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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沿滩，隶属自贡市的一个行政
区，背倚沱江、紧临釜溪河。历史上此地
因盐成邑、因盐而名、因盐而兴。所谓千
年沿滩，并非它的历史沿革只有千年，而
是说它的水路盐运史已有上千年。

在沿滩的仙市古镇，将自贡的井盐通
过水路运往全国各地，送到广大消费者的
餐桌，便是从这里发端，从而演绎出了千
年盐运不灭的传奇。

我在仙市古镇的水码头留恋，沿着古
老的石梯拾级而上，仿佛触及到了盐运船
工苍凉的号子声，那种艰辛与不屈，那种
豪迈与悲壮，令人赞叹、令人唏嘘！

在那棵古老而巨大的黄桷树下，在遮
天蔽日的树荫下，眼前的釜溪河已然寂静
下来，过往的历史仿佛不曾发生，而岁月
深处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却固执地敲打
着我的心壁。

在水路盐运的黄金时代，因釜溪河
水流急、河道狭窄等特点，当地造船师
摸索出了建造歪脖子船以应对水流和
河道的难题，使盐运船从仙市古镇起
运，平安到达邓关镇的沱江边，再转乘
大船抵达泸州，进入浩浩荡荡的长江，
驶向远方。

出于生长于长江边的缘故，我对釜
溪河上平安运行的歪脖子船印象深刻，
这种载运量小、轻灵、安全的盐运船，主
要是靠船头的曲线设计避开急流水浪的
冲击，以免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在急
湾险流处又可轻而易举脱险驶离。我的
这一分析判断，得到了当地文史专家钟
永新先生的认同。

自贡沿滩盐运造船师的智慧创造，让
我大为震撼，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辉
煌，那种生生不息的付出，都是为了共筑
美好的生活，让人念想并继承传递。

由于盐产业的兴旺发达，一时间引
来了全国各地来此加盟制盐、运盐、售盐
的各路人士。这期间，不乏因盐而发达
的诸多豪杰，以致后来成为名震一方的
名士奇人。

这些人经过多年打拼成为富甲一方
的盐商后，并未花天酒地、坐享其成。而
是向“士”的精神高地转型靠拢，在建筑、
修史、助学、筑路、建桥等方面，出资出力，
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

王家大院，建于清代末期，这座典型
的具有川南民居风格的中式建筑，是盐商
王和甫为其父亲王子成和家人所建。王
和甫从小受父亲“忠于国家、孝顺父母”的
思想影响，事业成功后为其家人修建了这
样一所规模不小的宅邸，并将忠孝传家的
警言家训雕刻在厚重的内墙上，以此唤醒
后代子孙勿忘王家家风的优良传统。

王和甫的担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
这种家国情怀，做到了极致。抗日战争时
期，作为当地盐商会会长，他不仅为抗战
前线带头捐款，还积极捐赠抗战物资，在
缴纳税款方面，还主动为一时有难的盐商
们垫付税款，特别为筹建中的四川大学捐
赠巨款，成为有影响的社会善举。

王和甫的这种精神影响和传递，感染
着无数人，有了钱的盐商们，开始思考并
践行着有意义的人生观。

我在沿滩游历，漫行期间，感受到了

盐商们留下的古老建筑，这种凝固的音乐
对我内心的震撼非同一般。

在沿滩，留下来的古建筑很多，比如
徽派建筑陶然苑、福建盐商会馆天上宫、
邓关观音阁等，都能让人神往而沉思。在
仙市古镇的陈家祠堂，这座由粤人陈姓人
家斥巨资建造的建筑，不仅有粤派建筑风
格，还结合了西式建筑风格元素，其防火
墙和屋顶均采用西式建筑风格。沿滩人
以及由外地来此发展的中国人的包容、接
纳，又相互融合发展的理念，在那时已完
成接轨，让我们大为感叹。这座让族人祭
祀和商议大事的地方，深深影响着古镇人
的生活，凡事好商量，读书人可敬等观念
深入人心，对知书达理等文化的敬畏一时
成为人们的美谈。

