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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一过，来四川德阳看鸟的人
就多了起来，绵阳、成都，甚至全国
各地的爱鸟者都慕名而来。本地市民
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茶余饭后总要
到旌湖两岸遛弯打卡，给红嘴鸥喂点
食，吹着口哨和它们互动，彼此确认
过眼神后，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

就这样，候鸟成为了许多市民心
里时刻惦记着的宝贝。人鸟同城，也
让传统重工业城市华丽转身，凸显出
柔情似水的一面。有候鸟的陪伴，相
信这个冬天不会太冷。

随着这些年城市生态环境改善，
德阳撕下了过去带着浓浓重金属气味
的标签，候鸟也越来越青睐这座山水
生态园林城市。候鸟的栖息地旌湖，
是一条长约17公里的人工湖，水深约6
米，从北到南被桥闸截成五段，小鱼
小虾很多，适宜野生鸟类获取食物。
野生鸟类需要与人保持 70到 80米的安
全距离，旌湖水面宽度在 300 米到 500
米左右，刚好为野生鸟类提供了充足
的安全活动空间。城区市民沿水而
居，栖居于旌湖东西两岸。

寸土寸金的旌湖岸，建成了平均
宽度 50 米以上的绿色森林长廊，形成

独具特色的城市森林休闲观光带。在
植入绿色生态元素的同时，还融入历
史、雕塑、时尚、文体健身等元素，蜕变
成城市中心的网红打卡点，也是德阳人
带外地朋友观景散步的必选之地。

每到深秋季节，以红嘴鸥、赤麻
鸭、翘鼻麻鸭、骨顶鸡为代表的3万只
候鸟纷至沓来，广大市民也会欢天喜
地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一样，扎堆
伫立在湖边对它们行注目礼。全球数
量不足千只的青头潜鸭连续5年来德阳
过冬，优美灵动的白鹭10年之后也再次
来访，对生态环境要求高的中华秋沙
鸭、黑鹳等也相继在旌湖现身……这让
爱鸟的德阳市民心里骄傲得有底气。

“ 鱼 逐 水 草 而 居 ， 鸟 择 良 木 而
栖”。德阳人爱鸟护鸟，不只是嘴上说
得起劲，而是舍得花工夫，功课做得
扎实走心。随着鸟的数量逐年增加，
在食物链供给上出现吃紧。为了不让
这些“贵客”挨饿受委屈，自 5 年前
起，德阳财政每年拨出专项资金解决
候鸟的口粮缺口；在旌湖放置 14 个扎
好的竹筏，缓解鸟儿们在湖面“打
挤”的现象。

为了给迁徙的候鸟营造一个长期

安稳舒服的家，去年德阳又在旌湖中
打造了7座鸟岛，在鸟岛迎水面设置铅
丝笼等进行加固，在岛上种植植被、
设置树桩，为候鸟越冬和长期居住营
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七座鸟岛的建
成，丰富了旌湖的生态多样性，把原
来冬季观鸟的旌湖，打造升格为四季
可观鸟的胜地。

在 很 多 小 区 ， 爱 鸟 志 愿 者 发 起
“德阳鸟窝计划”和“安居工程”，在
小区和绿地内挂置人工鸟巢和鸟类投
食点，组织人员设计出几十种人工鸟
巢和“爱鸟雨棚”，在雨棚顶层增加隔
层，作为麻雀、八哥等野鸟的家。不
少小区专门种植了浆果树，既有观赏
价值又能满足鸟类栖息和觅食。全市
千余名爱鸟志愿者为候鸟撑起保护
伞，对受伤的鸟儿进行及时救治，杜
绝伤鸟害鸟现象发生。

漫步在旌湖两岸，岷江桥、彩虹
桥、珠江桥、沱江桥之间，每隔几百
米，就有一个半圆形伸出湖面的观鸟
平台，男女老少手里拿着面包、饼干
向空中抛撒，鸟儿们便从湖里一次次
跃起，争相逐食嬉戏；也有人懒得抛
撒，将食物就放在手心，外向的红嘴
鸥毫不设防，扑棱着翅膀从人手心里
叼食，喉咙管一凸一凸的，引得人们
笑声不断。

吃饱玩够之后，鸟儿开始引吭高
歌，似乎由某一只鸟儿突然兴起，带
头领唱，其它鸟儿就会跟着附和，群
鸟争鸣，整个旌湖像集合了一支盛大
的乐队，将人带入欢乐的海洋。洗耳
恭听时你会发现，其实鸟儿的声音也
是千差万别的，有悦耳动听的天籁之
音，也有走调的叽叽喳喳。随时还能
听得见它们展翅的脆响，给人一种永
远向前向上的冲动。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鸟
同城的生态人文景观正在德阳形成。
爱鸟护鸟的佳话声名远扬，成为这座
文明城市的亮丽名片。闲暇时邀三五
好友来旌湖边看看鸟，又或者在蓝天
白云下发发呆，成为许多市民日常生
活中的另一种仪式。

