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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的夏天，我曾游览过陕西白
水，记下了仓颉造字和杜康酿酒的故
事。此后，我一直思索，那方相对闭塞
的天地里，何以有幸能与这样两件文明
大事联系在一起？在地图上可见，白水
隔山与黄帝陵相呼应，作为黄帝的史官
和农官，仓颉和杜康一直在守护着黄
帝，守护着中华早先的文明，守护着一
方百姓的福祉。

谷雨祭仓颉

黄帝生活在距今约 4500 年前，他领
导的部落主要占据陕西中北部。他曾与
炎帝一起打败了东方的蚩尤，把领地扩

张到东方。白水境内的考古发现显示，
四五千年前当地人的身高与今人相仿，
他们群居成村，房子选在临水向阳的土
坡上，屋内的土墙用白石灰涂抹，中间
有规整的圆形火坑，使用的石器已经相
当精细。黄帝时期，一大批人类生产生
活所需的发明创造集中涌现，形成了千
溪奔流汇成河的盛况。我一直认为，在
众多发明中当首推文字的创造。文字是
文明积累和传承的载体，也是人们思考
和交流的钥匙。世界上无论哪种文明的
发展，都要以文字的创造为第一功。

中国境内有关仓颉造字的遗迹有几
十处，白水集中有庙、碑、墓、柏、书
等仓颉遗存，五大要素齐全且相互佐
证。2001 年，白水仓颉庙被国务院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站在近 2000
年前汉朝人立下的仓颉庙碑前，站在需
多人合抱的古柏前，特别是站在像神奇
密码般的鸟书碑前，我想象着人类文明
进化的早期，我们的祖先如何急切地把
心里想的、嘴上讲的变成一种公认的符
号；想象着祖先们如何借用这些线条简
单、既形象又抽象的符号，把相互间的
心思打通；想象着文字如同仓颉亲手植
下的古柏，如何在几千年的进化中经历
风雨，不失芳华；想象着聪明的先人们
如何在文字基础上创造了光耀天下的文

明；想象着后人们为感谢先祖，对黄帝、
仓颉等始圣们世世代代的纪念和赞颂。

谷雨祭仓颉，已经成为和清明祭黄
帝一样庄严的大事。从今年起，在4月20
日官方祭奠后，当地又安排了3天民间祭
奠。午后的阳光从半空投下，十里八乡
的老百姓把庙里庙外挤得水泄不通。人
们自发分批到殿前给仓颉上香鞠躬，更
多的人分散在院内各处，听着、看着仓
颉及其身后的各种传奇故事。4月20日被
联合国定为联合国中文日，仓颉庙已经
成为中华文字的研学基地，吸引了大批
学生前来。在庙东的文字公园里，不少
孩子正和大人一起，用手触摸着鸟书
文，体会着仓颉造字的奇特，感受着中
华文字的魅力。

美酒品杜康

如果说文字是记录文明的一道光，
那么酒则是激扬精神的一股电。凡是有
需要，终究会出现。人类需要埋头耕
作，也需要抬头看天；需要冷静面对现
实，也需要激情超越现实，而酒就有这
样神奇的辅助作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
如果真的失去酒，将会何等的乏味。关
于杜康酿酒的故事、传说很多，无论如
何，酒这种并非由土地直接滋生出来的
东西，在天地的神奇作用下，为人们提
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滋味和功效。一方
水土养一方风物，酒的原理和工艺被发
现和推广后，高粱、稻米、瓜果等都被用
来做酒，加上不同的气候和水质，特别是
不同地方人的性格，酿出了不同的酒。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已经渗透到
社会生活的角落。西方文化中曾把酒神
和战神并列，而我们的文化中，喝出征和
庆功酒、敬祭天和先人酒等，已经成为不
可或缺的仪式。1972 年，当地政府把千
百年来一直延续的散酒坊集中起来，建
成了白水杜康酒厂，打造了一个民族的
名酒品牌。今天，传承酒圣杜康的遗风，
酿酒业已成为当地经济的一大支柱。

