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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流行两句截然不同的话语：

一句是看景不如听景，一句是百闻不

如一见。前者表达了对某些景观名不

副实的失望，后者阐发的则是相见恨

晚的惊喜。第一次走进陕西商洛，我

体验到的就是后一种感受。

一说起商洛，脑海里立马联想到

的就是古人辞家去国、跨越秦岭的诗

句，是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中诸多的

意 象 、坚 韧 且 心 有 不 甘 的 生 活 场 景 。

从“南登秦岭头，回望始堪愁”“梁州秦

岭西，栈道与云齐”“望秦岭上回头立，

无限秋风吹白须”“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诸峰皆青翠，秦岭

独不开”之类的描述中，让人感觉这地

方在历史上与穷乡僻壤脱不开干系。

岂料，当汽车载着我们穿越数以十计

的山间隧道进入商洛地段之后，映入

眼帘的却是一望无际由茂密森林覆盖

的连绵群山，而群山怀抱的坝子里更

是 一 片 山 清 水 秀 、满 目 苍 翠 的 绿 洲 。

这与先前的想象完全不能吻合，现实

与想象之间的巨大落差，瞬间令我目

瞪口呆。

带 着 一 脑 门 子 的 疑 惑 踏 上 商 洛

大地，心中充满了渴望探究的百般好

奇。尽管行程满满，仍然见缝插针地

翻阅随身携带的商洛情况简介小册，

以 弥 补 相 关 地 理 知 识 的 盲 点 。 几 天

下 来 ，现 场 观 摩 加 上 书 本 学 习 ，我 对

商洛开始有了粗浅的感性认知，立刻

对 这 块 历 史 文 化 悠 久 、自 然 风 光 秀

丽 、物 质 资 源 雄 厚 、后 发 优 势 明 显 且

发 展 潜 力 巨 大 的 神 奇 土 地 产 生 了 浓

厚兴趣。

秦岭作为横亘于祖国西部地区的

一道天然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地位。商洛位于秦岭东段南麓，因商

山洛水而得名。战国时期，商鞅分封

于此，史称商於，汉朝始名商洛，虽历

代称谓稍有差异，但基本名号与建制

大体沿用至今。最能体现其源远流长

历史和沧海桑田变迁的重要佐证，就

是遍布于当地城乡的数以千计的历史

文化遗存。像洛南旧石器的发掘、东

龙山夏商周遗址、元扈山仓颉授书处

摩崖石刻、蓝关遗址、武关遗址、商鞅

封邑遗址、闯王寨遗址以及四皓墓、文

庙、丰阳塔、商州城垣、二郎庙、城隍

庙、龙山双塔等，都有较高知名度。其

中，我们所到的山阳漫川古镇或许颇

具代表性。

漫川古镇基本保存完好。特别是

金钱河畔的水码头和蝎子老街的规模

与气势，仍然能够明确无误地彰显出

当年商业繁盛的兴旺景象。南北走向

的老街依山傍水，卵石路面钤着岁月

印痕，琳琅满目的商号、店铺、饭馆、茶

楼、酒肆、旅店分列街道两旁，比肩接

踵，店面清一色木架板楼，檐下廊柱及

板门多有木雕装饰，店铺间以青砖封

火墙相隔。原住民依街而居，或独立

成户，或前店后室，浑然一体，毫不违

和，一看就不是专门为旅游而打造的

仿古街区，而是一条活着的带有鲜明

历史印记的古色古香的真正老街。老

街中段有一宽阔广场，沿山体一侧，依

