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 邮政编码：726000 办公室电话/传真：2313480 2325222 广告许可证：6125004000002 广告公司电话/邮箱：2317997 282833619@qq.com 定价：每月36元 印刷：商洛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2312541

2023年11月18日 星期六
责编：吕丽霞 组版：刘花 校对：远飞 镇东 版式：雅杰4 [ 副 刊 ] 副刊部电话：2388253

邮箱：slrbfkb@126.com

“洛南这地方，还真是个天然氧吧。”说完这句话，同
室的冯先生扳倒枕头就睡了，随之而来的是他忽大忽小、
忽高忽低、忽长忽短的鼾声。

我是一个对睡觉环境敏感的人，耳畔响彻冯先生的
鼾声，我知道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但躺着总算是休息，好在我的床位靠近窗户，一轮明
月正悬在空中，似乎知道我的无奈，如水的月光洒在我的
脸上，我凝视着玉盘般的月亮，思绪和记忆也随着悄悄移
动的月亮翻腾起来……

仔细一想，这已经是第三次踏上商洛这方热土了……

——

2002年清明节前的一个周末，单位同事商量组织一次
活动，我想了想说：“听说柞水溶洞不错，镇安的杜鹃正值
花季，那边人熟，去那边吧！”同事们不约而同地点头赞同。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驱车前往柞水，一路上我在想，
去过桂林的银子岩，见过那里晶莹剔透、洁白无瑕的钟乳
石宛如夜空的银河倾斜而下；去过安顺龙宫，见过那里长
达15公里的地下暗河溶洞、国内最大的洞中寺院和瀑布；
也到过张家界龙王洞，见过那里顶天立地、气势磅礴，有

“天下第一柱”之称的龙王宝柱……这秦岭深处的柞水溶
洞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当地朋友在一个岔道口迎接我们，带我们径直奔向
柞水溶洞景区。

哇！这里不仅有山清水秀、风光迷人的山峰美姿，
也有数量众多的喀斯特溶洞群，洞穴系统十分发达，天
佛洞、百神洞、风洞、玉霞洞、金陵洞……一洞连一洞，洞
洞各不同。形态各异的钟乳石琳琅满目、绚丽多姿，石
笋、石幔、石瀑布美不胜收；石禽、石兽、石猴、石佛惟妙
惟肖，酷似逼真；石花、石果、石蘑菇、石葡萄晶莹透亮，
令人垂涎欲滴……我原以为这种溶洞景观只有在气候
水文条件具备的我国西南地区才会有，没想到在离家仅
100 公里的秦岭南坡却看到了这样的“北国奇观”，我不
禁赞叹，这秦岭不仅是“众山之祖”，还蕴藏着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是一座自然艺术宫殿。我情不自禁地咏道：

“一步一重别有天，人间仙境不虚传，天工巧剪千百态，
妙境谁人不慨然。”

柞水溶洞的盛景刺激着我们对美景的向往，我们马
不停蹄驱车40分钟赶到镇安县城，不料当地朋友说，杜鹃
花海在木王镇，从县城到木王镇的路还没完全修好，开车
要三个多小时。然而，这并未浇灭我们赏花的热情，一路
颠簸涉水，下午4点左右，我们终于登上观赏杜鹃花海的
绝佳之处——杜鹃岭。极目远眺，一条沟成了花的海洋，
杜鹃花铺满山谷，蔚为壮观。花树错落，碧叶交织，花大
若碗，白的似玉，红的似火。这些扎根于山峦、林海、峭壁
之间的花儿恣意盛开，带着不拘一格的洒脱和野性，宛如
彩色云霞散布于高山之上。走入花丛近观，杜鹃花似一
个个大花团，由10朵以上的对状钟形单花序组成，分红白
两色，胭脂红的杜鹃，晶莹的花瓣上点缀着点点紫斑，白
色的杜鹃似由润玉精雕细琢而成，娇嫩欲滴。越往高处
走，花越繁茂娇艳，花树或一枝独秀，或躬身迎宾，或联袂
相依，或连片绽放。当地朋友告诉我们，这里是西北连片
最大的高山野生杜鹃林，有20多个品种、2万余亩、宽30
米连绵十里的杜鹃林带，人称“千山杜鹃”。这里的美容
杜鹃最为有名，树枝优美，树叶深绿，花儿又大又美，一朵
花达20公分，花色多变，从初开时的桃红，到繁盛时的粉
红，再到接近尾声时的白色，花期长达一个月左右，花开
时散发出阵阵清香。杜鹃最盛处，当属怡花台，一株271
年的花王傲立瑶台之上睥睨天下，盘虬卧龙般的树干尽

