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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孟刚，1978 年出生于安康，自幼受家
庭影响热爱中国书画， 毕业于陕西师范大
学艺术学院。 省美协、书协会员，主要研究
方向有中国山水画、版画、壁画、非遗唐卡
等，现就职市群众艺术馆。

作品《秋高图》参加第二界全国少数民
族美术作品展获优秀奖；《苍山图》 参加中
国商务杯书画作品展并被收藏 ；《三月故
乡》 参加全国美展陕西展区展出；《无限山
色逐路高》 参加由省总工会举办的书法美
术优秀作品展荣获一等奖。

作 者 絮 语

从王维的“水墨为上”到徐谓的“水墨花卉”，从谢赫的
“骨法用笔”到“荆浩笔法记”，都强调了笔墨在中国画的重
要位置。 经过漫长发展直到石涛提出的“笔墨当随时代”更
为中国画开拓了“笔墨”创新发展的时代。

笔墨本为中国绘画工具，只有画家在创作中赋予其生
命和活力，它才跃于纸上，展现其无限艺术魅力。 因而笔墨

亦成为中国画家们永不停歇进行探索和创新的理由。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人们对中国画的鉴赏水准

和要求越来越高，画家们也必须站在新时代前沿，为表现
新时代、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探索笔墨的艺术表现方法，为
中国画的继承和创新做出努力和贡献。

坐落在汉江边上的紫阳城， 隔江眺望，宛
若嵌在山腰上的积木，虽参差错落，但绝不凌
乱，山增一份仙气，水添一份灵气……据说某
年某月，贾平凹游历紫阳，他在迷宫似的石板
巷中流连忘返，离去时曾留下这样的感叹：“这
真是一座奇妙的城，有如重庆之盘旋，却比重
庆更迷丽，有如天津之曲折，却比天津更饶趣。
从山下到山上，高达几百米，它就是靠这一种
其乐的建筑而使人解谜一般的不觉疲倦、蛮有
兴致地攀登吗?”时光淡远，记忆弥新，四十二
年过去，贾平凹当年的那番“感叹”，至今依然
是紫阳人饭后茶余炫耀的谈资……

贾平凹口中的“饶趣”，是他在紫阳城的石
板巷中品出的一种味道， 这种味道很特别，它
飘过眼帘、流入鼻翼、沁入心脾，倘若没有亲身
的体念，他又怎能咂摸出滋味的香甜呢！ 而寻
觅着这种“味道”，接踵而来的画家、诗人、摄影
爱好者，他们赶趟儿似的，一拨接一拨走进了
紫阳城的石板巷……青石板的巷子、青石板的
石阶、青石板的房舍，这清幽的氛围、雅致的造
型、 素朴的风韵， 着实让四方游子爱怜不已
……青石打造的巷子有多少条， 没有人数过！
早先的紫阳城， 就是被这一条条纵横交织、曲
里拐弯、明润光洁的巷子串起来的。 巷子是城
的经纬、脉络，是城的生命律动的神经。

进入紫阳城，先要熟悉巷子、认识巷子。倘
若第一次到紫阳， 最好选择在河堤路下车，然
后，任意找一个巷子的入口，开始拾级攀爬。攀
爬犹如登山，需要耐力与体力，但攀爬紫阳城
的巷子，却是一种乐趣：巷子有纵有横，有上有
下，有曲有折，有陡有缓，而这种情致，只有在
行走与攀爬中才能品出个中滋味。穿越或是攀
爬紫阳的巷子， 你会在谜一样的清幽之中，掀
开紫阳城早期的面影，此时，那些逝去的记忆，
仿佛间又从某个旮旯角落蹦了出来，逮住了你
的魂儿，让你迷迷瞪瞪跟着去了，一时竟由不
得自己：檐角的风铃、鼓形的石墩、窗棂上的雕
饰、门页上守护安宁的门神，它们在用自己不
同的文化形态，娓娓讲述一个悠远的诗意的紫
阳……而巷子的深处更深处飞来的稚气的童
谣，则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心里悠然升起一
缕淡淡的乡愁：

