桶桶挑水把田耙平，插下了第一季
秧苗！ 小时候最怕和父亲一块下地干活，
甚至很多时候我都怀疑他对土地倾注的
精力和心血超过了对待家人。直到如今为
人父母时顿觉释然。

父亲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是老屋，虽然
是夯土的墙，却是父亲亲手所建。 父亲凡
事力求完美，房子的四梁八柱都是他亲自
去山上挑选的。 那时的父亲有的是力气，
数九寒天，父亲一个人去山里“扛料”，来
回七八十里地，一趟就得两三天，就这样
风餐露宿了两个多月，父亲硬是将建房要
的木料一根一根全部扛了回来，等到扛最
后一根木料回家时，母亲临走时给他缝的
新棉袄已满是汗渍、褴褛不堪！ 为了给家
人建一座坚固漂亮的“架子房”，父亲竭尽
所能！

或许一生劳作练就的身体素质 ，已
步入古稀之年的父亲身体还算硬朗 ，就

是经常胃疼， 稍微站久一点右腿就颤的
厉害，我知道，这都是他年轻时给自己身
体埋下的病根儿！ 近些年，村里外出打工
归来的家家都盖起了楼房， 曾经伟岸的
老屋显得矮小而陈旧， 像极了暮年的父
亲！

父亲欣慰我成家立业，却又落寞于我
的离开。 岁月渐长，儿女在外，唯有老屋与
他相伴。 每次离家看着父亲在村口送我们
时孤零零的身影，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孤
独和不舍，牵挂和苦楚。 父亲每次来我家，
常聊农事， 后来父亲觉得我不是那块料，
也就慢慢不和我说地里那些事儿了。 也就
只有我陪他喝几盅酒或一起散步时，他才
嘱咐我要注意身体，说他年轻时干活不惜
力，现在尽给儿孙找负担。 每次听到这些，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既感慨岁月的残酷，
内心也充满愧疚。 父母已经老去，却还在
为儿女考虑，而自己逐日奔波，却不能为
他们做些什么。

父母恩重， 其实父亲何曾需要一个
节日来诠释这些， 父爱又岂是一个节日
能够承载？ 只愿余生多些陪伴，回报父爱
深沉。

走过陕鄂交界的秦楚长城铜钱关，顺
河而下，行车二十多分钟，就到了旬阳市
铜钱关镇的赤岩社区。 出集镇向右上坡，
在陡峭的村道上拐过三个盘道，拐出半山
腰上的一丛古树林，眼前豁然开朗：一块
簸箕形的百亩埫地静卧在山林之中，从入
口处向前，排列了三排七大古宅院，院落
的前后左右是一道道的梯地，土地的边缘
却是立茬茬的，形如界山般白花花的石崖
与绿油油的森林。同行者的一声惊叹让我
得知：湛家湾古村落到了！

这一片砖瓦结构、街巷布局的大院建
造者， 为湖北省黄梅县的湛氏先贤湛正
坤。 时在公元 1768 年，36 岁的湛正坤为
圆其父需找凤形之地，帮其实现“凤凰展
翅，飞黄腾达”的美梦 ，就扛着家族的重
托，偕妻子和族弟，用箩筐挑着两个儿子，
跟随“湖广填川陕”的移民大军，逆汉江而
上来到陕南。他见吕河上游的赤岩集镇地
处秦楚边关，是个山货特产集散地和物流
驿站，周边地广人多、山大物丰 ，适宜人
居，就借居茅庵，租地耕种，并在当地暗访
凤形山地。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出一月，他
就在后山半坡、 狮子岩下发现了绣球坪，
找到了凤凰展翅状山岩护卫的一埫平地。
又转一月，发现秦地赤岩的物候、风俗、方
言和饮食习惯近似界山那边的湖北郧阳，
他便决定在此扎根。

大户出身的先祖正坤，虽因家道中落
而沦为农人，但胸怀宽阔，眼界高远，做事
有勇有谋。他先到绣球坪租下土地、房屋，
让妻儿安身，务农养家，继而带上族弟下
山， 在赤岩集镇的铜钱河边开了纸坊，在
街道开了货栈，一边收购杂竹造纸，一边
广纳漆麻耳棓和桐油、生漆、杂果、皮张、
中药材等山货特产做买卖。只用十来年时
间，独户湛家就成了当地大户，在绣球坪
买了田地，建了砖瓦结构、二层楼房的天
井大院。当上书“德隆望重”四个大字的门
匾高高挂起， 三天三夜的大戏还没唱完，
人们便惊奇地发现：绣球坪的百庙埫地和狮子岩周边的
千亩山林，一夜之间易主姓湛。 于是，四散而去的乡亲
以其口碑称此地为湛家湾，并将湛家“农工商贸并举”的
发家经验传向四方。