自贡沿滩、富顺不仅是盐都的核心区
域，也有才子之乡的美誉。可见文化教育
有其悠久的历史传承和发展。那天，冒着
酷热，我来到沿滩的詹井村村史馆参观。
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的村史馆，不仅让
我们知晓了詹井村的前世今生，也让我们
明白了詹井村发展的艰辛、曲折和美好。
其中有两个展陈内容给我印象颇深。

其一，是对该村乡贤文化前辈的梳理
展陈，让我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些最底层
的文化名士，引领着一个村庄的精神追求
和方向，无论贫与富、苦与乐，都有追求美
好生活的坚定信仰，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继承和浸润，让人在骨子里面透着信
奉真善美的优雅，相互鼓励又相互帮助。
这种信任与爱在大是大非面前，往往会释
放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能量。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在村史馆展出的
盐都人在抗日战争年代的特殊贡献。

当时整个自贡的盐产量每年大约在
150 万担，抗战烽烟起，前线将士和国人
用盐量急增，国民政府要求当地增加盐
产量，任务为年产300万担。面对这样急
迫而艰巨的任务，盐都人当然也包括詹
井村的百姓，众志成城，恢复旧盐井、开
凿新盐井、增加盐灶等多种方式，发扬连
续作业，不畏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神，将
盐产量提高到年产480万担的水平，让人
赞叹不已。

那天，我在詹井村村史馆久久驻足于
这个展板前，忽然感到，盐不仅能补充人
体需要的矿物质，也能丰富我们的精神家
园，让精神的骨质有了硬度又有韧度。这
是多么宝贵的一笔财富。

如今的詹井村，制盐业几乎退出了历
史舞台，而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他们联合
四川农业大学，利用盐水养殖基围虾，其
虾个大、肉嫩、鲜美，深受市场欢迎，还大
面积种植柑橘、花卉乔木，走在了新农村
发展的康庄大道上。

沿滩人是有福气的，因为他们懂得文
化的创造和价值，首先是精神向度的坚
定，包括方向、包容、大爱、无私以及信任、
借鉴、互帮和创新，这一启示，在沿滩越千
年而不朽。

如今的沿滩区，在新时代发展理念
中，继承了前人智慧创新的理念，积极发
展新能源和光伏电能产业，在高新产业
园，这一产业蓬勃兴起，为沿滩经济文化
的转型打下了腾飞的基础。

千 年 沿 滩千 年 沿 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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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五点刚过，拉开窗帘，太
阳就红彤彤地逼在眼前，预示着
又一个火热的大晴天。我惯常总
抱怨深圳夏天漫长，难熬，可现在
发觉，三伏天回故乡，才是真正难
熬。丝风不透，人就像闷在一个
大罐子里，即便清晨也感觉不到
一丝凉意。

妈妈醒得比我更早，她的一
天向来开始的比别人早。在深圳
晚上超过 7 点，我一般就不打电
话回家了，因为他们都早早就寝
了。睡得早，自然也起得早。我
以前带儿子回来，新生代都是夜
猫子，打游戏看手机要到下半夜，
这时外婆起床，彼此吃惊，才不得
不去睡。

妈妈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菜
市，要把一天的菜买回来，她是急
性子，恨不得晚上的菜早上就全
做好。这在子女们都回来时表现
尤为突出，想不重样地给我们做
好吃的。她年纪都那么大了，哪
好意思让她动手呢。一再对她
讲，不用她操劳，菜我们自己买，
自己烧，来不及的话在外面吃也
可以。但我们再说，奈何起不了
早。常常我们起床后，妈妈把菜
都买回来洗切好了，甚至有的大菜都已经做好了。所以，
当我五点醒来，即便想再睡个回笼觉也不行了，赶紧起床
陪老妈去菜市。

逛家乡菜市场其实也是我一大乐趣。楼下小农贸集
市，三四点就有动静，等到五点多，早已熙熙攘攘人声鼎
沸了。除了室内棚子里档口卖菜者，外面露天但凡有空
隙的地方，都坐满了小摊小贩，菜被放在竹篮子里、塑料
盆里、小推车里，或直接垫张塑料皮或泡沫板摆在上面。
妈妈一家家看过去，碰到中意的，就蹲下来挑选。有几
家，妈妈告诉我，都是自产自销，菜品好，不是菜贩子处兑
来的。那些人也认识她，哪天有什么好菜摘下来，会提前
告诉她，或者给她留着。