次坐落着由湖北商贾集资修建的武昌

会馆和由陕、晋、豫马帮共同出资建造

的骡马会馆。骡马会馆又分设马王庙

和关帝庙，其并排而设、章法有致的设

计匠心，精确映衬出繁盛期各路商会

和谐相处、共同协调商帮事务的气派

与格局，也隐约标示着漫川作为商贸

中心的特殊地位。广场沿河一侧，建

有比肩而立的鸳鸯戏楼，这是独特的

联璧式戏楼古建筑。九脊重檐歇山顶

的北戏楼归属关帝庙，以唱秦腔为主；

单檐歇山顶的南侧戏楼归属马王庙，

以唱汉剧为主。双台连唱，足见当年

文化之盛。

最具特殊意味的是，在武昌会馆

和漫川关门楼两侧，分别刻有两副对

联：一则是“晨曦动木钟木舌唤醒大雁

塔，夕阳下渔舟渔歌唱醉黄鹤楼”；一

则是“秦风楚韵金戈铁马觅古道，襟江

带湖百业兴盛看雄关”。以大雁塔对

仗黄鹤楼，又以秦风楚韵作标榜，一语

道出商洛文化的突出特征。这从当地

的花鼓、道情、大调和山歌等曲艺表演

中即可清晰分辨出来。商洛的戏曲、

曲艺大多曲调变换多样，唱腔委婉缠

绵，拖腔优雅飘逸，兼有秦腔、汉调、黄

梅、大鼓和江南丝竹的神韵，其南北荟

萃的呈现方式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这 秦 风 楚 韵 和“南 腔 北 调 ”的 文 化 交

融，无疑是先辈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

遗产。

鲜 明 地 域 特 色 不 仅 归 之 于 历 史

的 馈 赠 ，更 在 于 现 实 的 赋 能 与 呈 现 。

商洛全域皆处在秦岭腹地，它将秦岭

作 为 中 国 南 北 方 的 划 界 标 志 和 作 为

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多

水 带 与 过 渡 带 以 及 南 方 水 田 与 北 方

旱 地 分 界 线 的 特 点 ，集 中 、完 备 而 又

鲜 明 地 体 现 出 来 。 商 洛 境 内 山 脉 林

立、沟壑纵横，流泉飞瀑、河流密布，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殊地理特征，

造 就 了 它 瑰 丽 多 姿 的 自 然 风 光 。 复

杂而独特的地质构造，既为地下成矿

提供了天赐之利，储量可观的稀有矿

藏 有 待 开 发 ；同 时 作 为 丹 江 发 源 地 ，

也 为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工 程 涵 养 了 巨 量

的 优 质 水 源 。 商 洛 南 北 相 接 的 地 理

位 置 、干 湿 相 宜 的 气 候 条 件 ，促 成 了

全域森林覆盖率达到 70%，空气负氧

离 子 含 量 每 立 方 米 超 过 5000 个 ，建

构起四季分明、温润宜人的良好生活

环境。这些丰厚的自然资源，正在为

商洛包括农业、养殖业、中草药、旅游

和康养在内的绿色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强劲动力。

一 路 行 走 ，我 们 高 兴 地 看 到 ，特

色 农 业 的 规 划 与 布 局 正 在 成 为 商 洛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中 最 具 发 展 前 景 的 支

