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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康高速公路上穿行，从雅
安出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康定。雅
安高速不仅安全平稳，而且一路上
风景迤逦。

来这里采风两天，从一开始的
迟疑犹豫到后来的意犹未尽，我经
历了震撼和骄傲两种情绪的汹涌持
续，而归根到底的感慨，则是对雅
康高速公路建设者的崇敬。

筑路建设者们逢山开洞，遇水
架桥，把一段过去需要艰难行走一
两天的车程变成了一个半小时就能
到达的通途大道。

雅康高速第四标段，是雅安市
天全喇叭河附近的一段公路。小梅
是第四标段负责收尾工作和养护公
司交接工作的路桥工程师，雅康高
速公路2014年初刚开始建设时他就
在这条路上工作了。

我们来的前两天，这里下了
雨，导致第四标段喇叭河隧道口路
段有一些塌方，我好奇地跟小梅一
同前往查看。在路上，我了解了很
多细节，筑路工人常年待在修建工
地上，回家团聚是个奢侈的事情。

雅康高速建设者先后有近两万
多人，我们现在走过的每一条路，
经过的每一处风景，都有建设者
的足迹。他们看似是某一个群体或
某一个人的工作，实则是一个个家
庭的付出。

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个叫何雪
的女孩，她曾经工作在高速公路建
设的第一线，和众多的男员工一起
战斗在路段上。

何雪的父辈就是干路桥工作
的。这个工作有个特点，就是寒暑
假的时候，工地上特别热闹。一年
到头很难在家的路桥工人，总会趁
着孩子寒暑假时间，让家人带着孩
子去工地上和他们团圆。而何雪就
是这样从小接触了路桥建设。辽阔
的山野，自由的天地，平时不曾见
过的各种建筑工具，工人们热火朝
天的建设氛围，给何雪幼小的心灵
强烈的冲击。

看着一段段坎坷泥泞的小径变
成通途大道，她决定长大了也要干

这个工作。大学毕业后的何雪，第
一时间就投入到路桥工作中，也是
在工作中，认识了她的丈夫。他们
虽同在一个项目工地，却没有时间
约会，但他们已经很满足，至少还
能时不时地看见对方。

因为夫妻都要去工地，爷爷奶
奶毫不犹豫地挑起了照顾孙女的担
子。女儿两岁的时候生了一场病，
坚强的何雪第一次嚎啕大哭，当她
完成工作赶回成都时，女儿的口腔
疱疹已经严重得说不出话，那一
瞬间，她抱着女儿，和女儿一样哭
不出声音了。

每个寒暑假，何雪都会带女儿
去感受雅康高速的变化，女儿也越
来越理解了父母的工作。雅康高速
通车的时候，女儿已经上学，看到
消息时，骄傲地告诉老师和同学：

“我妈妈是路桥工程师，雅康高速
就是她们修的。”女儿承受了别的
孩子没有的苦痛，也懂得了父母和
她的别离成全了更多人的相聚。

何雪偶尔会出去旅游，每次踏

上陌生的道路，她都觉得像是自己
修建的道路一样亲切。这些道路承
载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相聚的
希望，让很多难以实现的梦想变成
可能。“这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吧！”她的语气简单而坚定。

何雪不是一个人，她代表的是
雅康高速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及其家
人。所有的路桥工作者，在坚持一
个信念，在坚持一个梦想，他们是
一群充满正能量，为圆所有人的希
望梦想而活着的人。

“道路，是人们相聚的希望！”
我记住了这句话，谁能说不是呢！

上图：雅康高速。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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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黄河这条“母亲
河”哺育了世世代代的中华儿
女。如今，到黄河沿线旅游已经
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出行之选。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
10条黄河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和

《黄 河 文 化 旅 游 带 精 品 线 路 路
书》，将黄河风光串点成线，连线
成廊，打造独具魅力的旅游体验。

前不久，我来到河南地处黄
河沿线的三门峡、洛阳、郑州等
城市，感受黄河的独特魅力，追
寻华夏文明的足迹，领略当地的
风土人情。

城市因坝而兴

三门峡大坝是新中国在黄河
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
程，也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
坝”。而三门峡市地处黄河中游
拐弯处，正是一座随着三门峡大
坝的建设而兴起的城市。

三门峡大坝位于三门峡市东
北部，集自然风景和人造景观于
一体，站在它的脚下，仰头望向
坝顶，不禁感慨工程的雄伟壮
观。三门峡大坝连接河南、山西
两省，行走其上，绿水青山映入
眼帘，水光山色相映成趣。

