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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橘柚市场行情不好，但
我的 4 万斤果子还是卖出去了，纯
收入 2 万元左右，多亏修好了这条
路，大货车可以直接开进我的橘园
装发货。”走进湖南澧县金罗镇新
开寺贫困户孙平武的橘柚园，一棵
棵纽荷尔脐橙树长势喜人，正在给
果树剪枝的孙平武指着果园旁 3 米
宽的水泥路高兴地说，“如今村里
把这条路修好了，我再也不愁果子
卖不出去了。”

但在2019年底以前，孙平武的
橘柚销售之路可不是这么顺畅。

“一到丰收时节，若遇阴雨天气，
我就很犯难，果子采摘在这里却卖
不出去，外面的大货车司机一看到
这条泥巴路就打退堂鼓，没得办
法，我只能自己通过三轮摩托车把
果子分运出去，但这大大增加了人
力成本。”孙平武说，如今，村里
投资将这 3 公里的路基整修、路面
硬化，整修后接通主公路，沿线30
户贫困户产业园的果子可以直接装
上大货车，销售成本大大降低。

新开寺村曾是金罗镇条件最差
的村，地理位置偏远。由原石龟山
村、伍家铺村合并而成，共有 986
户，总人口3918人。

孙平武感受到的转变，始于
2019年初万红任村支书。万红上任
后，抓党建，带队伍，树正气。他
对全村老党员逐一上门走访摸情
况，做思想工作，寻找愿意扎根农
村的年轻后备人才。

此次村级换届中当选村主任的
罗才辉就是其中之一。2019 年 6
月，28岁的罗才辉关掉在深圳已经
开了 6 年的餐饮店，在万红的鼓励
和邀请下，回村担任村支书助理。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临危受命，担
起村里重担，边学边干、边干边
闯，大力发展产业，改善基础设
施，与干部、群众一起趟出了一条
致富路。这两年村里修建了村级文
化广场，柑橘种植面积达到1700多
亩，昔日全县的后进村变成了基层
党建红旗村。

“今年，村支两委集体研究，

决定建成1000亩‘中早39’水稻示
范区、2000亩橘柚产业园，清淤沟
渠6.8公里，硬化道路12公里。”在
秧苗培育基地里，罗才辉指着全镇
千亩水稻示范田牌子高兴地说。

“以前沟渠不通，大河里的水
流不到我田里来。今年村里将这条
沟渠清淤扩宽，农田灌溉有了充足
的水源，水稻产量也跟了上来。”
种植大户侯培红说，他去年流转土
地 550 余亩，全部用来种植水稻，
每亩产量比以往提高 100 斤左右，
收入达到80多万元。

在村党总支的带领下，新开寺
村不仅产业发展如火如荼，环境也
更美了。走进荣誉村长蒋模云的家
中，房前屋后干干净净，后山的橘
园葱葱郁郁，绿意盎然。此时，他
正在自家院子里拔除杂草，清理杂
物，打扫卫生。“这两年日子越来
越好了，村上修建了老年人活动中
心，家家户户通了水泥路，入村的
主干道上还有路灯，晚上出行也不
担心磕磕碰碰了。”蒋模云说。

橘柚香满新开寺
赵 红

橘柚香满新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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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桥头看了千亩莲花，心里还是
满满的，上车打个盹，就到了广东东
莞樟木头镇的观音山下。一群怀抱鲜
花的年轻人热情迎过来，一直把我们
迎到了山上。

山顶的观音像坐在莲花上，头戴
宝冠，手持净瓶。久久望着，会觉得
山海起伏，林涛翻涌，云雾在其间慢
慢飘升。风悠悠吹过，似观音念出的
禅语。立时不觉所在，不知所往。站
在高山之巅，让目光排空而去，只见
一片葱茏的绿，晶莹的蓝。天宇浩

茫，风烟俱静。
怎么这里正好一山绿意葱茏，葱

茏中一座观音像？人说到了晚上，站
在山顶，近可观樟木头全景，远能眺
东莞、深圳的繁华。在这经济发达之
地，人们多在奔波，心事繁重，腿脚
少闲，有一座观音山让这些嘈杂烦乱
纷纷退去，只剩下清净、祥和、安
宁，岂不是天地造化？

二

拜别观音像，人们拐入一条山
道，说是要体验绿色袭人的感觉。我
不想跑了，年轻人中一个女孩就留下
来，我们乘观光车慢慢下山。女孩
说，老师，你应该去走一下，那可是一
段原始次生林，苍茫连绵，独具特色，
说不准，还能碰上什么珍禽异兽呢。

