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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过后， 布谷鸟悠扬的鸣叫一声紧
一声，四周山上的绿色如同泼彩国画，倾泻
而下， 参差不齐的水彩染绿了整个蒿坪的
扇形坝子。

四月的蒿坪 ，在明艳的阳光下静谧而
生机勃发 ，几天前的一场雨 ，滋润着乡村
的每一个角落，和煦的风吹动着山坡上一
尺多高的玉米苗，整片苞谷地都带着浅浅
的笑意。 此时，我们就行走在蒿坪的乡间
小道上，向上微暖的地气犹如婴儿的小手
抚摸着我们的裤腿 ，温暖而舒适 ，山上的
树木排着队 ，奔向这个绿色的盆底 ，但却
被山间冲出的清风抢了先，带着野艾和青
蒿的气味 ， 和我们来了个肌肤相亲的拥
抱。

蒿坪的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 ， 多年
前 ，我和报社的张俊先生闲聊时 ，他说他
的一个朋友家徒四壁， 家中来了客人 ，他
让妻子招呼客人喝茶，自己跑出去借钱买
菜买酒，从邻居赊肉、赊鸡招待，三年后才
还清这一顿饭菜钱。 那天，我们到窑湾农
家乐时，院子里大树下的桌子上已经摆满
了炸土豆片、芝麻糖、苦荞饼之类的小吃，
还有切好的西瓜，洗好的车厘子、枇杷、杏
子之类的水果 ，见我们走进院子 ，锣鼓家
伙就响起来 ，原来蒿坪有个 “艺乐社 ”，专
门传唱汉调二黄和紫阳民歌，每当有贵客
来访或旅游长假 ，就自发免费演唱 ，我们
虽不是贵宾 ，但因为是本土文化人 ，被高
看了一眼，权且当贵宾招待了。 他们先唱
了一段由清朝安康知府叶世倬的一首诗

《春日兴安舟中杂咏》改编的汉调二黄，又
唱了一首紫阳民歌《郎在对门砍干柴 》，堪
称雅俗共赏。

品茶的间隙，我与 “艺乐社 ”团长攀谈
了起来，“艺乐社”的团长马忠安早先是镇
上的干部，今年 76 岁了 ，从年轻时就酷爱
汉剧、紫阳民歌，退休过后，他组织起来了
这个“艺乐社”，专门传承汉调二黄和紫阳
民歌。 后来，蒿坪发展乡村旅游，他就成了
旅游文化大使，他把“艺乐社”当成退休后的
事业，他说，他怕过几年唱不动了，正在物色
能够担纲主唱的接班人。

从窑湾农家乐出来，跃入眼帘的是气势
磅礴的千亩茶园，说起紫阳茶，人们总是以
焕滩茶为代表，其实蒿坪的茶在历史上便声
名远播， 清咸丰年间的紫阳知县江开曾在
《紫阳竹枝词》中写道：

蒿坪河是桃源洞，一道清溪两岸田。
人语鸟声山碓响，平林霞日起炊烟。
雨前一样是新茶，坡有阴阳性格差。
齐焙白毫先入贡，香风吹出野人家。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蒿坪茶是贡茶，而且

家家户户都种茶炒茶。那天，我们走在园林般
的茶园里，看见许多游客坐在小火车上，穿梭
在茶园里， 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心灵释放的喜
悦。湛蓝的天空涂抹了几笔淡淡的薄云，茶园
像绿色的飞毯一样， 使得大地和天空都失去
了斤两。

穿过茶园，跨过铺设在蒿坪河上的彩虹
桥，是镇上规划的几百亩荷塘，荷叶田田，上
面有些许水珠，晶莹剔透，路边草丛中觅食

的小青蛙见有人来， 扑通一声跳出了荷塘，
躲进了绿色的浮萍之下。那天恰好是“六一”
儿童节，在荷塘边的主干道上，有近百名小
学生席地而坐，他们手持画板，正将眼前的
美景收纳到画板上。 当我们观察他们时，他
们也在无意间与我形成对视，那一双双童稚
的眼睛，比荷叶上的水珠更加纯净清澈。 在
那一刹那，风轻云淡的天空，远山的薄荷绿，
荷塘中织锦般的浮萍，带着野草和庄稼气息
的风，上百双清澈的眼神浑然一体，如同佛
经中描述的东方净琉璃世界，是那样的唯美
和治愈。

