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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豆花开菜籽黄，幺妹回家
去 看 喽 娘 ……” 吃 嫩 胡 豆 的 季
节，四川民歌 《胡豆花开》 伴着
清风轻轻飘来。吴碧霞甜美亲
切、川味十足的歌声，硬是把我
带回到了家乡四川西充那开满胡
豆花的田边地角、坡坡坎坎。

胡豆姓“胡”，张骞从“胡
地”（西域） 带来。胡豆很快融入
小麦油菜豌豆这个大家庭，成为
华夏大地上的古老物种，在大江
南北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了千百
年。胡豆因“豆荚状如老蚕”，有
的地方又叫蚕豆。老家一直习惯
叫胡豆，我还是喜欢这样的称
呼，满满的全是亲切的家乡味。

春日里的生机与活力

“寒露麦子霜降豆。”寒露到
霜降，地里的红苕刚刚收完，人
们就开始种小麦，种胡豆。在家
乡，肥田沃土大多用来种小麦油
菜，胡豆不是主要农作物，一般
种在田坎地边或者土壤瘠薄的坡
坡坎坎上。

胡豆是充满灵性的种子，从
不挑肥拣瘦。人们拿锄头随便挖
一个窝，丢上两粒胡豆，抓一把
干粪 （草木灰、土皮子加粪水做
的堆肥） 盖上，心情好的时候浇
一瓢粪水，胡豆很快生根发芽，

过几天就乖乖地从土里冒出头
来，蛰伏在漫漫寒冬里，耐着性
子，等待春暖花开。

春节过后，春姑娘柔柔地把
胡豆苗唤醒。胡豆苗伸了伸懒
腰，睡眼惺忪地舒茎拔节，四方
形的茎干转眼就蹿出好高一截，
兀自直立。星星点点的花，从茎
干和短梗的夹角腋窝处冒出来，
只需几天，胡豆花就次第开放，
蓝白色的花瓣上点缀着紫色的斑
纹，像彩蝶翩翩，簇拥着，挨挨
挤挤的，在春日暖阳下振翅欲
飞，被人们长期薄待的田边地角
和瘠薄的坡坡坎坎也跟着笑意吟
吟，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胡豆花枕着春风的呢喃，把
灵魂安放在子房里，孕育着今生
的多彩故事。春分过后，几个暖
阳照耀，几场春雨温润，豆荚顶
着蝴蝶样的花冠，灌浆生长，生
长灌浆，滚圆饱胀得仿佛要破裂
似的。

胡豆迈入了最让人心动走神
的青春期。

在我儿时的艰难岁月里，农
历二三月，地里的小麦还在有些
着急地扬花灌浆，家家户户柜子
里的粮食已经所剩不多，有的人
家眼看着就要断炊了，一天一
天，依靠自留地里的牛皮菜本分
地苦苦地撑着一个个干瘪的肚

皮。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人们眼
巴巴地望着长在田边地角坡坡坎
坎的胡豆苗，一串串胖乎乎的豆
荚抹绿了一双双期盼的眼睛，装
点着胡豆花一样的梦。

架起友谊的桥梁

“呀，今年的胡豆长得叫人眼
馋……”

“再过几天，要吃嫩胡豆了。”
夕阳下，牛和人的脚步声响

过长满胡豆的田坎，胡豆也跟着
人的喜悦舞蹈起来。

胡豆很乖巧，在人们需要填
饱肚子的时候，赶在小麦前头，
抢先成熟，田边地角坡坡坎坎便
升腾着胡豆的清香和农民的食
欲。“翠荚中排浅碧珠，甘欺崖蜜
软欺酥。”诗人杨万里似乎最会品
尝嫩胡豆的个中滋味。

妇 女 们 按 照 生 产 队 长 的 吩
咐，把胡豆连根拔起，背到晒
坝，堆在三合土上。大家围在一
起，麻利地扒去胡豆叶，七手八
脚地剥豆荚，嫩绿的胡豆从裂口
处蹦出来，敲击着人们心中的快
感。豆叶用来煮猪饲料，豆秆就
横七竖八地躺在太阳下，等待着
走进灶膛，化为灰烬，去填充下
一轮胡豆窝；等待着化成熊熊烈
焰，去煮一锅 《七步诗》 的手足

之情。
会计按人头分胡豆，每个人

分个半斤八两，高高兴兴拿回
家，虽然没有“且将蚕豆伴青
梅”的闲适，但家家户户都像过
节一样，高度一致地吃胡豆。富
裕的家庭拿油和盐把牛皮菜焯水
后与煮熟的胡豆一起烩，一碗带
着浓浓烟火味的川菜“牛皮菜烩
胡豆”，总能勾起左邻右舍对油盐
的向往；大多数人家则是把胡豆
与红苕、牛皮菜一锅煮，合着泡
菜热热地吃了，下地干活去。嫩
胡豆很柔软，淀粉含量足，耐消
化，热量高，男人女人吃了嫩胡
豆，干起活来，一个下午仿佛都
有使不完的劲。