上图：市民与红嘴鸥互动。
李 涛摄

冬季到德阳来看鸟冬季到德阳来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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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
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
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这是
李白笔下的天姥山。到浙江
天姥山的门户——斑竹村，
不免想知道李白在天姥梦游
时，是气喘吁吁踉跄爬过，
还是白衣胜雪轻吟漫步？他
在哪一块石上盘膝危坐过？
是否敲开过斑竹村的某一扇
门讨过酒喝？

在斑竹村，自然是想看一
看天姥山的奇峻，沾一沾李白
的仙气。但这里更接着人间烟
火，接着三更灯火五更鸡，也
接着三尺红尘和一方净土。

斑竹村北口，天姥古驿
道满目沧桑一身疲惫，拖着
经年的唏嘘感叹；远远地，
斑竹大山带着丹霞地貌特有
的绚丽斑斓，静卧与此，像
一位智者凝视着它脚下这个
仅有200余人的玲珑古村。

在那些肩扛担挑、骡马嘶鸣的日子里，驿道上往
来着南腔北调、风尘仆仆的行人，斑竹村渐渐成了投
宿之地。公馆驿站、商行店铺建起来了，成为古运河
延伸段最重要的商旅枢纽，也成了杜甫、徐霞客等文
人墨客游历江南的落脚之处。如此，才成就了天姥
山、成就了“仙源妒与共，故道尺书临。素愿悲芳
草，清风愿竹林”的风雅。

村上有两处与司马氏相关的古迹，很有些神仙色
彩，一处是司马悔庙，一处是司马悔桥。来过的人都
要问上一问，悔什么呢？

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无心仕宦，隐居在天
台山玉霄峰，自号“天台白云子”，他与当时的名士交往
甚密，陈子昂、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都是他的座上
客。如此名士朝廷自然也十分看重，于是下诏相请，司
马承祯欣然应请，行马至落马桥前却突然反悔，决意
再不出山，于是将落马桥改为司马悔桥。得道多年的
隐士也难免动了世俗凡心，能憣然醒悟已是大不易，
后人为了纪念这段故事，又修了司马悔庙。

远山做屋，白云为枕，斑竹村的人真会选地方，
或者说，是章木会选地方。这个默默无闻的先祖自在
村中落脚后，子嗣中竟出过若干状元，是章木独具慧
眼，还是天姥山的灵性入了乡人的魂魄？

时不时会有雕梁画栋的古屋旧堂、残庙老巷让你
惊讶：什么是传承？什么是积淀？这问题很大又很
小，或许就是你目光所及的这些上千年的遗存，那一
砖一瓦、一草一木，甚至你俯身抓起的一把土、屋檐
下的一根藤，窗棂龟裂的油漆里浸着的灰尘、村口静坐
的婆婆鬓间的白发，你几乎听不懂的土语方言……从谢
灵运伐树修道的朽木，到司马氏的桥头，再到李白杜甫
的诗文，这村子的轻与重、年轻与老成就这么交融着和
谐着，像母亲嘴上的一首催眠曲，再也唱不完了。

还是美食家袁枚懂得享受啊，也懂得生活的真
谛，不信去读他的诗：

“我爱斑竹村，花野得真意，虽非神仙居，恰是仙
人地。可惜游客心，小住非久计，一出白云中，又入
人间世。”

离开时，依旧是沿着古驿道走。勇者无惧，智者
无言，自它铺成的那一天起，它便一句话也没有说
过，任凭浪迹天涯的风和涤尘去垢的雨千百年无休无
止地吹刷。在山下，在林间，在清泉幽谷之上一路行
来，方知“一出白云中，又入人间世”，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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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起伏伏的关中平原，似五
线谱上起伏的旋律。袁家村，就
在这样的起伏里，如一块璞玉，
镶嵌其中。

初冬时分，我从西安出发，
气温已经骤降，两个小时左右的
车程，抵达袁家村。还未进村，
秦腔已经萦绕耳畔：“菜叶儿次
绿面，小蒜儿卷纸卷儿。油勺儿
吃起香又甜，保管他一见就喜
欢 。” 这 是 《梁 秋 燕》 中 的 唱
词，讲的是秋燕在阳春时节挖野
菜慰劳军属的桥段。

