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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和景明，万物吐绿。金沙江
畔暖阳高照，山坡上已经泛绿的小
草，在和畅的春风中焕发勃勃生机。

皎平两岸，山峰耸立，峭壁横
陈。镶嵌在金沙江大峡谷中的皎平
渡口，起源于何时已无可查考。
1935年，中央红军一路转战，在这
里完成了巧渡金沙江的伟大壮举，
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
堵截，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渡口载
入了史册。

高峡平湖好风光

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会理
古城一路往南，进入彰冠地带，漫
山遍野的石榴花鲜艳如火，嫩绿的
枝叶在如酥的阳光下随风摇曳，让
人赏心悦目。过了入川第一镇通
安，山峦起伏，地势依然平缓。可
是，翻过竹箐的酸水河，跨进金沙
江大峡谷，地势陡然发生变化，仿
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山谷幽深，悬崖高耸，峭壁林
立。一条柏油路在山间穿行。车行
峭壁上，犹如乘上了过山车，似乎
山上的悬崖随时会呼啸着扑过来。
山谷对岸的山峰犬牙交错，几户人
家星星点点种在山坳里，在淡淡的
雾霭中若隐若现。山下陡峭的山
岩，更是让很多外来游客头晕目
眩，觉得山谷深不见底。

拐过一道又一道弯，到了半山
腰上的长征驿站，又是另外一番景
象。作为四川 100 个最美景观拍摄
点，在这个开阔地眺望金沙江大峡
谷，山下的皎平渡口尽收眼底，金
沙江两岸一览无余。

长征驿站的左前方，奇峰耸
立，重峦叠嶂，一座座山峰犹如出
浴的仕女，沐浴在淡淡的晨曦中。
阳光斜斜地从山峰间倾泻过来，形
成条条五彩斑斓的光带，浓淡相
宜，明暗交错，如梦如幻，在光影
中定格成一幅独特的水墨画卷。

乌东德水电站下闸蓄水发电，
皎平渡的水位上涨了 100 来米。此
时的金沙江收敛了过去的狂躁与喧
嚣，昔日湍急的江面显得特别平
静，犹如一条碧绿的玉带，静静地
垂卧在山脚下。阳光均匀地铺洒在
江面上，清风徐来，好像有数万条细
碎的金鱼，在波光粼粼的江里嬉闹，
在两岸雄奇山峰的掩映下，形成了
高峡平湖碧水蓝天的美丽景象。

长征驿站的上面，三座高大挺
拔的将军岩，伟岸俊秀，直插云

霄。他们犹如三位威风凛凛的将
军，年复一年镇守在金沙江北岸，
向世人讲述着当年红军巧渡金沙江
的传奇故事。

金沙水拍云崖暖

历史，在蜿蜒东去的江水中久
久回响。

站在这个古渡口，我似乎看到
了当年水流湍急、惊涛拍岸的金
沙江。从滔滔江水飞溅起的浪花
中，我的耳畔似乎响起了红军亲
切的话语：

“老乡，你们不要怕！我们是
打富济贫的红军，打的是地主老
财，救的是穷人，我们是一家人
啊！我们要为穷人打天下，请送我
们过江去……”

就是这一声声亲切的话语，受
尽地主老财凌辱的船工加入了护送
红军过江的队伍。

站在横跨金沙江的皎平渡大桥
上，我仿佛听到了当年惊涛骇浪发
出的轰轰巨响，脑海里浮现出一幕
幕扣人心弦的场景：

5 月的皎平渡，赤日炎炎，热
浪袭人。金沙江两岸人喊马嘶，旌
旗猎猎。37个船工分成两班，人歇
船不歇，昼夜不停地助红军渡江。
一队又一队红军战士来到江边，听
从指挥有序上船。船工一边奋力摇
桨，一边用小桶将涌入船舱中的水
舀起倒入江中……

简陋的工棚里，油汪汪的肥猪
肉，雪白的大米饭香飘四溢。阵阵
欢笑声中，船工们或蹲或站，昼夜
吃五至六餐饭，保证有足够的体力
划船。红军不仅让船工吃好，每天

还给他们五块现大洋作为工钱。
江边沙滩上，烈焰熊熊，红红

的火苗舐着一排排大锅。锅里热气
腾腾，那是给红军战士煮的稀粥。
锅前放一排簸箕，每个红军战士舀
一碗稀饭，就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抓
一把米放在里面，以保证后面的战
士有粥喝。

