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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诗意的城市中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有多少璀璨的诗，就有多少绚丽的城。因为一首诗，难忘一座城。徜徉

在诗意的城市中，人们品诗，思诗之文脉绵长；人们读城，看城之今朝新貌。

为庆祝新中国 75 周年华诞，大地副刊推出系列策划——从本期开始，以文学形式走进诗意城

市、鉴赏山川风物、发现奋斗之美，与读者一起感受祖国的山河壮丽、人文鼎盛，一起致敬新时代的

坚守与奋斗。

——编 者

轮船溯江而上。入三峡，进瞿塘，

岸边绝壁峭立，江面收窄，江流湍急。

雄奇险峻的自然风光，不时映入眼帘。

突然间，夔门在前方洞开，万道霞光破

空而来，峡江倏忽明亮。我清楚地看见

了绝壁上的石刻。霎时，雄浑、古朴、庄

严的气象，扑面而来。

40 年前，我与满船的新兵战友进入

奉节县境。手扶船舱外廊道栏杆，仰望

高耸入云的峭壁，远望彩霞辉映的白帝

城，我的胸中涌动万丈豪情。

你好，奉节！你好，白帝城！

那一首源自白帝城的千古诗篇《早

发白帝城》冲口而出：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

舟已过万重山。

我自荆州来。与李白歌之、咏之的

白帝城相遇。人在船上，我们匆匆眺望

白帝山、奉节港，惊鸿一瞥。

奉节历史悠久。唐贞观年间，因旌

表诸葛亮“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品质得

名 奉 节 。 千 百 年 来 ，因 其 独 特 区 位 优

势，为历代路、府、州、郡治所。眼前的

白帝城，系西汉末年公孙述据蜀所筑。

当然，真正让奉节、白帝城名扬天下的，

是那首短短 28 字的诗篇。

后来我回荆州探亲，往返均取道川

江。船泊奉节，我总会登岸去码头上转

悠。走一走光可鉴人的老街石板路，尝一

尝小摊上的酸辣凉粉、鲊海椒，品一品餐

馆里的吊锅鱼、盬子鸡，听一听巷陌深处

的商贩吆喝，拥抱古城的人间烟火……

新 世 纪 初 ，我 转 业 到 重 庆 。 因 工

作、休假而到奉节的机会，接踵而至。

犹记 2001 年冬天，我与同事老马到

奉节出差。我们于夜色中走向县城江

边的依斗门，凭吊英烈彭咏梧。我们亮

着手电寻访永安宫故址，参观“汉昭烈

甘皇后墓”等石碑。

出差结束后，我们又攀登近千级石

梯，到访白帝庙。在古刹外，欣赏“三峡

第一碑林”书画石碑上书法遒劲的古体

诗、竹枝词，感受诗情画意。

几个月后，奉节老城拆除爆破的轰

响，在峡江回荡。几年后，三峡蓄水至

175 米高程，库区变平湖。瞿塘峡烟波

浩 渺 ，夔 门 依 旧 天 下 雄 。 水 进 人 退 之

际，白帝城成为一座江中小岛，经由长

长的风雨廊桥，连接陆岸。

奉节老县城永沉江底。但奉节新

城沿江布局，向西整体搬迁。经过数年

建设，已然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高铁、

高速公路纵横县境。奉节丰厚的历史

文化遗存，该移的移，该搬的搬。迁建

的依斗门、开济门、永安宫，原址保护的

耀奎塔，重放异彩；现代化的夔州博物