湛家人具有科学的规划意识。 他们从建第一座大
院起，就立下了依坡就势，递次向上建房的规矩；以及每
排三院，平行为街，横向为巷的排列方式。 每个院子，无
论一进二进三进，都建二层，且将二楼的走廊连通，让人
们不经风雨就可串门。 因而，老房七院三排，加之前排
首院周边的学堂、庙宇、池塘、岗楼、广场等公共设施，整
整齐齐形成了三条横街、两条竖巷，且在周边连接了环
形步道和通往田地、山林的石阶小路。各院内部的田井、
通道、水道自成体系，院外道路相连，形成了房屋与山水
田林路互连互通的循环系统。

湛家人具有严谨的安防意识。 他们的每个院落之
间都有三十多米的距离，院内每进房子都有防火墙和御
敌的暗室、逃生的暗道。 为了防火，院子正中都有消防
水池、水缸，四周的排水渠系既是上下水道，也是消防水
源，街巷里边都有水池。 木柴、杂草等易燃物，都在院后
的背风处纳于石质厦房。 前院正中的水池左侧，顺着池
壁伸出三道穿孔的石梯，孔中扎一木杆，上挂信号旗，与
东山上长安寨的寨旗呼应，以报安危。 石寨子里建有为
躲兵匪而藏财物、躲人畜的房屋，有御敌的土炮，还有不
少土制的武器。 湛家男丁平时在家务农务工，战时上寨
为兵，一年四季轮流值哨，以保族人安全。

湛家人的育才意识很强。 第三座大院的门额上，高
悬着“耕读传家”的匾牌。 当人丁四世同堂，已为大家庭

时，他们由送子女下山读书，变成了请
先生上山办学。 广场正中的公房，就是
湛家的私塾，既教国学 ，又教文学 、理
学、数学、史学及书画琴棋 ，还教人生
礼仪与农工常识，一时引领风尚，名传
四乡。 湛氏文明开化， 向乡邻开放办
学， 把私塾办成服务大众的义学。 于
是，湛家湾又添新名：学堂坪。 新中国
成立后，这里的学校办出了质量，先后
走出多位各级人才， 促使湛氏后代人
才辈出。

湛家人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很强 。
他们虽不计划生育，却限定人居数量。
先祖正坤育有昌辈仁秀兴明富五子 ，
身边只留三房， 而让老大携老幺外出
散居，去为家族开疆拓土。 故在老二、
老三、老四这三座大院依次建起之后，
就呈现了一子一进式的建筑， 其院有
几进，表示分住几个儿子，其儿孙成家
后分住自家各屋， 住不下了再开基建
房，或散居外地。 这样，在生老病死、婚
丧嫁娶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人口、住房
和田地等资源保持了均衡发展。 同时，
他们对绣球坪的土地不断改造， 变坡
地为梯地，变梯地为梯田，并在林地的
开发利用上按时倒茬， 保障了资源的
合理利用。 建房也是有计划的次第上
坡，围院而建，尽量少占耕地。 他们划
定公墓，集中安葬 ，限定位置和坟体 ，
让每一寸土地、 每一份资源都充分发
挥其应有作用。

湛家人有着相当文明的环保意
识。 先祖正坤来此开发庄园时，留住了
前院东侧山头上一片围墙式的古老榔
树， 立规要求后人精心保护， 不得破
坏。 现在，最大的已有六百多年。 当南
方市场的榔木炒到天价，有人来买，湛
家人说：“人命不可买卖， 树比人命还
贵！ ”公墓区的柏树，已有数十棵百年
树龄的古木，高大挺拔 ，英姿勃发 ，像

一行行诗文，抒发着湛家人与青山为伍的浪漫情怀。 现
在，这里的住户不多了，但户户门前那高大的树木、繁茂
的林果、鲜艳的花卉，如是一页页家谱，书写着湛家人与
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观念。

