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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城市作品小辑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
变革， 安康新型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
快，城市发展变化日新月异，先后赢得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双
拥模范城、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等“金字招牌”。 随着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安康城市建设必将迎来新
的机遇。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 安康广大市民的生活必将更加
美好。 本刊特推出“我们的城市”作品
小辑，以讴歌我们的新时代、讴歌我们
的新生活。

生活在平利城中，每个晴天的傍晚，当我们平利
籍的歌唱家陈俊华《平利茶飘香》在广场唱响的时候，
人们知道，不是有客人到访，便又是周末了。 这个小城
人已经习以为常了的晚礼节， 会随着喷泉的水柱、水
花的起落，一次次在夜幕下形成高潮。 也就是说，总会
有大人，或者带着孩子的大人、遇见同学的小孩，簇拥
到那片声光水色绚烂之处 ， 加入小城人的狂欢节
里———时髦的年轻人谓之“小城嘉年华”。

几岁的小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他们的好奇心，在
这里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 他们惊奇着水色、灯光的
变幻，他们笑着、闹着，都要走进喷泉里去，去戏玩落
下的晶亮水珠、去看地下闪烁的五彩灯光。 以他们小
小的勇敢，尝试着去挑战那些起起伏伏的水柱，丝毫
不怕湿了衣服。 当然，在这里和这样的时候，大人一般
也是心痒痒的好奇着、开心着，他们并不急于要阻拦
孩子，甚至多半心理上还是怂恿的。 也许是大人找到
了一次自己童心回放的美好体验。

这里，就是一个露天的大众会客厅。 每天客满，不
需邀请。 来此，是许多大人、孩子每天的必修课，除非
是刮风下雨的天气。

在这地方，每天来做户外运动健身的人，要占到
小城人口差不多五成以上，或者还要更多些。 从凌晨
到子夜，总是热闹着、温馨着、激动着、浪漫着。

要知道，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城里，这可是一片
难得的宝地啊！ 或者说这地方是平利城一个诱人的、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 面积有三分之一平方公里
大。 在县一级，尤其是寸土寸金的山城河谷地，比较
而言，可算是足够大的和宝贵的了。 人们散步、夜跑
圈、玩健身器、打羽毛球、打门球、台球、踢足球、跳广
场舞、练健身操、做瑜伽。 或没事坐在足球场的草坪
上会友、聊天、玩扑克、遛娃、手机直播。 又或者在周
边望得见广场的店铺里购物、喝茶、喝啤酒、喝咖啡。
年轻人，有在这儿谈恋爱的。 小夫妻，有在这儿教孩
子学步的，有陪孩子就地打滚的。 中老年人，则有多
种多样的健身活动要在这儿定时、定伙伴的开展。 总
之，来这儿玩，早已是小城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
是小城人的一种生活享受， 小城人管这叫作：“上操
场坝儿！ ”。

说这话的人，神态是那么的自然、那么随意。 这就
是小城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情趣， 是他们生活的一部
分，是他们精彩闲适生活的一个大舞台！

当然，只有少数自我感觉有些体面、有点舍不得
放下身份地位的，或者那些迷麻一族，他们也许不来。

这地方，清代是一个演习兵勇的教场。 原城墙东
南角上， 有一弥补城池高度兼主人文兴旺的魁星楼。
如今，复修了的这座清代建筑，成了平利人乡愁的地

标，五边、五角、五层，现在人们俗称“五峰楼”。
球场的自然草坪两年前也换成了人工的，周边有

彩灯辉耀的休闲场地、有座椅、有绿地、有树有花、有
图书角、有文化馆、有商业综合体、有超市、有公厕等，
人们还形容，这里是小城人不可冒犯的眼珠，是小城
的形象，是小城人向外来朋友炫耀的资本，是小城人
民生活改善的标志！ 是小城人生活中的一个美好的话
题。

至于噪声嘛，是有点儿。但是没办法呀！城市化发
展，陆续进城的新人多。 得理解，一个城市，是需要一
个热闹点的场子的。 而城市的文明程度，人在这个环
境中文明进步的程度，和年份酒一样，是需要时间来
涵养的。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的过程。慢慢地，都会
好起来的。