一家老鼠要嫁女，没得陪奁好着急。 吱吱
吱，叽叽叽，商量进屋去偷米。 来了一只小猫
咪，喵喵喵，咪咪咪，吓得老鼠不出气，一下钻
进墙洞里。

青石板、青石阶，把一条条巷子扮得青幽
幽、亮锃锃。有巷，就有人居住，自然就有瓦舍：
房是一溜溜青格格的板石房，它们像流水一样
漫过巷子的两侧。 倘若是阳春天气，邀二三好
友徜徉曲径幽巷，此时，暖阳斜斜地投在灰色
的巷壁上，人高的巷壁或伸出一支粉嘟嘟的杏
花或荡出几缕丝线一样柔嫩的柳丝儿，那蕴含
的美妙无以言表……早晨， 条条巷子香气迷

蒙，那是油糍的香味、豆腐脑的香味、米酒的香
味……你可以随便择一家屋檐， 慈祥的大妈、
大婶，会热情接待你，焦黄的油糍，热腾腾的豆
腐脑，转瞬便摆放在檐下的方几、矮桌上。你一
边咀嚼油糍，一边喝着豆腐脑，不经意间，抬眼
望见斜对面阁楼上的百叶窗倏然撑起，一张眉
目含情的脸从窗户探出， 就那么冲你赧颜一
笑，继而，一撩长发，人便没了踪影……你由不
得一阵儿呆愣，心神一荡，丝丝蜜意悄然泛起。

紫阳城里的石板巷 ，是烟火的巷 ，芸芸
众生在这里摩肩接踵 ，穿梭往来 ，扰攘的市
声传递着人间的温情 。 有温情就有故事 ，它
发酵出一段情节 ，弹奏出一曲触动人心的旋
律 ：小巷深处 ，刘小漾 、冯冈 、张学锋他们在
深情演绎自己的青春 ， 那是诗意的凄美 ，它
磨砺出了岁月的坚韧……故事是虚构的 、人
物是虚构的，但情节却是真实的。 于是，电影
《郎在对门唱山歌 》选择在紫阳拍摄 ，这是唯
一的选择 ！ 只有紫阳才能呈现精髓 ，表现故
事跌宕的意蕴。 那个凄婉而甜美的故事来源
于紫阳籍著名作家李春平的同名小说 。 从
此，紫阳走进了电影 ，紫阳人走进了电影 ，紫
阳城的石板巷走进了电影。

紫阳水韵

汉江，古称沔水。流经紫阳的汉江水道，史
上曾是进入汉中的南大门， 属水上军事要津。
沿汉江上溯四十余里， 有一座风景秀美的小
镇，它蜿蜒盘绕在北岸的江湾阶地上，这就是
古老的汉王城（现在的汉王镇）。 据说，当年汉
高祖刘邦率数千人从关内至汉中， 途经此地，
在这片开阔的江湾腹地，磊土扎营，作过短暂
的休整和停留。 千年风雨消弭了残迹，但汉王
城作为一个记忆的符号、文化的符号，早已被
时光深深烙在了历史厚重的卷册上。

汉江两岸阡陌纵横，土地肥沃。 温煦的阳
光，充足的雨露，为这方水土上的植物、动物以
及一切生命的繁衍栖息，提供了保障。 生长在
汉江及其支流的金钱橘，是陕南驰名的水果之
一，它以个小、皮薄、肉嫩、汁多，酸甜适度，深
受人们喜爱。汉江流域的紫阳自古产茶历史悠
久，尤以焕古茶最负盛名，唐朝时焕古茶就成
为宫廷贡品， 清朝时列入全国 “十大名茶”行
列。焕古镇紧临汉江，街长虽不足四百米，但精
致古朴，街面青石铺地，两侧房舍，板壁青瓦，
富有韵味。 街虽窄，却曲折有致，酒肆茶馆，旗
幡飘动。临江品酒饮茶，畅意无限。酒醇、茶香、
景美，徐徐江风荡人情怀，人虽离去，一腔醉意
却留在了小镇。

汉江流经紫阳，山水尽显秀态。两岸群山，
跌宕起伏，宛若碧波涌动。山虽秀美，却又骨骼
隐逸，峰不凸显，巍巍中，自有气象。 县城南岸

的文笔、北岸的神峰 ，山脉迁延不绝 ，俊逸多
姿，形成南北相望的恢宏格局。 乘船在汉江上
看山，犹如赏画：春天的山是写“意”的，无论是
逆水或是顺流，坐在窗明几净的游轮上，你可
以尽情饱览一江春色。 山多锦绣，翠绿的大氅
飘逸、灵动，而在大氅的袍袖、领口、衣襟上，你
会发现白的、金的、红的镶嵌，那是江边、山洼、
峰顶炸放的李花、菜花、桃花……而秋天的山
则透出一种硬朗的力道，天高云淡，两岸稻穗
黄了，此时瓜果尽熟，赶上八月，在缓缓行进的
舵轮上，你还会嗅到，被清凌凌的江风携来的
馨香，那是江岸上的桂花开了。金黄，是秋天的
颜色，也是秋天的味道。 片片金色，点染了江
山，而那金色飘逸的味道，却也会醺醉旅人看
山赏景的情趣。