蒿坪的夏日，是游客们捡拾儿时记忆的
碎片，寻找乡愁的心灵之旅。在这里，布谷鸟
“播谷、播谷”的千年绝唱，会让你想起父辈
耕田插秧时的背影，蛙声如潮的傍晚，会让
你想起奶奶摇着蒲扇，讲千年流传下来的故
事的情景，在溪流潺潺中想起和儿时伙伴抓
鱼捉蟹的童趣， 空谷中四声杜鹃带来的寂
静，会让你想起原味的乡村，在林深蝉鸣中
回想起青葱岁月，在蒿芷馍的味道里咀嚼出
那个时代的苦涩和艰辛。

其实， 乡愁更多地体现在对儿时饮食
的偏执上，因为一个地方的饮食承载的东
西太多，近些年，随着高速路的开通 ，山重
水隔的蒿坪突然就由远景拉到了近景。 勤
劳善良 ，热爱生活的蒿坪儿女 ，就将乡愁
浓缩在带有地方特色的一碗土菜当中 ，于
是乎，以农家土菜为主打的“紫阳味道 ”农
家乐集群 ，就在布谷鸟 “播谷 、播谷 ”之声
中播种发芽了 ，他们纷纷美化庭院 ，改造

土屋。 在绿树掩映，野花繁盛，硕果盈枝的
映衬下 ，瓦顶土墙的原始民居 ，异常和谐
宁静，室内装点一新，干净典雅 ，舒适而温
馨。 有“农家小憩”的蒙古大院，有“民歌流
淌 ”的窑湾农家乐 ，有 “琴韵墨香 ”的硒园
农庄，有“品茶悟道”的金石荷园，有“书香
门第 ”的乔家大院 ，有 “山野幽居 ”的曾家
湾农家乐，还有“竹影清风半山听雨 ”的龙
泉山庄 。 每一栋农家乐都有一种特殊气
韵，每一家主人都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

当然，最不能让我们忘怀的还是这里的
美食， 有让你咀嚼回味蹉跎岁月的蒿芷馍、
苦荞馍、浆巴馍、煮豆渣、玉米糊，乃至各种
野菜，有让你回想乡村年味的芝麻糖、爆米
花糖、炸面角子、炸干土豆片、炒红薯干等，
有体现“丰年留客足鸡豚”的紫阳蒸盆子、四
季豆炖猪蹄、砧板腊肉、乡村豆腐等，也有现
代从外引进的新疆大盘鸡、豆花鱼、寿司、莲
菜盒子等， 这些让我们大快朵颐的同时，也
通过味觉将我们的过往一一回放。

和蒿坪的短暂会晤，是当地政府安排好
的脚本，其实文人墨客更喜欢野跑，因为野
逛可以恣意放情，激发灵感，野跑可以观察
到更细微的东西，直击灵魂。 也许品味蒿坪
还需要多次访问， 才能走进她的精神世界，
但无论如何，她让我们感受了她一坝子的恬
静，收获了“一碗乡愁”！

恬 静 蒿 坪
市直 袁朝庆

周末无事，把书架整理一下，老相册也拿出来擦擦灰，纸质相片好像
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一张照片掉了出来，画面泛黄，背景是我工作的第一
所小学———长安镇高源小学，红砖房像时光一样有些褪色了，我也还是青
涩的少年模样。

1999 年，刚从师范毕业的我带着憧憬和热情来到这里：一个院子，依
山而建的一排红砖平房是教室，左侧与它垂直的一幢二层小楼，有老师办
公室、学前班教室、活动室等，两幢建筑呈 L 型布局，路边一圈围墙，将还
未硬化的通村路隔离开来，中间空旷的部分是操场，小小的校园温暖而安
静。 路外有一条河，名曰连仙河，河水不大但很清澈，仿佛河的尽头连着一
个世外桃源。

学校八个老师，第一年和我同龄的三个，一年之后就有了五六个，大家基
本都住校。刚毕业的年轻人真是精力充沛，每个周课表二十五节课，人均二十
节以上，上完三年级的语文 ，上四年级的数学 ，还有自然 、社会 、思品、音
乐……每年“六一”、元旦，一群不是艺术专业的年轻人靠着光碟和录音机，还
鼓捣出一场场有模有样的文艺活动，吸引很多家长赶来“凑热闹”，后来增加
了家长参与的亲子游戏，令家长们大开眼界，原来和孩子还可以这样玩。

下午四点放学了，校园安静下来，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放下教学事务，同
事们就聚在一起，老教师给我们“摆古经”，女教师总在织毛衣，总也织不完。
天气好的时候，也会骑着摩托车，往相邻的学校呼朋引伴，喝上一顿小酒，然
后踏着夜色乘兴而返，不成调的歌声和笑声打破夜的深沉。 山村的夜安静而
恬淡，夜里坐下来写教案、批作业时，河水哗哗流着，像是一首小夜曲。 时不时
传来的鸡鸣犬吠，就想起老家的房子，莫名心安。 校园周边四五户人家，都是
极好的邻居，时常会去蹭饭，始终怀念他们那种亲切的关爱。

