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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楼里的油灯、黄洋界上
的炮台、“九打吉安”的号角、

“十送红军”的旋律——这里的
每一座山峰，都有信仰的高度；
每一处景物，都是对真理的执着
追求。

这就是中国江西吉安，古称
庐陵，元初始名吉安，寓意吉泰
民安。吉安自古就有“江南望
郡”“文章节义之邦”之美誉。
新干大洋洲青铜器改写长江文明
史，吉州窑黑瓷惊羡全世界。

《吉安府志》 云：庐陵“咽喉荆
广，唇齿淮浙，江山映带在眉宇
间——古所谓天作之邦，江西诸
郡，独称雄奇”。公元 1045 年，

《醉翁亭记》 中“太守谓谁？庐
陵欧阳修也”，寥寥一笔，令

“庐陵”二字名动天下。

一

古韵悠长，品味庐陵古色文
化的神奇魅力。庐陵自古多俊
杰，文风鼎盛照江天。古庐陵文
风兴盛，史传“序塾相望，弦诵
相闻”“文风盛于江右”。从唐至
清，庐陵地区兴建的有一定规模
的书院就有270多所，接近江西
全省的 1/3，其中最有名的当属
白鹭洲书院了。数百年来，登上
这艘文化巨轮的有朱熹、杨万
里、程颢、程颐、周敦颐、王阳
明等一大批文化巨匠。他们传经
布道的声音，与清越的赣江水和
性情高雅的白鹭一起交织回荡，
经久不息，登庙堂之高，抵江湖
之远。

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
写春秋。自欧公以降，庐陵先贤
代有兴起。“一门三进士，隔河
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
政，九子十知州”的民谣，道不
尽古庐陵的文风鼎盛！三朝重
臣、“太平宰相”周必大，诤言
直表、立朝刚正，晚年退居故里
醉心堪刻，创“私家刻书”典
范；杨万里诗词浅近明白、清新
自然，给富于理性长于议论的宋
代诗坛一缕清风，开“诚斋体”
先河；“脖子最硬”的忠简公胡
铨，“冒渎天威”拒和，“义不与
秦桧共戴天”；杨邦义抗金南京

雨花台殉难，被割舌剖胸腕心，
朱元璋叹曰“天地正气，古今一
人，至死不降，铁石忠心”；“状
元宰相”文天祥，“从今别却江
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留取
丹心照汗青”；“小个子”的“大
才子”解缙，机敏睿智担大纲，
主编 《永乐大典》，朱元璋、朱
棣父子叹云“朕不可一日无解学
士”，坊间百姓戏赞“矮子矮、
一肚子拐”，传千古佳话到如今。

二

忠魂永驻，感受吉安红色文
化的独特魅力。走进吉安，你就
像置身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
馆，公元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
率工农红军上了巍巍井冈。星星
之火，燎原神州大地；热血丹
青，改写华夏历史。作为中国革
命的摇篮，井冈山“天下第一
山”的称谓当之无愧。这座血与
火浇铸的信仰高地，早已成为中
国共产党人永恒的精神家园，成
为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丰碑。

“十万工农下吉安”。作为第
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
吉安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辉煌

的篇章。井冈山朱毛会师广场、
永新“三湾改编”旧址、朱德的
扁担、曾山胡海各执“半面红
旗”——这些耳熟能详的红色经
典，传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1000 余处红色遗存，52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
都吸引海内外数以千万计的游
客。2.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处
处渗透着英烈的血迹；540万吉
安儿女，个个都是井冈山精神的
优秀传承者。

庐陵文风盛江右，古村遗韵
耀河山。青原区渼陂古村沿富水
河渐次铺展开，“一溪云水幻成
诗”；367 栋各具特色的明清建
筑，向中外来客低吟悠远绵长的
美丽与辉煌。1万多棵大大小小
樟树掩映下的吉州区钓源古村，
150多幢明清建筑，幢幢皆可见
八卦图形，或嵌显于门楣，或镂
刻于窗棂，或雕饰于床架，堪称
江南民居博物馆。富田、燕坊、
蜀口洲、卢家洲——这些雅韵深
深、古意悠悠的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名镇，像历史这位时间老人不
经意撒落在古庐陵大地上的瑰
宝，历经千年风雨，仍然熠熠
生辉。

三

去吉安感受那方神山圣水
吧，你一定会被大自然对它的慷
慨赐予陶醉。井冈山、青原山、
东固山、玉笥山、武功山——每
座山都是那样的神圣；赣水、禾
水、泸水、恩江、蜀水——哪条
水都是那样的圣洁。山的巍峨挺
拔尽显吉安男人的刚毅，水的婀
娜柔情恰似吉安女子的风韵。随
便走近一个古村落，都会有百岁
香樟醉人的芳香；随便走进一个
小山庄，都会有山环水绕、碧水
青山的惬意和震撼。“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在这里悄然变成现实。绿梦如
诗，筑就了江南望郡的理想家园。