这曲秦腔犹如乡野的风拂过
心头，唱秦腔的人，嗓音沙哑，
也似这个时节的北风吹过枝丫。
袁家村，我就这样来了，为了口
腹之欲而来。的确，袁家村以

“吃”而闻名，天下旅游，唯吃
不破。这也是袁家村能带给我们
的味蕾盛宴。

走进村子，一街两巷的吃
食，一字排开，各种香味撩人鼻

息。走进去的感觉，借用同伴的
话，“眼花缭乱，口水四溅”。

笨鸡蛋炒小葱，金黄的蛋
花，翡绿的小葱叶，吃一口，满
满的童年味道，那感觉，让人想
起少年淘气贪玩到很晚回家时，
母亲炒的鸡蛋花。

油酥麻花，拧成了一朵花的
样式，一闻，就知道是菜籽油炸
出来的。做麻花的面，还加入了
些许蔬菜汁，养眼可口。一口焦
酥，似乎把这个冬日的干爽都拧
成一股绳，瞬间拴住你的味蕾。

袁家村的粉汤羊血也很不
错。油泼辣子放得足足的，热气
腾腾的一碗，抄起一筷子粉丝，
呲溜一声入口，口腔中，舌尖与
粉条似在缠绵着一场恋爱。羊血
是新鲜的，刚煮出来的，带着满
满的食欲，咬一大口，瞬间能感
受关中汉子的豪爽。

解腻，还须袁家村人自制的
老酸奶，未到袁家村之前，就知

道了这里老酸奶的名气。几乎可
以称之为“网红老酸奶”，刚刚
做出来的酸奶黏稠、香甜，带着
些许的糯，有一股乡情在舌尖萦
绕。纯净的奶香，与眼前的乡风
乡俗融合在一起，让人觉得袁家
村里的砖瓦可爱，门楣可亲，袁
家村里的人更是淳朴。

村子的中央有石磨，磨的是
黑芝麻糊。青石磨盘，被一头黑
驴拉动，吱吱呀呀的木头与青石
的摩擦声，蒙上眼睛的黑驴呼呼
的喘气声，沙沙的黑芝麻糊从两
只磨盘唇齿间流出的声音，这一
切，都让人想起乡土农民画中的
场景。

村子的背街，竟有做铁壶的
匠人，手工做出来的老铁壶，煮
水泡茶。茶叶叫不上名，是红
茶，有一股酣畅的香氛，老铁壶
的铁离子似乎催发了茶水的甘
甜，兜头一通开水，茶叶在茶碗
中上下翻滚。那个还未进村，就
已经听到的秦腔，此刻再次开
唱，这一次，唱的是 《二进宫》
里的桥段。一个男人唱着李娘娘
的腔调，果真别有一番风味，尽
管唱秦腔的男子年逾花甲，那份
儿傻傻的媚，却让人觉得可爱。

一边看着做铁壶的匠人劳
作，一边叫上一杯红茶品着，哈
气成冰的冬日，我就这样坐在袁
家村村角的一只条凳上，喜鹊在
远方的树上默不作声，似乎也在
听关中汉子的唱词，听醉了。今
天不走了，我决定住在袁家村，
猫个冬，一天足矣。

上图：袁家村一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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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香山，是绿意丰盈的山水诗
章，孙中山先生出生于此，香山在中国
近代史上熠熠生辉。

在中山开往广州的高铁上，窗外是
绿色的南粤大地。凌波纵横，西樵远
眺，稻菽沃野，蕉海蔗林。回望中山，
大地上突起的烟墩塔清晰可见，像是别
在胸襟的一支巨笔，成为一片苍翠中最
醒目的地标。

中山古称香山，因五桂山盛产“王
者之香”的兰花而得名。古代香山是孤
悬于珠江口外伶仃洋上的岛屿。《永乐大
典》 里记载：“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
其地最狭，其民最贫。”千百年的沧海桑
田，才有了钟灵毓秀的香山。南宋绍兴
二 十 二 年 （1152 年） 香 山 建 县 。 1925
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香山县更名为
中山县。

在黑白电影里看到的香山，是过去
南洋商业的繁华。观澜街的骑楼下，南
风吹拂，穿行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
洋交融的南粤大地，流连于中山纪念
堂、西山寺、烟墩山和清溪路，浸染于
香山文化“丛芳烂熳，郁郁纷纷”。

香山又称石岐，源于香山人——唐
代礼部侍郎、诗人郑愚的诗：“台山初罢
雾，岐海正分流。”此地因山多石，水分
歧而得名。

香山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南宋时
期主持香山建县的乡贤陈天觉，近代涌
现的以孙中山、杨鹤龄为代表的“翠亨
四杰”，中国工程院院士阮雪榆等……