年轻人多的地方自然活力十足。 带着孩子们去野炊，切火柴棍一样的
土豆丝、“车轮滚滚”的黄瓜片、水煮白菜，吃着夹生的白米饭，对着溪水照
一照，一群大大小小的花猫。 傍晚时候在河里摸鱼摸蟹，大多数时候都是
图个一乐，收获寥寥，偶尔也会有一盘小白条的收获，只是摸鱼的乐趣远
远大于吃鱼。

也会在放学后沿着山路去家访，看家的老狗远远的狂吠不止，吓得几
个女老师蹲在路边不敢动，家长们一边快步路迎来，一边呵斥老狗“瞎眼
的，贵客都不认识。 ”人户集中的院子，去哪一家独坐都觉得失之偏颇，干
脆搬了椅子坐在院子里，家长们围坐一圈，开起了“院坝会”，妈妈们翻开
家里的箱子、柜子，拿出花生、板栗、米花糖……有的煮几个鸡蛋、切一盘
砧板肉，在他们眼里，来的虽然都是娃娃，但那是孩子的“先生”，不敢怠
慢。 返回的时候家长们打着手电、火把一直送到学校门口。 多少年后回想
起来，正是这些朴素的情谊鞭策我在从教的十几年间从不敢懈怠。

自学考试时间临近的时候，我周末会留在学校复习，清早坐在后院里
看书，山上的树木在院子里投下斑驳的影子，鸟儿叽叽喳喳的，特别像我
中考时候租住的阿姨家的楼顶，这样想着，背书的效率高了很多。 下午就
热闹了，总会有些孩子带着各种吃食来和我玩，樱桃、枇杷、杨桃、酸杏、毛
桃，也可能是路边的空心泡、阳雀花。 我跟他们一起山路上走一走，那些葛
藤、枝条在头顶支起一片荫凉，山泉水很细很清凉，流淌过一片翠绿。 家长
看到了，会说“看，那个老师娃儿！ ”

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老师娃儿”已是人到中年，那一群可爱的孩子
们都有了自己的广阔天地，当年的校园也已成了农家院落。

从小，我便成长在一个不嘈杂的小山村，那里是层峦叠嶂
的秦岭余脉，四面环山的黑瓦黄墙安静祥和，除了春风、夏雨、
秋叶、冬雪；除了清晨的鸟叫和夜晚的虫鸣；除了农忙抢收抢
种的身影和黄昏袅袅的炊烟，没有多余的杂音，只有大巴山昼
夜呼啸而过的火车鸣笛声扎根在记忆深处。

我望着绵延不断的山，生出一个疑问：山的那边是什么？
于是， 趁着上山放牛砍柴的机会爬上门前凤凰山、 屋后香炉
山，去看山尖的那一边。 然而不管朝哪个方向仰望，始终是层
层叠叠的山。

20 世纪 60 年代，襄渝铁路作为“三线”建设重点项目之
一，由退役军人、铁道兵、学生兵和民兵组成 80 余万人的建设
方阵，以“汗水融化千重岩，风枪打穿万重山”的豪迈气势，用
青春凿空长隧道，在岩爆区用热血战胜汹涌水，最终在千里巴
山中铸就了“天梯”铁路。

20 世纪 70 年代末， 襄渝铁路正式交付运营， 天堑变通
途，一路奔南北，那一列列呼啸而过的火车，如同一只只离弦
的箭；那一座座站台，抒写着襄渝建设者的情怀。

若身在巴山，只有沿着水走，才能走出汉江去看世界。 我
的老家香炉山脚下便是滔滔不绝的流水河， 襄渝铁路火车沿
江而行，逢山钻洞，遇水过桥，纵横驰骋。

那年夏日的午后，火辣的阳光照得整个村庄昏昏欲睡，我
赤脚领着小伙伴行走在滚烫的铁路上， 看飞驰而过的冒烟火
车。绿皮火车只在新庄乘降所停留三五分钟，肩扛大包小包的
男人，在崎岖小站爬窗涌入，胸前抱着小孩的妇女，还有那些
戴着耳机的年轻人，他们构成广袤土地上的流动图景，浓缩着
出发与抵达、离愁与流连的表达。

