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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从蜀地出发，直抵贵
阳花溪，看那一座座乳峰似的小
山散落其间，以其独特的喀斯特
岩溶地貌向世人展示风采。从花
溪公园、青岩古镇，至苗岭高
坡，无不韵透出天地间的清朗和
朴质。我的内心不禁涌起一种别
样的情怀：山不在高，我独为峰！

花溪流泉

出者繁华，入者清幽。来贵
阳，不可不去花溪公园，它位于
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内，是贵
阳的一处城市地标。

从花溪公园南门入，迎面就
是一座不大的山。猛一抬头，似
乎要与它撞个满怀。妙就妙在这
山，看上去都是怪石嶙峋、巉岩
峭壁，并没有肥沃的土壤，却长
出这参天大树，遮天蔽日。

最奇特的是那些小碗口粗的
藤蔓，迎风垂帘。它们该经历过
怎样的磨砺和困苦，才在这样的
境地成长为一地风景？

山不知其名，原始而幽深，
散发出一股神秘力量，推着人不
断深入，想要一探究竟。

看见水啦。河水玉带般蜿蜒
而来，绿得让人心颤，清得让人
动容。这不，正有人在河里游泳
呢，还有人在河边垂钓。几只野
鸭藏在河中树林下嬉戏，每年，
都有像它们这样的候鸟飞越苍茫
雪山来这里越冬。一群鸟儿躲在
树叶后欢唱，水草浅浅地浮在水
面，扭动着柔美的腰身，牵扯着
花溪的风景。

水草之上，青色的花苞一朵
又一朵，等待着阳光。它们叫太
阳花，美丽只为明亮的太阳，只
为清澈的河流。我数次到花溪公
园，见过它们的惊世容颜，还有
冰清玉洁的气质。

远处山影淡淡，水墨一般，
着色岸上的风景。公园的睡莲、
芙蓉、玫瑰、美人蕉等花儿都开
了，或白或红，应和着秋天的旋
律，也让花溪名副其实。

桥是最懂人心事的，它们隐
藏在更小的山后，把一个个芳汀
相连。桥或曲折或平直，就像人
的性格，把十里漫滩的花溪水渲
染得风情无限。

桥也是有故事的，比如马鞍
桥。它是花溪公园中最早修建的

桥，传说是清朝举人周奎为激励
本地青年用功读书而修建的，寓
意从此通往成功之路。让人难忘
的是跳蹬桥，也称为百步桥。
130 多个桥墩，琴键般排列开
去，仿佛在演奏动人的乐音。我惊
喜地跳来跳去，看潺潺的花溪水
从琴键间流过，然后从长满青苔
的岩石中纵身一跃，扑进了深潭。

此后，花溪河翠成了一块块
碧玉，漫过十里长滩，串起高原的
城市、山村，还有乡愁和记忆。

青岩存影

很难相信，在那遥远的年
代，在这寂寥的云贵高原之上，
居然也有这样一座充满江南水乡
特色的古镇。

四野辽阔，山势苍茫。高高
的城墙，雄浑的大门……青岩古
镇依山就势，盘踞其上，一如青
龙出洞，傲世寰宇。它位居贵阳
之南，当之无愧成为守护贵阳的
南大门。

走进青岩古镇，见碑刻：建
于明洪武十一年 （1378 年）。它
原为军事要塞，后来成了聚居之
所，现是国家5A级景区。

历史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
秋阳下，一幅恬淡的生活图景显
现：这边，青岩卤猪脚满街溢
香，折耳根炒腊肉馋得人口水直
流；那边，两个男人打着糍粑，
几个女人绣着围裙……南来北往
的人，都成了画里的风景。

古镇四周筑有巨石垒砌的城
墙，镇上民居皆为明清建筑风貌，
沿石板古道错落分布，雕栏画栋、
飞角重檐，彰显出这座古镇的历

史底蕴。镇内祠宇林立，还保留着
一座基督堂和一座天主堂。

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文状元
赵以炯就出生在青岩，这里还留
有红军长征作战指挥部等红色遗
址。回望历史，贵阳是红军长征
西进中的一个重要城市，青岩古
镇则成为其中的重要驿站。抗日
战争时期，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家
属曾在青岩秘密居住过。谁能想
到，高原之上，革命的种子在这
里生根发芽，文化的基因也在这
里代代传承。抗战期间，浙江大
学西移办学，青岩曾是它转迁的
场所。

秋阳之下，我走过一面面青
色的石墙，看青砖一层层堆砌，
就像一张张书页。古镇之下，国
家级新区——贵安新区横空出
世；周边高等学府林立——贵州
师范大学、贵州医科大学、贵州

