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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歙县南部的佳
源山主峰山脉绵延五千
余米，两侧山梁支脉簇
拥。临空俯瞰，群山像
卧在大山坞里的一条巨
大的蜈蚣，早年的先民，
在此结茅筑庐时，因地势
命其名为“蜈蚣岭”。

七 月 里 ， 去 蜈 蚣
岭。当地人说，“街口进
街 源 ， 只 见 青 山 不 见
田”。在胡埠口村的一个
岔路口，公路猝不及防
的拐进山坞，天空更加
逼仄，两边的山突然挤
过来。眼前的石磅，层
层叠叠，绕着山体盘旋
环绕着。60 多年前，这
里还是“三条大岭五面
坡，山高土薄石头多”。胆
大心细的蜈蚣岭人筚路
蓝缕，开山抬土，成就了
今天的千亩天梯茶园。

公路穿行在梯田的
茶 园 间 ， 茶 棵 并 不 高
大，修剪过的茶园，安
安静静地在那里。茶季
之后，茶园变得宁静，
茶棵开始休养生息，青草或是野菜，这些大自然
的伙伴，与它们朝夕相处着。

白墙黑瓦的新居，黄色古旧的土楼，此一
处，彼一处的，散落在山间、地头。山势使然，
不能如山脚下的村庄绵延聚集，就那样随意的三
五户人家，在相邻的山峦上，相互看得见，你在
高处，我在低处，有事大嗓门招呼一声，风就会
及时带去消息。

石磅坡面并不规则的平整，山芋藤、南瓜藤
悬挂下来，遮住了一半。历史的风雨，让石磅变
成灰黑色，历史就留了在这里。黄色的南瓜花开
得绚烂，绿色的小南瓜也是不甘示弱的，它圆润
光滑，带着生命的青春气息。还有冬瓜、扁豆、
羊角，从底部攀援而上，石磅也就多了些故事，
多了些陪伴。

绕过几处路边的民宅，喟叹着当年生活的艰
辛。“蜈蚣岭”三个红色的大字，在悬崖上出现，
也就抵达蜈蚣岭村委所在。地势略显平缓，山顶
上的村庄，错落有致地踞在那里。

在村里穿行，石板路高低起伏，新居与老屋
偎依着。村头的玉兰树，高大挺拔；高山的池
塘，内敛沉稳；路旁的水窖，清澈阴凉。

站在岭头，远眺群山万壑。在蜈蚣岭仰望，
抑或仰望蜈蚣岭，人生需要情怀，有情怀才会有
追求，才会撸起袖子，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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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襄阳好山水，最宜隐逸。登武当山可振
衣千仞冈，临汉水则可濯足万里流。然襄阳
自古却少有真隐者。若论享清福，谁都愿做
隐士，世上充耳皆闻欲隐不得的喟叹，无论
假意或真心。若说襄阳之真隐者，汉江是第
一大隐。汉江极是壮阔，立岸而视，不见水
端，有时平波缓进，有时深不可测。汉江比
长江更古老，但自长江出世，汉江便归隐了。

襄阳历史上，有不少能隐而不隐的高
士。襄阳隐士，首推卞和。和氏抱璞，三献
两刖，泣血荆山。幸遇楚文王不像厉王和武
王那么昏愚，使人理石得玉，和氏璧始出。
楚文王为褒奖忠信，封卞和陵阳侯。卞和却
长揖而去，终老荆山草莽间。

卞和若是真隐者，他应携玉同隐，唯求
远避，何以要冒死献玉？世人或讥其痴，或
嘉其诚。明人冯梦龙说：“堪笑卞和献宝傻，
何如完璧天地知。”这是对卞和献玉的质疑。
汉人伪托卞和作《退怨歌》曰：“进宝得刑足
离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也道出了卞和
的风德。卞和不去做陵阳侯，宁可“去封”，
也要“立信”。他以对富贵的弃绝，证明自己
非为富贵献玉。也许他最初献玉只是为让美
玉见世，但当他被视为骗子刖足后，这位襄
阳先祖冒死再献，则是为证明自己的人格。
如此赤诚、倔强、血性的人，若只将他视为
荆山隐者，真有些轻薄了。