在小孩眼里，嫩胡豆是稀罕
物，大家都不舍得吃。那年月，
小孩之间没有水果糖、薯片、饼
干麻花、巧克力分享，只有嫩胡
豆可以架起友谊的桥梁。吃饭的
时候，我常常把胡豆挑出留下，
悄悄装进裤包。下午出去玩，再
从裤包里抓出来，一个小朋友一
颗分着吃，个个吃得很开心，吃
完了，再一人一颗，一起分享这
人间美味。那滋味，仿佛就是薯
片加巧克力调和的定制品。

萦绕心间的乡愁

日子清清浅浅，岁月兜兜转
转，胡豆花一年一度应时开放。
我没种几年胡豆，春风就穿尘而
来，土地率先“解冻”，人心于是
散落在平平仄仄的致富梦里，胡
豆花的浅笑，嫩胡豆的馨香，已
经留不住人和牛的脚步。流年似
水，无声无息，在风中一茬一茬
轮回，我们的孙辈好像已经不认
那片土地是故土了，也不关心那
曾经开满田边地角坡坡坎坎胡豆
花的清纯。

偶尔携薄薄的春意，路过一
处处破败的农舍。农舍拆迁了，
曾经在这里男欢女爱的主人，把
一串一串的胡豆花遗弃在无边的
寂寞里。春寒料峭，胡豆花为谁
回眸为谁开？

我惆怅迎风，伫立良久。
胡豆不枝不蔓，胡豆花不婀

娜，不妩媚，不娇艳，没有牡丹
的雍容华贵，没有梅花的暗香盈

袖，没有桃花的灼灼其华，甚至
没有油菜花的耀眼夺目，胡豆花
很卑微，卑微到常常被人遗忘。

“爱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
野草流。”胡豆和油菜一样能调和
人间烟火味，可是，乾隆皇帝却
只把爱给了油菜花。一花一世
界。胡豆花越过世俗的心墙，拼
尽三生三世的爱恋，寻寻觅觅，
只为那个懂它的人。

“蚕豆花开映女桑，方茎碧叶
吐芬芳。田间野粉无人爱，不逐东
风杂众香。”胡豆花不因卑微而自
轻，不因油菜花的娇艳得宠而心
生妒意，也不愿混杂众香借助桃
红李白来抬高身段，胡豆花以其
方正的茎、碧绿的叶托起芬芳的
欢喜，在百花的聒噪声中努力长
成自己的风景，终于等来了汪士
慎的浅唱低吟，等来了懂它的人。

我喜欢胡豆花吗？曾经，我
对胡豆花的喜爱长在豆荚里，混
杂着饥饿与食欲。青黄不接的日
子里，饥肠辘辘的人们更多的是
拿嫩胡豆充饥，胡豆花那灵动的
花瓣，那紫色的斑纹，那小眼珠
一样的斑点，那春日暖阳下彩蝶
一样翩翩欲飞的美感，都被饥饿
与食欲揉碎在了料峭春寒里。

又到了吃嫩胡豆的季节，每
当看到农贸市场里那滚圆滚圆的
胡豆荚，那嫩绿嫩绿的胡豆米，
家乡田边地角坡坡坎坎上迎风含
笑的胡豆花，就低眉浅笑亭亭玉
立地开在我的心里。我爱胡豆
花，就让我携清代名士汪士慎的
情怀和吴碧霞川味十足的民歌，
萦绕我心间的缕缕乡愁，去陪伴
胡豆花开吧。

题图：胡豆 资料图片
左图：四川西充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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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豆花开
蒲光树

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一
直让我心驰神往，它临洱海东北
角，抬头便是苍山洱海。

来到这里，一夜安眠，醒来
时全世界都是雨声。跨进阳台，
不见苍山，唯有白茫茫洱海一
片，好一个清凉世界。许多人都
说，高原的雨不会久下不停，彩
虹总在风雨后，常常一阵风刮
来，阴霾尽扫，又是蓝天白云。
返回室内，憧憬着兴许能看见彩
虹，盘算着接下来的行程。

我静静等待。终于，黛色苍
山已白云缭绕，静若处子的洱海
已醒来，虽说还没梳妆打扮，睡
眼惺忪同样惹人怜爱。只是恼人
的雨，没有歇气的迹象，不依不
饶下个不停。

在阳台与室内来回折腾，忽
然听到鸟鸣声从湖中传来，似急
切，又欢快。扶栏搜寻，见不远
的浮萍中有四五个草窝时隐时
现，原来是水鸭子在孵卵。孵化
未来的水鸭子定力十足，一动不
动环顾左右嬉戏的伙伴。有点惊
奇，又有点惭愧，坐在室内安心
等吧。