显岁月之悠悠，成千上万朵胭紫色的杜鹃花开满整个树
冠，光彩夺目。

徜徉在花海中，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回到县城，在饭
桌上，朋友说：“看来大家今天兴致盎然，意犹未尽，不妨
咱们双方出节目，再尽尽兴。”同事指着我说：“这是我们
的宣传部长，让他先来。”我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思量少
顷说道：“商洛名城数镇安，木王风景更娇艳，杜鹃十里红
如火，堪誉长安后花园。”话音一落，掌声四起。朋友连忙
让服务员拿来纸笔，要我留下笔墨，我连声说：“不敢不
敢，献丑献丑，我的字拿不出手……”

从商洛回西安途中，车行至秦岭最高处突降漫天大
雪，真有“雪拥蓝关马不前”之感。下车四顾这座被称为

“父亲山”的“圣山”，回首此行，我不禁为商洛人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不搞大开发、实施大保护的历史担当而感慨，
情不自禁地吟道：“时届清明商洛行，欢歌笑语载征程，一
重山水一幅画，一日历经四季风，先睹人间仙人洞，再留
十里杜鹃情，喜观秦岭漫天雪，回首岭南春正浓。”

二二

在商洛，丹凤名气不小。这源于丹凤有两个驰名中
外的“商标”。丹凤葡萄酒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名扬
海内外，当年在西安上学时，和同学聚餐，端起酒碗，指点
江山，激扬文字，一个人喝了一瓶丹凤红葡萄酒，竟然没
醉，照常上课，从此我便记住了丹凤葡萄酒。更重要的
是，丹凤出了个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创造精神和广
泛影响、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史册的大人物——贾平凹老
师。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一直心怀梦想，想看看曾养
育平凹老师的那一方神山圣水，探寻这方水土是如何开
启平凹老师文学智慧之门的。

2021年“五一”过后，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终于有机会
踏上丹凤这块我神往已久的土地。

车到丹凤通用机场时，大约中午11点多，机场负责人
李总说先到各部门看看吧，我说还是先去职工食堂看
看。走进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职工食堂，胸前挂着牌牌
的几十个小学生在用餐，蛋、奶、鱼肉、时令水果放了几大
桌，孩子们正吃得带劲。李总说：“孩子们从西安来，正在
开展航空研学活动。”我说：“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业务拓展
方向。”李总告诉我，机场已与多家学校签订了合作协议，
每年有2000多名学生来机场进行航空研学、开展航模大
赛训练，不仅如此，机场还承担了许多飞行训练培训项
目，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训飞行人员。

看到机坪上停了4架飞机，机库还有两架，我对李总
说：“生意不错嘛。”李总开心地笑了。说话间，一行旅客正
走向一架飞机，这是飞往河南南阳的航班，我快步上前走
到一位中年男子跟前说：“有航班了，出去方便多了吧？”男
子看了看我笑嘻嘻地说，他在南阳那边开了店，主要卖丹
凤土特产，航班一通，他再也不用隔七远八走冤枉路了，往
返两地的成本节约了一大半，生意明显好多了……

作为通用机场，飞播造林、航空护林、撒药防虫、低空
旅游是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每年飞行量
达 13000 多架次，涉林面积 12 万余亩，虽然经济效益微
薄，但兹事体大，事关大秦岭的环境保护，机场人心里有
一本政治账，从不马虎。危难之时，抢险救灾，机场更是
义不容辞。2022年夏日的一个傍晚，丹江上游突降暴雨，
引发洪水，机场所在的商镇40名正在丹江河中纳凉的群
众被困在河中央的浅滩上，因天色已暗，河道地势复杂，
洪水越来越猛，河水持续上涨，且卷杂着大量沙石树木，
当地政府组织的冲锋舟已无法靠近施救，而这时有关部
门接到报告，在未来几小时丹江上游仍有暴雨预警，两座
水库因强降雨导致泄洪压力较大，须尽快泄洪，被困人员
所在位置十分危险。丹凤通用机场接到政府紧急救援指
令后，立即协调正在机场执行任务的中飞通航公司，研究
直升机救援方案，机场全体人员立即返岗进入紧急状
态。夜间飞行、野外起降对航空器救援工作是一个极大
考验，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李总亲临现场，组织飞行保
障。经过近两个小时23架次飞机的转运，包括2名消防
战士在内的42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被救的大部分都是