十八岁的夏天，中考过后的我，面对着并不理想的分数，
在大家火热填报志愿规划未来的时刻，大脑一片空白，忘记了
思考填报志愿。 等我回过神时，父亲已经替我做好了决定，报
名当兵。 当年冬天，我在新庄乘降所登上火车，首次近距离襄
渝铁路，和许多山里娃娃一样，摆出一个满意的姿势和火车头
合影留念，作为从陕南远行西南当兵的印证。

经过两天一夜的长途运行， 我和绿色车厢都蒙上了疲惫
的颜色。 每一名乘客都在抱怨环境太差，指责服务态度差劲。
从 1997 年开始，中国铁路掀起五次大规模的提速热潮，襄渝
铁路绿皮火车成为直达特快列车，夕发朝至一站不停，休息旅
途两不耽误，再没有遇见曾经的嘈杂场景。

2009 年，襄渝二线通车，成为襄渝铁路的姊妹线，从安康
到达州 6065 次绿皮火车依然发挥着铁路公益性和服务性，自
此，我再也没机会乘坐冒烟火车了，襄渝铁路车轮前进的轰隆
声，车厢连接处发出的吱吱刺耳声，依然不停地灌入心中。

火车跑得像飞一样，新庄乘降所被襄渝铁路提速除名。
我想起十几年前，翻越秦巴山外出的旅程，每年往返家乡都
是“站站停”，先上车后补票 ，车上总是人挤人 ，多数时候是
全程站着，尤其是寒假后 ，车厢里人满为患 ，车门几乎打不
开，时常要翻越窗户才能进入。 那时候坐车真是遭罪，而今
交通发达， 可首选高速子弹头列车， 坐在宽松座位上品香
茗，睡在舒适卧铺里玩手机，真有一种居家的惬意。 漫长的
路途，巴山铁路人敞开心扉，说线路上的陈年往事。

襄渝铁路是建在战士的脊梁之鼎， 那种特定的历史条
件、自然环境和施工技术 ，襄渝线建设者不怕秦岭山高 ，不
惧巴山路险，敢用老茧与石头比硬 ，敢拿青春与生命比拼 ，
用钢钎打洞，用铁锤定型，在山道上往返奔波，搬运 1800 多
吨物资，度过 800 多个日夜，把秦巴山河串成襄渝铁路。

巴山铁路人扎根山区、以苦为乐、默默无闻。 他们曾前赴
后继地来到这个地方，一干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当年
职工宿舍是四面透风的“干打垒”，寒风吹进骨头，睡在废旧枕
木垒起的床板，点着煤油灯，坐着藤条筐，每天一趟在下行线
停靠的火车，是职工走出大山唯一便利的交通工具。

他们以巴山鼎为背景，以两条钢轨为核心，以管内线路
为纽带，以“系人拴心塑造巴山魂、排难除患搏就放心线、科
学养路力创优质路 ”为旗帜 ，把地质条件复杂 、基础薄弱的
“担心线”养护成“放心线”，形成以“吃苦为荣、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奋发进取”为内涵的“巴山精神”。

如今，在襄渝铁路百米巴山高架桥下，鹅卵石与水泥浇
筑成四方路基，水泥与枕木整齐铺设其上，枕木上面是两条
黝黑铁轨，铁轨上面用四段平等钢轨替代鼎的四足，鼎身镶
嵌着颗颗衔接的道钉和环环相扣的螺丝作为花纹装饰。 两
个鼎耳是废旧螺栓，四个鼎面分别篆刻着烫金黄字，一座古
铜色的四方鼎就牢牢扎根在巴山小镇， 古朴敦实， 首尾相
连，浑然一体。 来过巴山工务车间的人，都会与鼎同框、望鼎
凝视。 这是巴山铁路人白天沿着发烫铁轨出发，巡航每一道
枕木的催泪镜头；是夜晚踏着冰冷枕木前行，守护每一个道
钉的奋斗影像。

巴山传承，精神育人；创鼎艰苦，守鼎更难。 巴山精神是
拔山举鼎的护路密码，是一代代铁路人铸就的一座丰碑。

参观牛蹄岭战役旧址（朗诵诗）

陈希学

站在牛蹄岭广场
风是这里最清
气是这里最爽
树是这里最翠
花是这里最香
一座纪念碑哦
高耸云天伟岸挺拔
见证着一代血色的浪漫

当历史的泪眼
望过去望过去
往事如烟生命如火
民族的理想
如巴山穿越云天
坚强的信念
似汉水掀起巨澜
烈士和勇士的忠贞
热血与英魂的赤诚
在血与火的迸溅中崇高无比
脚下连绵起伏的牛蹄岭
翻滚着解放安康战役在眼前呈现