馆 ，件 件 馆 藏 文 物 让 奉 节 千 年 文 脉 留

存；5A 级景区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依

然漫山红叶、彩霞漫天，游人如织。

2022 年秋，我又一次到奉节公干，

知悉县里在大力招商引资。仅眼镜企

业一项，就实现年产值 20 亿元。商贸服

务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业快速发展。

滨江郦城、夔门印像等商圈，让区域性

消费中心逐步形成。

那些日子，我们走访了人工智能基

础数据产业基地，观摩了光学科技公司

眼镜镜片全自动生产线，品尝了食品开

发 公 司 的 泡 菜 ，为 奉 节 的 高 科 技 新 业

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叫好。我们又

赶往村庄，驻足果挂枝头的柑橘园。脐

橙已成为奉节县支柱产业之一，果品远

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老马知道我又到奉节，发来微信提

醒：奉节虽为农业大县，但别忘了去感

受它的山水文化、诗词文化。是啊，李

白早发白帝，妇孺皆知；杜甫客居夔州，

写 下 多 首 诗 作 ；刘 禹 锡 在 此 创 作 竹 枝

词，那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

有晴”，谁人不知……

彩霞辉映白帝城。彩云之下的峡

江风光，美不胜收。我对老马说，好山

好水好地方，有诗有橙有远方。来吧，

我在奉节，等你！

彩霞辉映白帝城
罗 毅

这个秋天，我来到碣石山拜访。碣

石山雄踞渤海之畔，伫立河北昌黎县城

之北，由近百座起伏的山峦组成，在数

十里范围内岭岭相依。靠南群山托起

一座陡峭险峰，巍然耸立，为主峰仙台

顶，是渤海近岸的高峰。时至今日，昌

黎、抚宁、北戴河、山海关和乐亭、滦南

一带的渔民出海，仍以此为航标。

公元 207 年，也是一个秋天，曹操

在北征乌桓得胜回师途中，登临碣石，

遥望大海，写下《观沧海》：“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其实在曹操之前，碣石山便以观海览胜

而负盛名。它被写入《山海经》和《尚

书·禹贡》中。《汉书》编撰者班固在其

《西都赋》中这般吟诵：“扬波涛于碣石，

激神岳之嶈嶈”。可以想见，那时的海

水就澎湃在山前不远处。时过境迁，沧

海桑田，如今碣石山距离大海已有 15
千米。今天的山海之间，变成了一座充

满活力、魅力的昌黎新城。

漫步在昌黎古风古韵的街道上，穿

行在画卷般的公园中，我仿佛走进了时

空交错的隧道，看碣石山映衬下的古老

源影寺塔，也看遍布城中大街小巷的蓬

勃绿地鲜花。新中国成立初期，昌黎作

为唐山专署驻地，城市建设超过一般县

城发展水平。近十几年来，昌黎经过持

续不断的旧城改造，城市面貌不断刷

新：临街危旧平房消失殆尽，崭新的楼

房拔地而起，商业街旧貌换新颜。碣阳

大街横贯东西；南外环和五峰山路等街

道手牵着手，把城区紧紧地抱在怀里；

黄金地段的戏院街升级成步行街，过去

的老面孔让给了新时尚。特别是近些

年，城区向东西方向不断拓展，城市容

量和品质日新月异。

尤为赞叹的是，昌黎将“口袋公园”