菜贩子摊位上都贴着微信二维码。妈妈不用微信，
她带钱包，整钱要买东西换开。我扫二维码很简单，妈妈
不让。我跟在后面，像妈妈的秘书助理，帮着拎包，心想：
像妈妈这样不能跟上时代步伐者，流调是查不到她行踪
轨迹的。

实话实说，我不是很热爱厨房和菜市的人，但家乡的
菜市还是很值得逛，它可以给我带来审美的享受。小葱
很细，辣椒很小，韭菜、茭白、丝条都比深圳的秀气，大冬
瓜皮上蒙一层白霜，老南瓜结实得可以住七个小矮人。
菜贩子们挑来的都是当季菜，不加美颜滤镜也国色天香。

盛夏是瓜果蔬菜丰富的季节，我最爱的莲藕也上市
了，一节一节水嫩新鲜，和小婴儿手臂一样，这藕生吃
或凉拌都好，咬一口清甜爽脆，还拉着丝，真正“藕断丝
连”。前面听人说有的藕贩子为了保持藕的白净，用漂
白水洗，吓得我又不敢多买。看我这么怀疑，卖藕人立
即摊开满是淤泥的手掌说，你看，才捞上来的。我点头
买下，忽又想，这双反应过快的淤泥手怕不是“此地无
银”吧？再一转念，买就买了吧，若这样担心，现在还有
什么可吃的？

莲藕是荷花地下茎，莲的整个家族都是好东西。我
平常爱买干莲子煲汤，清火去热，帮助睡眠。8 月回老
家，天天能吃上新鲜莲子。有剥好的论斤卖，也有没剥的
论个卖。江南可采莲，高铁一路走来，随处可见片片荷
塘。不过鲜莲子却不像以前那么丰富了，以前楼下卖家
很多，如今只有一个小贩，还不是天天来，一问，原来许多
人微信订购了，我便也加了他的微信。鲜莲子也分老嫩，
价格有差别，嫩的清甜，芯子不苦，直接吃；老的，剥出来，
煲稀饭和老汤都很赞。我还特地买了些带把的莲蓬，准
备带回深圳，莲子摘出来，莲蓬瓤留着晒干，到时煮茶叶
蛋可以放进去。

爱莲的人很多，中学时背过周敦颐的《爱莲说》：“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莲
花象征吉祥纯洁，佛陀以莲花为座，表征清净无染，光明
自在。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也是以《莲花》为题，发在《山
花》杂志上。

小城河网密布，荷塘过去处处可见，如今随着城市化
发展，城区扩大改造，现在大多集中按景点打造了，且多
以观赏莲为主。去芜宣机场会途经陶辛水韵，那里成片
的荷花十分壮观，已成3A级景区。相传李白赠别汪伦游
历青弋江醒酒小憩的“清凉渡”，周瑜夫人小乔隐居的“香
湖岛”就在此处。

尽管一切在朝着商业化、秩序化方向发展，但在小城
仔细寻找，还是能发现许多未被收编的野荷塘，这也是我
探寻的乐趣所在。

老妈年纪大了，路走多了脚疼，所以只能在楼下的小
农贸集市逛。她心心念念南门大桥那边的大农贸市场，
对于热爱菜市场的老妈，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有天清
早，我跟在姐姐电瓶车后面，经过大桥，发现许多人，下来
一看，都是挑担子的卖菜人。这是从大农贸市场衍生出
来的市集，他们在这里完成交易，等到市场管理者上班，
菜都卖光了，大桥又空了出来。管理者说不定自己也乐
意在这个点去买点自产自销的新鲜蔬菜呢，生存不易，留
条道于人于己都方便。

说了半天蔬菜，其实回老家，荤菜才是重中之重，老
鸭、老鸡必定要炖的。在深圳，鸡不到一个小时就烂了，
也许我没买到正宗老鸡。而这边，不煲上几个小时烂不
了。再有就是这边的河鲜。长江边水产品多，涨水的时
候，小城人自己就拉网扫鱼。辣椒炒小虾，或者做虾子
酱，都美味可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边的生姜，8月
嫩姜上市，妈妈买来许多洗晒，或糖醋，或加盐腌制辣椒，
早上喝稀饭，泡锅巴，简直爽口极了。