广场上还有一片可爱的地方，那就是中间的五角
枫林。 林下，许多自然石凳供休闲人落座。 一天到晚，
林子里，人是满的。 傍晚的时候，树杈上学孙猴子的小
朋友也差不多是满的。

不能忍受寂寞的人，或者是热爱运动的人，要是
老待在屋子里，那简直就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自然是
每天都要“上操场坝儿”的。 那么，又为什么不呢？

夕阳在山，又到点儿了！ 走，“上操场坝儿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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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我在县城繁华地段买了房 ，临江而居 ，枕水而
眠，打开窗户就能与江风撞个满怀。 我常常在临江的阳台上
或静心品茶，或读书看报，幸福而又满足。

每每此时，我十二岁时第一次进县城的记忆闸门就会缓
缓开启。 记忆中，县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那么
美。 夜里住在旅舍，临街的一边是客房，后面临江的一边是吊
脚楼。 厕所就设在吊脚楼上，楼板上凿有一些洞，大小便就从
这些洞口直接排到江边。 透过缝隙向下看，江边垃圾粪便成
堆，野狗老鼠流窜，令小小的我毛骨悚然。 夜里上厕所，四处
黑灯瞎火的，只得约上几个同学，摸索着到吊脚楼上草草了
事。 那次我虽然只住了一晚，但这尴尬的第一印象却深深地
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县城，县城依旧是那幅模样，毫无生
机与活力。 再后来，我随工作变动搬进了县城，掐指算来，已
有二十余载。 早上踏着朝阳上班，晚上披着晚霞回家，感受着
小城的呼吸脉动，见证着小城的沧桑巨变。

这些年来，我亲眼看见了石泉县城的变迁。 最触动我的，
非汉江莫属，它源自宁强县，流经石泉县时，已是一泻千里，
蔚为壮观。 两岸翠山、青峰、灰瓦、红墙，绘出了“秦巴山水画
廊”的清新与灵秀。 石泉县城就坐落在美丽的汉江边，群山环
绕着城市，城市亲近着汉江，而江水又倒映着山城，是山城，
还是江城？ 说不清，因为它既有山城的风格，又有水乡的韵
味。 夜晚，天上星，城里灯，江中影，交相辉映，流光溢彩，把汉
江两岸装点得如诗如画。

文人笔下风情万千的吊脚楼早已不在，我遭遇尴尬的旅
舍已然不见踪影。 为了防止水患，汉江两岸修建了护城河堤，
如巨龙一般牢牢地锁住了奔腾的汉江水。 在江水与河堤之

间，有一线不规则的陆地，也就是曾经的吊脚楼下。 这里四处
是垃圾、沙石、荒草，是一片人见人嫌的不毛之地。 前些年，当
地慧眼识珠，将这里建成了滨江公园。 它绵延汉江两岸，与古
街遥相呼应。 如果说汉江是一条玉带，那么滨江公园就是镶
嵌在玉带两侧的花边。 窄处，是曲径通幽的林荫道；宽处，是
形状各异的健身场。 斗折蛇行的步道，碧草如茵的绿地，风格
各异的石刻，生机盎然的白杨，吸引着市民和游人纷至沓来。
打羽毛球，跳广场舞，练太极拳，拍风光照，爷爷牵着孙子，小
伙拥着姑娘……人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这里的闲适与祥和。
一眼灵泉是公园之眼，也是石泉县名的根源。 石泉县就是“因
城南石隙多泉，泉水清冽，径流不息”而得名。 这泉，从高堤中
漫出，飞流而下，似飞瀑，如银练，不知疲倦地诠释着“清泉石
上流”的意境和雅趣。