忆往昔峥嵘岁月，吉安全境
皆苏区；看今朝红土圣地，吉安
全境尽景区。文化古迹和革命遗
迹相互映衬，自然风光和人文景
观融为一体，全景旅游、全域旅
游构成了吉安旅游观光的独特优
势。万安、泰和、永丰、吉水、
峡江等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
更是闻名遐迩。这里奇峰耸峙、
怪石林立，你不能不惊叹于“老

天爷”的鬼斧神工；这里清幽静
雅、峰峦叠翠、草木繁茂，你不
能不感恩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登“中国福山”安福羊狮幕，俯
瞰云海雾涛飞瀑流泉，激发海内
外游客多少豪情；临遂川南风面
营盘圩，仰观国际鸟道候鸟迁
徙，令中外环保志士感叹万分。
吉安全市水质和空气质量全年保
持在国家二类标准以上，森林覆
盖率近七成，全境入选“全国生
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财政收
入和城乡人均收入连年增长，一
个幸福、美丽、现代化的吉安呼
之欲出。

吉安、吉安，好一个吉祥
民安。

庐陵雄风今犹在。
多彩吉安谁比肩？
上图：井冈山黄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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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眼中的淮河，都
有着不一样的风景。我记忆
里 的 淮 河 ， 是 那 个 鱼 虾 满
仓、稻浪翻滚、荷香遍野、
听取蛙声一片的淮河。“走千
走 万 ， 不 如 淮 河 两 岸 ……”
古老民谣至今在吟唱，趁着
闲暇时光，我和友人驱车向
淮河五河段进发，去寻找童
年时的淮河景象。

千 里 淮 河 ， 浩 浩 荡 荡 ，
流 经 安 徽 五 河 境 内 上 百 公
里，拐了十几个弯，把浍、
漴 、 潼 、 沱 四 条 河 揽 在 怀
里，形成庞大的支流水系，
滋润着全县数十万人口。

古代五河就已是水柔灵
动，桨声灯影，风情万千，
倾倒不少文人雅士。元代张
羽带来“驿楼郁郁古河滨，
日日征帆送使臣”的画面；
明代唐之淳举杯邀月，写有

“夜泊淮堤近五河，恶风吹面
叹 蹉 跎 …… 三 千 里 外 江 南
客，却倚月明闻楚歌”；明代
程本立更是悠闲，他路过五
河 时 留 下 “ 水 到 五 河 东 北
流，河边人立看仙舟”。

30年前，我来到五河县城定居，对它有了更多的
了解。五河因淮河、浍河、漴河、潼河、沱河“五水
交汇”而得名，是千里淮河下游一座重要的县级城
市，也是皖东北一座美丽的水乡。它的北岸是刘邦、
项羽垓下之战古战场，南岸是朱元璋从小放牛、当小
和尚、成年后与元军打仗负伤获救的地方。这里草木
繁茂，农舍杂居，安静祥和，被称为百里长洼。

古淮河没有桥，人们出行靠小木舟摆渡，所以两
岸渡口密布，码头林立，河畔形成古老的顺河街。直
到上世纪70年代初，国家投资修建第一座五河淮河大
桥，从此结束了淮河五河段无桥的历史。

在我的记忆中，五河人特别能吃苦，每逢淮河货
船逆流而行，岸边就会出现一群拉纤的人，狭窄的纤
道上排成一溜儿，拉着纤绳弯腰屈膝，艰难地挪着碎
步，留下一串串辛酸的脚印。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人们进入梦乡时，淮畔肩挑石料、人抬粮食的场
面，正热火朝天。南来北往的船客川流不息，震天撼
地的挑夫抬夫号子每天响彻顺河码头的上空。漕运、
货运，船工及纤夫光脚丫子踩出的瘦劲纤道，以及两
岸留下众多的遗址遗迹，早已同半个多世纪前的峥嵘
岁月交织在一起，植根于五河人的心头，成为这座城
市永恒的记忆。

改革开放后，五河人努力拼搏，桥越造越多、越
造越大，先后在淮河上建起了104国道新桥、徐明高速
公路桥、宁洛高速公路桥、五河绕城公路桥等重要工
程。原本随淮河涨落起伏的五河，竟然生发出“一环
三纵五桥”的皖东北大交通格局。

一座座跨淮大桥，宛如凌空的绚丽彩虹，成为河
面上最美的风景。如今，五河除了农副产品通过高效
便捷高速路网运输外，大量的建筑、煤炭、砂石等工
业材料，依然是通过淮河船运流向蚌埠、南京等各大
城市，只不过早已不见了纤夫的踪影。

光阴像船舷下的哗哗流水声，轻悠悠地逝去，不
觉时近黄昏。在淮河漂流半天的小船慢慢靠岸，我和
友人上了岸，频频回首。夕阳半遮半掩在天空游走，
余晖映照着淮河，河面泛着暗红色的光，仿佛生命流
动的血液，伸向遥远的天际，更绵长，更辽阔。