柱 产 业 。 在 柞 水 县 金 米 村 的 木 耳 食

用 菌 实 验 基 地 ，成 片 的 大 棚 格 外 壮

观 ，从 棚 顶 到 地 面 ，密 密 麻 麻 地 悬 挂

着 一 串 串 的 食 用 菌 袋 ，它 们 排 列 成

阵 ，整 齐 有 序 ，四 周 长 满 大 小 不 一 的

新 生 木 耳 。 这 样 的 培 植 方 法 过 去 少

见，请教技术人员，他们解释，常规食

用菌栽培基本都在地面堆放，只能两

头 产 菌 ，而 采 用 悬 挂 的 方 式 培 植 ，既

利 于 通 风 透 光 ，四 周 产 菌 ，又 便 于 采

摘，能够大大提升木耳的产量。这里

培 植 的 木 耳 ，既 有 常 见 的 黑 木 耳 ，也

有不大常见的玉木耳，同时还有他们

最 新 培 育 属 于 独 家 产 品 的 金 木 耳 。

当日晚餐，大家纷纷要求品尝这个最

新品种。食后发现，金木耳完全不同

于习惯中木耳的爽脆，而是带有软糯

顺滑、清香回甘的特别口感。如若日

后推广开来，估计会有广阔的市场空

间。眼下，作为全国食用菌产业发展

示 范 市 的 商 洛 ，已 将 史 上 著 名 的“上

洛耳”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把“小木

耳”做成了“大产业”，实质性地带动

了 当 地 农 民 的 可 支 配 收 入 实 现 翻 番

增长。

在商洛期间，我们还在丹凤赶上

了 一 次 以 游 客 为 对 象 的 红 酒 品 鉴 活

动。不同的 3 款干型、半干型和甜葡萄

酒供人品尝，让游客眼界大开。原来

商洛北纬 33 度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

丹江河谷特有的地质、水源和气候条

件 ，让 这 里 的 葡 萄 很 早 就 声 名 鹊 起 。

无 论 是 丹 凤 葡 萄 果 粉 厚 、糖 分 足 、汁

浆 浓 、味 甘 美 的 特 性 ，还 是 其 上 百 年

的酿酒历史，都在业界颇负盛名。这

里生产的葡萄酒，色泽晶亮透明、红若

宝石，果香浓郁、酒体醇厚，爽而不滞、

醇而不酽，单宁丰富、回味绵久，在国

内外各类评比中屡创佳绩。不断增长

的市场需求，带动了葡萄种植规模的

大幅扩张。目前，各家都在努力打造

集 葡 萄 酒 酿 造 与 储 藏 、文 化 展 示 、采

摘 观 光 、研 学 体 验 、餐 饮 食 宿 与 康 养

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发展前景

普遍看好。此外，还有茶叶、香菇、核

桃、板栗、魔芋等农副产品，均已展开

规模化生产布局，作为商洛的特色名

产，已经成为各地民众争相订购的网

红品牌。

按事先计划，我们回程前准备登

上牛背梁主峰，俯瞰商洛的大好河山，

无 奈 天 公 不 作 美 ，淅 沥 细 雨 下 个 不

停。大家只好沿着山间小道稍稍转了

一下，就在山脚下终南山寨的民俗客

栈落脚小歇。品着清香鲜爽的“商南

泉茗”，聆听着飞瀑流溪的浅吟低唱，

不由暗自沉思：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历

史大潮的强力推动，如果不是包茂高

速打通群山阻隔的 300 多条隧道，尤其

是超过 18 公里的终南山隧道，商洛的

闭塞不可能得到如此巨大的改观。我

们既然乐于看到曾经的历史机遇改变

了商洛，更愿祝福借助乡村振兴的春

风化雨，把商洛这方宝地再度变成更

加充满希望的田野。

初遇初遇商洛商洛
云云 德德

日照市岚山区在山东省东南部，

与 江 苏 省 连 云 港 市 赣 榆 区 接 壤 。 岚

山边的这片海居于黄海中部、海州湾

北侧，海岸线总长不足 26 公里。我出

生 在 这 片 海 边 一 个 叫 童 家 庄 子 的 小

渔 村 里 ，从 小 听 着 这 片 海 的 涛 声 长

大。上世纪 60 年代我初中毕业后回

到家乡，是这片海的丰饶与宽广给了