那神情，好像不走就错过一段人
生佳缘。我流露出悔意，她又善解人

意地笑了：留一个想头儿吧，下次再
来，还可去原始的松涛湾，去看仙泉
飞瀑，走一走天梯栈道，再体验一把
高空滑索！这回我笑了：好，那就留
待下次了。

车子停在一个转弯处，这里上山
下山都很陡。旁边有休息的石桌石
凳，路边小店在卖茯苓糕。这小吃带
点甜味，入口滑爽清凉。

和女孩闲聊，得知她叫梅菊，江
西景德镇人。瓷都，好地方。听我这
么说，梅菊高兴起来。她对我说，在
这里工作久了，真感觉这座山像是天
赐。这里一千多年前就是佛教圣地，
后梁时期山顶就有观音禅寺。梅菊的
话中带着些许自豪。

我说江西的山也好啊，庐山，还
有三清山、井冈山、武功山。梅菊更
高兴了：老师这么了解我的家乡，可
惜我都没去过。我上的最大的山就是
观音山，哎，你们看那云！

几块厚实的云，像飞毯，正飘在
观音像的上方。一只鸟儿从山顶飞
下，转个弯又踅上去，如一片旋着的
纸，把蓝天擦亮。烟岚从山腰袅袅攀
升，一群老人在山道上陆续出现。我
问道：平常上山的人多吗？

梅菊向那群人一指，说：我们这
里是天然氧吧，城市里待久了，好多
人都要来山上走走，换空气，换心
情。你看，今天不是周末，来的人还
是不少。一阵欢声笑语传来，几个年
轻人互相追着，从山道上跑来，他们
中有男有女，年轻和快乐随意张扬。

三

梅菊的眼睛看向远方，那是一条
山隙，里面泉水淙淙，一道瀑布在更
远处垂下来。

停了一会儿，梅菊说，她来观音
山其实是为了走出情感上的困境，从
来此禅修到留在这里，她慢慢喜欢上
了观音山，也从孤独、痛苦和迷茫中
慢慢走出。这里没有落叶，天天满山
葱翠，时时充满生机，情绪也就不会
因季节而多变，正好适合养心。“我
在这里，每天被这样的情景感染着，
就有了心劲儿，沉闷的心情少了，工
作的热情也高了。慢慢地，看见山上
的人觉得亲切，想为他们做些什么。
搀搀他们呀，给他们讲解呀，帮他们
打打伞呀。这里还有爱情派对，每年
都会有上百人成功牵手。老师你不知
道，结果公布出来多让人激动！”

说话间，人们已经来了，大家再
次乘车下山。上山的时候没有注意山
路的陡峭，下去时山风呼啸，观光车
兜出一个个大回环。车上的人们闹着
叫着，心腾在半空。到了平坦处，我
们的话题还没有结束。常回家吗？父
母知道这些吗？他们来找过你吗？

梅菊说，可想我爸妈了，现在才
懂得他们养我多不容易，你知道，别
人放假的时候我们是最忙的，越过节
越回不去。其实从这里到我家并不
远，也就十几个小时。

下了观光车，又去看古木展，一
棵棵大树的标本还在与时间较劲，最
古老的来自汉代，不由得让人惊叹。

走出来，梅菊还在说着：我爸妈
总想来看我一回，还想来看看观音山
到底有多好。我就想了，他们来了说
不定一喜欢就留下不走了。这回她忘
情地笑起来，笑里有一种孩子气。

我们的车子开了。年轻人摆着
手。梅菊说，希望你们再来！

上图：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左图：公园内的感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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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乐山沐川县箭板古镇背
山面河，山叫鱼箭山，河叫龙溪
河。古镇不大，主街在两里左
右，像长龙蜿蜒河边；街道不
宽，只有两三米的样子，全用青
石板铺成。古镇的房屋多是明清
时期的，干栏穿斗式小青瓦建
筑，铺面店店相接，朴实而低
调，有的已经歪斜。

我们从大桥头的一条小巷进
入古街。虽是下午，四下却是静
悄悄的，古朴幽深。街上只有一
家店铺的门开着，一位六七十岁
的老人正在编篾货。他面带微
笑，长而细的篾条在他手中飞
舞，墙壁上和屋角里，到处是竹
篮、竹筛、筲箕、刷把、撮箕、
箩筐、竹扁担、竹扫帚和竹背篓
等各式成品，编得都很精致。