妇女儿童，走下舷梯的那一刻，他们用拥抱、竖起的大拇
指、热泪向机场人表达着他们的感动和敬意……

听说丹凤通用机场在丹凤县城和棣花镇中间，距
两地都不到 10 公里，我对同行人员说，晚上就住棣花
镇吧。同事提醒我棣花镇是旅游区，按规定不能住
呢。我突然想到平凹老师把他的老家棣花镇的风土
人情和山水景色写进了小说《秦腔》里，获了茅盾文学
奖，各地的粉丝纷至沓来，棣花镇成了商洛著名的打
卡地，可惜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此行只能和棣花镇擦
肩而过了。虽有些遗憾，但我从日益繁忙的丹凤通用
机场深深感受到，商洛人依托丹凤通用机场打造中国
秦岭飞行小镇，进而带动乡村振兴的目标正在一步步
变成现实，丹凤通用机场已成为商洛人与现代文明接
轨的重要窗口。

三三

2023 年仲夏时节，站在洛南元扈山峭壁上留下的
28 个鸟迹图形文字面前，我对文字始祖仓颉有一种深
深的愧疚……

据说当年仓颉遵黄帝之命在阳虚山上石室里造字，
洛水里的乌龟背上密密麻麻的网格内镶着的象形符号，
让仓颉顿生灵感，他夜观天象星辰、昼察山川河流、结合
雪地上的爪痕蹄印以及洛河上的花鸟鱼虫，创造出了能
够代替结绳记事的象形文字。从此，人类迈出了从蛮荒
到文明的重要一步。

千百年来，文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成为中华
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也成为连接全球华人的重要
纽带。无论你身居何位何处，对文字的尊崇，已深深地渗
透在华人的血液里。

而今，洛南人在阳虚山下、洛河之滨，正全力打造仓
颉小镇。依托仓颉造字遗迹，以仓颉造字为核心，以仓颉
碑林为文化主题，精心打造谷雨祭仓颉核心地标、汉字源
流馆及现当代书法碑刻博物馆，再造元扈风图、灵龟负
书、阳虚鸟迹、墨染黑谭等仓颉造字文化遗址，建设中华
仓颉汉字文化博物园、主题教育拓展基地、康体养生度假
区及滨河景观带，再现“仓颉圣创、大美胜地”的山水人文
景观。这不能不说是商洛人秉承仓颉的创造精神，对中
华文化的又一重要贡献。

在洛南，你不仅能感受到中华文字的源远流长和博
大精深，还能随时感受到山水间跳动着的灵动音符。

相传黄帝带着乐官伶伦在洛南呼伦山上寻访，伶伦
经过长期观察，发现凤的鸣叫声激情昂扬，凰的鸣叫声柔
和悠长，伶伦用腔体厚薄均匀的竹子断取二节之间，根据
凤凰叫声的高低定出了12个律管和“六律”“六吕”，音乐
中的“十二律”律名便由此而来，伶伦也因此而成为“中国
音乐的始祖”。

洛南人依托这样的音乐文化底蕴，在县城西南部打
造了一个占地一平方公里的音乐小镇。这里有可容纳1
万余人观看演出的露天音乐广场；有能实现音乐创作、录
制、剪辑、发售于一体的音乐工厂；有以音乐文化为主题
的酒店；有非遗手工、文创产品音乐风情商贸街。在不远
处的呼伦山上，还建起了伶伦文化研究院，展示中华民族
音乐、中国音乐史、中华道情史等文化遗产，为普及大众
音乐艺术知识，传承与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平
台。洛南人正在通过培养“丝路国际音乐节”和“丝路国
际音乐论坛”两大国家级文化品牌，将这里建设成国家级
音乐产业基地。在这里，你在为洛南厚重的历史文明惊
叹的同时，你更会为洛南人对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智慧和精神所折服……

生态文明、现代文明、历史文明在商洛这块热土上交
相辉映，绣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我从心底呼唤，朋
友，来商洛走一走、看一看吧，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一定
会让你惬意喜欢，流连忘返……

时针已指向清晨5:40，隐隐约约能听到不远处山村
里鸡的鸣叫和狗的吠声，月亮已悄悄地溜到了山那边。
同室的冯先生翻了个身，见我正斜靠床头凝视着窗外，问
我“睡得咋样”，我笑着说：“有月亮和鼾声作伴，挺好！”

洛 南洛 南 月 夜月 夜
廉 涛

熙熙攘攘的城市街
道里，那些或疾步，或缓
行的人，很多是从乡村
飘来的一朵云，贤博就
是其中之一。

每隔一段时间，我
都会打开电脑上的卫
星地图，将鼠标快速向
上移动，直至拉到故乡
的位置，看看故乡的山
山水水。一个人念及
故乡，无非是因为那里
有小时候走过的路、做
过的梦。即使如贤博
这 样 的 城 市“ 成 功 人
士”，虽业已“出关”，也
要一次次地回望《大地
上的故乡》。

