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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来，就被这条有气质的
老街粘住了腿脚，坠入了它用旧岁与今
时编织的罗网，一心只想往其地理空间
和人文空间的最深处游走。

烟火人间品湘味

都正街不长，三百来米。从街口晃
到街尾，感觉如进了某个老长沙人收藏
细软和珍宝的隐秘地，满目都是好风
物：一卷麻石铺地、绿叶悬壁的长街，
两边站立着画了门神的老墙，挂了红灯
笼、高不过三四层楼的老铺子、旧公
馆，还有老师傅炸爆米花和拉黄包车的
场景雕塑以及一家家汉服店、茶楼、老
酒馆……这老味道新气息组合的一切，
皆在宁静的日光和厚实的绿荫里。

夏日的正午，将雨未雨，街上行人
寥寥。我享受着自由自在，穿东屋走西
巷的散漫闲适。这里长长短短的巷子，
不只曲径通幽，互相通达，名字也极有
烟火味，俗如铁铺巷、香铺巷等，让人
望名而知，是前人做铁器、熏香营生的
地方；雅的，便如清香留巷、凤凰台、
东池等。老街巷都是有故事的，像从都
正街旁逸而出的易家巷，便是因清道光
进士、官至陕甘总督的易棠建故居于此
而得名。詹王宫巷，原来建有祭祀酒席
业宗祖詹王的庙宇。詹姓师傅乃隋文帝
大厨，做佳肴水平绝伦，得封“詹王”，
被长沙历代事厨者尊为保佑神。为跟从
詹王荫庇，后世众多湘菜名师聚居此
地，使得这条小巷一度成为湘菜大本
营。最有意思的是，据文字记载，咸丰
十一年，书法家何绍基就是在这里摹写
了书法名帖 《石门颂》。饭菜香与书法
美，在一巷勾连，真是佳话。至于凤凰
台，据说是明代长沙吉王为女儿凤凰公
主筑台建梳妆楼的地方，它承载了深深
的父爱，后人听闻，皆为之动容。

都正街、千总巷的名字，同样有其
缘起。清初，置绿营都司衙门和千总署
于此地，留下的两个地名，将遥远岁月
那头的一丝“兵气”，刻录下来，成为印
证历史烽火的实锤，亦提醒后世警觉，
凡重地，皆可能滋生兵戎，唯有和平一
道，可护万民安乐。

闹中取静文韵长

在都正街中段，清香留巷往东伸
进。巷宽三两米，有几幢老式公馆，一
色的青砖清水墙，花木环门。这里原是
清代大户人家的私人庭院，遍植异草奇
花，故留下了含“香”的巷名。我真心喜欢

“清香留”这个词，念着似有荷香拂动，又
似有辽阔的静气。此刻，我就在清香留
巷的一丛细竹旁，听到了轻风掀叶的簌
籁响动，听到了自己鞋子缓慢挪移的声
音，也听到了初夏的几点蝉鸣，短而迅

疾，消失在巷尾小青瓦的上空。
在都正街闲逛，心里盛满了猝然而来

的欢喜。我发现，这长沙城最深的“民间”，
最烟火气的部位，其实是静气十足的。这
种静，是脚下染着青苔的长条麻石道和高
高低低爬满绿叶青藤的老屋撑起来的；是
桃花井、古稻田、槐树巷、清香里、和乐街、
甘棠址这些枝蔓巷街和历史过往撑起来
的。它在午后荡过来的几声长沙腔调里膨
大，在一只趴在红色招牌下的慵懒金毛犬
上漫溢。当两个面容娇好的少男少女，穿
着宽袍大袖的汉服，拿着冰淇淋，仙气飘
飘地从一扇店门后走出来，我突然感觉，
他们的文艺气息与都正街正午的静，是如
此协调，有锦瑟繁弦之妙。此时，我对这条
老街迷恋得更厉害，仿佛被它放了蛊。有
人说，暮色一起，夜市的喧声会破了这静
气。可我知道，老街的静气不会走远，它就
附着在人们“岁月静好”的心愿里。

都正街的地面，也是有文气的。城
南书院驻扎此地近八十个春秋，是湖南
巡抚杨锡绂于乾隆十年创建的，设有斋
舍、讲堂、文庙、御书楼、朱张两先贤
祠等。1875 年，湘水校经堂在都正街恢
复，凡十五年，培养了众多经世致用的
人才。郭嵩涛、何绍基、陈本钦、贺熙
龄等先后登堂主讲；左宗棠、曾国荃、
黄兴、王闿运等人均就读于这两所学
府。可以说，发自古老都正街的悠长文
脉，对晚清湖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和中国
近代历史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旧貌新颜最堪看