我 生 活 的 信 心 。 后 来 ，国 家 恢 复 高

考 ，我 考 上 大 学 ，人 生 命 运 从 此 发 生

转折。大学毕业后，带着对这片海的

记忆和依恋，我走上工作岗位。虽然

离开了这片海，但故乡那熟悉的涛声

仍时常在我耳边响起。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 ，海 产 品 生 意

特别兴隆，各类海产品经营公司的数

量 快 速 增 加 ，海 上 捕 捞 业 也 十 分 兴

旺。一些沿海地区因此发展、富裕起

来 ，当 中 就 包 括 我 的 家 乡 岚 山 。 然

而 ，装 备 技 术 持 续 改 进 ，捕 鱼 能 力 一

年比一年提高，捕捞的产量却没有提

升 ，反 而 一 年 比 一 年 低 ，渔 民 的 收 入

也 一 年 年 减 少 ，家 乡 人 不 无 忧 虑 地

说 ：“ 大 海 越 来 越 穷 了 。”究 其 原 因 ，

海洋鱼类资源不是无限的，过度捕捞

不可持续。于是，改变祖祖辈辈延续

的捕捞方式，发展海上养殖成为岚山

人的新选择。

其实，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岚山

人 就 开 始 海 上 养 殖 探 索 。 我 就 曾 参

加过海带养殖，后来因为销售市场等

问题，海带养殖年年萎缩，到 1978 年

就全面终止了。之后，岚山人又开展

了 对 虾 养 殖 、滩 涂 贝 类 养 殖 、海 中 扇

贝 养 殖 、紫 菜 裙 带 菜 养 殖 等 ，却 因 为

水质、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大面积减

产，最终得不偿失。至今岚山人一提

起 1997 年 8 月 的 那 场 台 风 还 心 有 余

悸。那场台风整整肆虐了两天两夜，

海中养殖用的架子全部被卷走，养殖

户们遭受了重大损失。

困 难 历 来 是 打 磨 生 命 强 度 的 砺

石。岚山人没有被吓倒，他们同舟共

济，相互帮扶向前走，一次次失败又一

次 次 奋 起 。 这 片 海 不 仅 养 活 了 岚 山

人，更锻造了岚山人的坚韧与顽强。

现在，站在岚山海岸上望向远处

的 海 面 ，虽 然 那 里 依 然 是 海 天 一 色 ，

但 已 经 不 是 原 来 的 那 片 海 了 。 从 空

中俯瞰这片水域，会发现海面上有一

片片长方形与一片片圆圈圈，那里被

称 为 海 洋“ 牧 场 ”，是 岚 山 人 的 养 殖

区 ，其 中 有 三 个 省 级 养 殖 区 。 今 天 ，

岚山区的海水养殖面积接近 30 万亩，

养殖着牡蛎、海参、鲍鱼、海虹、扇贝

等 20 多种水产品。其中海虹养殖面

积达到了 15 万亩以上，这里已经成为

规模很大的海虹养殖基地，产量占到

山东省的 70%。

2005 年起，岚山人在当地水产部

门 的 帮 助 下 ，在 海 底 投 放 人 工 鱼 礁 ，

优化海底生态环境，根据水深分别养

殖不同的贝类鱼类，这样不但一年四

季都有稳定的收成，还能够降低台风

等恶劣天气带来的损失。去年，岚山

区水产品总产量超过了 22 万吨，其中

捕捞产量不足 10 万吨，养殖产量已经

超过捕捞产量，全区水产品总产值达

到 52 亿 元 ，比 10 年 前 翻 了 一 番 多 。

今 年 岚 山 海 虹 养 殖 总 产 量 预 计 比 去

年又有增长。从出海打鱼到海上“造

田 ”，岚 山 人 改 变 了 数 千 年 来 沿 袭 的

海上生产方式，实现了具有深远影响

的新跨越。

这 是 一 处 神 奇 的 海 域 。 早 在 西

周初期，这里的先民就利用这片大海

的 鱼 盐 之 利 谋 求 发 展 。 这 里 渔 民 统

一 劳 作 的 号 令 ，现 在 被 命 名 为“岚 山

号 子 ”，列 入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如 今 ，这 片 海 续 写 着 传 奇 ，在 海 水 养