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看着这些水灵灵的蔬菜，恨不得
把整个菜市都装进行李箱带回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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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可以唤醒你内心的某些东西”，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诗人惠特曼说的。
他在《各行各业的歌》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音乐的全部，是你们受到那些乐器提示
后在你们心里醒来的东西。”

我想说大自然是最为圣洁的乐手，他
奏出的自然乐章肯定也有唤醒启示作
用。面对着大鸿寨的山水胜景，我想到了
音乐，也想到了“山水有清音，何必丝与
竹”这句诗。

大鸿寨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河南省禹
州市西北部鸠山镇境内，是一处集峰
岭 、溶 洞 、峡 谷 景 观 于 一 体 的 森 林 公
园。这里山峦起伏连绵，峰高谷深，谷
底则较为平坦。

中国的名山大川大多都和历史传说
相关，大鸿寨名字的由来也和传说典故有
关。据传说，黄帝手下有四名得力神将，
风后、力牧、常先、大鸿。风后为相，力牧
为将，常先击鼓，大鸿练兵，他们在辅佐黄
帝战胜蚩尤、治理天下时都立过大功。大
鸿在此处筑寨练兵，于是后世便有了这座

“大鸿寨”。
我来大鸿寨时正值深秋，秋天是调色

板上色彩呈现最丰富的季节，仅用一个山
清水秀对眼前色彩进行概括的话，绝对是
一种懒汉式的敷衍。

浅绿、橙红、淡紫、金橘……那色彩的
铺排犹如一首格律诗。微风一过，山头的
各种树就摇头晃脑地朗诵起来，仔细听风
里面有唐诗的韵味和宋词的格调。

举目远眺，对面一处山坡上栽满了枫
树，正是红叶漫飞，层林尽染的时节，枫叶
红得灼人眼睛。本来想再调动一些形容
词修饰眼前的美景，我站在远处看了一
眼，那醉人的红就种在了心间，刹那间感
觉词汇也有局限，在美景面前，任何词汇
都显得苍白无力。

林木间随处可以听见鸟鸣声，不同种
类的鸟鸣声此起彼伏，这是大自然奏响的
另一首乐章。循着鸟叫声向树林张望，我
看见两只大体格长尾巴的鸟，停在一棵高
大树木的枝杈上，它们纹丝不动，犹如老
僧参禅一般。风吹树摇，这两只鸟安坐如

故，另有两只活泼的小鸟，身姿矫捷，它们
扇动翅膀从一棵树上飞起，落在了另一棵
树上，我站在路边和这两只小鸟近距离对
视了片刻，便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中。

山路两旁有规律地放置着一些加工
过的小石墩，表面平整、外形朴拙，这样的
石墩适合晾晒我一路上的疲惫。路旁那
些动物造型的垃圾桶，将人带入了一个童
话般的世界，我看着远处的树林和近处的
动物造型，想到了《纳尼亚传奇》中充满奇
幻色彩的森林。大自然里才有童话，童话
不属于城市，童话里的细节被城市的霓虹
灯照亮后，那些神奇的想象在城市的天空
中便无法藏匿了。

沿着山路向西北方行走，不多久即可
遇见大鸿寨山体溶洞，溶洞可以直接用

“别有洞天”这个成语来形容，洞外的山坡
上骄阳似火，洞内的气温却清爽宜人。抬
眼望石笋、石塔、石幔、石柱、石帘、石花的
造型千姿百态，流光溢彩。这些钟乳石历
经多年，天然形成的景观真可谓是拟人拟
神，惟妙惟肖，有的似金鸡报晓、仙人振

衣，有的若仙女迎客、玉莲托佛，还有的如
金刚怒目、菩萨低眉。大自然永远是最伟
大的艺术，造化奇绝。

山脚下是一座名为龙泉寺的古寺，建
于南北朝时期，寺两侧有溪流环绕。我来
的时候寺庙正在扩建，山门右侧是一棵几
百年的银杏树，树叶碧绿，树冠葳蕤。往
年这个季节，银杏叶已经变黄了，这一年
气温持续未降，虽然节气过了寒露，太阳
依然朗照大地，同行的伙伴还有穿短袖
的，故而这银杏树叶依然绿如莹玉，再过
些时日，银杏叶泛黄后就更美观了。