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宜宾、
沐川和犍为三县的交界之地，很

是繁华，曾有“三宫十一庙”。
我们来到“万寿宫”，这宫只有
大门和围墙还在，院内只剩下了
三大殿的屋基，两边有配殿好几
间，大青砖上阴雕刻有“万寿
宫”字样，但都只是断垣残壁，
墙上爬满了青藤。往前不远是

“禹王宫”。这宫虽然只能叫做遗
址，但正殿两边墙上巨大的壁画
却很是神秘。当地人说，原来这
画一直没人发现，十年前的一场
大雨，冲掉了墙体表面的涂层，
这巨型壁画才露出真容。壁画模
糊不清，经仔细辨认加想象，可
见画中有街道、宫庙和河流，河
上还停泊有许多木船，桅杆林
立，画面表现的就是箭板古镇。

河边的古码头上，石梯斑斑
驳驳，暗红色的滩石一边陡然跌
宕河中，使河面自然地形成了一
个水湾，正好泊船；另一边的石
滩伸向河心横亘河上，将龙溪水
位抬高了一两米，形成了一个偌
大的陡滩。河岸边，吊脚楼紧紧
挨挨，参差错落，根根木柱斜撑
着，将吊脚楼楼椠顶住，虽零
乱，无意间却造就了一种别样的
美，成了画家们写生的好地方。
河坎上，几棵榕树异常高大。这
树根如蟠龙，干似虬缠，皮若裂
岩，树身长满寄生物，如一位百
岁老人，捋着长须，斜向河中，
构成了一幅极其优美的图画。想

来，早年这古码头一带应该非常
繁华，日用百货，栈房客栈，酒
肆饭庄；估计还有票号、镖局和
当铺等生民之需，人间烟火，一
应俱全。

我徘徊在古码头上，环视着
这山、这水、这老屋，似乎对箭
板当年之所以繁华的原因，理出
了一点头绪来：龙溪河从老君山
奔流而来，经这里再往前流淌八
九公里，就汇入了滔滔岷江。商
船只要从岷江拐进龙溪，就可以
直达古镇码头，这里就成了通往
彝区那条古道的起点，成了远近
商品的集散地，远近百姓的油盐
场。于是，民间就有了“挑不完的
商州，填不满的箭板”的说法。

箭板古镇不但是一个商贸重
镇，还是一个古战场，村民口中
的“中营盘”“平乱碑”等地
名，就是证明。

中营盘就在古镇下场口的不
远处。我们穿过一片树林，果然
一个相对开阔的田坝展现眼前，
田坝的一端是一块凸起的小高
地，龙溪河的一条支流从山后静
静流过。我不懂兵法，但从地形
看，这里确实是一个驻军的好地
方。村民介绍说，这儿的人偶尔
还能挖出一些锈迹斑驳的刀剑之
类来。说着话，他带我们走到河
边的一个石桥遗址前，讲起了早
年的故事：清末李永和、蓝大顺的
农民起义军活动在川南一带，曾
在此和清军对峙，两边的军队就
驻扎在河的两岸，多次激烈拼杀。

后来，这个曾以“填不满的
箭板”为傲的繁华水陆码头，渐
渐衰落。好在几年前，当地政府
得到一笔专项资金支持，对古镇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葺，藏在历
史深处的箭板因此荣获了第三批

“四川省最美古镇”称号，也给后
人留下了一抹记忆，一片乡愁。

漫步箭板古镇漫步箭板古镇
何卡林何卡林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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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左市太平古
城，有着目前广西
保存最完整的明代
府制石城 （始建于
600 多年前），是当
地结合壮族历史文
化、广西传统民居
等特点，耗时 4 年
重 建 的 文 旅 项 目 。
图为广西崇左太平
古城文化旅游综合
体，张灯结彩，迎
接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
李 军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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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意义上，秦岭是中国南北方
的一道分界线；文化语境中，秦岭是
中国人精神的伏藏，千百年的无尽烽
烟、皇朝气数和士子书卷，藏在峡谷
的某一个角落。

秦岭的春天比长安城要稍晚一
些，等少陵塬的桃花和白鹿塬的樱花
渐次归隐，4月中旬，山里才逐渐热
闹起来。

太平峪的西寺沟，是赏花的好去
处。从西寺村进去大约半小时，便到
了山谷深处，沟中树木格外卖力，仰
头向上索取阳光。不知道是哪一声鸟
鸣，啼破最后一层薄冰，唤醒溪水与
紫荆树，树伸了伸腰，一夜之间，红
色的紫荆花朵占满了枝头。