山因水而含情，水因山而有韵。 汉江进入
紫阳的百里水程，无处不藏韵：江水倒映山城，
是韵；魔王沟银练垂挂 ，是韵 ；白马石烟波浩
渺，是韵；中坝岛清波缠绕，是韵。然而，汉江真
正的韵，是幽邃、深湛；是宏大、悠远。在古镇洞
河， 你真的可以体味到一种被诗意浸染的水
韵，在这里，山势完全跌落，恰似蜿蜒环绕的篱
笆，围扎着这一泓天光水色。 汉江在这里才真
正显示出了自己的丰赡和底蕴： 它像湖泊，却
又比湖泊欢腾；它是江吗，却又比江多了一份
丰腴。 船行至此，你会被烟波裹挟、俘获，继而
陶醉其中。这里的水，是汉江最放达的写意，清
晨的江面，霞光洒落，碎金满江；黄昏时，暮霭
如岚，江天邈邈：水接天，天接水，水与天成为
无缝对接，那景致让你恍然迷离，一时，不知身
在何处。

当年道教南派创始人张伯端， 跋山涉水，
千里迢迢来到紫阳， 这位道德高深的哲人，禁
不住为这方水域而陶醉。于是，他滞留下来，在
汉江南岸的瓮儿山瓮儿洞，潜心悟道，终于写
出了在丹道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悟真篇》。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美水、美景、美城，像一卷百
读不厌的诗稿，被紫阳人翻阅、诠释，被外界的
赏读者批注、咂味、感叹！ 赏读汉江，自然就要
赏读汉江边上的小城、小镇、小街、小巷。 一个
“小”字，道出了其中的精致、道出了隽永和细
腻的感觉……小城藏古意，那些曲折通幽的小
街、 那些被时光磨亮的青石板、 那些门楣、走
廊、飞檐上的鲜活的浮雕，无不在向人们叙说
一段传说、一个故事、一则凄艳绝伦的悲情演
绎，于是，就有了汉王与汉王城的来历，就有了
宦姑与贡茶的传说，历史书写着真实，也塑造
着浪漫，而真实只有被浪漫点缀，才愈发美轮
美奂。

汉江静静地流着，百里紫阳水域，只是三
千里汉江巨幅长卷中的一抹岚烟、 一缕霞光、
一簇焰火，但紫阳却鲜亮了汉江，因为紫阳的
水色注入了紫阳人的最纯真的情感。

小红光村驻村第一书记陶乐最近遇到了一
些情况。

起因是有位老妇人向村委会反映， 在汝河
桥旁的自家茶园里，挖出了一些“宝贝”。 村支书
寇德刚随后去村民家里， 果真看到了一堆颜色
各异的手链。

“我怎么可能骗你嘞，八三年大洪水，那时
你当兵，可救了我了命嘞。 ”老妇人兴奋地拉着
寇支书的手，冲他展示着面前的宝贝。 “咱这儿
离老街近， 兴许是老人留下来的宝贝也说不准
啊。 ”

寇支书听见老妇人的话，也激动了起来，连
忙说：“第一书记小陶是学那个叫什么文物与博
物馆专业的高才生， 他肯定懂， 赶快让他来看
看！ ”

刚刚在县里开完会的陶乐被这则从天而降
的喜讯所震撼，回村的途中，他心里想的全都是
那神秘的“洞河秘宝”。 村集体茶厂项目建设完
工在即，如果能利用好这次机会制造一些话题，
那不管是招商引资， 还是后续的文旅结合三期
工程，都会有很多文章可做。

“小陶，你来了！ ”陶乐刚下车，就被等候已
久的老妇人拉进房门。 “这个宝贝啊，是我儿媳
妇英子发现的，她还不叫我说嘞。 ”

看见陶乐来了， 老妇人的儿子二强赶忙泡
茶———陶乐认得他， 他是在村头渡口开渡轮的
哑巴船夫，在陶乐刚来的那段时间，和二强交流
坐船的价钱可着实费了不少功夫。 十几条看似
玉质的手链在桌子上摆放着， 被一个个垫在下
面的塑料膜所衬托，看样子就是传闻中的“洞河
秘宝”。 英子———这位“洞河秘宝”的发现者，正
低着头闷闷不乐。