冬天快来了，霜降之后，就立冬了，冬
天的大鸿寨一定是另一番景象吧！此时，
我眼前没有冰雪，脑海里呈现的却是冰雪
盛装后的美景，想到大鸿寨冬日的雪景，
保罗·策兰的一句诗便跳跃而出，“羊群在
放牧天上的白云”，白色纯净的世界与这
句诗很是相称。

果然胜景不虚，大自然的美景总是和
诗歌童话紧密相连，美景奏出的清音可涤
荡心灵，大鸿寨我会择日再来的。

山水有清音
高卫国

“咕哝，咕哝，咕哝”，声声相连，绵绵
不断，灵动，温婉，恰似吴侬软语铺了满
溪。轻掬一捧，净洁明澈，宛如玉珠在
手，凉润沁心。水中石子粒粒，清晰在
眼。四周大树参天，翠色环绕，一溪碧
波，随风荡漾。清光绿影间，鸟鸣呖呖，
闻之，如饮晨露，满腹清芬，绿野仙林想
来亦不过如此吧。

周末随先生回老家，下河浣洗，入得
此境。

溪在路边，曲径通幽。蹑足而下，碧
水盈目。然，水浅不过半尺，宽也只三四
米。这溪，薄薄瘦瘦，全无春水初涨时忙
于奔赴远方的急切与欢欣，此际，她的脚
步明显放慢了，呼吸亦变得悠长舒缓。走
过热烈的夏季，步入秋天的原野，溪静了，

闲了，就像这一刻的我。
寻了块石头坐下。脱了鞋袜，赤脚

踏在细碎的鹅卵石上，溪水像调皮的小
孩，忽儿扯我裙角，忽儿摸我脚踝，忽儿
又挠我脚趾，清清凉凉，麻麻酥酥。慢
悠悠地从竹篮中取出衣物，先将它们压
在脚边小小的浅水洼里，再开始一件件
地清洗。面前的大石块平整光洁，净滑
无尘，手抚上去，略感粗糙，正是天然的
搓衣板。我将衣服抖开，紧拽住一头，

“唰”地一声，将其抛入水中。浸了水的
衣服一改先前垂眉耷眼之貌，即刻伸手
摊脚，彻底舒展开了身子，全心全意地
和流水相拥相嬉。风也急不可耐地来凑
热闹，它拂过水面，拂过衣物，衣服上不
时鼓起忽大忽小的泡泡，明明灭灭，可

可爱爱……
明亮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点点斑

斑，落入溪中，波光潋滟，碎钻般晶莹。
“唰，唰，唰”，我来回扯动着衣服，让它们
全身心地与水共舞。溪水悠悠缓缓，流过
水底的卵石，流过我手中的衣物，也顺着
肌肤，流进了我的心底。这一脉清川，将
我的五脏六腑反复濯洗。衣服洗净了，身
心亦觉明洁透彻了。

仰首望天，天蓝得令人惊艳。几
朵 小 小 的 云 正 悠 闲 地 飘 着 。 秋 天 的
云，也像被水洗过一样，空明纯净，盈
然欲飞。隔着万丈长空，云与水各自
鲜明，各自生动，遥遥相看间，似有情，
亦似无意。

云水相连，总引人无限遐思。“行到水

穷处，坐看云起时”，是王维满蕴哲理的超
然淡定。“云自无心水自闲”，是白居易的
从容闲逸。“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
东西”，即便是亦神亦幻的《封神演义》，也
不乏淡泊清远的情怀。那一刻，我在浣洗
衣物，也切切实实置身于云水间。清川与
白云，在眼，更在心。我觉得仿佛有一个
自己从身体里脱离了出来，在清溪与云朵
间轻舞飞扬……

拎起竹篮，揣一身洁净满心清凉，我
开始往回走。路过人家房屋，白墙黑瓦，
阔敞庭院。鸡鸣狗吠，此起彼落。村人相
遇话家常，亦无一不嗓大声高。那热烈与
生动里，全无尘世的匆促与焦灼。忽觉，
这有云水相伴的烟火人间，何尝不是温暖
清凉的世外桃源？

一溪流水秀空灵
查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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