三门峡大坝建成后，每年库
区蓄水时，黄河便在三门峡谷形
成了一个美丽的湖泊。从三门峡
大坝至山西芮城大禹渡 120 公里
间，碧波粼粼，一望无际，似天
池银河。而当大坝泄洪放水时，
则是峡谷轰鸣，水花飞溅，蔚为

壮观，站在三门峡大坝上可饱览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伟景象。

中流砥柱位于三门峡大坝下
方的激流之中，以前，黄河上的
艄公又叫它“朝我来”。水少的
时候，它露出水面 7 米左右；水
量多的时候，它只露出一个尖
顶，看上去好像要被水吞没。据
工作人员介绍，中流砥柱自古以
来就是峡谷中的航标，船只驶过
三门峡以后，就要朝砥柱直冲过
去。眼看船就要与砥柱相撞时，
砥柱前面波涛的回水正好把船推
向旁边安全的航道，避开了明岛
暗礁，顺利驶出峡谷。

黄河宁，天下平。曾经洪水
泛滥的黄河，正是在像三门峡这
样一座座水利工程的疏导下，变
得越来越温柔了。

龙门夜色美

没想到，我第一次观赏龙门
石窟，是在夜幕下。

走进景区，大大小小的佛
龛、佛像在灯光的映衬下，如梦
似幻。伊河两岸东西山崖壁上的
窟龛星罗棋布、密如蜂房。东、
西两山现存窟龛2345个，造像近
11万尊，佛塔80余座，碑刻题记
2800余品。

据当地人介绍，自 2020 年 4
月起，景区推出了“夜游龙门”
活动，让游客在晚间能够领略石
窟造像不一样的风采。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城南 6 公
里的伊阙峡谷，这里，香山和龙

门山两山对峙，伊河水从中穿流
而过，古称“伊阙”。隋炀帝迁
都洛阳后，因伊阙正对隋代东都
外郭城的南正门定鼎门，恰似定
鼎门前的天阙，而古代帝王又总
是自喻为“龙”，所以伊阙被改
称为“龙门”。而这里自古就是
险要关隘、交通要冲，向来乃兵
家必争之地。

龙门石窟群开凿于北魏孝文
帝迁都洛阳之际 （公元 493 年），
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
北 宋 诸 朝 ， 断 续 营 造 达 400 多
年，2000年11月，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

古人为何在此地修建石窟？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言：“洛

都 四 郊 ， 山 水 之 胜 ， 龙 门 首
焉”。由此可见，此地是文人墨
客钟情的游览胜地。再加上，这
里的龙门山石材优良，适合雕
刻，所以才有了石窟。

入夜的龙门石窟，有一种特
别的清幽雅致。山环着水，水绕
着山，水面上映着点点灯光的倒
影。徜徉其中，恍惚间，竟有

“ 一 朝 步 入 画 卷 ， 一 日 梦 回 千
年”的时光穿越之感。夜晚的龙
门桥，如同一道彩虹飞架伊河两
岸，桥身霓虹璀璨，美轮美奂，
让许多游客流连忘返。

夜幕下的石窟展现出光影变
幻的魅力，千余盏灯饰装扮下的

龙门石窟，数以万计的大小佛
龛、佛像等珍贵的石窟遗存呈现
在观众眼前。此时，夜晚的景
区，如同一场正在讲述着沧桑历
史的电影，拨动着每一个游客的
心弦。

追随文明的脚步

此番行走黄河沿岸，无时无
刻不在受到黄河文化的熏陶。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是夏
朝的都城遗存，对研究华夏文明
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
源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
馆，两千余件文物依次展现在观
众面前。“第一王朝”“赫赫夏
都”“世纪探索”等内容，汇聚
了遗址考古精华，讲述了夏代历
史样貌，呈现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展
现了华夏第一王都的气魄。

被誉为“华夏第一鼎”的网
格纹铜鼎、被誉为“华夏第一
爵”的乳钉纹青铜爵、镶嵌绿松
石兽面铜牌饰……这一件件国宝
级展品，让前来参观的人大饱眼
福的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中华文
明源远流长的传承。

黄河哺育了中华儿女，中华
儿女也在这里创造了灿烂多彩的
文化。在三门峡市陕州区的陕塬

上，星罗棋布的村庄里散落着数
以万计的奇特民居——地坑院。

“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入
户不见门，闻声不见人。”这是
对地坑院的真实写照。