殖 之 外 ，这 里 还 有 现 代 化 的 岚 山 港 ，

有集阳光、沙滩、海水于一身的“多岛

海景区”……一个全新的岚山已经呈

现在人们面前。

在岚山的官草汪村，我见到了养

殖户老赵。老赵入伍 6 年，立过两次

三 等 功 ，退 伍 后 投 身 家 乡 的 海 上 养

殖。如今他已近古稀之年，每天还能

工作十几个小时。在 1997 年那场台

风 中 ，他 的 经 济 损 失 巨 大 ，却 还 拿 出

两万元现金，帮助同样受灾的另一位

养殖户恢复生产，这件事在当地被传

为 佳 话 。 今 年 他 的 海 虹 养 殖 产 量 预

计达到 3000 吨。当我向他表示祝贺

的时候，他却连连摆手，高声回复我：

“今年的发展重心要从海上向陆地转

移 ，要 抓 海 产 品 高 附 加 值 的 深 加 工 ，

要抓市场，还要着眼海外市场。”老赵

的 一 席 话 ，给 我 一 个 强 烈 的 信 号 ，岚

山人又有了新追求！

岚山的海
李学广

说起重庆开州，怎么都绕不过汉丰

湖。汉丰湖位于开州城区旁，是因长江三

峡工程建设而形成的人工湖。我曾多次

凝望汉丰湖。汉丰湖风平浪静的时候，我

知道它在沉思过去；微风簇浪，满湖泛金，

我知道它想话说当下；当它像庄稼地里的

麦浪一浪盖过一浪的时候，我知道，它是

想放歌未来了。

面对汉丰湖，人的思绪也会变得潮

湿。那些记忆会沿着岸边的水草，湿漉漉

地爬上心头。

1985 年，我刚刚 16 岁。那时的开州

还 不 叫“ 开 州 ”，而 叫“ 开 县 ”，隶 属 四 川

省。那一年，我到开县求学，我的生命从

此与这座小城紧紧联系在一起。

开县县城很小，但小城自有小城的浪

漫与温情。长年枕着巴山宽阔厚实的胸

膛，任日升日落，千峰竞秀，看帆影点点，

百水汇流。小城的日子波澜不惊，节奏不

疾不徐，气氛宁静祥和。

小城里没有高楼，在任何一栋楼房

上，几乎都能一眼望到郊区，望到碧绿的

菜田。连接郊区与城区的是南河大桥，进

城出城仅此一座桥。然而桥上并无多少

车辆，多是行人来往。

走在小城的街道上，木板房、砖墙房

沿路铺展，屋檐接着屋檐，瓦片挨着瓦片，

连成青灰一片。公鸡打鸣的声音、小孩嬉

闹的声音、锅铲翻炒碰到铁锅的声音……

仿佛在演奏生活的协奏曲。淡墨色的蜂

窝煤轻烟，不时透过房顶瓦片，一阵阵，一

股股，向天空飘散。

南山、迎仙山、凤凰山、铁峰山，开县

四周被山包裹。被山围得久了，不少人就

想冲出包围。开县人最先瞄准的，是东面

的铁峰山，又称大垭口。翻过这道高高的

“门槛”，就能到达万县，到达长江，去亲见

“万县有个钟鼓楼”，去感受“滚滚长江东

逝水”。那时候交通不便，翻山很难，然而

开县人前赴后继，翻山越岭，在他们中间

流传一句话：“大垭口，大垭口，开县男儿

往外走。”