在杜康沟里拜祭过杜康庙和杜康墓
之后，我对杜康泉水心生好奇。这里地处
黄土高原的南边缘，厚土堆积，沟壑纵横，
草木不盛，为什么却能生出这么一股神奇
的圣泉？泉水源源不断，水尤清冽。傍着这
一沟，利用这一泉，当地建起美酒小镇。漫
步在阳光下的小镇，从大厂到小厂，从车
间到酒肆，我陶醉在香甜的空气中，在心
底祝福着这里的百姓，希望他们传承好杜
康文化，创造甜蜜生活。

苹果富白水

同样甜蜜的还有白水苹果。独特的
地理位置和水土气候，让白水成为苹果
的最佳种植地，这里很早就有苹果种植
的记录。

新世纪以来，当地政府大力推广白
水苹果，让这个曾养在深闺的佳品为天
下人共享。50 万亩苹果帮助当地人摘下
了贫困帽，迈上了小康道。但是，果木
种植有其周期性，经过 20 多年的繁荣，
老树已累，佳果难鲜，白水苹果一度跌
入低潮。为了让老树焕发青春，广大科
技工作者对老树进行田间改良，改善土
壤品质，调节枝叶光照，避免周期波动
给果农造成的损失。他们还把一些老树

留根去桩，插上新苗，既能快速迭代，
又可更新品种。为了培育出新的优秀品
种，他们对老果树的花蕾进行人工授
粉，然后套袋养护，让它们生出新果。
再从新果中选出种子，种到田里，长出
新的枝条，插扦到老树桩上，三年内快
速挂果。对生出的新果，他们进行分析
比对，再从中选出更优者，取籽、育
苗、插扦，挂出新果再比较，如此常年
不懈，辛勤劳作。近 20 年来，在果农们
享受旧品种带来的红利时，他们未雨绸
缪，经过六轮选育，培育出三个新品
种，让果农们可以接茬种出新的更优的
好苹果。50 万亩苹果、40 多亿元产业收
入，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如天功劳。对
白水人民来讲，他们和创造文字的仓
颉、酿出好酒的杜康一样，是大圣人。

三秦通天下

六年前，我从西安到白水用了 4 个多
小时。这一回，汽车沿G5高速快行，在蒲城
东的立交上，向北转入榆蓝高速，飞奔过县
城，直接到了史官镇的仓颉庙，前后仅2小
时。从那里，再向北20分钟就可到达黄龙，
一个藏在黄土高原中的绿色慢城。从黄龙
向北，高速还将修到榆林。到时，从榆林一路
向南，过白水，经渭南，可到达蓝田。这样，

“三秦俑”的背上，除了从西安向北发出的那
条大动脉，又将出现一条新动脉，贯通东部
地区的上下发展。站在杜康沟里，抬头看见
一桥飞架东西，得知又有一条高速正从东
往西铺开。从黄河岸边的诗经故里，穿白水，
过铜川，向西通到西周古城，将成为三秦大
地的又一条金腰带。

炎黄发源于三秦，夏商兴盛于晋
豫，周朝从西向东，而秦人的先祖从山
东到甘肃后再向东，立足三秦，统一全
国。早期的历史就这样在三秦的左右，
东来西往，不断演进，为三秦大地留下
了诸多遗存，也为当地发展埋下了密码
逻辑。它们曾深埋于历史中，潜藏在黄
土里。随着民族复兴的车轮，沿着不断
开拓的通道，正呈现出强劲的势头。

4 月 23 日，“顺着运河来看海”中
东欧领事家庭游宁波首发启动仪式在
宁波东钱湖畔举行，来自斯洛伐克、
波兰、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等中东
欧国家驻沪总领事家庭和国际友人齐
聚一堂，将展开一场以海丝文化、海
天佛国、海湾风情和海鲜美味为特色
的宁波深度体验之旅。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有
关负责人表示：东钱湖以丰富的旅游
度假资源为基础，正在不断构建和完
善宁波“城市会客厅”功能。为了提
高东钱湖国际度假与会展的服务功
能，东钱湖在基建建设和软件服务方
面不断迭代更新、创新升级，已形成