如今，这里的住户不足十家，老屋已经破败，广场长
满杂草，但我们所见之人却谈吐文雅，所入农户却窗明
几净。先祖正坤的第八代孙子湛常斌，已是 64 岁的老人
了。他一人住在上院的正堂，门窗和房瓦、木梁都是新换
的，墙体内外粉刷一新，客厅摆着新置的沙发、茶几与电
冰柜，房里房外都是花木绿植。听了他的身世，虽是高门
大户，却为平民本色，坚守勤劳持家，是他们的生存之
道，也是他们的幸福之基。 改革开放后，政策开放了，湛
家人顺势而为，纷纷外出办厂经商，后辈人也多因学习
好而在外工作；21 世纪以来，追求新生活的湛家人纷纷
下山，入镇进城，从事现代职业，追赶现代生活。如今，湛
家湾的上院、中院、下院几乎人去楼空，散居的上十户住
在三四十年前盖在院落周边的土房里。 然而，这为数不
多的人户却维系着天南地北的湛氏血脉关系。时代在变
化，生活方式在更新，与时俱进的湛家人追求着更加美
好的新生活。不管他们迁至何处，这里所留下的古宅、古
道、古树、古井和根脉不断的古风，依然饱含着耐人寻味
的生存哲理，书写着诗意盎然的文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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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茶乡的民间故事多如牛毛，生动
有趣，喝茶也不例外。 岚皋县龙安茶名闻
遐迩，龙安蛇茶一样故事传奇多多。 当地
茶农给敬你一杯热茶时，都会津津乐道讲
到龙安茶，是以巴人图腾崇拜的蛇、龙演
化而来的神奇茶叶，因而深深打上了巴人
敬仰蛇仙和蛟龙的烙印……

还有这么传奇?你听几位老人边喝茶
边向我说：那是很久以前，人们还不认识
茶叶时候，就在岚皋县南宫山上住有一个
姓查的老太婆， 养了一只肯下蛋的老母
鸡，天天都在下蛋。 后来有天去鸡窝里捡
鸡蛋时，却不见鸡蛋踪影，一时纳闷，是不
是母鸡另起下蛋窝了呢？

第二天，老太婆留心观察，母鸡下蛋
后， 习惯性地要给主人请功报信，“咯咯
咯”的大叫几声，老太婆知道母鸡下蛋有
功，她心生一计，今天暂不捡蛋，守候在隐
蔽的地方，看看谁在偷吃鸡蛋呢？

不一会， 是一条乌黑的大蛇溜了过
来，它一口吞下了鸡蛋，然后很快爬到一
个空旷的地方，将身子在地上摔打，其目
的是把鸡蛋壳打破，好吸收其中的营养。

老太婆终于把贼找到了， 如何处置
它？ 她细心地追随到河边，寻找到了一个
与鸡蛋大小相当的鹅卵石，带回家里。 翌
日 ，她听到母鸡下完蛋的 “咯咯咯 ”叫声

后，立即跑去，悄悄捡起鸡蛋，赶紧把鹅卵
石放进鸡窝， 然后又隐蔽在远处静候观
察，看大蛇吃假鸡蛋的笑话。

不一会，大乌蛇照例来了，生吞吃了
这枚假鸡蛋，但任它如何摔打身子，鹅卵
石不可能变成鸡蛋， 蛇不但得不到营养，
很可能有撑死的危险。老太婆心里顿时变
得紧张起来，想到蛇也是一条命啊，偷吃
鸡蛋不该弄死它呀，但她不知道如何才能
救它一命。 正当她焦急万分时，这条蛇悄
悄地溜走了，老太婆紧盯着，看看它往何
处去？ 或许它有自救方法，乌蛇慢慢地溜
进了灌木丛生的林下草莽深处，盘绕在一
棵树上， 津津有味地吃起了树上的叶子，
然后又悄悄地溜进了树林中。

老太婆怀着一种十分愧疚的心情回
到家中，一夜无眠。她盼着天快亮，母鸡赶
紧下蛋， 她更盼着这条大蛇按时来吃鸡
蛋， 为她所做的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恕
罪。

这天，母鸡照常下蛋了，报信叫声响
起不久。奇迹出现了，乌蛇闻讯来了，吃了
鸡蛋又走了，好像吃了鹅卵石对它没有丝
毫影响。老太婆是一位久经坎坷磨难肯动
脑筋，并且手脚勤快的老人，她一直都是
认真对待各类生活事物， 都要查个究竟。
这回她该查的事情弄清了来龙去脉。老太