战士们的真情温暖着贫苦的船
工，这股暖流化成了他们奋进的
动力。

摇桨！摇桨！摇桨！
船工用尽浑身力气，牙关紧

咬，目光似炬，挥汗如雨。吱吱呀
呀的桨声，如一支豪迈激越的旋
律，持续响了七天七夜。

望着两岸雄奇的高山，在清新
的江风中，我的耳畔又响起了当地
群众在红军过江后，那发自内心深
处的感慨：

“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军队，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这就是人民拥戴的军队，这就
是子弟兵心中的人民。皎平渡，这
个平凡的渡口，成为军民鱼水情最
鲜活的历史见证。这血浓于水的真
情改写了中国历史，铸就了共和国
的辉煌。

春满人间幸福来

金沙江两岸，蜀韵滇风交融浸
润。86年弹指一挥间，在时代进步
的潮流中，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北岸的会理是名副其实的中国
石榴之乡，种植规模40万亩，年产
石榴 72 万吨，产值 52 亿元，绘就
了乡村振兴的佳话。当年红军巧渡

金沙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
地”的通安镇和彰冠镇，都是石榴
主产区。

暖阳高照，和风习习。连绵起
伏的石榴园里，层层叠叠的石榴枝
叶苍翠秀美，鲜艳的石榴花浓情似
火，一簇簇、一串串、一朵朵，奔
放热烈，娇羞动人，在婆娑的树影
中舒展奔放的殷红，为果农增收带
来希望。

闻名遐迩的会理黑山羊，肉质
好，无膻味，细嫩鲜美，是厨中滋补
佳品。当年红军走过的通安所出产
的羊肉最为有名。畜牧业的快速发
展，给当地群众带来了更大实惠。

作为川滇两省商旅物资集散地
的会理，在岁月的长河中积淀了多
民族和谐共生的地域文化。光照千
秋的红军精神，更丰富了会理文化
的内涵。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中
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召开“会理会
议”……红军的足迹遍布会理城乡
大地。如今，皎平渡红军渡江遗
址、会理会议遗址等作为四川红军
长征红色旅游系列景区 （点） 的一
部分，被列入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并纳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
品路线中。

如今，乌东德水电站建成发电，
在蓄水位线以上选择与原址相近的
地段复原了著名的皎平渡山洞。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目
前，皎平渡正抓住推进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的机遇，按国家旅游景
区的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金沙江两岸一
定会在向新时代迈进的征程中迎来
新的春天。

上图：皎平渡。 黄正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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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新疆博斯腾湖多次。
前不久，我到博斯腾湖，为的是

看西海退冰。博斯腾湖古称西海，是
国内最大的内陆淡水湖，辽阔的水域
面积，称海实不为过。

远处看到的雪野，白茫茫的，走
近了是冰。一望无际的冰原把视野拉
向天边。出门穿得有些厚了，阳光暖
暖地照在身上并不觉得冷。眼下，脚
底冰面已经有水泛出。冰要化了。

穿过木板走上冰面，冰面像被打
磨过，布满密密的一孔一孔的小坑，
并无规则又排列有序。友人解释说，
气温升高了，表面那层光滑的镜面已
经化了，脚底响起吱吱嗡嗡的摩擦，
鞋和冰面发出交欢的声音，像此刻欢
悦的心跳。人在莽莽的冰原上，极目
是接天连地的白，远处曲折的木廊、
亭台，都在眼底。脚下冰面，像巨大
的画卷，在脚底延伸。一簇簇雕琢的
冰花，冰晶，剔透，姿态万端，这是
凝固的水的姿态啊，美得冰清玉洁。
手轻轻地放在冰面，一阵沁凉透进肌
肤。冰原上有一处雪道，那雪道原是
冬季滑雪圈的滑道，我们一行人踩着
厚厚的积雪，逆行而上。有的地方雪
松了，有人脚踩进去，跌倒了，爬起
来再走，搀扶着，笑闹着，静寂的原
野变得喧腾活泼。

走在曲回斗折的木栈道上，才发
现我们之前所在的冰野，原是博斯腾
湖的深处，踩在厚厚的冰面上仿佛陆
地。曲折的木栈道，草亭，满池的枯
荷，人行其中，有些恍惚，身在大西
北却似江南。木栈道下，一池莲蓬枯
茎，清癯萧肃，莲蓬瘦得只见茎骨，
焦枯的线条，颜色深棕，浮冰、池
水，阳光映在水面，水下的倒影，被
冰凝住的茎干，经历风霜和冰雪的莲
蓬，端然、沧桑、肃清。时间还停留
在冬天。池边几丛芦苇，枯黄、败
落，枯草像老人干枯的焦发。“衰荣
无定在，彼此更共之。”草木有花开
花落，兴盛和衰败，自然界四季轮回
变化。人生也有花开花落、兴盛与衰
落。是以，陶渊明先生又说，“寒暑
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沿路而行，穿过开都河，就到了
巴格希恩随木喇嘛庙。喇嘛庙建于清
同治年间，距今150多年了。喇嘛庙
是土木建筑，伸出的翘角上饰有祥云
和神龟。阳光下，经幡猎猎，蓝色的
祥云一朵一朵地饰在檐前。庙宇并不

