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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蜿蜒着一条通向世
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古老通道，被称为茶马
古道。这条古道起源于汉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一
直延续到20世纪初，是传统陆上丝绸之路之外的另
一条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

茶马古道是由干道、辅道和支线组成的路网，主
线包括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三条主线在西藏汇
合，从西藏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向南，可达印度次大陆，
延伸至西亚、东非和红海沿岸。

群山巍巍、河流密布、高寒缺氧，茶马古道山高路
险，环境恶劣。川藏道从今天的四川雅安出发，经康
定进入西藏。滇藏线则是由盛产茶叶的云南普洱出
发，向西北经大理、丽江进入西藏。两线在昌都或林

芝汇合后继续向西藏腹地延伸。
唐代，为了加强和西藏吐蕃政权的联

系，开发了从陕甘经青海进藏的道路，称唐
蕃古道。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和亲走
的就是这条道。后来，唐蕃古道也成为茶
马互市和经贸交流的重要通道。

行走在茶马古道上成群结队的背夫和
马帮，一般由家族成员或乡邻组成。一旦
踏上征途，大家便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川
藏道上的雅安至康定段，道路崎岖且多悬
崖峭壁，牲畜驮运安全性差，只能靠人力背
运。崇山峻岭中，背夫背负着沉重的茶货，
佝偻着身体艰难前行。他们背负的是生
活，是家庭的责任，也是明天的希望。

无论是川藏道还是滇藏道，都要经过
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江并流的横断山
脉高山峡谷区。这里山高谷深，河流湍急，
行走在危崖绝壁上的“挂壁”小道，稍有闪
失就会跌落悬崖。一些险峻的峡谷需要借
助“溜索”凌空越过，由于工具简陋，危险和
心理上的恐惧伴随着穿行者，每一次“溜

索”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历程。
清代的焦应旂曾因公务从青藏道进藏，从川藏道出

藏，一路饱尝艰辛。他在《藏程纪略》中描述：“坚冰滑
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
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

茶马古道像一张丝网，把沿途各民族人民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每一个路过的城镇、村落、店铺乃至十
字路口，都可能成为交易场所。他们带去当地居民需
要的茶叶、粮食和生活用品，再把当地出产的中药材、
皮毛甚至牲畜带回内地。

茶马古道，通向雪域高原的丝绸之路，历经千年，
生生不息。如今，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征程上筚路
蓝缕、不屈不挠伟大精神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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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新栽益四邻，野夫如到旧山春。树成多是
人先老，垂白看他攀折人。”于鹄一首朴实的《种树》
诗，把植树的利益功德讲了个晓白，也激发了人们种
树的热情。

不用扬鞭自奋蹄。喜好栽树咏树的文人墨客，不
仅留下了无数植树佳话，更留下了大量咏树诗篇。所
咏最多的，当是柳树了。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贺知章
一首《咏柳》，咏出了春风吹拂柳树的迷人意态，也咏
出了枝叶嫩绿的春意盎然，拔了《咏柳》头筹。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柳植柳老前辈陶
渊明，不仅在隐居的田园水边插柳，还在堂前栽了五
棵鹅黄柳，自号“五柳先生”。

种柳树好，白居易说得最通俗：“白头种松桂，早
晚见成林。不及栽杨柳，明年便有阴……”

姓柳更爱柳，当属柳宗元。任职柳州时，推行“柳
州植柳”并作《种柳戏题》：“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地名姓名树名江名一

连四个柳字，是笑谈，也是美谈。
欧阳修由知滁州改知扬州，在城外高冈上建了

一座平山堂，还亲手在堂前栽了一棵柳树，这一栽就
栽出了故事。欧阳太守移知颍州，百姓感念其德政，
称该树为“欧公柳”。从此，平山堂与“欧公柳”相映
成趣，文人墨客接踵而至。此后薛嗣昌任扬州太守，
见“欧公柳”有热度可蹭，也有样学样在平山堂对面
栽一棵柳树，“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
既去，为人伐之”。数年后，欧阳修的朋友刘敞出任
扬州太守，欧公给他饯行并填词《朝中措》相送。词
中道“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借酬赠友人，
追忆自己的扬州生活。后来，苏轼第三次经扬州，到
平山堂凭吊恩师，在“欧公柳”下，以《朝中措》为线
索，填了那首著名的《西江月·平山堂》：“三过平山堂
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
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
空，未转头时皆梦。”藉以表达对恩师的深情缅怀和
人生的万千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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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三害除三害（（下下））

软的欺来硬的怕，今日大爷教训他。

战国时，新任宜兴太守王浚认为周处尚可劝教，于是乔装老叟前往拜访。王浚与周处在途中相遇，王浚佯装不
识，以“三害”的说法讽喻周处。周处听后大为震惊，决心痛改前非，于是奋不顾身前往打虎斩蛟，从此改恶从善。

如今三害俱除了，壮士可算大英豪。今日山中除强暴，再往长桥斩孽蛟。壮士若要仔细问，三害告你听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