婆知道， 动物都有自救的方法和经验，她
要弄个究竟，看蛇是如何消化克食的呢？

她寻找着蛇走过的路线，找到了蛇吃
的树叶。 经她琢磨推测，蛇化食是不是与
它吃了这种树叶有关？ 她认准了这种树
叶，要亲自尝试一下，微微有点苦味，但爽
滑回甜，她暗暗地想，肯定是这种树叶救
了蛇命，她认准这丛树木，采了一些叶子
带回家，晾晒收藏起来。

一天，他儿子上山打猎，打了一只野
猪，给她送来一大块野猪肉，她精心炒制，
吃得很香。 酒足饭饱后，总感觉到肚子不
适， 她想起了蛇吃的那种神奇的树叶，她
试着将此树叶熬成汤水， 喝了一碗又一
碗，越喝越香，越喝越有味道，肚子也消食
不胀。 她把这种体会与大蛇自救的意外发
现情况，告诉了自己周围乡亲们，大伙有
点身体不舒服，就找来这些神奇的树叶熬
汤喝，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查老婆子的神
奇树叶治百病的消息传开了。

如今著名茶乡岚皋县，成为秦巴山区
中药宝库。 乡亲们用草药治病，还用查老
婆子神奇的树叶子说事，当地人就以查老
的姓氏同音命名为茶。 同时查老婆是因为
发现蛇自救用茶叶，人们建议将这种茶称
为龙安蛇茶， 让龙的传人不断享用与传
播，以利健康幸福地生活。

土语 乡音

走路不用问，大路没得小路近。
大路盘山而筑，绕许多弯子。 小路狭窄，截弯取直，

用双脚踩踏而成， 隐没在荒草之中， 虽然难走却是捷
径。

你坐三年清知府，我把九年不偷牛。
你当你的清官，我当我的大耳朵百姓，只要在你管

辖范围内不违法，不添乱，不犯事，你奈何不了我，我也
不怕你。 这也可算作廉政谚语。

伸手不打上门客。
训斥人一般不在自己家里进行。 既然人家来了，就

要装笑脸给足面子，有意见等到下次找机会再说。
狗吃牛屎只图多。
形容贪多，只考虑数量、堆头大，不讲质量和效益。
隔山不远隔水远。
隔水比隔山更恼火（困难）。 过去交通不便，许多河

上没有桥， 一遇洪水暴涨， 看到家在对面就是无法过
去。 想回去也行，得有脚力，多翻几座山、绕几十里路。

肥田不如瘦店，放账不如泡面。
种再好的田，不如开个小店做生意来钱快。 放点贷

款出去，不如把面多泡一会儿，因为面条有发胀，越泡
越多，可以多舀几碗。 也有“放账不如泡面，一碗泡一碗
半”的说法。

说话声放低，走路脚抬高。
有理不在声高。 重在强调说话要小声温和，不要高

声大气。 走路脚抬高，可以避开坎坷，以免被障碍物绊
倒。

带东西不给钱，等于说到玩。
好友到外地出差，想带点紧俏物品回来，先付款别

人才上心。 不给钱，会认为是说说而已，想起了就带，想
不起来就算了，打了话平货（放空的意思）。

要得伙计长，天天算伙账。
亲兄弟，明算账。 再亲的人，经济上不能含糊，该给

多少就是多少，这样才能相处共事得长久。 伙账，即伙
食账，也就是饭食钱。

弯刀将就瓢切菜。
弯刀前端有一弯勾，放在平板处是无法切菜的，只

能勉强在木棒和水瓢背上对付一下。 将就，凑合着用。
也有这样说的：弯刀将就瓢切菜，瘪锅遇到瘪锅盖。

一床铺盖不盖两样人。
铺盖，即被子。 两口子多数是一个鼻孔出气，一方

心眼坏，另一方也好不到哪里去。 特别是对待外人，更
是目标一致，出奇地团结。

烧窑的，卖瓦的，都是一把的。
因为他们干的活、做的事，性质紧密，关联度高。 瓦

是窑烧的。 你出产品我销售，可以归属于同类。 大哥莫

说二哥，你们都差不多，是一个道上的人。
跑的鱼儿大，丢的娃儿乖。
失去的东西总认为是最好的，从反面告诫我们要珍

惜手头的东西。 小孩的死，叫夭折，岚皋方言说“丢了”。
路直逗人走，人直逗人交。
都想走直路，直路省力气并且稳当。性格直爽的人，

好打交道，简单，豁达，在一块儿共事轻松愉悦。
端了人家的碗，就得由人家管。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自己没得就硬不起