财经大学……正成为高原古镇的
新鲜血液。

高坡飞歌

罕见的秋阳，晒得人直流汗。
顺着花溪河往里走，那是贵阳人
的心灵“后花园”：苗岭高坡。

就快要到高坡了，谁知国庆
期间，车“打拥堂”，一眼望不到
边。心里闷得慌，一家人赶快靠边
儿停车，就近找一个地方闲耍。

山下的河流，清澈见底。居
然又看见跳蹬桥了，不过是新修
的。田野阡陌纵横，灌渠密布。
仔细看碑刻，原来是花溪区黔陶
乡马场村大马场的水利工程，新
建 排 灌 渠 道 11 条 ， 长 度 2300
米，可灌溉农田650余亩。

原来这里是布依族的村寨。
肥沃的沙土地上，种满了蔬菜。
豌豆苗在发芽，南瓜已经黄了，
冬瓜长出了细毛，小西红柿一颗
一颗像红色的宝石。最让人赏心
悦目的是密密的生姜地，布依族
老人陈大妈正喜滋滋忙活着，准
备把刚采收的生姜装上车，由政
府统一收购和销售。

临近中午，在村寨的一家红
色餐厅用餐，得知红军长征途
中，曾在此发生激战，翁西关战
役就是其中一例。村子的红色博
物馆里有介绍：1935 年 4 月 10
日，中央红军第三路一军团后卫
部队与追至高坡乡翁西关李家大
田的国民党滇军第五旅进行了接

触战斗，红军大捷！
高坡由此留下许多故事，有

穷人参军的，有红军后代在此成
长的。军民情深，难怪这里有满
山的红杜鹃，灼灼放光。

再往里走，就是苗岭了。那
是两年前“五一”来此游玩的情
景：半山腰间，苗家梯田层层叠
叠，秧苗开始泛青；山顶上，几
台风车发电的叶子，在云中转
动；山脊里，红艳艳的杜鹃花，
一簇一簇地，延伸到了沟谷。

午饭后，人渐稀少，终于上
得坡顶，正是丰收时节，满地金
黄，耀亮了我的眼眸。风车也增
多了，摇动的叶片，像巨人的手
臂，指点着山河。杜鹃花沉寂
了，薰衣草却如火如荼开满了山
岭，引来游人无数。

夕阳正好。收割稻谷的苗家
农人，在薰衣草地中拍照的游
人，与高高的山岭融合成一幅油
画。我仿佛听见一首大地的欢
歌，在这高高的苗岭上，在当年
红军经过的地方，传唱、飞扬。

上图：航拍青岩古镇。
左图：航拍花溪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
本文图片均为刘朝富摄

秋色连波漾花溪秋色连波漾花溪
邹安音邹安音

今年4月去了趟武当。上山时步行攀爬，费了好
大力气。古人云，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
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
也。在山下的十字路口还真犹豫了下，一边是上山
的步道，一边通向缆车索道，最后下决心选择了步
道。乘缆车十几分钟就能到达山顶，但旅行乐趣都
不提倡快消费。武当藏之于名山，修建于山巅，其
用心之虔诚，用力之艰辛，只有在步道上慢慢前
行、边走边看时才更能体会。前人辛苦，在荒山野
岭寻路前行、肩扛畜拉，把沉重的建材拉到了山
上。今人幸福，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路上，整齐顺
脚，毫无安全之虞。即使如此，走在忽上忽下、没
完没了的山路上，仍然汗流浃背，长吁短叹。我只
好鼓励自己，就当锻炼和修行吧。调整好了心态，
终于看到金顶时，才有不虚此行的感觉。

武当山上的寺院其实并非山林中最险峻的，但
作为皇家寺院，被誉为“挂在悬崖峭壁上的故宫”。
其建筑规制之高、规模之大、技艺之精，可谓甲天
下。这里所有建筑依据山势，按照天人合一的原则
修建。天下寺院多在仿效，但也多是学个样子，实
在无法与它比肩。

今年 8月，我来到陕西榆林佳县。沿黄河北上，
看到不少山峁上都修建着寺院，心想接下来要去的
白云观可能和武当山上的相仿。但当真正走在白云
观的神道上时，才感到它不可小觑的威严。它是从
黄土地里长出来的，是黄河儿女心血的结晶，是西
北最完整的道教建筑群落。喘着粗气爬上去，从白
云洞里钻到戏楼前，发现上面古柏森森，是一方天
外净土。在山顶狭小的空间里，要把道家的相关建
筑都摆布好，真是难为了古人。白云山上，可以俯
瞰开阔的黄河和黄土地。

两个月后，我又机缘巧合地来到了榆林佳县。
从机场出来，边看边聊，对榆林人的治沙成果肃然
起敬。深入农村后更惊奇地发现，沙土地不仅可以
种庄稼和青草，还能种蔬菜和水果，长出的胡萝卜
和土豆现在成了抢手货。不过，抢手货也得靠老百
姓从狭长的山沟里往外背。深壑大沟里的辛苦劳
作，荒郊野岭中的机器轰鸣，成千上万的车辆奔
腾，都在提醒着人们，幸福从来都是奋斗出来的。