打造为城市建设的点睛之笔。这些公

园或藏于闹市，或偏居一隅，或傍水怀

古，或倚山骋怀，它们串联起城市的烟

火，烘托着人们愉悦的心情。

在碣石山主峰仙台顶左侧有 5 座

山峰，当中的平斗峰南侧山麓开阔处有

“韩文公祠”，始建于明代，为纪念“唐宋

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所修筑。韩愈自称

“昌黎人”，一说其祖籍昌黎，一说其以

韩姓著称天下的昌黎郡为郡望。今天

的昌黎县城还修建了韩愈大街。

沿着韩愈大街一路向北，就进入了

山区。车在山脚下一个小村旁停下。

两边山坡捧出一片舒缓的谷地。进山

的道路两旁都是葡萄园，棚架上藤蔓交

织。走进一户农家院落，一株老葡萄树

裸露着虬曲的根系，粗壮的藤蔓向四面

八方攀扯，将整个院子覆盖成一片浓

荫。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悬垂于枝叶间，

芳香四溢。

位于北纬 39 度范围的昌黎，是葡

萄种植的黄金地带。追溯历史，这里拥

有悠久的葡萄种植史、葡萄酒酿造史，

在中国葡萄酒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多年前，我参观过昌黎的一家酒

厂，印象深刻的是厂区空气中飘浮着果

肉发酵的味道，发酵车间的墙壁上沾染

着葡萄汁液的颜色。如今身在长城华

夏酒庄，我看到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制酒厂，而是现代化、多元性、生态型葡

萄产业链综合体。群山环抱的酒庄，建

筑别致，气势恢弘，走在其中，阳光从头

顶枝叶的缝隙间星星点点地洒下来，仿

佛置身童话世界。酒窖里，柔和的灯光

下，上千只橡木桶静静地入梦，只等人

们用酒杯把沉睡的琼浆唤醒。

以前，外地游客经常抱怨昌黎县城

小、道路窄、环境差。现在，游客说得更

多的是去哪儿玩、待不够。五峰山、长

城华夏酒庄等酒庄成了打卡地，本地人

则喜欢逛逛葡萄小镇。昌黎正在做好

全域旅游这篇大文章。

这个秋天，注定是一个收获的季

节。饱满的葡萄令人喜爱，醇厚的美酒

令人心动。沉浸在酿造的喜悦中，我的

心也和这座城市一起陶醉、一同丰盈、

一样沉实。

此刻，碣石山下的昌黎正从历史

中深情走来，与我们一起迎接崭新的

未来。

碣石山下日月新
李 霁

儿 时 ，读 到 苏 东 坡 的 诗《惠 州 一

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

新 。 日 啖 荔 枝 三 百 颗 ，不 辞 长 作 岭 南

人 。”我 对 苏 东 坡 笔 下 的 惠 州 充 满 向

往。10 多年前，丈夫调到广东惠州下辖

的 博 罗 工 作 ，我 跟 随 他 从 荆 楚 来 到 岭

南，开始了与这片热土的亲密接触。

博罗县紧邻惠州市区，正是苏东坡

诗中的“罗浮山下”。

最先爱上的是这里的美食。温润

的气候孕育出水灵灵的岭南佳果，果真

是“卢橘杨梅次第新”。黄皮、龙眼、荔

枝、杨桃、火龙果、柑橘等轮番登场，让

我的味蕾常年充满了甜蜜。

入乡日久，我慢慢爱上了这里的风

味。山珍野菜、河鲜海味皆可入菜，没

有浓油赤酱雕饰，没有重麻重辣增味，

最 大 程 度 地 保 留 食 材 的 原 味 ，清 鲜 爽

口，让人回味。清早，吃上一碗筋道的

牛肉丸河粉，或者来一盘晶莹的鸡蛋肠

粉。午餐和晚餐，白切鸡、碌鹅、酿三

宝、腊味时常点亮餐桌，再配上水灵灵

的蒜蓉青菜。周末，煲一盅老火靓汤，

把药材和食材一起熬煮成汤汁。

吸 引 我 的 还 有 这 里 看 不 完 的 美

景。岭南名山罗浮山留下过苏东坡等

大家的足迹，就在近旁，可随时去登山

寻幽。不远处，象头山像绿宝石镶嵌在

蓝天白云间，闲时可入山听鸟鸣、闻花

香。东江川流不息穿城而过，朝有晨曦

照水间，晚有落霞映江面。坐车 20 多分

钟 ，就 能 徜 徉 在 惠 州 西 湖 潋 滟 的 柔 波

里。只用一个多小时车程，就可以去巽

寮湾、双月湾踏浪吹海风。

漫步小城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古

榕树、樟树、紫荆树等郁郁葱葱，把浓翠

填满大街小巷，绚丽的花色点缀其中。

春有金灿灿的风铃花吐艳，还未谢幕，

凤凰花就像火红的凤凰飞上半空。夏

天，蔷薇向人们绽开粉扑扑的笑脸。金

秋，桂花如点点繁星飘落枝头，带来满

城花香。冬日，粉白的紫荆花把小城变

成花的海洋。走在小城，仿佛走进一幅

水粉画中，而我，如画中飞翔的小鸟，好

不快活。

让我感动的是小城的温情。刚来

小城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我时常

宅在家里。一个清晨，敲门声响起，打

开门，邻居阿婆笑眯眯地站在面前，塞

给我一个大袋子：“小妹，我刚从乡下老

家摘的菜心，给你拿一些。”袋子里，绿

油油的菜心还滴着露珠。临走时，她又

说：“咱们小区周边有两个公园，你多出

去转转。”