来。管你的饭，给你发工钱，就得听人家的。随心所欲，由
着自己性子来，共事不会长久，说不定哪一天就把你开
了。

一辈亲，二辈表，三辈四辈就拉倒。
一种社会现象。 第一辈是亲姊妹，第二辈就是表姊

表妹，到了三辈四辈就分不清亲疏，干脆视同路人，拉倒
不认算了。

儿子疼小的，媳妇疼巧的。
皇帝喜长子，百姓疼幺儿，弟兄伙的多，最小的一个

肯定会被溺爱。 娶来的媳妇会事，脾气好，加上心灵手
巧，不但公婆怜爱，左邻右舍都会夸赞。

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馍。
做事情，要人多才好；吃东西，要人少才好。 人多力

量大，再多的活儿三下五除二就干完了。 馍，多指锅盔、
火烧馍，在缺粮的年代，粥少僧多自然就不够分，填不饱
肚子。

树老了朽，人老了丑，为人难得十八九。
人都是要老的，谁都年轻过，风华正茂过。树朽和人

老，自然规律，因而要倍加珍惜青春年华，不要光阴虚
度。 十八岁的姑娘一朵花，十八岁的小伙都挺拔。

大让小，才得好。
过去孩子多，兄弟姐妹在一起，大的要让着小的，才

不会打锤搁劣（闹仗），鸡犬不宁。
长兄如父，长嫂比母。
谦辞，也叫恭维话，弟妹对大哥夫妇的一种尊重语

气。 父母去世了，大哥、大嫂就要接过担子，发挥主心骨
作用，把幼小的弟妹拉扯大，直至抚养成人。

主不请，客不饮。
自己请客，自己要带头饮酒，不然客人不好好喝。主

人先耍礼行，请大家入席喝酒，举杯发话，提议同饮，之
后客人才会按顺序划拳猜宝打通关。

让客是个礼，锅里没下米。
并不是舍不得，明明知道刚吃过，也得谦让一番。虽

说有点虚情假意，但没得这个举动，就显得生分。真到了
屋，烧火煮饭也来得及，忙也忙得畅快。

（之五）

一座城的历史幽邃，深不可测。 唯有
夜，眺望星空，天空的月牙儿，钩住八角城
楼 ，那样子 ，像拎着一棵树 ，鸟儿啄出文
字。 我坐在树上，越来越近的是故乡。

石泉北依秦岭，南枕巴山，因“城南造
石为泉，泉水清冽，泉在石上，径流不息”
而得名石泉。汩汩流淌的汉江自西向东穿
城而过，珍珠河、饶峰河、池河南北环拥，
在石泉县形成了“秦巴拱卫、四水绕城”的
独特地貌。

故乡的那一轮弯月朗照夜晚，如果你
能看见故乡的那一轮弯月，那是因为我也
在看着你。如果你被故乡的那一轮弯月照
亮过，那我就没有白白地爱着故乡。

故乡，在汉江岸边水暖地界，多水田，
长稻米、酒米、莲藕、茶叶。汉江水有多高，
田就有多高，田抱着水，水抱着田。山上的
茶园，是一层层的梯，帮助稻米、莲蓬与山
比高。 江边的田，是镜面，敞给太阳读，敞
给雨露读。 想想，清水泡，太阳晒，雨露滋
润，那样产出的庄稼是何等的高级！

石泉城一座千年古城， 城有一老井，
装满午古道上的驼铃声，没有谁说得清它
的年龄。爷爷小时候，这口井就老得掉牙，
井里的月色，似儿时掬着蝌蚪。如今，它独
守在古城口老成了乡愁， 那数不清的话，
如何缝补一道伤疤，还有那些光顾它的石
泉人， 凡是从它身体里摇上来每一瓢风
声，颤动引起漫溢，似童年的欢笑声。

城中有一条古城老街， 全长 1 千米，
历史上曾经是商贾云集、繁荣富裕的商贸
一条街。 老街里有窄长幽深的小巷、古色
古香的城楼、飞檐翘角的马头墙、青砖黛
瓦的四合院……基本保留了明清建筑的
特点，与东西城门、禹王宫等古建筑交相
辉映，浑然一体。 这些带有明清徽派风格
的建筑，流溢出悠远沧桑的历史感和质朴
淳厚的气韵。偶尔的县太爷巡游；汉服、旗