外出闯荡的开县人越来越多，抵达的

地方越来越远。他们在外地开餐馆、盖房

子、建工厂，亲帮亲、邻帮邻，形成一道独

特的风景。

20 多岁时，我调进开县城里，从事宣

传报道工作。工作之余，我走进小城，进

一步触摸小城的纹理。我骑着自行车穿

梭市井，从那些平凡的人和事中，感悟朴

素的道理。日积月累，笔下的那些“旧书

摊”“中药铺”居然整理成一本作品集，我

也被开县人称为“本土青年作家”。

翻山越岭去看长江的开县人没有想

到，有朝一日，长江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

来到他们的脚下——

2007 年，重庆直辖市成立 10 周年，也

是“四川开县”更名成为“重庆开县”10 周

年。这一年 11 月 15 日午后 3 时，短促的

爆破声响起，一股烟尘冲天而起。随着三

峡“移民清库”的最后一次爆破，开县城区

的最后一片建筑应声倒下，开县县城成了

“开县故城”。

因为平湖蓄水，长江水顺着支流倒

流，水位一点一点上升，最终将开县县城

淹没。三峡成库，开县人在库区边上建设

了开县新城。库区水位年年周期性涨落，

临水地带形成面积不小的水库消落带。

消落带伴生的环境问题，困扰着群山包围

的开县新城。

如何破解这道环境难题？开县人给

出的答案是两个字——筑坝。

坝筑好了，水拦住了 ,开县人以生态

涵养的方式，成功解决了水库消落带的问

题。“汉丰湖”也随之诞生了。

向山而居，向湖而长，大山大湖拉大

了开县的格局。

随着城区迅速发展，2016 年，开县成

长为重庆开州区。

宜居、绿色、生态，点亮新城标识。

城在山中，湖在城中，人在景中。滨

湖公园、月潭公园、明镜石公园、南岭公

园、盛山公园相继落成，亭台楼榭，曲径通

幽。汉丰湖边游人如织，环湖马拉松火热

进行，龙舟赛、桨板赛、摩托艇赛等国际国

内赛事在湖上轮番上演。

鸟儿也来赶热闹。红嘴鸥翩然飞来，

珍稀斑嘴鸭永久“落户”，中华秋沙鸭频频

现身。每年冬季，2 万余只候鸟迁徙到这

里安家，开州成了鸟类天堂。

虽然我早已调离，但当初临行前老师

的那句话“离开开县城，仍是开县人”，依

然时时萦绕于耳。今天，我迫不及待专程

返回开州，只为夜游汉丰湖。

华灯初上，星月初明，画舫欸乃一声，

犁开一条水路，碾碎了山影，揉碎了星辉，

霎时满湖灿烂。顷刻之间，顿感山奔人而

来，水奔人而来，风雨廊桥、文峰塔、举子

园全都奔人而来……

朋友说，其实，当初是没有这种体验

的 。 全 新 之 城 ，一 切 都 是 新 的 ，但 也 是

“轻”的，感受不到历史的厚重。

开州人决定，要厚植文化根脉，把沿

湖最好的地段让给“历史”与“文化”。

如今，走进汉丰湖边的刘伯承同志纪

念馆，眼前浮现的是一幅幅岁月峥嵘的画

面。开县故城九街十八巷中的代表，如巴

渝民居、老城墙、盛山堂等，以及文峰塔、

举 子 园 ，都 次 第 复 建 ，在 湖 边 巍 然 矗 立

……开州的悠久历史，沾染水气，华丽转

身，自信地走向今天，在汉丰湖岸团团围

坐。那些遥远的光芒，化身不灭的火把，

照拂着这湖、这船、这人。

而今，因为汉丰湖，开州通江达海，融

入 2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 因 为 库 区 建

设 ，国 家 大 力 扶 持 ，两 条 高 速 路 直 达 开

州。故乡的发展，吸引在外地打拼的开州

人返乡回流。他们回到成长的乡土后，扎

根生长，拼搏奋斗，创造着崭新的生活。

这些年，我一次次返回开州。白鹭飞

来的时候，去看汉丰湖；夏荷初绽的时候，

去看汉丰湖；秋清风宁的时候，去看汉丰

湖。看朝霞满天时的汉丰湖，看日上中天

时的汉丰湖，看月明星稀时的汉丰湖。在

与汉丰湖的长久对视中，我渐渐读懂了开

州，读懂了开州之“开”的内涵。在我看

来，开州之“开”，不仅是开明，是开放，更

是开拓与开创……

开
州
的
汉
丰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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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俯瞰秦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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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商洛城区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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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商洛新农村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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