陶乐几天前就听说老妇人的孙子今年考研
成绩优异， 还未来得及登门道贺， 正巧又遇上
“洞河秘宝”重现人间，于是一见面就握住老妇
人的手， 一同祝贺道：“先恭喜您家里出了一位
研究生！ 再加上这次发现了宝贝，真可算是双喜
临门了。 ”

”老妇人连忙示意陶乐坐下，拿了一串手链
递给陶乐说：“陶书记先瞧宝贝嘛， 看看是不是
真的。 ”

陶乐静下心来，细细端详着眼前的手链，不
一会儿 ，他喝了一口茶 ，眼睛一眯 ，发现这 “宝
物”有些不对劲。

“英子姐，这些宝贝真是你挖出来的？ ”陶乐
把手链拿到英子面前。

“那还用说，肯定没问题！ ”老妇人看英子没
说话，抢先回答道。

英子还是低着头， 不说话。 陶乐打开手电
筒，直对着这几串手链照了上去，果然，这几串
“玉石”一点杂质和种水都没有。

“是不是网上买的啊？ ”陶乐遗憾地叹了一
口气。

这一刻，英子才终于抬起了头，她无奈地对
着众人说：“这可是我托人在直播间买的， 有治
病的效果呢！ ”

“什么？ ”老妇人的水杯失手掉在地上，在场
的众人都被惊呆了。 “你再说一遍？ 这些宝贝不
是你挖的？ ”

“本来就不是我挖的，是我上网买的。 ”英子
把手链捧在手上。 “只不过当时被你发现了，我
不想被嘟囔，就随口编造是在咱家地里挖的，没
承想把大家都招过来了。 ”

听到这儿，二强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重
重拍了下桌子。 老妇人也紧接着说：“哎呀，你糊
涂啊！ 你咋能骗人呢？ ”

“那我也没办法，要
供娃儿读研究生， 看到
直播间便宜卖翡翠 ，我
就买了。 ”英子把手链放
在桌子上。 “这些都是好
宝贝，我准备高价卖出，
能挣好多钱， 不就能解
决娃儿的学费了。 ”

“可这些也并不是
好宝贝。 ”陶乐摇摇头苦
笑说 ： “这些都是 塑 料
啊。 ”

“啊，不是塑料吧？ ”
英子一副不可置信的样
子。 “我听直播间说这些
是药引子， 戴上它以后
在手上盘，摩擦皮肤，还
可以治病呢。 ”

“这可不敢戴，这对
身体是有害处的， 这都
是染色塑料啊！ ”陶乐认
真地对着英子说：“听我
的话吧姐， 以后真不敢
在直播间乱买东西了。 ”

英子这才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她紧张地
直冒汗， 着急地说：“那
现在咋办？ 我已经买了。
哎 哟 ， 我 可 能 真 上 当
了！ ”

“ 你 看 看 你 能 干
啥？ ”老妇人非常生气，
她把手链摔在沙发上 ，
指着英子愤怒地说：“我
早就告诉你不要上网乱买东西，你非不听，这下
好了，闹笑话了吧！ ”

“不要紧，不要紧。 ”陶乐拦下老妇人，安慰
道：“没事，我来帮忙退款，给你们挽回损失。 ”

英子没忍住，哭出了声来。 “都怪我，都怪我
啊。 ”

“真没事，我在这里给英子姐保证，孩子的
学费我来想办法。 ”陶乐站起身来搀扶着英子，
自信地说：“相信我， 我这个第一书记不是白当
的， 再过几个月， 我送给你们真正的 ‘洞河秘
宝’。 ”

“你说真的？ ”英子激动地擦了擦眼泪。 “太
感谢陶书记了，我信你。 ”

“我们都信你。 ”老妇人一家点头附和道。
陶乐听着众人的话，眼神坚毅了起来，他心

想，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办法。
没有让大家多等， 两个月后的小红光村茶

厂建成仪式上，陶乐再次和众人聚在了一起。 随
着鞭炮齐鸣，英子正身着工服，为大家卖力地炒
着小红光村的第一捧春茶。

看到了陶乐，英子激动地跑出了厂房，随后
紧紧握住陶乐的手说：“太感谢你了，陶书记，前
些日子你联系了帮扶单位， 为娃儿提供了专项
圆梦助学金，解决了娃儿的上学问题。 ”英子的
眼中闪着光。 “这些天你又联系县上，给我提供
了技能培训，现在我在茶厂上班，彻底不愁没钱
花了。 ”