这一等，就是一天。房东是
土生土长的双廊人，她告诉我；

“今年雨季早了点，连绵大雨更
少见，也许是喜雨在欢迎你吧。”

次日又在听雨模式中醒来，
老天真无晴？下午云开雾散，原
来有情啊。小镇“报复”般地喧
嚣起来。

走在湿漉漉的石板上，个个
喜笑颜开。通向洱海的每一条小
巷，都能望见俊美的苍山飘着白
云朵朵。洱海像梳妆打扮好了的
睡美人，轻盈盈跨出家门。清风
吹拂，微波荡漾，黏住了无数游
客惊喜的目光。苍山的倒影轻拥
着洱海，犹如一幅美丽的画作。

不知不觉到了玉几岛，这里
最吸人眼球的是月亮宫与太阳
宫。月亮宫紧闭的门窗、厚重的
窗帘，围住了一方幽深的天地，
与外界似乎失去联系。火红的太
阳，清秀的苍山，潋滟的洱海，
把游客的脸庞映得灿烂如春。

人们或细看街边墙上玉几岛
的老照片，感慨沧海桑田，在谈
笑声中消减了心结。太阳宫正在
夕阳西斜中热闹着。此时，晚霞
正好，苍山像刚练完健美操的小
伙，绵延起伏的山峦如隆起的肌

肉泛着光亮；洱海波光妩媚，恰
似妆罢对镜的模样。

双廊的晴一闪而过，接下来
几天的潇潇风雨，印证了今年的
雨季就是不一样。风雨成了此次
旅居的最大背景，苍山洱海，小
巷民居，我无数次在风雨里与它
们窃窃私语，躲在屋里，在别人
的文字里神游宝地：“下关风，
上关花，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
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

我没有这样的幸运，更没有
那样的才情。能有清凉的风吹，
无边的雨抚，也算承受了宝地的
恩宠。

就在离开的那个晚上，不知
什么风把乌云刮得不见踪影。满
天星星像天女把晶莹剔透的珍珠
撒满翡翠般的玉盘，借着初秋新
月的光仔细挑选，仿佛要编缀一
件世间最华美的项链，挂在将要
出嫁的洱海姑娘胸前。月光映在
湖面，洱海柔美无边。苍山如
松，深情地站在身边。

苍山洱海，相伴千年，一颦
一笑，暗自明了。这是山与水的
默契，这是天与地的和鸣。

夜阑人静，风光无边，栏杆
拍遍，双廊啊双廊，难道临别才
赠我惊艳？

下图：双廊风光

风雨双廊
沈治鹏文/图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夜幕降临，大山深处的
一个 U 形峡谷，高低落差
180 米的天然表演剧场坐落
于此。2012年打造的“印象
武隆”山水实景剧由远及近
的船工号子先声夺人，紧接
着一群身穿蓑衣的纤夫，编
着小辫的渔娘，划水而至的
渔船……

乌江边上，富有地域特
色的生活图景映入眼帘。剧
情再现了早年乌江纤夫的悲
壮出工和离别场景。表演者
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武隆区
的农民，他们白天干活，夜
晚便换上演出服，融入剧情
打造的热闹场景中。

适逢中外专家学者共话
绿色发展大会，89 岁高龄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
喀斯特权威卢耀如在论坛
上讲述着他眼中的武隆绿
色 发 展 故 事 ： 60 多 年 前 ，
武 隆 因 大 山 而 贫 穷 落 后 ，
如今却因绿水青山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重庆武隆区仙女山的高
原草甸有条笔直高低起伏的

“最美公路”，因四季景色各
异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摄影爱
好者。尤其是在夏季，重庆
市区高温难耐，距市区两小
时车程的仙女山天然草场吹
来的却是阵阵凉爽的风。行
走在“最美公路上”，道路
两旁绿草茵茵，过往的观光
小火车、游人与悠闲吃草的
牛马共同形成一幅惬意温馨

的画面。
在去往天坑的路上，当

地人说：这里被誉为“世界
喀斯特生态博物馆”。坐直
梯下到天坑底部，向天仰
望，蓝天白云飘浮在洞口上
方，四壁被风化的钟乳石和
明显喀斯特地貌特征的悬崖
峭壁上长满了青苔和绿植。