早春的天空蓝如新瓷，流云淡
淡，阳光透过擎在枝头的嫩芽和红
花，照彻了整个山谷，树影倒映在清
澈的溪水，溪水升起氤氲的雾气，顿
时烟霞弥漫，随便找一方藏在浅草中
的石头坐下，就像是坐在一首咏春的
唐诗中。

夏天的西寺沟绿荫蔽日，清溪奔
涌，是许多人的避暑之选，但每到8
月，当关中平原溽热到了极致，我更
愿意避开人群，到海拔更高的山上
去，比如草链岭。

自洛源镇进山，几番涉水过桥，脚
下便是一大片石海。站在石海底部向
上望，但见千万块点缀着青苔的花岗
岩，层层叠叠，从山巅倾泻而下，每块
石头都如牛似虎，以奔跑的姿态俯冲。

翻过石海，低头穿越遮天蔽日的
箭竹林，还需要循着灌木间的小道继
续攀爬，终于，在某个时刻到达垭
口。垭口者，山梁间较低的凹陷。此
处地势平坦，登山者可以在此歇脚喝
水，此时距离山顶还有些距离，空气
明显凉爽起来。

一条小径嵌在边缘柔和的巨大草
甸，通向葱茏碧绿的梁顶。和石海的
粗粝不同，此刻，你走在一条铺向天

空的绿毯上。野花开得肆无忌惮，迫
不及待绽放出生命的热烈。

再高一些的地方，比如拔仙台和
鳌山顶上，一年四季白雪皑皑，是为
关中八景之一的“太白飞雪”。

秦岭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常进
山的人都知道大自然把山货藏在哪
里。在9月的某段时间，大山开始展
示它的慷慨。

紫阁峪、子午峪或者扯袍峪……
每个进山的人都会如数家珍般掰着指
头，告诉你哪个峪口有什么野果。五
味子像是小一点的黑红葡萄，剔透晶
莹，山间隐居的人们会摘了放在竹篮
里晾晒入药；野葡萄多为黑色，清冽
的微酸之后，口腔里会涌出一道甘
甜，爬山至口干舌燥，忽然邂逅，不
啻于世上的任何山珍海味。

诸峪之中，紫阁峪的山果最为有
名，至少可上溯至唐代，贾岛的“梨
栗猿喜熟”和张籍的“秋猿守栗林”
说的便是此处，低头捡起一颗栗子，
忍不住想，它是不是某个唐代隐士所
种栗树的后代。

至于柿子，大约是关中平原太多
了，所以很少有人去摘，就那样留在
枝头，等它经霜变红变软，在瓦蓝的
天空下，小灯笼般簇拥着。机灵的鸟
雀们每天都去看看，等着啄食最先熟

的那一颗，储备过冬的能量。
再往后，天气渐寒，草尖上的夜

露化作白霜，住在山中的养蜂人在晚
间生起了火盆。我们坐在土坯房的屋
檐下，看着黄昏的山岚在树林里渐渐
变浓，鸟鸣细碎，虫唱依稀。

看着树梢近乎透明的月亮，想起
摩诘居士在辋川留下的诗篇，“月出
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那一刻忽然
理解了，为何自古以来那么多人选择
在秦岭隐居。

秦岭四季的风光是完全不同的，
浑似四个世界，当你行走其间，去观
察色彩斑斓的洋辣子、指头大小的野
蜂、对面山崖的羚牛……就能体会到
那亘古未变的生命张力。

从第一次坐着绿皮火车穿过秦岭
走出成都平原，我来到长安城也有近
18年了。现在终于明白，正因这“去天
三百尺”的大山对南下冷风的阻隔，才
孕育了物产丰沛的天府之国。

古老的秦岭，也该惊诧于这些年
的巨变，贯通终南的隧道和高速，迁居
脱贫的山民，引汉入渭，恢复生态……

内敛沉默的秦岭，已经渗透进了
每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化作楼观台
的淡淡轻烟，辋川竹林的一轮明月，麦
田忙罢的喧嚣秦腔，山间残存的细长
栈道，鸠摩罗什的笔和玄奘法师的塔。

秦岭究竟是什么？每个人会有不
同的答案。但我相信，唯有真正坐在山
间的某棵树下，才是真正的“见山”。

下图：秦岭风光美如画。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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