贤博笔下的故乡
牧 护 关 ，是 秦 岭 北 麓
312 国 道 旁 的 一 个 小
镇，距离西安大约一个
半小时的车程。没有
高速路之前，他在这条
国道上常年四季奔波；
有了高速路后，他奔波
的 频 次 更 多 、速 度 更
快，可谓一个游走于城
市 和 乡 村 之 间 的 人 。
他出版的所有文集，都
是离开、回望、关注和
思考乡村的话题。正
如他在关于这本书的
创作谈里说的那样：在
时代的喧嚣与焦虑中，
致谢过去的岁月和自
己。离开乡村走进城
市，又反复在乡村与城
市之间频繁穿梭的贤
博，无疑是这一切的亲
历者和旁观者。审视
并观望家乡的一草一
木，思考并欣赏故乡的千变万化，不仅是那里还有自己
的一亩三分薄地、几间瓦房（自取名曰“柴园”）和长眠
在那里的父母，更是对故乡的那种难以割舍又难以表
述的复杂心境，促使他在所有的书里，总是谈着对自己
来说永恒的话题——乡村向何处去？

如果把贤博的血地牧护关看成坐标原点的话，从他
的第一本文集《古道诗情》开始，《向上流动》《出关》《大地
上的故乡》等四本散文集，则是以牧护关为零点的直角坐
标系上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点。他在这两条轴线上或因
为生活、或因为工作而痛并快乐地不断奔跑，终于将自己
活成了一个既没有耽误提升生活质量，又出产了一定数
量文字作品的理智的文学爱好者，这一点难能可贵。他
的生活质量没有因为高物价和高房价的影响而削减，反
而是将一双儿女培养成了各自能够自食其力、待人接物
彬彬有礼的可用之才。也只有保持了这样的一个生活
态度，他才能够在窗外夜市吵闹声不断的一个个喧嚣的
夜晚，在台灯下敲打出一个个字符。

《大地上的故乡》和他以前的书到底有多大区别？其
中一篇好几万字的《家乡水灾，切肤之痛》我想是需要在
此重点强调的。没有身临其境的读者，恐怕很难想到水
灾的可怕。当一个人在惊恐中爬上冷风呼啸的高处，眼
看着自己的房子被淹没、汽车被冲走的情景，那是怎样的
心境？我想用万念俱灰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吧。上大学
的儿子暂返故乡，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对于他
的成长之路可谓深刻的记忆。多年以后，他一定会想起
那一晚海浪般的风雨声，他会明白父辈何以一定要走出
无法养人的大山，为他创造更好的成长学习环境；他会珍
惜来之不易的生活，知道那是一代代先祖日积月累的打
拼积累；知道彩虹出现的天空曾经也有密布的阴云和电
闪雷鸣的瞬间。

故乡不仅是要思念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更是要记
录的。从《古道诗情》起，贤博就吹奏起了回望的笛音，
这声音清远、悠深、绵密，低音处也会有一丝丝伤感和
悲凉，那是对乡村前途的担忧；乡村也是一坛老酒，每
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用文字打开富含乡情的这坛老酒，
让它散发醇厚的清香，也在品咂清香中感受几十年来
生活的不易与艰辛。这些记录下来的文字合并成册，
从早先的有一点粗糙逐渐变得精致起来，就如他从一
个黑瘦的牧护关小伙子，蜕变成了一个适合在城市发
展、情商较高的中年人。回头看这些文字，能感受到他
既悟及了散文的“道”，也解决了散文“技”的一些问
题。没有一味地沉溺于外在抒情，而是用相当多人和
事的材料支撑起每一个篇章，文字及物而内容丰富。
那些乡村人的身影和思想，无不闪烁着山里人朴实、坚
韧而又有点狡黠的特点。

长安城是繁华的，也是空旷的。空旷到你有时候可
能会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城市膨胀着虚浮的快
乐，也隐藏着艰难的拼搏和某些时候需要的伏低做小，这
一切贤博似乎都能对付，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适应。
但在贤博看来，这座城市仍然不属于他自己。他一直在
通往故乡的路上找寻已经变得有些陌生的熟悉。

商山深秋，想必已经层林尽染，秋叶嫣红。村人的婚
丧嫁娶，父母坟头上的草木打理，都需要他一次次地回
乡，他就一次次地往返在那条国道上了。我去过三次的
牧护关，看来有必要再去一次，我想感受一下水灾之后重
建的那条街道，感受他的“柴园”被“洗礼”之后的重生，感
受“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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