漫步孙文西路

走过岐江桥，迎面便是有着800年历
史的骑楼老街——孙文西路。

孙文西路是香山的名片。全长500多
米的商业街，西段古称迎恩街，明朝时
叫观澜街。东段是岐阳里，自明朝就是
香山的商业中心，民国时涌现了一批大
规模的对外贸易商号，人称“洋行十八
间”。观澜街历经隋唐、明清和近代的建
造，尤其近代以来，香山籍的海外华侨
回国兴建土木，光耀门楣，于是街道上
建起了很多二三层甚至四层的华南建筑
风格的骑楼，石岐人称之为洋楼。骑楼

在粤语中是露台的意思，融汇中西建筑
元素，一楼街道的部分建成行人走廊，
走廊上方为二楼的楼房，似“骑”在一
楼，故曰“骑楼”，行人在烈日和暴雨下
都能逛街。观澜街上的很多洋楼都有百
岁以上“高龄”，骑楼的拱形圆门上镂有
精致的雕花，或端庄肃穆，或大气豪
华，间或有小家碧玉的姿态，经过百年
风雨洗礼，几经重新粉刷修缮，骑楼绽
放出昔日的富裕荣光。

老街不能一眼望尽，路有弯曲，有
旖旎之态，需前行方能看到前路，颇有
诗意。远处几棵高高的椰树，店家红蓝
黄绿的各色招牌，也很别致，立即让街
景有了层次，行走其中，仿佛进入了一
幅老油画。细看街边古铜色的雕塑，车
夫手握黄包车车把，正俯身等待商人模
样的乘客上车，那神情栩栩如生。

访烟墩塔

烟墩山是石岐的地标。
站在岐江边，看到烟墩山上的阜峰

文塔，也叫烟墩塔。阜峰文塔，在中山
有着特别的意义，也因中山先生，成为
兴旺文脉、民族振兴的象征。

岭南多丘陵，山高不过一二百米。
上山的路有几条，从中山公园拾阶而
上，一路绿树成荫。榕树是常见的高大
树木，气根盘桓缠绕，爬满了树下石砌
的墙体，蓬勃饱满，纵横交错。路很
宽，路边低一些的绿化带中，有一丛丛
合果芋，观赏性和空气净化能力强，它
的品种也很多，粉头合果芋、银叶合果
芋、长叶合果芋等……

登山的路被蓊郁的大树掩映，空气
清新，令人神清气爽。登上山顶，烟墩
塔就在眼前。塔建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

（1608 年），为七层八角形楼阁式形制，
塔高 20 多米，塔顶有一铁质宝瓶状刹，
直刺青天。烟墩塔像一支面向蓝天的如
椽巨笔，被称为“文笔”峰。峰，既是
一种风景，又是一种高度。

古代香山三面环海，烟墩山是南海的
海防前哨，山上有烽火台，发现海盗来袭，
山上立即焚烟示警，烟墩山因此得名。

岐江两岸变通途

上善若水。岐江是西江支流，是中
山人的母亲河。横跨其上的岐江桥则是
中山的又一地标，承载着中山人的历史

记忆。
岐江水域河网密布，河里鱼虾，岸

上稻粱，成就了石岐“鱼米之乡”的盛
名。但由于无桥，石岐的城镇与乡里往
来，没有车马，全凭舟楫。历史上也曾
有地方官员设想建桥，几番努力，但终
归落空。

无桥的日子里，岐江两岸的百姓在
江枫渔火里讨生活，竞舟戏水，洗衣洗
菜，淘米汲水，载舟运货。青年时期的
中山先生就是从岐江边的天字号码头出
发，出国求学，走向世界。

岐江上最早的桥是在中山解放后，
由南下的人民解放军协助建造。1951年1
月1日，岐江大桥建成通车，极大方便了
百姓出行，岐江两岸变通途。桥中间还
有浮船，可开合桥面，方便船只通行。
这是岐江有史以来建造的第一座能够开
合的大桥。

上世纪 80 年代，当地重新修建了机
械升降桥。记得第一次看到岐江桥升降
的情景：即将过桥时，突然听到电铃高
亢的响起，车辆和行人都停了下来，桥
从中间分开，缓缓升起，直至垂直而
立，像平行的手掌，江心似绝壁上霍然
开启的一道天门，岐江上的客船和运货
船鸣着长笛在众目瞩视之下缓缓驶过。
那一刻，江上的画面顿时鲜活起来。

站在岐江桥上，凭栏而立，江风吹
拂，摇曳着江边的树影。岐江蜿蜒穿城
而过，繁忙了数百年的水道经过治理归
于自然，如今，岐江的环境更好，更加
令人流连。

上图：孙文西路。 资料图片
下图：烟墩塔。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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