高大，宝浪河水从旁边流过，水色碧
绿如玉，清而不透。初春草木未发，
岸边树木干枯耸立，枝桠纵横伸展，
可以想见夏日的浓荫垂蔓。

庙旁一株白榆树是当年建喇嘛庙
时所植，树皮皲裂，粗糙，风雪雷电
都经过，用韧性抵御时间。老榆树树
身枝枝桠桠，伸向天空，枝干遒劲有
力，树蔽浓荫，不知方圆几多，华盖
苍苍，让人肃然起敬。多少沧桑都随
宝浪河的流水去了，树与庙相依而
生，百年光阴赋予其神性。

宝浪河从晒经亭流过，或是得了
喇嘛庙佑护，河水涨得再大，都不会
漫过晒经亭。人类的堪舆智慧奥妙无
穷，在经年时光中验证传奇。苍狼和
白鹿立在树林间，它们是蒙古族古老
的图腾，故事经久流传，坚贞、善
良、勇武不屈，是英雄的品格也是人
们评价良好操行的标准。

蒙古族是勇敢的民族。东归之路
漫长，这个英勇的民族从伏尔加河
畔，义无反顾地踏上归家之路。出发
时17万人众，抵达后只余7万人。长
卷巨幅《土尔扈特东归图》生动再现
了东归路上的惨烈悲壮。画面上人物
神态逼真，随行的人群肃穆，婴儿啼
声，餐食炊饮袅袅可见。遥远的雪峰
寂寂无声，马匹嘶鸣，战旗生风，场

面激烈、壮阔。好在一切都过去了。
战争，灾难，饥寒，困苦，都是过
往。回到祖国的土尔扈特人，从此在
这方水草丰美的地方，安居乐业。

博斯腾湖浩淼的水域，滋养着这
方土地上的子民。春风始变软了，草
坪上向阳的地方，有些许星星点点的
绿意了。几只乌鸦停在枝头，扑扇着
翅膀飞过去又落在旁边的树上。春天
在路上了，微风拂发，我仿佛看到芦
苇沃野千顷的青碧海域上，一张张富
足黧黑的脸，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安康
的生活，世间还有什么风景比知足的
笑容更动人呢。

我们来的有些晚了，错过了博斯
腾湖退冰的奇观。气温升高，冰块受
季风和水流挤压形成的冰山景观，看
不到了。季节过去了，来年还会有，
有些风景一直在，只是时机未到。有
遗憾才会有期盼，生活的美好多是因
为心怀憧憬。

上图：在新疆博湖县博斯腾湖白
鹭洲，天鹅在湖中游弋。

年 磊摄 （人民图片）

在博斯腾湖
胡 岚

“千里来龙到石田，一对蜡烛照
青天。何人葬得此冢地，世世代代中
状元……”这首民谣，在广袤的湘西
南大地风风火火地传唱。

一条龙脉从远方延伸至石田村
这片广阔的原野，石田旁骆驼峰上
矗立的二块石峰，就好像一对亘古
燃烧的蜡烛。如果哪家先人仙逝，
葬中此处龙脉，家中的读书郎世世
代代都会高中状元。大凡到过石田
旅游的游客，定会听到导游津津有味
地讲述这一传说。

石田是一处古老的村落。天野地

旷，使久居城市的心也变得开阔起来。
白墙青瓦的民居鳞次栉比地散落在高
山脚下，好像天空掉落的点点繁星。

石田坐落在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
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区内，近年
来获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
国生态文化村”等荣誉，是国家攀岩
训练基地。村内的“辣椒峰”“骆驼
峰”“林家寨”“九九天梯”等是核心
景点。石田一年四季宜游，特别是春
天，来这里赏脐橙花、油菜花、映山
红的人络绎不绝。

石田四周被石山、石坡紧紧相

拥，择居此地的瑶民便将它取名为
“石田”，意思是石头围绕的田园，石
头拱卫的原野。这里宽阔平坦，土壤
肥沃，是建房筑寨、繁衍生息的绝佳
场所。随着岁月变迁，石田周边也慢
慢开始出现其它村落：竹山湾、石门
冲、江家铺……近年来，石田及周边
村落的特色民宿蓬勃生长，吸引了许
多来此放松身心、寻找乡愁的游客。