都正街也曾破旧脏乱、身形瑟缩，
是长沙最早进行“有机改造”的老城
区。“有机”二字，魂为“自然”，意味
着本色真朴、原汁原味。果蔬“有机”，
不添不假，于饭食者大益；情感“有
机”，至真至诚，于交往者有信。历史丰

厚的巷街，是点醒一个城市记忆的导
引。都正街的改造，一直被顺应原有地
理环境、留住历史记忆与乡愁、提高市
民生活质量的“有机”思路纵贯，所有
老屋皆修旧如旧，随处可见黛瓦灰墙，
木窗棂，红门环扣，空阶庭……保持了
老建筑的古意和庄重；每条曲里拐弯的
巷子，都被整饬得绿植葱郁，连最僻静
的角落，亦铺上了小青砖。那些藏在绿
叶长巷里的麦琪小院、知舍茶馆、走心
卖家等门脸，竟无端让我想起远山如
黛、绿野仙踪之类的词语。

我刚认识的余东海老伯，穿着白 T
恤，瘦而健谈，是正宗的都正街“土
著”。他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小时候在
街头滚铁环、拍油板，爬墙上树捉“凤
凤”（即金龟子），熟悉七巷八街的每一
个犄角旮旯。他清楚地记得，从前这个
天心阁下的老城区，四处是断瓦残垣，

尘土飞扬，多棚屋、虫鼠和贫困人家。
现在，古稀之年的他，见证了都正街的
改变，也作为四位街坊代表之一，在城
改过程中参与“指手画脚”，哪堵墙该
拆，哪条路该拉通，哪间屋子是有历史
价值的，哪些树木蕴含了街坊邻居的美
好往昔，他心里全都有底。由于“改”
字背后的“有机”思维，也由于余老伯
等街坊的参与，改造后的都正街，成了
长沙腹地的一片“辋川”、一处“别
院”，街景人情，一派和乐。宽街窄巷，
环境变美了，不仅宜居怡心，还尽可能
地保留了历史的原貌和遗迹，哪怕是一
块石碑，一块旧地址的标示牌。是啊，
没有了老城区那些遗存，许多历史就没
有了印证，只能流浪在庞杂的民间传说
中，最后被时光之水稀释得无影无踪。

余老伯说，现在提起都正街，他就
感到蛮亲切蛮骄傲。我亦不可救药地喜
欢上了这条让我有感觉的老街，喜欢它
保持了长沙的历史印记和韵味，更迷恋
它在闹市中依然保有的那份静气。

回到家，我在本子上写下这样一段
话：走在都正街的麻石路上，我看到了
民间烟火的本质与最实在的一面，那就
是平和、喜乐、宁静地生活，与绿草花
树相对，与至亲睦邻相守，一代又一
代，绵延不尽……

上图：都正街古巷。
左图：《打人参米》铜像。

都正街：老街风物最长沙
方雪梅文/图 近年，总会在网上看到各种

关于毕业旅行的新闻：周游全
国、骑行川藏、穷游西北……印
象最深的一则消息是在去年，
山西朔州一名高三班主任，带
领 11 名高中毕业生骑行 1800 公
里。在 17 天的艰苦跋涉中，他
们翻越雁门山脉、穿过汾河谷
地、进入华北平原、长江中下
游平原……最终来到了上海。

又是一年毕业季，随着高
考、中考尘埃落定，阶段性完
成学业的考生们迎来了一段较
长的闲暇时光。如何度过这段
空闲时间？不少同学已经收拾
好行囊，准备来一次旅行。微
信指数也说明了这一点：自7月
4日起，以“毕业旅行”为关键
词 的 搜 索 量 便 呈 直 线 上 升 趋
势。旅游市场也为此开启了一
系列针对暑期旅游的促销活动。

对于考生而言，毕业旅行
无疑是心愿清单上优先完成的
项目。在结束了马拉松长跑似
的十几年学习后，学生们终于
可以借此机会放松身心、缓解
压力。但我认为，毕业旅行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更重要
的在于，那些原本在课本上捉摸不透的名词，经过双轮
飞驰，成为学生们近在眼前的风景。

有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正的成长从来不
拘泥于教室与书本，不会被一次考试所定义。毕业旅行
并不是单纯的吃喝玩乐，而是一次和自然、历史、社会
相遇的机会。课本知识的学习终归是一种间接的经验，
只有到现场，才能亲身经历，获得一手体验，从而将抽
象的知识转化为内心的鲜活感受。

图片上的泰山看上去巍峨雄伟，但只有身临其境，
才能体会“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原因；传说中的黄山再