如今，小城巨变，而泉眼依旧，泉水依旧，成为一道自然
和人文交融的景观， 朝朝暮暮迎送着慕名而来的八方游人。
随意分布在江边的红石，被当地人昵称为“红石包”，作家和
诗人称它为“丹霞托起的小城”，它们各具情态，或立或卧，或
巧或拙，如仙人，似走兽，像云朵，若晚霞。 最逼真的当数那头
静卧在江边饮水的“金牛”，栩栩如生，令人称奇。 还有一群游
泳爱好者，他们在这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南来北往的人总
喜欢驻足欣赏他们的飒然英姿。 这里也自然成了我的“打卡
地”，我常常来这里散步、健身、聊天、听音乐。 漫步在江边，清
风拂面，柳丝牵衣，此刻，我已与汉江融为了一体，与小城融
为了一体。

另一个触动我的地方，就是我第一次进城遭遇尴尬的老
城。 本着尊重历史、修旧如旧的原则，曾经破旧的老城，如今
已经修复如初，成为远近闻名的国家 AAAA 级景区———汉江

石泉古城。 古城如一位隐士，深藏在新城和汉江之间，静候着
南来北往的游人。 古雅的城门、县衙、江西会馆、沧桑的禹王
宫、高耸的马头墙等历史遗迹，仿佛在向人们述说着这里曾
经的辉煌过往。 如今，古街上生意兴隆，美食香茶，琴棋书画，
奇石根雕……纷纷彰显着各自独特的魅力。

最负盛名的是古城之夜，曾经黑灯瞎火的老城，如今已
然是一座不夜城。 身着古装的“县太爷”被前呼后拥着，要么
巡游古街，要么“审理案情”，要么与民同乐，这些情景剧的演
出现场常常被游客围得水泄不通。 舞龙舞狮、汉调二黄、皮影
戏、采莲船等演出更是风格各异，尽显秦巴汉水风情。 年轻女
子婀娜多姿，鲜嫩水灵，从古街上一走，就是一幅画，也像一
首诗。 古街虽然已成远近闻名的景点，但市井气息依然很浓。
清晨，朝霞给古街镀上了“金身”。 老乡们或推着架子车，或挑
着竹筐，或提着竹篮，里面装着他们现采的紫盈盈的茄子、嫩
生生的黄瓜、红通通的辣椒、碧玉般的豆角，仿佛还带着夜露
的清凉。 沿街的早餐铺子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在大街小巷弥
漫。 金黄的水煎包，丰满的鼓气膜，鲜嫩滑爽的菜豆腐，酸香
可口的浆水面，都以其独特的形态，诱惑着行人的味蕾。 我也
常常去老街逛逛，或买点小菜，或吃顿早餐，或请客人咥石锅
鱼，或邀朋友品陕南茶，有时索性把自己交给老街，信马由缰
地闲逛一下午，直到被老街彻底灌醉，才兴尽而归。

见证了小城的沧桑巨变，我和小城人一样充满了骄傲和
自豪。 而令小城人更加自豪的是，城外的汉江是南水北调的
重要水源地。 小城人在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感受到了“石泉十美，有您更美”的深刻内涵。

小城之恋
石泉 黄平安

汉汉江江随随笔笔

安康，我爱你! 你律动新时代的
变奏曲， 创造着百姓新时代的美好
生活。

紫气东来，春潮涌动。 曾记得，
当 21 世纪崭新开启，当第十个五年
计划的车轮驰骋， 我热爱的安康顺
势而为撤地建市。 站在新时代安康
这片热土上， 看金州汉江， 碧水荡
漾；望秦巴山河，青葱翠郁；眺城市
乡村，蓬勃生机；观人民生活，幸福
安康。

从“十五”到“十四五”，峥嵘岁
月，光阴似箭，安康迎来经济社会发
展万象更新。我们抚今追昔，紧跟开
拓者足迹，已迈上历史新阶梯，取得
新时代显著成就， 安康绘出一部厚
重的历史画卷。我们书写奇迹，跟随
创业者脚步，和谐着春天旋律，取得
新时代发展业绩， 安康奏响一曲高
亢的时代颂歌。我们见证岁月，我们
见证历史， 我们见证安康与祖国脉
搏同频， 迸发出新世纪奋进超越的
强音， 聚合成安康划时代的美好记
忆。