在石田生活的村民，依山吃山，
临水呷河。这里的丹霞石峰盛产楠
竹，每年春天，山间竹笋会一波波涌
出。竹笋炖土鸡、腊肉炒小笋，小干
笋炒肉……都是餐桌上的佳肴。围绕
石田的是一条小河，河里盛产鱼虾螃
蟹，村民一有空就到小河里去捕捞生
活的喜悦。小河是不会辜负人们殷切
的希望的，只要来到小河，抓不着大
鱼，小虾螃蟹还是有的。农家厨房常
常飘着柴火腊鱼、清蒸河鱼、红烧河
蟹的清香。

晚清时，石田刘家出了一位人
物，叫刘坤一，湘军宿将，累擢直隶
州知州、广西布政使、江西巡抚、两
江总督、两广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在甲午战争、百日维新、清末新政等
历史事件中均占据重要角色。功成名
就的刘坤一桑梓情深，心念家乡，在
石田捐俸薪修刘氏宗祠。这处飞檐翘
角的古院落坐落在田垅与丹峰旁，现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古戏台常年
表演地方小戏，采茶灯、瑶族婚俗、岩
鹰拳、竹根傩舞等十分吸游客眼球。

以传统文化为底蕴，以丹霞地貌
为主体，以诗意田园为依托，石田正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华丽蜕变。

左图：石田秀色。

千里来龙到石田
贺 君文/图

千里来龙到石田
贺 君文/图

树连着树，山连着山，连绵不
断，一眼望不到头。一条弯弯曲曲
的小径成了别开生面的点缀，有小
径在，便知道这里有人栖居。

我对重庆的最初印象，便是如此。
它被人们称为“渝都”，或者

“雾都”，但我的心底里更喜欢“山
城”这个名字，因为当你居住在这
里，你就会发现，周围的环境几乎
都被山水花木所围绕。在这座小城
里生活久了，才会真切地感受到它
的内在魅力。山牵着水，水绕着山，
重庆便是山水之间的人间佳境。

凌晨四五点钟，这座小城就已经
从美美的梦中醒来了。头上的天空还
沉浸在夜的深邃中，星星闪烁着微微
的亮光，但白昼的影子却依稀可见
了。一家鸡鸣，村子里的灯火便窸窸
窣窣地亮了起来，宛如那天上的街
市，回应着无数人美好的憧憬。

晨风轻轻地吹了几吹，于是，
那如丝如网的白雾摇曳着一种鲜活
的气息，交织相融，在连绵起伏的
群山中翩翩起舞。山是绿绿的，浓

得有点化不开，这抹色泽也是这个
城市的基调。

一位朋友说重庆是森林中的公
园，在这座公园里可以时时感受森
林的气息。这话一点也不假，不管
是农村，还是城市，树木是少不了
的，有树的存在，小城就有了魂
魄，有了生机。作为一个本地人，
重庆的生命力着实令我惊叹，它是
一个依山而建的艺术品。环城外圈
的一片小小的浓绿下，一块坚硬的
土地就托起了一个大都市。

但这座小城并没有丢失本色。
与自然相伴相生就是最好的体现。
小溪水自山顶流下来，一边连接着
小桥人家，一派悠然；一边又与琼
楼玉宇相应相和，达到一种大写的
意境，圆融自得。这正是重庆散发
出来的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那么
真挚，那么贴切。

从外围的环山路向内而行，拾
级而上的节奏已经成为了重庆人的
天性使然。随处可见的阶梯，一节
节地蜿蜒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兜兜

转转，没有停歇。寂静的重庆从睡
梦中醒来，天边流溢的彩霞预示着
一个忙忙碌碌日子的开始。白白的
墙壁，高高的楼，从透明的玻璃向
外而视，群山映入眼帘。山水间，
这就是重庆了！

行走在重庆，总有这样一种感
觉，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向上跋涉。
山城地理环境给人的颠簸感，在外
来者的眼中是一道蜀关。不论是单
元楼阁、市民广场，还是特色餐
厅，抑或者酒店旅社，都需要向上
攀登，就连盘曲的公路也同样是在
向上延伸着的。而生活在这里的人
们，早已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地向
上跋涉和攀登，才有了刚毅的意志
力。因此，在重庆，也总能够感受
一种积极上进的气息。

山连着山，水牵着水，城在山
中，人在城中，这就是山水相依的
山城。

上图：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成
为山城重庆的一道靓丽风景。

孙凯芳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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