1949 年 7 月 24 日凌晨
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
陕南解放史上一场大规模战役
在安康牛蹄岭拉开战幕
重炮齐鸣枪声大作
战士们冲锋陷阵勇歼顽敌
一时天色突变乌云翻滚
风雨雷电肆虐疯狂
却掐不灭战士跳荡的心
一只只猛虎穿过如铁的阵地
经过三天三夜心浴血奋战
十九次反复多夺气贯长虹
胜利的战旗撩破漫漫雨帘

英雄儿女碧血赤胆昭月
丰碑巍峨铮铮铁骨同天
今天许多人到牛蹄岭来
敬献花束缅怀先烈
读着《牛蹄岭战斗纪念碑文》
回眸安康解放的瞬间
每一句都是心灵的朝圣
每一段都是精神的洗礼
深厚的情意热切的目光
贴心的话语胸怀的敬仰
汇聚成学习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的默默誓言

仰望巴山（朗诵诗）

王正荣

隧道最长，坡度最大，桥梁最险
曲线半径最小，海拔最高，生活最艰苦
排名“最”字辈里的老大
1978 年，列车呼呼
20 多公里，犹如一条巨大的人造血管
隐藏在秦巴山脉壮阔的躯体里

大巴山二号隧道
一群勇士呼应这高铁时代的旋律
解和平同伙计们肩手相抵
零误差、零缺陷、零故障
责任，就是标尺
隧道内阴冷潮湿
饿了，啃几口硬馍
累了，靠在洞壁缓缓
他们呕心沥血、披肝沥胆
搂着铁锹、九齿耙
将“担心线”变成“放心线”

这是李成发，他叫杨从敏
这是吴三珍，他叫刘兴元

最大三十五，最少的十八
这些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永远安眠在大巴山
解和平、管煜、曹美英
一个个响亮的名字
让人认识了巴山
也悟出了“巴山精神”的内涵

紫荆 紫荆（朗诵诗）

汉滨 余迟

紫荆、紫荆
春天里看到了你
漫山遍野红红的紫荆
是那么的娇艳迷人
紫荆、紫荆
这一次走近你
曾经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紫荆
诞生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紫荆、紫荆
我们认真聆听
浴血奋战的紫荆
我们将继续传承你的红色精神

那些孩子们
平利 任冬莉

守护巴山
汉滨 王典根

安康是表姐的脱胎换骨之地,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表姐把
自己和家人的未来都抵押在朋友转让来的水果摊上。

华灯初上，青山绿水怀抱中的安康变得无比魅惑，霓虹与
繁星共舞，花香与城市同醉。安康的早晨是被百鸟的歌声唤醒
的，是被阵阵花香和习习清风搡醒的。想到安康从夜晚到天明
骨子里涌动出的浪漫，表姐的激情就上来了,安康的早晨和夜
晚都飞舞着表姐的身影。三轮车上码满苹果、菠萝、香蕉、榴莲
等水果， 表姐吃力地蹬着装满水果的三轮车奔跑在熙熙攘攘
的车流中。

如今，表姐的生意越干越火，相濡以沫的人力三轮车成了
“古董”，四个轮子的长城皮卡走马上任。 车儿变了，表姐也变
俏了，时尚了，爱打扮会打扮了。 在表姐的思想里自己就是一
株从楚雄的偏远山区移栽至安康的小草。

安康是中国的“硒谷”，长相厮守二十多年，表姐心里装满
中坝大峡谷景区、装满汉江石泉古城景区的古色古香、装满燕
翔洞景区溶洞群内石钟乳的千奇百怪。

刚到安康那阵子，街区两旁的树木大多“面黄肌瘦”，如今
街道两旁到处是枝繁叶茂，群山也变得郁郁葱葱；街道一条更
比一条宽；女人穿着越来越高雅；高楼一幢更比一幢高，一幢
更比一幢漂亮； 鸟语花香的街道处处流淌着生态文明和经济
社会经典变奏的乐章。

花的海洋，鸟的天堂，这就是安康如今的模样。 美丽的
花草把安康装点得妩媚， 微风吹来， 能闻到裹挟其中的花
香。走在安康的每一个角落，说是逛街，感觉更像逛公园。二
十年，安康的颜值步步飙升，表姐笑容里有安康人民的梦想
和自豪。 安康变了，表姐一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她在安康市里买了房，实现了传说中“五子登科”的美好
家庭梦想。

走在安康宽敞的人行道上， 随处可见市树香樟翠色欲滴
的芳踪， 可见市花紫薇花团锦簇
的倩影。 绿色是安康发展变奏的
册页上令人心潮澎湃的乐章，表
姐对未来充满信心。

绿色安康
钱海

故故
乡乡
三三
月月

林林
杰杰
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