“奇”，不爬一爬也难明了“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
不看岳”的典故。到大自然中去，才能明白李白缘何写
出“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看看高飞的大雁，才能
体会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意境。拥入大自然
的怀抱，可以获得一种情景交融的审美感受，感受自然
的生机勃勃与无穷魅力，这该是一堂堂多么生动的生物
课、地理课。

良渚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殷墟遗址、秦始皇陵
兵马俑、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些标记中华文明进程的
文化遗产，虽然可从书中了解、在网上参观，但永远也
无法获得身临其境的震撼与惊喜。设想一下，站在千百
年、万余年前先人们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明面前，无论
是一架编钟，一张绢帛，还是一顶陶罐，怎能不生发同
学们的“思古之幽情”？这些穿越时空的文化徽记，将古
老文明的密码送到每一个游客面前。

而每到一个新地方，领略不同少数民族文化或是异
国风情，也能让人体会到更加多元的人类文明和生产生
活方式，从而学会尊重与包容多元文化。在热带雨林气
候的西双版纳，看割胶工人采集白色的橡胶；在额尔古
纳，体验蒙古族人的游牧生活，品尝俄罗斯族同胞烤制
的列巴；在汕头，看渔船归港，看渔夫忙碌的身影。渔
网里跳动的鱼虾预示了劳动带来的收获。

和自然相遇，和历史重逢，和远方的人邂逅，使毕
业旅行有了更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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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旅游漫笔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弘
农涧河则是灵宝人的母亲河。

当我伫立弘农涧河岸边，眺望
着奔流的弘农涧河水，就想念弘农
涧河的源头。

家乡河南灵宝朱阳镇，位于弘
农涧河源头区域。翻阅 《朱阳镇
志》，书中记载，有鸿胪涧、鸿关
水、鸿胪水、洪溜涧河、弘农河之
称。战国时期称为门水河。清代

《读史方舆纪要》 中说：“弘农涧，在
县治西。会崤、渑诸水，北入于河。”

弘农涧河，全长 88公里。发源于
朱阳镇两岔河，穿越南河峡谷，一路
奔流不息，在镇区东头的营里村，化
作碧波荡漾的龙湖。之后，经过龙乡
五亩，浩浩荡荡，跨越繁华的晋城灵
宝市区，从函谷关北寨，注入黄河。

如若弘农涧河是一篇隽秀的散
文，那么，老家朱阳弘农涧河的源
头风光，就是一阕平仄相间、长短
错落、清新绮丽的宋词。

我想到宋词里弘农涧河的源头
走走。

从灵宝市区出发，驱车沿着弘农
涧河行走了七八十里路后，过了贾村
大桥，山路忽然一转，眼前豁然开朗，
便来到了朱阳镇。极目远眺，青山环
绕的田野、村庄、河流、石桥，石头砌
成的长堤，诗意地组成一座古朴典雅
的秀丽小镇。在小镇河对面的芙蓉坡
鸟瞰全镇，只见小镇安静地站立在
平坦的小盆地里，笔直宽阔的朱阳
大道横贯东西；熙熙攘攘的佛山
路、五峰路纵贯南北。镇东区易地
搬迁点幸福家园小区高楼林立，水
平如镜的人工湖东湖五彩斑斓；红
色文化广场上，人们舞姿翩翩，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出了朱阳街，沿着河岸边的水泥
公路，顺着水流的方向西南行走，便
进入源头南河峡谷。峡谷长约 15 余
里，过了南河峡谷三桥，河谷就越来
越狭窄。只容得下一条河和一条水泥

道路。清澈明亮的河水，顺着青崖脚
下，浅吟低唱向东流淌；弯弯曲曲的
水泥道路，蜿蜒向深山里延展。

站在河谷的道路上，举头仰望，
蓝色天空只有一道苇席那么宽。两岸
悬崖峭壁，青岩叠嶂，怪石嶙峋，危峰
兀立。岩石上的树木藤蔓，或屹立于
青岩之上，或飘逸于岩缝之中，或倒
映于明净的水面上。路上没有遇见一
个行人，抑或一辆行驶的车辆。“空谷
不见人，但闻水流声”。如若你心情郁
闷的时候，独自漫步在奇山秀水的峡
谷里，心中的许多不愉快，就会随着
山间湿漉漉的风远去。

河水清冽可鉴，让人一眼就望
见河底的砂石。葱茏飘摇的水草绿
得发亮。河滩散落着许多大大小小
的白石头，几只漂亮的红嘴水鸟，
停留在洁白的石头上。尤其在炎热
的夏日，源头河谷，吸引了许多城
里人，来到这里纳凉消夏。