地坑院也叫“天井窑院”，
是一种地下古民居建筑，距今
已经有上千年历史，它是在湿
陷性的黄土层上向下挖坑，四
壁凿洞，供人居住的一种民居
建筑形态。地坑院饱含浓郁的
黄土风情，古朴厚重，美丽诗
意 ， 被 称 为 “ 地 平 线 下 古 村
落、民居史上活化石”。观地坑
院窑院、尝民间小吃、赏民俗
风情，都是陕州地坑院景区最
打动人的地方。

在黄河沿岸，有青山绿水，
有田园风光，有朴素民俗，有和
谐相邻……一路走来发现，厚重
的文化就在身边，沧桑的历史就
在眼前。

上图：站在三门峡大坝上眺
望黄河。

左图：夜幕下的龙门石窟。

黄河宁 天下平
本报记者 刘发为文/图

江 阴 临 近 常 州
的地界，有个地方
叫大岸，村边尽是
喧嚣的马路。一所
老宅掩映在行道树
丛之中，不甚起眼。

导 航 信 息 显
示，这所宅子是清
末民初诗人、藏书
家 金 武 祥 的 故 居 。
金 武 祥 这 个 名 字 ，
知名度并不高，然
而他写下的“桂林
山水甲天下”却是
广为流传的名句。

“身经万里半天
下”的金武祥用一
首首诗歌记录了自
己的旅途生涯。以
大岸为原点，金武
祥游幕江西、为官
两 广 、 辞 官 归 家 ，
在溯江而上、由江
入海、自海还江的
跋涉之中，完成了
人生的大“洄游”。
一百多年了，初登
英国火轮船时的惊
愕、游览麻姑山时的欢欣、泛舟漓江时的舒畅、
乘坐京汉线火车时的习以为常，金武祥当时当刻
的种种心绪，从两千多首诗歌中徐徐涌现，激发
着今人的共鸣。旅游滋养了心灵，诗歌记录着感
悟，那融合旅游和诗歌的，当仁不让就是美食
了。遍尝两广的美食佳肴，金武祥念念不忘的还
是家乡的风味——长江三鲜与河塘虾蟹，春日荠
菜，夏日西瓜，秋日蕈菌，冬日咸菜。

诗歌遣兴，读书养志。金武祥一生著书、藏
书、刻书，旁人看来费时、费钱、费心，对他而
言则是甘之如饴。“琅嬛坐拥乐邱园，编校丹黄肯
惮烦？所好已偿三万册，敢希百宋与千元？”或许
没有那么多宋元古书，但这些都是他亲手挑选的
心爱书籍，每日手把一卷，琅嬛仙境亦不过如
是——这便是当年老宅中日复一日的生活。如
今，老宅中的万卷图书，寄身于北京、上海、南
京、台湾等地的各大图书馆中。当初的书以人
存，成了如今的人以书传。

老宅所在的大岸村，东临桃花港，北靠姬墩
山，向南向西是常州市区。这一方山水清淑之地，
交通便利，物产丰饶，也是人文荟萃之区。清代文
学家屠绅出生在距离大岸半里路的西贯村，而年
少时代的瞿秋白同志也常住在大岸的外祖父家

（其外祖父为金武祥堂侄）。两百余年的光阴，在
这个僻处一隅的小村庄悄无声息地流淌绵延。

老宅斑驳的外墙，隐约显露出一首首行云流
水的诗词，一片片重峦叠嶂的山水，一行行前仆
后继的足迹。这堵墙是倒映时光的荧幕——那是
青年的屠绅，正和赵翼、洪亮吉等好友在书斋中
秉烛夜谈，纵酒狂歌；那是老年的金武祥，埋头
书案，奋笔疾书，回忆着一生的点滴往事；那是
年少的阿双 （瞿秋白小名），在田塍上嬉戏打闹之
余，到老宅中静静翻阅满架的书籍。读书种子在
这里萌芽，文脉如桃花港水一样，川流不息。

眼前，还是这座老宅。天井里的枝条，已经
高过屋脊，伸向宅子西边。那里，常州市区的高
楼大厦一眼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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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江南多古镇，古镇因水而
兴，也因水而存，浙江嘉善县的西塘
便是其中之一，这座生活着的千年古
镇，处处绿波荡漾，家家临水入影。