完备的休闲度假主题产品体系，包括
环湖多层次、差异化的酒店住宿设
施，骑行、帆船、高尔夫、温泉等特
色体验活动以及以自然风光、水乡、
田园为特色的观光型旅游产品。此次
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宁波与中东欧各
国文化和旅游交流往来，提升宁波城
市国际知名度。

据介绍，宁波与中东欧国家文旅
合作渊源颇深，并积极打造成为与中
东欧国家人文交流的示范区。宁波已
连续5年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交
流合作周活动，每年都有来自十余个
中东欧国家的旅游部门负责人及旅行
商参会交流。

白水访三圣
李亚军

白水访三圣
李亚军

4月20日，辛丑年谷雨祭祀仓颉典礼在白水县仓颉庙举行。许艾学摄 （陕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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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高速看中国”主
题宣传活动正在如火如荼进
行中，沪渝高速、景婺黄高
速、京津塘高速、海南环岛
高速等的沿线自然风光、地
理人文、发展变迁、民生改
善等，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一条条高速如同一
条条风景线、文化线、故事
线、成就线、精神线，将沿
途各地串联起来，共同构成中
华大地上的勃勃春光。这其
中，旅游成为人们欣赏这幅发
展图景的重要窗口之一。

这是透视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的窗口。中国高速公路
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经济社会
同频共振。1988 年，沪嘉高
速公路建成通车，标志着中
国大陆高速公路“零”的突
破。此后，高速公路进入快
速发展时期：2012 年，全国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9.6万公
里；截至 2020 年，全国高速
公路总里程达 16 万公里，居
世界第一。回顾历史，中国
旅游业的发展与高速公路的
发展有着相似的历程：1986
年，“大力发展旅游业”被列
入“七五”计划，这是旅游
业 第 一 次 在 国 家 计 划 中 出
现；1998 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将旅游业确定
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进
入 21 世纪，中国旅游业发展
逐渐驶入快车道，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今
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有望达 17.2 亿人次，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56%。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与中国旅游
发展互相促进，不断延伸的高速公路催生了一批批自驾
游游客，带动了房车、露营地等的快速发展，并成为推动
国内游市场不断壮大的重要力量；人们看遍中国的愿
望和旅游需求日益增长，更期盼着高速公路铺向更广阔
的中国大地。

这是记录转变发展方式的窗口。沿沪渝高速从湖
北恩施向西进入重庆石柱段，那里有个冷水服务区，
也是中国公路学会命名的“中国高速第一自驾营地”。
这里汽车服务、自驾车、房车、帐篷露营、运动休闲
等功能齐备，周边还有黄水国家森林公园、千野草
场、西沱古镇等景区，旅游资源丰富，已成为数十万
游客旅途中的重要中转站和目的地。服务区内还为周
边乡镇的农副产品设有专属展销位，成为当地农特产
品销售的一大渠道。但少为人知的是，这里是由公路
建设期间的211亩弃渣场建成，自驾营地所处的石柱县
还曾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一高速公路上的自驾营地的
出现，正是当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样板。

这是展现人民幸福生活的窗口。中国高速公路的
快速发展，催生了“快旅漫游”的旅游和生活方式。
景婺黄高速、京沪高速、包茂高速等不仅是重要的交
通大动脉，也成为知名的“高速旅游长廊”，将沿线旅
游资源紧密串联在一起。早看千年瓷都、午到婺源赏
花海、晚上便能一览黄山美景，这样的旅游方式已在
多地成为现实。游客节省了大量路途上的时间，可以
更从容、更深入地在景区休闲，旅游体验越来越好，
旅游已真正成为中国人的幸福生活。许多旅游目的地
有着优越的旅游资源，当地百姓却曾捧着“金饭碗”，
过着苦日子；如今，高速公路输送来源源不断的游
客，也带来新的发展理念，改变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方
式，他们留在家乡，可以为当地旅游业发展出份力，
也能分享到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红利，住在美景中、过
上好日子。