金州城老人们说， 捂上耳朵都
能听得到，以往的安康城，是马道街
巷、土墙矮屋、泥筑河堤的马蹄声，
是江上木船水运的纤夫号子声，是
山路肩挑背扛的农民哀叹声……而
如今进入新时代， 早已改换成清脆
的马达声、汽笛声、电子声、欢笑声
……这变迁是改革开放、是撤地建市、是发展新征程
带来的美好憧憬。

亲吻一江两岸，能听到汉江碧水的心跳，能触摸
到秦巴大地的脉动， 能聆听到安康变奏曲的时代之
声。 城市乡村的大小建筑工地，五线谱式的脚手架，节
奏感极强的机械化，衔接指挥塔上的哨音，演奏出相
得益彰的城乡发展变奏曲。 在“四个五年计划”的时间
里，规划和开工，拆迁和重建，拓宽与改造，绿化与美
化，频繁在安康的上空，吹响着超越的冲锋号。 这号角
在金州大地上， 渐渐演绎成一座座崭新的楼群商场，
一条条硬化的宽广大道， 一处处方便齐备的公共设
施，一片片鸟语花香的休闲公园，一座座越河跨江的
往来金桥，一环环泉溪河流的碧水玉带，一丘丘青翠
葱郁的金山银梁，一片片通达宜居的美丽乡村。 这是
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之声，这是实现百姓小康
生活的天籁之音。

嬗变的安康，更是一座时尚、现代、文明、繁华之
城。 沿江两岸梯次公园，一棵棵垂柳在风中摇曳，一排
排香樟在阳光下滴绿，一簇簇紫荆、白兰、桂花在蜂飞
蝶舞中献蕊，人们惬意地在花丛中行走。 五座大桥横
跨江南江北，滨江宽阔大道循环往来；江南已是“安得
广厦千万间”，江北已建成国家级高新区。 我喜欢登上
安澜楼，坦然欣赏一江朝气蓬勃的圣洁之水，触景生
情而歌“……一江碧水送北京，江南江北好风景……”
碧波荡漾的安康， 和弦共鸣一部汉水情韵的励志歌
谣。

人文的安康，听得出别异的民俗腔调，闻得出蕴
藏的独特味道。 我常在金州江边公园漫步，不禁打量
起眼前这座明珠之城。 一楼一阁几亭台，南来北往游
人爱。 在这里，过去那些熟悉的“买酸菜呃、收头发呐、
磨剪补锅呐……”的吆喝声听不见了。 如今喧哗在耳
边的是南腔北调、曲艺民歌、微信视频的光影电子之
声。 “扶贫开出幸福花，百姓生活美如画……”的歌词
特别入耳，这是汉江文化公园，飘来大嫂大妈们激情
动感的广场舞旋律。 一些穿戴俏丽的姑娘们，拉响了
手中的小提琴，琴声掠过江面，抖出微波粼粼；汉调二
黄文化广场的老少爷们，敲锣打鼓拉着板胡，迈膝步、
亮手掌、哼汉调，引来一阵阵掌声，惊起一园树林的鸟
鸣。 不时有“酸菜面、菜豆腐、面鱼儿呃，来一碗……”
的美食叫卖声，这真是一种原汁原味的艺术享受。 城
市的新生，城市的机能，正在市民身边、百姓之中叠加
调合成尺度，丈量着乡村的长度和城镇的深度，以及
与安康一起成长的文化高度。

心动的安康，正实现着新时代超越发展的美好梦
想。 岁月见证：城市在扩展，建筑在拔高；历史见证：高
速路通了、动车开启了、飞机起航了，国家级森林城市
成型了；人民见证：全市百姓脱贫致富奔小康了。 这些
高歌强音，交响着一种特别铿锵的力度，律动着一种
勇往直前的激情，振奋着一种克难图强的精神。 这声
音在细微之处蕴藏着无穷的变化，透出奇妙的城市灵
气。 每当走进一个个乡村，路过一个个广场公园，步入
一间间茶吧书厅，靠近一处处摊点或公交站台，观察
每一个人，都是安逸祥和的表情，一同和弦着一曲生
机活泼的民生之歌。