过去，人们困于一域，在沙土地里刨食，祖祖
辈辈过着苦日子。今人有幸赶上了好时代。榆林北
六县的不少村镇已经建立起幸福院，把村里六七十
岁的老人几乎免费供养起来，吃喝不愁，冷暖有
护，医有保障，还有精神关爱。拉着老人们曾经劳
作的双手，我的心头涌上许多感慨。

再次登上白云观，我心中没有了你南我北、你
大我小的对比。其实，武当山上没有神，白云观里
也没仙，老百姓过日子，既要抬头看天，更要埋头
苦干。在日常生产生活之余，有武当山、白云观这
样的“天外净土”，给人们提供清静、思考的机会和
场所，也是一件幸事。

南登武当山

北上白云观
李亚军

南登武当山

北上白云观
李亚军

烟波浩渺的骆马湖像一只巨大无
比的河蚌，静静地躺在广袤的苏北平
原上。窑湾临湖而卧，犹如这只巨蚌
孕育的一粒珍珠。浸润着骆马湖的清
涌之水，濡染着古运河的璀璨文明，
窑湾散发出愈发迷人的光晕。我和数
十文友雨中驱车，踏访古镇窑湾，感
受了一番烟雨中别样的苏北水乡风情。

窑湾坐落于京杭运河与骆马湖交
汇处的一块高地上，对于南来北往的
客商而言，正是补充给养、歇息打
尖、互通有无的好地方。在陆路交通
尚不发达的年代，窑湾因其特殊的地
理优势，在明、清漕运时期曾烟火鼎
盛。江西、福建、安徽等地的客商捷
足先登，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商
旅也纷至沓来。“日过桅帆千杆，夜泊
舟船十里”，典当行、糕点坊、酒肆茶
楼、教堂货仓，各色店铺林立，一片
繁荣景象。到 20世纪 40年代，古镇依
旧是繁华的中转码头和商贾云集之
地，后来随着水运优势的消失而日渐
落寞，但至今仍遗有山西、江西、福
建等各商帮建造的会馆及众多飞檐翘
脊的富商宅院。风雨斑驳了古镇，时光
见证着沧桑。隔着迷蒙水雾，凝望氤氲
在烟雨中的古镇窑湾，如梦似幻，好像
一抬脚就踏进了浩如烟海的明清。

窑湾三面环水，众多穿镇而行的小
河，赋予窑湾生命的灵动。鳞次栉比的
民居多依水、依势而建，最高也不过两
层楼，石头垒成地基，上面盖房，灰墙黛
瓦，高低起伏，错落有致。丝丝细雨轻轻
敲打着黝黑的瓦片，随着瓦楞汇聚成涓
涓细流，潇洒地落下来，在苍劲的石板
老街上写就了一串串意韵深长的光阴
故事。一座座造型别致、古色古香的小
桥，或拱曲或平铺，横卧在纵横交错的
小河上，桥根结苔青黑，好似在展示不
一般的历史沧桑。屋旁桥下的水流经千
年，依然平静、清澈。凭桥远眺，雾霏霏，
雨濛濛，水巷、河埠、石阶、岸树、拱桥、
廊坊、楼阁、庭院绰约有致，好像婉约的
巨幅水墨画。

宽不过两米的街道两边，密密匝
匝挤满了店铺，店铺多为明清时期的
砖木结构瓦房，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红
灯笼。游客购买较多的还是当地生产
的桂花云片糕、窑湾绿豆烧及甜油等
特产。桂花云片糕选用上等白糯米炒
制成粉，再拌以油、糖、桂花酱等制
成，入口香甜，绵软润滑。窑湾绿豆
烧以优质高粱、豌豆等为原料，配以
红参、当归等多味中药，经入缸沉淀
酿制而成，色泽棕绿，味道甘醇。窑
湾甜油仍以古法生产，取小麦熟面块
堆放于酱缸中经遮光高温发酵制成，
虽有淅沥小雨，鲜美的酱香还是透过
酱缸上的巨大罩笠在空中四处飘散。

来到窑湾，湖鲜岂容错过？新鲜的
鱼用湖水煮了，除了盐和辣椒，并不放
其他佐料，吃起来就鲜美无比，还有煎
得亮黄松脆的小鱼、煮得仁黄个大的鸭
蛋、汆得晶莹剔透的莲藕……保你一辈
子过口难忘。走走停停中，我在张家