袍走秀；火狮子、舞龙；汉调二黄、花鼓戏
演唱入眼入耳，恍惚间，昔日的场景犹如
一幅画卷徐徐展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故乡变化巨
大，一天比一天繁华。如今故乡，成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 文旅融合带动地方经
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美好石泉建设与
发展。 如今的小县城，北辰森林公园绿意
葱茏。向阳大街，街道两侧铺上了大理石，
长着香樟和广玉兰。小城里十多处广场设
计新颖，典雅大方，春天樱花烂漫，四季绿
草如茵，喷泉吐玉。还有金江龙庭、滨江大
道、滨江公园，发展可谓日新月异。

我喜欢游走在故乡的四季里。
一场春天的细雨淋过，家门口的油菜

花黄了，然后是汉江岸茶园翠了，秦巴山
川秀了。春风摇曳，新生的绿，它们之间轻
微的摩擦，梦，醒了世界，也醒了人间万物
的相爱。 花花草草经不起诱惑，光天化日
之下，开始蠢蠢欲动，等待一场新鲜刺激
的交合，柳枝，挽起布谷鸟的歌声，桃花，
热烈的起点，醒了少女的梦。 麻雀衔着天
空的蓝，弹跳在向阳的枝头，眼窝，滚动的
字句里起伏着诗意的江南。

夏天， 古城凉得早， 又一夜夏雨过
后，太阳不再热烘烘，月亮开始躲在树荫
下乘凉。 我绕着江岸慢行，腿软无力，但
江岸公园码头太闹，游船汽笛过于喧嚣，
没有一处是我想坐下来的地方。 我打北
边走向南边，绕过了杨树林，大片浓荫下
的一条长椅，两枚淡黄的叶儿，替我早早
占了座位。

秋天的石泉， 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满
目都是流动的色彩。 然而到了夜晚，宽阔
而宁静的石泉老街，四合院里，禹王宫从
容入梦 ，幸福的午夜，我听见，头顶上一
片树叶在干燥中脆响，强劲的风抬高秋天
的星空，檐下的灯笼，照彻我内心，独自在

树下徘徊， 忽然想抱抱院里那棵大槐树，
挺立天地间的高大灵魂。

冬天，雪花，被北风迷蒙的搅动，一片
雪压着一片雪，覆盖小城、古街、公园、树
林、广场。 山川田野，白茫茫的雪地 ，几只
麻雀紧挨着，像是被雪挤压在一起。 风，消
停下来。 南飞的大雁，划开一缕暖阳，瓦片
上，雪带着尘埃离去，冬日的故乡，隔着千
里沉寂 ，明媚的日子 ，一朵梅 ，绽放出春
光。

如今，“秦巴水乡·石泉十美” 冠名的
是故乡。 游“汉江三峡”，风光旖旎，碧波荡
漾。 跋涉于云雾高山，可以看云蒸霞蔚，暮
霭烟岚。 探幽山川峡谷，可以感受天地静
谧，浓荫流泉。 绿叶荷塘，蛙鸣蝉噪，田垄
丰饶……总是让人陶醉其间。 我用默默记
录着：“千年古城人文之美、金蚕之乡桑海
之美、后柳水乡轻柔之美、云雾仙山雄奇
之美、雁山瀑布生态之美、燕翔洞府梦幻
之美、中坝峡谷幽静之美、汉江浣女脱俗
之美、石上清泉神韵之美、养生佳肴天然
之美。 ”的十美小城的美丽时光。

故乡，是一幅浸透在水里浓淡总相宜
的画卷，有水的地方就有了灵气，石泉古
城与水巧妙地结合，就构成了令人心驰神
往的江南。 故乡，横亘在我的心灵和山水
之间，连接着秦巴山川，水岸人家诗画一
般的生活，承载着秦巴水乡的曾经、现在
和将来。

如果你来到我的故乡石泉，看的就是
青山绿水，吸的就是新鲜空气，喝的就是
富硒矿泉水。 沉醉于天然氧吧，养了肠胃，
饱了眼福，健了身心，忘了疲倦。

夜幕来临，远看石泉，好似一座不夜
城。 天上星，城里灯，岸边树，江中影，美轮
美奂，仿佛璀璨明珠落玉盘。 石泉小城的
美丽与灵秀， 连同石上清泉弹奏的神韵，
像一条小河，缓缓流进人们的心窝……

往事 并不如烟

文史 春秋

人在 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