二

东汉末年的庞德公看上去终生隐逸，其
实也未必是真隐逸。庞德公结庐鱼梁洲的时
候，这个半岛孤悬汉江，远离城郭，开阔寂
静。常来打扰庞德公的是刘表，这个荆州牧
在鱼梁洲筑了呼鹰台。刘表每次打马鱼梁
洲，地面尘土喧嚣，天空鹰隼盘旋。刘表久
闻庞德公名，再三相邀他入城辅政，庞德公
屡屡谢绝，刘表疑惑。庞德公说：“商取代夏
得到了天下，商纣王的首级最终又挂到了周

的旗杆上；周公摄政却杀了兄长，假如周公
兄弟只是过老百姓的平常日子，怎么会有这
样的悲剧呢？”庞德公此言，刘表未必真能听
明白。

庞德公并没有把心里话全告诉刘表。杜
甫诗里说庞德公“岂无济世策，终竟畏罗
罟”，未必确切。倒是清人阮函的评价，很有
几分道理：“庞公却辟刘表，知其不足与
为。”原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用舍
行藏，君子有守，匹夫竖子，不足与谋。

庞德公躬耕鱼梁洲，襄阳乡野亦颇多隐

士。当时，庞德公谓之卧龙的诸葛亮，谓之
凤雏的庞统，谓之水镜的司马徽，也都散逸
襄阳林泉间。然正是玉在椟中，钗于奁内。
庞德公虽不与州府相往来，在士人间却有尚
贤好客之名。诸葛亮在庞德公堂下执弟子
礼，庞统本就是庞德公从子，司马徽亦颇受
庞德公赏识。真隐士应是不问世事的，庞德
公却常与三五知己纵论古今，想也是能经天
纬地，胸隐甲兵的人。阮函称其“智辩昭
烈，隐然出武侯以自代”，道出庞德公隐而非
隐的真相。所谓“智辩昭烈”，讲的就是诸葛

亮闻名千古的隆中对，三分天下应是庞德公
同诸士子经常讨论的话题。庞德公不过是请
诸葛亮替他出山“扶炎鼎之衰”，他自己却

“无改岩林之乐”，上鹿门山采药去了。

三

庞德公遁入鹿门山约五十年之后，山东泰
山羊祜驻守襄阳，都督荆州，抗抵孙吴。此时，
蜀汉已经归晋，晋帝司马炎有吞吴雄心。

羊祜赴襄阳，志在平复天下。兵多累
民，军粮重，百姓苦。羊祜一到襄阳任上，
就把荆州士兵分成两半，一半扛枪戍防，一
半荷锄种地。荆州军粮储备原不足百日食，
羊祜任都督时囤了足以十年的军粮，都是士
兵们自己种的。军人自己种粮吃，襄阳百姓
就安居乐业了。

两军对峙本是仇雠，羊祜却与敌人以礼
相抗，以礼相处。他与士兵出营打猎，常遇
着吴军也在打猎。边界相遇，倘有吴军射中
的猎物跑过襄阳界来，羊祜便要士兵把猎物
送回去。羊祜行军打仗越过边界，把吴国百
姓地里的粮食收割吃了，事后必折算成布匹
还回去。与吴军战，必先下战书，约定时间
和地点，绝不偷袭。羊祜与吴军屡战，其法
一派天真如儿童游戏，甚而似称痴愚，却从
未失手。

当是时，驻守南荆州的吴将陆抗也是条
好汉。英雄相惜自古有之，羊祜同陆抗相处
得更像朋友，常相互置酒遣使访问。一日，
陆抗急病，向羊祜求药。羊祜派人火速送上
自配良药，治好了陆抗的病。羊祜恩信远
播，吴国军民皆拜服，赢得百万来归。范仲
淹后来写诗赞颂羊祜说：“化行江汉间，恩被
疆场外。”

羊祜驻守襄阳九年，修饬军政，功业卓
著，颇有清誉。他看似天真烂漫，如神仙中
人，却胸有大丘壑。他一边同陆抗诗酒往
来，一边已谋划好了平吴方略。可惜羊祜壮
志未酬，57 岁抱病北归。羊祜故去第二年，
平吴功成。庆功宴上，司马炎含泪举杯说：

“平吴都是羊太傅的功劳啊！”
羊祜生就不可能做隐者的。他有个外公

叫蔡邕，有个姨妈叫蔡文姬。他们家族的人
在世自有功业，身后却是活在文学史里。羊
祜甚爱襄阳山水，曾登上岘山，对同游者感
叹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高士登
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
悲伤！”羊祜去世后，襄阳人在他登岘山发幽
思的话音落处，立了“晋征南大将军羊公祜
之碑”。近五百年后，唐人孟浩然写诗赞曰：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羊祜倒是说过归隐的事，却是想在他功