风淡、云轻、碧蓝、靓丽的安康，生态、文明、美好、
幸福的安康。 春临乡村吐翠，百花含苞欲放；夏至江碧
林涛，满目绿野葱翠；秋来五谷飘香，群山层林尽染；
冬归云雾缭绕，大地
银雪皑皑 。 陕南安
康 ，四季分明 ；山河
壮美，幸福美好。

走进新时代安
康 ， 和奏新蝶变美
声 。 我心底激情铭
言：安康，我爱您！

安
康
时
代
变
奏
曲

汉
阴
陈
绪
伟

在世界地图上
汉江
是穿过长江鼻孔的一根线
去缝合大海污染的伤口

在中国地图上
汉江
是长江的长子
抚养一群
高矮胖瘦的
城市和村庄

在垂钓时读汉江
汉江 把清澈的外表
和凉爽的内心
捏拢
挂在浮漂下
吞钩的意境
被歇在钓竿上的蝴蝶
夹进对折的晚霞里

岸上的浮躁
开始潮湿

在荧屏上
汉江 让纯净的心情
汩汩流淌
流到首都金水河畔
长城脚下
溅起“南水北调”的浪花

汉江
是一条液体的路
通向生命的根部

走进金州

金州 三百多年前它就醒了
比所有的人都起得早
一直站在汉江边
守望一群古铜色的孩子
把钢筋 水泥 沙子
种在脚下 如今
长成一幢幢高楼

高楼是那群孩子们
用四季体温孵出的朴素的鸟
有位懂鸟语的人
诠释鸟儿的名字

叫金州

播种的孩子们
收拾好行囊
稳步他乡

再回首望望
用目光粉刷着外墙
已是灯火辉煌

昨天 孩子们在脚手架上
跳跃的舞蹈
定格成小区内倒映的揽月亭
从衣袖里拧出的汗水
在园内攒成一条流动的小河
思绪踩着听雨桥
随喷泉的激动
飞向五光十色的夜空

今晚 孩子们的鼾声没有标点
还是那枚太阳
又一次悬挂在故乡的上空
迎来另一群孩子
跨过汉江四桥
收割这里的巴楚文化

故乡是结在金州树上的红柿子
在居住者和游子们的心里
甜成一段歌谣

走进金州
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安康
安康是中国最吉祥的地方

向汉江

我爬上秦岭巴山肩头
面朝汉水出行的方向
禅坐

我居“南水北调”的根部
在汉江的心房
领悟汉水的曲美和自然的恒久

我梦想做一条鱼
倾听汉江琤琮不息的涛声
寻觅古国公主落下的微笑

阳光在汉水流域种有鱼群

一百零五个姓氏①

都叫野生鱼 同栖一个村落
江面 四季有花开

我是一只野生鱼
为何存在？ 将往何处？
面壁河堤用身体勾勒
未来俊美长卷

我把汉江
掐了最精美的一截
举过头顶
邀一群野生鱼
在古金州兴安街上游走
为一江清水供京津谱曲

我和一条野生鱼 看见
一座座大坝
犹如汉江嘴角的唇线
似哭似笑
谈论着岸边倒扣的木船

我要扶起汉江
站在至高点
永远滋润生命的渴
俯瞰餐桌 炸药包
还有电击开关的愚昧
不再自加磨难

我再借一条汉江野生鱼
为一条江代言
空气 绿叶 水滴们

与京津冀豫无数的干涸相依
一生心向大海

我哪儿也不去了
就住在汉江边坚守
水 方言 鱼
不做赘品

从此 我的邮箱地址是
“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
安康汉江里的一条鱼
1567②收

注： ①据考证汉江里有 105 种野
生鱼类生存， 可见其水质优良。
②1567（公里）是汉江的长度。

读 汉 江（组诗）

汉滨 蒋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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