沿
着
高
速
游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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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领事家庭游宁波首发
宋天一

发源于秦岭北麓的嘉陵江，流入四川南充
境后，一路奔腾蜿蜒，在城区以南20公里的开
阔平原地，渐次舒缓下来，将它最柔美的身段
留在了这里——南充市嘉陵区李渡镇。小雨初
霁的一个午后，我们从城区出发，沿 212 国道
驱车约半小时，便置身于这个远离喧嚣、以渡
口成名的临江小城镇。

宛如太极图的阴阳两极，李渡新老街道界
限分明。看似各自蜿蜒、风格迥异，实则相互
依傍、气息相通。老街拐个弯就到了新街，新
街钻条巷又进了老街。我们直奔远近闻名的李
渡老街和码头而去。

李渡老街傍江而立，这里的建筑有着川北
典型的飞檐斗拱，潺潺江水声不时飘入耳朵。
整个老街区以贯穿其中的文丰街为轴，向四面
纵横延伸，回环耦合自成一体。清一色的青瓦
房，斑驳掉漆的木门，精巧雅致的窗棂，过时
的牌匾，不舍丢弃的风车，陈旧的长幡，无一
不渲染着怀旧的气息。徜徉在老街街头，老歌
的旋律、自行车铃声、“磨刀——磨剪刀哦——”
忽远忽近的吆喝声，亲切而暖心，带领我们一起
叩开尘封的记忆。

虽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的繁华，老街上的裁
缝店依然坚持营业；头发花白的老人，还在为顾
客修剪着他们钟爱了一辈子的平头；老字号的手
工油茶，依然飘着辣子油诱人的纯香。闻香进
店，老板娘笑盈盈起身，拖着脆生生的川北腔，朝
店里发出长长的一声喊：“来——客——啰——”

老街有街有巷，街巷交织互拥。几条直通
江边唤不出名儿的巷子，虽逼仄，却清幽、净
爽。光滑的石板路泛着岁月的冷光，一株月
季、两丛芭蕉，俏皮巧妙地把小巷的寂寞掩藏
起来。穿过一条巷，到尽头，眼前突然又飘来
另一条巷。此时天上若有雨丝如织，漫步其
中，脑中定会跳出戴望舒的《雨巷》。似乎一回
眸，就会有一个姑娘撑一柄油纸伞，从时光那
头，款款而来。

午后的时光，下河街茶坊是最好的去处。
茶坊前大撑的凉棚里，盖碗的清茶，一碟花生

米，三五老友，任穿堂的江风轻抚，看金色的
夕阳一寸寸撤离。一批茶客走了，一批茶客又
来了。就这样坐着，喝茶、聊天、发呆、打盹，闲
散的时光如江水般悄然淌过。这时候，一切似乎
都慢了步调，心也一下子静了下来。

穿过下河街，我们的脚就踏在了四川省最
大的内陆客运码头上。这里曾一度是嘉陵江南
充段客运量最大、最繁忙的渡口，年客流量高
达 100 万人次。碧波荡漾的嘉陵江对面是土
门、新场等乡镇，以前，祖祖辈辈生活在江边
的李渡人过江，全靠渡船。每遇汛期、雾天或
洪水，两岸人民只能望江兴叹。而今，有 600

多年历史的李渡水码头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经过 3 年奋战，相继克服 2018 年特大洪水、2019
年超长雨季、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困难，2020
年 12月 23日，李渡嘉陵江大桥在两岸人民的欢
呼中，实现了正式通车。

彩虹一般悬在江面的李渡嘉陵江大桥上，
迎面可见一张张喜气洋洋的笑脸、一辆辆奔往
新生活的小车，我的心中不禁涌起阵阵温暖和感
慨。春天的阳光正好，微风徐来，我的耳畔响起
一阵高亢、婉转又深情的歌声！

上图为李渡嘉陵江大桥。
李向雨摄 （人民图片）

时光穿梭过李渡
皮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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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帆船特色体验活动。杨忠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