“陶书记，我们一家人由衷地感谢你啊。 ”英
子说着心里话。

“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陶乐真
诚地说，这些才是货真价实的洞河秘宝。

洞
河
秘
宝
（小
小
说
）

翁
佳
兴

从安康出发，在双河收费站下高速，过西营镇、仓上镇，再
盘旋而上，就是仓上天宝。

挖掘机、坑洼、乱石，走过很久的施工路之后，才是水泥路。
泥路上汽车压过深深的折痕，把我的瞌睡都晃醒了。

天色渐暗，雨点打了下来。 公路穿过四五个村庄，镌刻着村
名的石碑一闪而过。 还没来得及记下它们的名字，村庄已远，只
余下昏黄的灯火，渐行渐远。 灰瓦白墙的房屋沿路而建，却鲜有
鸡鸣犬吠之声。 途经一个个不同的村庄，却隐约透着相同气息，
一派寂寥、宁静。

又走了好一阵 ， 我们七绕八绕来到位于山顶的天宝客
栈。雨久久不住，在窗外汇流成河。雷声恢宏，穿过云层，直击
群山，好似要把山劈成两半。 这么近地听雷声，是好多年前的
事情。

次日，天放晴了。 蝉鸣和着鸟叫，汇聚一起，唤醒着我的耳
朵。 云朵在距离仓上最近的地方，伸伸胳膊，就能抓下一朵。 满
山都是绿，绿得鲜嫩的绿、浓厚的绿、墨色的绿，群山成了绿色
的海洋，一座座山，从山顶到山脚覆盖的是深浅不一的绿。 远
看，如同海上绿波起伏、荡漾。 风在树叶间辗转，仿佛无数条小
鱼在绿浪里嬉戏、游荡。 鸟儿从薄雾里腾空而起，在群山之巅留
下飞翔痕迹。

仓上的天宝似乎有一道屏障 ，阻隔着外面世界的喧嚣和
嘈杂。 看山，满山灵动着葱翠，看磅礴的石坎梯田，惊叹着人
类迸发出的生存力量。 梯田一层连着一层，随山势起伏蜿蜒，
随地形而变化。 远看，田坎有着水波般柔美的曲线，舒缓、悠
长 ；层层叠叠的梯田铺满整面山 ，让我想起八达岭长城的雄
浑壮观。

秦巴山区里，石坎梯田随处可见，但连片梯田却极为罕见。
若干年前，不知有多少双布满厚茧的手，将乱石窝变成了艺术
梯田，成为仓上独有的视觉符号，成了这片土地响当当的名片。

从白河县天宝梯彩农园景区入口一路沿山而行，偶遇形态
各异、斑纹美丽的毛毛虫，有一种俗称“霍辣子”毛毛虫我还是
十几年前在外婆家的院子里见到过。 这里物种丰富多样，人类
活动和环境污染对它们的影响较小。

从发令枪响到比赛终点 16 公里， 爬升 300 米， 平均坡度
13%，最大坡度 27%。 我位居女子组第 16 名，惨遭淘汰。 站在终
点，回望对面之字形赛道弯弯绕绕，从山底扶摇至山顶。 我的内
心没有失去比赛排名的悲伤，再陡的坡，咬咬牙就过了，再大的
困难在坚持面前也不过如此。 车距离天宝越来越远，我还想着
天宝客栈早餐的土鸡蛋。 灰色蛋壳无比坚硬，蛋黄入口即化、浓
腴醇香，回味绵长。

次日，看见骑友鱼刺姐姐发的朋友圈。
赛前一天，她从旬阳蜀河古镇骑行到天宝。 诸多道路中，她

选择了一条 20 公里的“捷径”。 一路陡坡，但有参天大树、满山
野花、溪流飞瀑、巨石覆苔。 这一路，她如山羊攀岩而行，在距离
天宝梯田 3 公里的地方，途经一个铺满石阶的开放式小院。 屋
里颤颤巍巍走出来一位 80 多岁的大娘，她拄着拐棍，看见鱼刺
满脸疲惫、满身尘土，便留她休息、吃饭。 于食物，天宝是原生态
的。 于自然，天宝具有生物多样性。 于人，天宝人善良宽广。

去 仓 上
王怡

腊
月

黄
河
厚
土

秦巴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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