厅堂尝了一块又糯又香的桂花云片
糕，在赵家酒坊品了一杯刚刚酿成的
窑湾绿豆烧酒，又登上了一座不知姓
氏的茶楼，一边品茗，一边品味柳琴
小戏婉转悠扬的旋律……

窑湾的人完全不像都市人那么匆
忙，他们似乎早已把自己融入古老的
民居、融入静静流淌的溪流、融入神
闲气静的老树，推开任意一扇木板
门，眼前都是一幅恬淡宁静的生活
画。我也忍不住放慢了脚步，一颗在
钢筋水泥丛林里呆久的心也渐渐舒
缓，好像穿越时空，来到古昔……

虽 与 窑 湾 亲 密 接 触 不 过 半 天 时
间，但我一颗躁动的心早已融化在这
片曼妙的景色里，我真想长住于此。
可是，窑湾穿古透今，始终笃实而从
容，而我，怎能搁下世事，清修一份
随意呢？挥挥手，轻轻地告别，我走
了，窑湾！期待来日的重逢。

上图：窑湾古镇。 高启民摄

烟雨窑湾
王 昂

当我乘车驶入甘肃省张掖市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乡西岔村
时，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便跃入
视野。天空碧蓝如海，远方的山
巅飘荡着棉花般的云朵。随着车
辆在山间环绕爬升，圣洁的巴尔
斯变得“触手可及”。

巴尔斯雪山位于祁连山北麓
中段，海拔5118米，是裕固族人
心中的“神山圣地”。巴尔斯为
裕固族语，意为“高大、雄伟、
神圣”，景区内有气势恢宏的雪
山冰川、辽阔的草原森林、蔚蓝
的雪域天池，呈现出“雄、奇、秀、
幽、旷”的自然美，被誉为“祁连秘
境”。这里四季景色各异，风光秀
美，已成为人们亲近祁连雪域、欣
赏高原风光的好去处。

车刚停下，我便迫不及待地
跳下车来，与一帮户外运动爱好

者沿着雪山栈道向圣洁的巴尔斯
雪山攀登。听随行的裕固族导游
说，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巴尔斯
刚 下 了 一 场 暴 雪 ， 雪 霁 初 晴 ，

“云雾缭绕巴尔斯”的壮美景色
常会在这时出现。有游客曾多次
游览巴尔斯，却总是与云蒸霞蔚
的巴尔斯美景失之交臂，只好吁
叹而归。作为摄影爱好者的我心
中默默祈祷着，希望巴尔斯的美
景能够如约而至。

“哇，好美吆”，不时有游客
发出由衷的赞美。巴尔斯雪山被
云团环绕，走在陡峭栈道上的游
客队伍，仿佛行走在仙境中。不
知不觉我们就登上了眼前这座雪
峰，攀上了建在开阔雪原上的巴
尔斯雪山旅游营地观景平台。这
座观景平台有两层，宽敞明亮，
一次可容纳一百多人，入内可四

面环视，将巴尔斯美景尽收眼
底。平台一层还供应有手抓羊
肉、奶茶等裕固族美食。登上二
层敞开式观景平台，面南而望，
雪峰突兀，皑皑巴尔斯主峰宛若
一位神圣纯洁的公主，静静屹
立，这也许就是裕固族人将巴尔
斯赞誉为“神山圣地”的缘故
吧。向北眺望，群山连绵，步栈
蜿蜒，山路盘旋伸向远方，壮丽
山河美如画卷。

在旅游营地稍事休息，补充
身体“能量”后，我随众多游人
继续攀登巴尔斯主峰。一名多次
来过巴尔斯的户外运动爱好者
说，攀登巴尔斯主峰实际是众多
游客的美好愿望，因为当你以最
快速度攀登到巴尔斯主峰山腰
时，常常已是夕阳西下。沿着弯曲
陡峭的山间栈道，人们一边蹒跚
登攀、一边观赏美景，宁静的巴尔
斯雪原上不时传来欢声笑语。

一心想拍摄巴尔斯雪峰最美
景观的我，喘着粗气继续攀登，
回望旅游营地，早已湮没在群山
中不知所踪，前行的路逐渐陡
峭、险峻，同行的两位户外爱好
者停下脚步说，我们现在已到巴
尔斯山腰，该休息一下回撤了。
这时，巴尔斯山顶的云朵移动加
快，云层变厚，两位同行者高声
喊道：“天要阴，快下山。”巴尔
斯的天说变就变，带着未能如愿
的不舍，我们加快步伐返回。好
在下山路轻松，当我们热汗淋漓
赶到旅游营地停车场时，莽莽巴
尔斯已笼罩在密布的阴云中，一
切又归于宁静。

巴尔斯雪山，孕育了圣洁的
美景，也俘获了来来往往游人的
心。与巴尔斯雪山亲近了，人们
总会情不自禁地臆想：要是能以
雪山为邻，远离尘嚣该多好啊。

左图：游客畅游巴尔斯雪山。

畅游巴尔斯雪山
杨永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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