临近的周家河村,在河的南岸，
那里有许多紫色的石头。由于是河
谷，谷幽水清，云雾缭绕，为这些紫色

石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
种紫色石头绵软，上面有绿色纹络，
是制作虢州石砚的上等材料。自唐代
以来，曾为皇室之贡品。司马光赋诗
称虢州石为“天地之异气，山泽之珠
宝也”。北宋诗人欧阳修曾收藏了友
人赠送的虢州石，还特意为之赋诗

《紫石屏歌》。如今，虢州石已成为朱
阳弘农源头的一张文化名片。

弘农涧河源头的乡亲们，正描
绘着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漫步源头
的村落里，你会惊讶地发现，竽元
村的高山蔬菜，麻林河的香菇，犁
牛河的高山玉米糁子，王家村的弘
农源景区，两岔河的传统古村落，
鱼仙河的森林乡村建设，越来越受到
山外来这儿休闲康养游客们的喜爱。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推进，弘农涧河作为黄河
母亲河的一个小支流，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我想，那时的弘农涧
河，水秀河畅，岸碧景美，将变成
新时代的幸福河。

上图：弘农涧河河畔。来自百度

溯源弘农涧河溯源弘农涧河
冯敏生冯敏生

六盘山有广义、狭义两个所
指，广义上它是我国西北部一段近
南北走向的狭长山脉，纵贯宁夏、
甘肃、陕西三省区，是关中平原的
天然屏障，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狭义上六盘山只是此山脉中的一座
山峰，而且只是第二高，第一高峰
叫米缸山。群山之中，我们唯独对
六盘山印象深刻，因为它有不平凡
的历史。

人们熟悉六盘山，多是从毛泽
东同志那首 《清平乐·六盘山》 中
了解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成
功翻越了六盘山——这是长征路上
的最后一座大山，长征即将胜利结
束。毛泽东在诗中写道：“六盘山
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六盘山
大名不胫而走。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知道了六盘
山。那是一次班级联欢会，一个叫石
玉亭的同学朗诵了这首《清平乐》。

他声情并茂，临结束时还做了一个
手势，所以，我至今印象深刻。

后来有一年，和祥子到银川，司
机小吴带我们游览了镇北堡西部影
城、沙湖、穆斯林大教堂以及中卫沙
坡头。闲聊中，得知小吴是固原人，
离六盘山不过几十公里，便游兴陡
增，从银川坐上大巴，到了固原。

固原是个地级市，古丝绸之路
必经之处，又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
化的结合部，汉回混居，历史的沉
淀深厚。翌日，在汽车站租个小
车，直奔了六盘山。此山之所以叫
六盘山，是因为它险峻异常，要上
山顶，须经六重盘道。果然，我们
上山时，一路上左拐右拐，颠颠簸
簸，人在车里犯晕。

途中，经一个草木繁茂的弯
道，一只野鸡站在路中间，应当是
只公鸡，个子肥大，浑身的羽毛黄
中有绿，头上的翎子是红中带黑。

我感到惊奇，大叫：野鸡！小吴
并不惊讶，说这东西常见，这里的
人有保护野生动物的习惯，年年举
办“放飞鸟类”“制造鸟巢”“救助
野生动物”等活动，近几年已放生
了3000多只野生动物。看着慢吞吞
远去的野鸡，我感觉到，它不怕
人，也不怕汽车。

后来，得知固原的旅游资源非
常丰富，有“南绿北红”之称，“南绿”
指的是固原国家森林公园，占地 6.7
万公顷，其中尚含部分原始森林，
林中野生动植物品种繁多。“北
红”是指六盘山山顶的红色旅游
区，景区迎面的墙壁上是三面红
旗，旁有红军铜铸像和吟诗台，红
军纪念馆在最高处，下有红军广
场，广场上有纪念碑、纪念亭。

我们上了几层台阶，进了红军
纪念馆，纪念馆除序厅外，还有四
个展厅，分别为“红军不怕远征
难”“六盘山上高峰”“回汉一家
亲”以及“红旗漫卷西风”。馆中
有红军长征的路线图，有上百件红
军遗物，有毛泽东同志在固原住过
的窑洞的复原，还有红军与回民亲
如一家的故事介绍，尤其是翻越六
盘山的前后经过，详细、曲折、激
烈、生动，引人入胜。

我们下了山往回走，路上，小
吴说，红军三次翻越六盘山，留下
许多故事，固原到处都有关于红军
的传说。比如六盘山脚下那几间房
子，原是国民党部队的营房，他们
来此驻扎是想消灭红军的，但是被
红一方面军打退了。六盘山下不远
处有一座红军烈士陵园，每年清
明，固原人都会去祭奠。六盘山，
不仅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历史见证，
也将这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了下去。

上图：游人在固原六盘山“红
军小道”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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