成身退后。他曾在襄阳军帐里写信给弟弟羊
琇说，待东吴平定，自己便戴上隐士角巾，
回山东老家去，像汉代先贤疏广那样散尽田
产，只给自己留一块放得下棺材的小墓地。
羊祜之欲隐是匡世济民之后的功成身退，与
庄周、陶潜之隐大有分别。中国古时的隐
者，很多其实也是大侠，可立大功业，可出
亦可隐。

自古襄阳少隐者，皆因襄阳人有慷慨
气。古人论襄阳形势与盛景，谓此地南援三
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往来
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正
因襄阳是如此宝地，战乱一起，兵家必争，
生灵涂炭，在所难免。真的襄阳高士，不忍
苍生劫难，哪里还肯做隐士！

左图：位于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的关圣
古镇景区流光溢彩，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
来游玩。 杨 东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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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一片充满红色印记的革命热
土，红军长征时，在这里历经时间最久、
走过路程最长、所涉地域最广、经历战斗
战役最多。数十万四川儿女为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新中国成立至
今，四川人民勇于奉献，积极改革，实现
了一个个建设成就和乡村脱贫传奇。

在建党百年百条精品线路中，四川共有
5条路线入选，分别为“红军不怕远征难”“奇
兵入川·铁血丹心”“汶川抗震·众志成城”

“两弹一星·大国重器”“天府新貌·蜀道不
难”精品线路。它们集中展示了四川的红色
历史、建设成就和乡村振兴风貌，更展现了
四川人民愈挫愈勇、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

革命精神永传承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在四川，红军战士们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
桥、强渡大渡河……一个个耳熟能详的革
命战斗，为长征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5 年 1 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
长征从黔北赤水河过境，踏上川南土地，
开启红军长征在川历程。到 1936 年 8 月，

红二、四方面军走出雪山草地离开四川，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期间在四川境内转战 1
年零8个月，全省共有10个市 （州） 69个
县 （市、区） 留下了红军战士的足迹。

“红军不怕远征难”精品路线囊括了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在四川境内留下足迹
的16个重要地标。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飞夺泸定桥
纪念馆内，展陈着泸定桥的一段铁链，以及
红军飞夺泸定桥时铺的桥板。当年，敌人拆
去了泸定桥80余米的桥板，并以密集炮火守
在对岸高地。红军冒着枪林弹雨，一手抱木
板，一手抓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最终奇迹
般地夺下了泸定桥。“十三根铁链扛起一个
共和国”，展馆内的这行醒目大字，向参观者
诉说着当年战争的惨烈和红军的英勇无畏。

在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的彝海
结盟纪念馆，一座用凉山特有的红砂岩雕
刻的雕像高大醒目，雕塑表现的是刘伯承
和彝民首领小叶丹结盟的场景，正面碑座
上有“彝海结盟纪念碑”七个金字。当
年，在通过凉山彝区时，中国工农红军提
出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

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等主张，得
到彝族同胞的拥护。最终，红军部队顺利
通过彝区，留下了民族团结的佳话。

沿着“奇兵入川·铁血丹心”路线继
续参观，可更加全面深入了解红军进军四
川的革命历程。万源保卫战战史纪念馆、
红军攻克剑门关遗址、苍溪县红军渡纪念
地、木门军事会议会址……发生在这里的
战斗和会议对于配合红军长征，延续革命
火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凤凰涅槃迎新生

绵阳市北川县永昌镇，是北川新县城
所在地，于“5·12”特大地震后异地重
建。这里依山傍水，安昌河穿城而过，建
筑充满羌族特色。与13年前震后的满目疮
痍截然不同，如今的北川中学里，书声朗
朗；巴拿恰商业街广场上，广场舞跳得正
热；维斯特农业产业园内，工人正在忙
碌。在这里，重建的不只是学校、房屋、
医院，还有人们对生活的期待和信心。

同样充满生机的还有汶川县水磨古
镇。位于岷江支流寿溪河畔的水磨古镇，羌

族、藏族、汉族和谐相处，街道建筑呈现出
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格。灾后的古镇不仅重
建了基础设施，还结合当地实际，调整产业
结构，确立了“农业+旅游”的发展模式，引
来络绎不绝的游客。2010年，水磨古镇被联
合国评为“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