拾级而下，眼前别有洞
天。几位挑滑杆的老汉正在
吆喝游客们乘坐下山：“农
闲时到这儿卖点苦力，让自
己手头上有些活钱”一位歇
脚挑滑杆的老汉告诉我。

继续下行，只见对面峭
壁里缝隙里流出的山泉水倾
泻而下，形成的瀑布是夏天
孩子们戏水冲凉的好去处。
走在峡谷通幽的板径小路
上，潺潺溪水悦耳动听。弯
曲的石板小道两旁，一座百
年寺庙掩映在几近遮天蔽日
的茂密竹林中，国内几部电
影外拍地都曾选择在这里。

一位自驾前来的哥们儿
告诉我：“21 年间，我来武
隆的次数有 156 次。我曾走

遍全国乃至世界的千山万
水，可心中独爱武隆。我经
常组织自驾车队到这玩儿，
在这不用导航，我就是武隆
的活地图。不瞒您说，我还
是武隆的荣誉市民呢！”

确实，武隆很难不让人
心驰神往。它地处武陵山与
大娄山结合处，林木茂盛，
山水秀美，辖区有汉族、苗
族、土家族、仡佬族等13个
民族。“武隆区的森林覆盖
率达 64.5%，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常年保持在 95%以上。
还有 691 处可开发旅游资源
串珠式密布全境，是国家推
广全域旅游示范区……”向
导边走边详细介绍了大自然
赋予武隆的“瑰宝”。

这 里 的 老 百 姓 靠 山 吃
山、靠水吃水，农家乐、山
野人家等各种生态宜居点缀
山水之间。绿水青山换来了
他们的小康生活。

左图：仙女山观光小火
车行驶在公路上。

下图：牛群正在穿过公
路。

绿水青山富武隆
本报记者 赵树宴文/图

芝溪与衢江在一个
叫盈川的地方交汇，江
面苍茫，一望无垠，行
舟缥缈，远树若荠，偶
有白鸟翔集于江渚芦
苇。水，滋润着两岸的
山川田野、小桥人家。

浩淼江水似乎记录
了一切，浙江衢州盈川
村的东面，留下了一处
通航埠头。岸边的赭色
巨石布满了青苔，“盈
川古码头”五个大字铭
刻其上，昭示着曾经有
过的岁月繁华。

明清时期，衢江水
运发达，航道以衢州城
为中心，分为上行、下
行两条线，下行的便是
由衢州通往金华、杭
州，途经盈川。站在古
渡口边，凭栏远眺，若
驾一叶扁舟，顺流东
下，那样便可抵达“烟
柳画桥，风帘翠幕，参
差十万人家”的古老钱塘。

如今的盈川古渡口，已成为当地“衢州有
礼”诗画风光带建设中一处颇具人文特色的景
点。古码头两侧修建了沿水观光长廊，初秋时
节，修长的芦苇在风中纷纷扬扬，绚烂的晚霞在
水中荡漾，夕阳的余晖悄悄给岸边的竹林蒙上神
秘的面纱。

古渡口边有一条小径通向村中人家，青石铺
就的小路简约平坦，茵茵翠竹婷婷而立，树缝中
隐约可闻鸡犬之声，沿石阶行百步便可到盈川
村。村舍不大，白墙红瓦，每家每户门口都整齐
洁净，院落里植有木槿、紫薇等江南常见绿树。

一路朝东，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最后一站
——盈川城隍庙。当时，几个当地的村民正在祠
堂内闲谈，见有人入祠堂便纷纷起身为我们介绍
杨炯祠的来历，没想到“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
竟然栖隐于此。

祠堂还保留着最初的形貌，简朴敞亮，中殿
立有杨炯雕像。祠堂内壁悬挂关于杨炯事迹之图
文，在祠堂一处隐蔽的角落，有青石上附盈川当
地人赠送的篆刻碑文。

杨炯之事迹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当地百姓
在江水对面的空地上修建了杨炯祠，千年香火不
断，并于每年农历六月初一，举行“杨炯出巡”
祭祀活动。2007年，这一活动入选了浙江省第二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渡悠悠，杨炯祠前江水逝去不舍昼夜，江
南的诗意很久之前就是流淌在一江清水之中。曾
有一个远行人泊舟盈川古码头，当时正是日隐西
山，天幕四合，辰星闪耀，两岸渔船正明火。在
一栋临江客舍，他稍作休整，便于窗前书桌写下

《九月一日夜宿盈川市》。青灯如豆，秋虫唧唧，
盈川古渡此刻是一个旅人温暖的歇脚处。

离开盈川时，我们重新又回到古码头，金风
习习，白日的燥热渐渐消退，随之而来的会是月
明、风清、蝉鸣的江南夜。岁月悠悠，多少人曾
在一个像盈川这般的渡口听涛观澜，水路亦是诗
路，白居易、杨炯、杨万里……在这个诗歌的国
度，盈川早已留下自己的名字，盈川幸甚，诗路
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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