去公园或菜市场，时常会遇到陌生

人 亲 切 地 向 我 打 招 呼 ：“ 你 老 家 在 哪

里？”然后他们会热情地自报家门：湖

南、四川、贵州……来自五湖四海。

在小城生活的十几年，我亲眼见证

了小城的蜕变。忘不了初次来博罗的

情景。当汽车即将抵达博罗收费站时，

路过一个村子，一排低矮的民房立在路

边，门前是坑坑洼洼的小路。我心里一

凉 。 直 到 车 驶 入 城 区 ，看 见 高 楼 和 车

流，我的心才稍微平静下来。今日，外

出回来再经过这个村子，我看到的已是

另一幅画面：一幢幢漂亮的小楼掩映在

绿树中，平坦的柏油马路修到家家户户

门口。

刚来博罗时，商业东街还是一片荒

山野岭，人烟稀少。短短几年时间，商

铺云集，车水马龙。旁边，建起了东山

森林公园，绿道、荷花池、湖泊等多处景

观 串 珠 成 链 ，成 为 人 们 休 闲 健 身 的 好

地方。

以前从博罗到惠州市区，只有一条

金龙大道，车流量大，道路狭窄，到市区

要 一 个 小 时 。 没 过 多 久 ，惠 博 大 道 建

成 ，道 路 宽 阔 ，到 达 市 区 只 需 20 多 分

钟。4 年前，江南大道也修好了，去惠州

市区的路线又多了一个选择。近两年，

高铁通车，博罗设站，从此可快捷抵达

广州、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

如果说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

那么博罗是温润的。润养万物，也滋润

着我这个新博罗人。

如今，我早已习惯这里的生活。罗

浮山下，乐得长作岭南人。

乐得长作岭南人
胡 玲

对中国文学稍有认识的人，应该都

知晓《醉翁亭记》和《滁州西涧》这一文

一诗。一文写山，“环滁皆山也”。一诗

写水，“春潮带雨晚来急”。而这一山一

水就在同一城，相距不过十余公里。从

前城市框架小，它们分布在郊外，如今，

它 们 已 被 快 速 发 展 的 城 市 拥 抱 在 怀

里。有了这一山一水的滋养，一文一诗

的 加 持 ，生 活 在 这 座 城 的 人 ，真 是 有

福了。

这座城，便是位于皖东的滁州。我

去滁州的次数不算少，常去爬琅琊山登

醉翁亭，可从没有去欣赏过西涧的水。

其实我很喜欢韦应物的《滁州西涧》这

首诗：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

鸣 。 春 潮 带 雨 晚 来 急 ，野 渡 无 人 舟 自

横。诗中色彩明艳：青草，黄鹂，碧水，

绿树；动作明快：草生，鸟鸣，潮来，舟

横。今秋，我再一次读起这首诗，于是

当即决定，去滁州，寻访心中的西涧。

据明《滁阳志》记载，西涧就是滁州

城西的乌兔河。今人分析西涧的具体

方位是：乌兔桥下南流再折向东至上水

关之间，大约五里的涧川。然而与山相

比，水在时间中的变化会更大，何况小

小的一条涧水。西涧因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修建水库而被淹没，水库以前叫城

西湖，现更名西涧湖，也就是说，历史上

的西涧仅存地名了。不过当地专家对

西涧另有说法：如果从自然地理意义上

对西涧进行考辨，整个城西山谷间川流

不息的山涧，汇入小沙河，经中游石濑

涧、乌兔河，流入上水关内城河的水系，

可以统称西涧。如今，西涧源流大部分

仍然活跃流淌在山野之间。的确，西涧

的源流是不可能被淹没的。1000 多年

过去了，它仍然在流淌。

在朋友的带领下，我先去了滁州城

内始建于唐代的广惠桥。这座三孔石

拱桥横卧在内城河上。站立桥头，看河

水静流，闹市声隐隐传来。继而沿着内

城河溯流而上，去看始建于宋代的上水

关。这种建于水上的关卡建筑，我第一

次见到，远看像一座城门楼，三孔水门

中竖着木栅栏，上方的辘轳吊起放下实

现启闭，兼具通航、调水和防御功能。

可以想象，当年，这水关关楼和古城城

墙，与远山近岭共同勾勒出这座城美丽

的轮廓线。

从 上 水 关 驱 车 往 西 涧 湖 ，街 头 忽

见一座楼阁，门楼书“奠枕楼”。朋友

介 绍 ，这 楼 与 著 名 词 人 辛 弃 疾 有 关 。

南 宋 乾 道 年 间 ，辛 弃 疾 到 任 滁 州 。 他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措 施 ，不 长 的 时 间 内 就