当年，北川县、汶川县都是受灾极其
严重的地区。但是，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人民的帮助下，坚强的四川人民用勤劳的
双手，谱写了一曲重建家园的壮歌。

为了记录地震灾难与抗震史实，弘扬伟
大抗震救灾精神，四川着力抓好精神家园的
守护与重建，在都江堰、汉旺、什邡、北川等6
地修建了汶川地震遗址遗迹馆（地、园）。如
今，“5·12”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震中纪念馆与
都江堰市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陈列馆等多
个纪念场所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艰苦奋斗铸辉煌

从绵阳市梓潼县中国两弹城景区，到
凉山州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再到攀枝花中
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大田会议纪念馆，

“两弹一星·大国重器”线路完整展现了四
川在“三线”建设时期的奋斗历史。

1964年，三线建设拉开序幕，中央决
定把四川省攀枝花市列为西南“三线建
设”重点，开发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

坐落于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镇的拉姑
林业局机关办公楼群见证了这一历史。当
年，由中央 13 个部委和西南三省负责同志
以及100多名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察组，就在
这群楼里办公和住宿。1964 年 9 月 9 日，一
个制定攀枝花建设总体规划和选定弄弄坪
为厂址的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这就是著
名的大田会议。这栋白泥、白灰浆抹面的办
公楼，也成为如今的大田会议旧址。

在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一件
件历史文物和图片、视频资料，生动展现
了四川开展“三线建设”的情景。展柜
中，有中央号召三线建设的历史文件，有
当年的生产工具和用品，还有用攀钢炼出
的第一炉铁水铸造的“攀枝花”灰黑色微

型铸铁。目前，馆内共收集文物、文献史
料2万余件 （套），图片3万余张，口述历
史视频120人、8000多分钟。

“三线”建设时期，上千家企业、科研单
位从沿海内迁至四川，攀枝花钢铁厂、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东方
电气、成飞集团等一大批重点单位相继落
户，成渝铁路、宝成铁路、川藏公路、成昆铁
路等一大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无数来自
天南海北的建设大军奔赴这里，无私奉献，
艰苦奋斗，为四川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
实基础，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美丽乡村话振兴

由成都往西北 40 余公里，便来到战旗
村。这个季节的战旗村，小桥流水、树木葱
郁，白墙青瓦的川西民居错落有致。3年前，
战旗村利用村集体资金打造民俗旅游仿古
街“乡村十八坊”，在保留传统手工技艺的
同时，把原来闲置的场地盘活，乡村旅游发
展引来无数游客。唐昌布鞋手艺传承人赖
淑芳将作坊搬到了这里，既是售卖特色手
工艺产品，也是展示非遗技艺，成为战旗村
的“必打卡景点”。与此同时，战旗村还大力
发展观光农业，打造大田景观，开发农事体
验旅游。发展生态旅游的战旗村，入选了首
批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曾经令人牵挂的“悬崖村”也吃上了“旅
游饭”。有的开农家乐、小卖部，有的直播卖
土特产品，还有的做起了户外导游、攀岩领
队。去年，悬崖村整体搬迁安置后，一些青壮
年自愿留在山上参与旅游项目的开发。

随着交通不断便利，四川的美丽风光
正一步步“出圈”。自 2019 年起，四川打
造了两批共 20 个“天府旅游名县”。在此
基础上，四川又建设了一批天府旅游名
镇 、 名 村 、 名 宿 等 系 列 “ 天 府 旅 游 名
牌”，文化旅游发展迈上新台阶。

上图：雅康高速上横跨大渡河的大
桥。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左上图：四川省阿坝县曼扎塘湿地风
景区。 刘国兴摄 （人民图片)

巴山蜀水共振兴
本报记者 何欣禹

巴山蜀水共振兴
本报记者 何欣禹 红色地标巡礼·四川篇

行 天 下行 天 下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临淮镇一水杉
林，水杉颜色由青变黄，晚霞里，杉林蟹塘
如山水画卷，临淮镇河蟹养殖协会会长刘长
于在林间撑船撒干鱼片，给螃蟹喂食，并对
水中多余浮萍、杂草进行清理，保障塘口水
质，养好生态蟹。每亩杉林养蟹年收入超过
5000元，实现生态、养蟹双赢。

（陈 玉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