感受古镇生活最美好的时候，是
一早一晚。清晨的西塘静静的，女人
们在河埠桥畔提水浣衣，老人们在廊
棚中闲话家常……西塘的一天就这样
从生活的日常开始了。

我踩着平仄的青石板路，步入古
镇，穿梭于古街小巷，满眼皆是白墙
灰瓦、碧柳垂丝、小桥流水的景致。
尽管游人不少，但那一间间木楼花窗
的旧居，一盏盏高挂的灯笼，一爿爿
陈设质朴的商铺，让人置身于古韵水
乡的绝美景色之中，感受到一种远离
喧嚣的幽静境象。

在西塘，若是伫在小桥或是沿着
水道，摇起乌篷，便会看到沿河而居
的人家，用一根根圆木柱子撑起黑色
的瓦棚，缓缓倾斜的姿势长达千余
米，不仅使过往行人无日晒雨淋之
忧，有的还设有靠背长椅，供人休
息，成了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如
此蜿蜒起伏而又和谐统一的廊棚，有

个好听的名字，唤作“烟雨长廊”，
是江南水乡中独一无二的建筑。

西塘的廊棚多集中在北栅街、南
栅街、朝南埭等商业区。在静寂的晨
昏之时，漫步廊棚下，鳞次的墙檐泛
射着暗涩的光，透过廊顶的间隙，细
数光与影的流落，恍如在时空的隧道
里行走。倘若在烟雨迷蒙天，独自闲
坐在廊棚下，聆听黛瓦被雨点敲打的
轻声，望着一串串晶莹的雨珠从廊檐
垂滴而下，娴静的河面泛起朵朵雨
花，雾气氤氲，便会油然而生起一种
怡然情调。

西塘到处是横亘交错的巷弄，狭
窄幽长，红灯高悬，像极了遍布全身
的脉络。我踏着千年的青石小路，扶
着墙慢慢游走，似在峡谷穿行，轻蹑
的足音在后面回响。两侧的青砖马头
墙高高耸立着，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
风格特色的江南民居，在巷弄曲径间
安放。

在一扇扇虚掩的门楣后面，光线
透过天井，缓缓移动，光阴的声息静
洒在一块块青砖上，不知记录了多少
回忆。如今，民宿客栈的兴起赋予了

老宅新的生命。而中国纽扣博物馆、
江南瓦当陈列馆等一个个经过岁月沉
淀下的西塘元素，散落在这些古巷老
宅背后，犹如宝石，镶嵌在这悠长雨
巷的水墨长卷里。

一路穿堂过户，走累了，我就在
商铺里买点芡实糕、八珍糕等特色小
吃，让味蕾享受一下古镇千年流传下
来的各式味道，然后坐在廊棚下，看
看风景发发呆。

“吴树依依吴水流，吴中舟楫好
夷游”。西塘四面环水，一条清瘦的
小河顺着“井”字形悄然四处流淌，
两边条石驳岸，人家枕河而居，河上
船只徐徐摇过，只要招呼一声，就可
开启后门，从石埠头走下船去。

水是西塘的明眸，桥则是一抺淡
眉。西塘的河上百步一桥，或如卧龙
临波、彩虹飞架，已默默倾听了千年
的流水低吟、桨橹浅唱，每座桥都有
着动人的故事和传说。在桨声四起的
流水声中，众多一拱如月的石桥，将
西塘的长街曲巷相连。

当夕阳西下，我站在环秀桥上眺
望，一长排临水而建的老屋，与水中
倒影相连，随着水纹的洄流漾动，似
一幅对称而又变幻多姿的水彩图景。
几只小巧的木船在酒肆、茶楼林立的

“水街”上缓缓划行，由近及远，拱
形的桥孔一个接一个从船顶掠过。两
岸高挂的大红灯笼把水面映得嫣红，
橹桨摇动，荡起层层涟漪，将桥影轻
盈地化开，亦真亦幻。在斜阳的晕染
下，古镇的水、路、桥、棚廊以及黛
瓦粉墙，如同一张泛了黄的老照片。
在夜幕降临时乘坐画舫，简直就是众
里寻她千百度的梦里水乡。

因散漫与宁静，才充满了诗情画
意的西塘，温婉细腻，给人以无限遐
想。不妨在这里，访古探幽，陶醉其
间，留下一个江南，酣然的梦……

左图：西塘风光。

烟雨长廊忆西塘
李治钢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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