取 得 了 效 果 。 为 了 与 百 姓 同 享 欢 乐 ，

修建了这座奠枕楼。后来辛弃疾与友

人同游，写下《声声慢·滁州旅次登楼

作和李清宇韵》。

站在奠枕楼头，望着滁州城中街巷

人家，读着慷慨之词，内心突生感动。

原来，滁州这座城，不仅有韦应物的西

涧、欧阳修的醉翁亭，还有辛弃疾的奠

枕楼。

听到我感慨，朋友笑着说，滁州远

不止这些：滁州古城开埠于隋朝，滁州

人耳熟能详的清流街、遵阳街、挑水巷

等街巷，孟公坝等历史遗存，每一处都

有来历有故事……

听着朋友讲古，我们的车驶上了一

座大坝。视野里，陡地出现一个大湖，

湖 水 清 澈 ，烟 波 浩 渺 ，这 就 是 西 涧 湖

了。不知道韦应物行吟过的西涧，在这

湖中的哪一处。沿着滨湖公路去往西

涧渡村。先是拐入一处小丘，又缓缓下

降，大片的湿地奔涌眼前，乡野气息扑

面而来，涧水在原野里漫流，绿树、青

草、民居，错落地安置于缓坡上下。我

陶醉在风景里。这时，绿野中出现一座

咖啡馆，我们停下车来。

现代风格的咖啡馆坐落在一幢幢

民居中，毫不违和。几个年轻人啜饮着

咖啡，轻声交谈着。走出咖啡馆，望向

四周，我们这才发现，村庄里还有民宿、

亲子乐园、健身步道，不少本地市民在

这里闲庭信步。

暮色四合，游走在西涧渡村，我再

一次默默体味着《滁州西涧》的意境。

我想，这首诗与这座城已然血脉相连。

滁州城中访西涧
余同友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

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老师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吟诵

着岑参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我知道了，离我居住的山村 90 多公里

外，有座城市叫武威，古称凉州。那儿

的人们，那儿的故事，令我心驰神往。

我翻阅书籍寻找武威。作为河西

走廊的东大门，这里自古就是连接西

域、欧亚的交通要冲，是丝绸之路上的

战略重地和商埠重镇，有“五凉京华，河

西都会”的美誉。

小学毕业那年，我跟大哥来到武威

城。街道上，大卡车、自行车、行人混杂

熙攘。巍峨的南城门述说着历史的沧

桑，广阔的文化广场展现着城市的繁

华，绿水楼阁的海藏公园让人恍惚到了

江南水乡，凉州美食更让我难忘……

大哥带我去参观被誉为“陇右学宫

之冠”的武威文庙。大哥告诉我，文庙

内藏有几十块石碑、匾额，其中，“书城

不夜”大匾更是武威学子刻苦学风的写

照。那次参观，武威文化的厚重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也引起了我对“凉州”一词

的兴趣。我找来全唐诗，发现以“凉州

词”为题或以凉州为背景的诗，竟然有

那么多，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我找

来史书，发现 2000 多年来，张骞、霍去

病、玄奘、李益……各路风云人物在武

威的历史中熠熠闪光。

或许是沾了文庙的才气，我考上了

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武威市下辖

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工作。转眼到了成

家的年纪，妻子在武威工作，于是我把

家安在了武威城。刚结婚时，我们和岳

父母挤在老楼里。 2004 年，妻子分到

一套 80 平方米的单位集资楼房，我们

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2020 年，我们

又在武威新城区购买了一套 130 平方

米的新房。小区门前就是湿地公园，在

原来海藏公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公

园面积广阔，曲径通幽，流水潺潺，亭台

楼阁掩映其中，是武威城众多公园里最

大的。

武威这座城也日新月异。武威区

位优越，东接兰州、南靠西宁、北临银川

和内蒙古、西通新疆，处于亚欧大陆桥

的咽喉地位和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的

中心地段。依靠区位优势，凭靠甘肃

（武威）国际陆港，借助“一带一路”的东

风，搭乘兰张高铁，武威正吸引着八方

来客，实现飞速发展。

前几年，孩子考上了外地的大学，

我和妻子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节假

日，我们喜欢开上车逛武威。在出土中

国旅游标志铜奔马的汉唐天马城，我们

聆听马踏飞燕的故事；在西夏博物馆，

我们感受西夏碑的珍贵；在中国开凿最

早的石窟之一天梯山石窟，我们看到中

国 石 窟 史 上“ 凉 州 模 式 ”从 这 里 发 源

……我们还去了冰沟河景区，体验“六

月冰河、冰上开花”的奇观；来到苏武沙

漠大景区，领略大漠与文化的完美融

合；身处古树成林的植物园，乘坐摩天

轮，鸟瞰繁华的武威城……当然，少不

了品尝武威美食。和我们一起饱览美

景、饱尝美食的，还有从大江南北涌来

的游客，他们在这五凉古都流连忘返。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

催。”外地人来到武威，还有一样东西必

须品尝，那就是葡萄酒。武威种植葡

萄、酿造葡萄酒的历史悠久，历史上武

威葡萄美酒成为贡品。《凉州词》里就有

写葡萄酒的名句。如今，武威已形成了

一批有规模的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基

地，葡萄酒闻名遐迩。

我与武威结缘 20 多年。我的个人

生活变迁，也是武威蝶变的缩影。如今

的武威，人居环境更舒适，城市建设更

美丽，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爱那

历史悠久的凉州，也爱这充满现代气息

的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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