五
河
人
的
梦
想
与
拼
搏

刘

干

五
河
人
的
梦
想
与
拼
搏

刘

干

行 天 下行 天 下

当一粒沙坠入了尘世，便开始
有了敦煌。

去往敦煌莫高窟的路上，汽车
像一支利箭穿过无际的荒漠。笔直
的沥青公路宛若一条奔腾的河流，
汩汩流向远方。缓步的骆驼，成为
了大漠的文字与符号。也许，只有
这块广袤苍劲的土地才能够扛得起
莫高窟的厚重。

我去过龙门石窟，也到过云冈
石窟，但都没有莫高窟让我震撼。
莫高窟并不限于一个朝代的集中叙
述，它是一幅色彩斑斓、留白丰富
的画作，历史的笔停在哪儿，续写
的情思就会在哪儿闪烁。

莫高窟中除了高大的佛像，最
引人注目的便是色彩鲜艳的壁画，
走近细细欣赏，仿佛还能感觉到历
史的呼吸和余温。这些壁画的观感
全然不像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时常
带有视觉上的锋芒，而是温和、恬
静。赏画时，人们尽可抛却思绪上
的 繁 芜 ， 让 心 如 溪 水 ， 在 画 中
流淌。

莫高窟前曾经还有一条河流，
不过早已干涸，只留下一片白杨讲
述着过去和未来。那星星点点挣扎
出的绿色，在大漠中格外耀眼，那
是一种生命的傲慢。那一列列守住
水土的白杨，它们知道自己正面临
着大漠的吞噬，可却从未有半分
退缩。

莫高窟的九层楼，像一只拥有
鸿鹄之志、展开双翼的鹏鸟，想要
在历史的长河里快意腾飞，而我们
这些生如蜉蝣的凡人，永远都不会
明白。藏经阁里的经书大部分都已
丢失，许多宝贵文物流落在世界各
处。历史的伤疤，赫然展开，疼痛
依然。

不远处便是月牙泉。月牙泉深
掩于巍峨的鸣沙山之中，鸣沙山的
沙丘，如一座座雄伟的山峰，那些
成功登上险峰的勇士，到这里未必
仍有续写巅峰的勇气。月牙泉如一
滴泪水意外地坠入茫茫大漠，即便
无人能懂它的苦涩与凄怆，但它却
始终在人们耳畔召唤——“也许你

们不懂这种爱恋，除非也去那里看
看”。

我拿着背来的吉他现学了 《月
牙泉》这首歌，准备和朋友以月牙
泉为背景合唱一次。我们重来了近
30 遍，才终于准确流畅地唱完了。
我知道月牙泉是不缺坚韧的，因为
再恶劣的处境，它都不会让生命之
水干涸，那么就在此收下我的赞
歌吧。

鸣月阁是一把剑，一把无坚不
摧、所向披靡的剑，它向世人昭示
着月牙泉伟岸屹立的精神高度，隐
忍、孤寂，然而坚韧。于是，洞庭
之上，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豫章故
郡，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的滕王阁。它们地处繁

华，为文人墨客所歌咏，为世人所
瞻仰。而大漠深处，鸣月阁沉默不
语，在寂寂岁月中孤独守望。

我和朋友冲上鸣沙山。站在山
顶瞭望月牙泉时，我忽然产生了一
种错觉：此刻自己若是想要高飞，
便能在这鸣沙山上立马长出一双翅
膀。回望着身后那漫漫沙漠，我竭
力想象着视野所不及的远方，会是
怎样一片广袤的精神领地。此情此
景，我们情不自禁地再次以月牙泉
为背景，弹着吉他高歌起来。这一
刻，鸣沙山的风沙，是我们歌声的
交响；这一刻，生命的激荡，是我
们青春的模样。

上图：敦煌鸣沙山，游客们正
在骑骆驼穿越沙漠。

肖学平摄 （人民图片）

敦煌的味道
曾 龙

秋日，走进香零山村，绿树翠
竹掩映，好一片恬静安详的怡人世
界，桑榆飘香，溪流纵横。

香零山位于湖南永州市零陵区
茆江桥潇水河心，系天然石矶组成
的小岛，风景幽美，特别是小雨初
淋，氤雾乍起，小岛忽隐忽现，静
静地耸立在烟雨之中，有永州八景
之一“香零烟雨”之美称，香零山
村也由此而得名。

香零山村与零陵城区一江之
隔。潇水河蜿蜒如一条玉带把村庄
环绕，鸟沙洲与村庄隔江相望。走
进香零山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环
村一江如蓝的潇水。潇水古名深
水，又名营水，东晋以后改名潇
水，发源于湖南省蓝山县湘江源野
狗岭南麓，因其水流清绿幽深而得
名，《水经注·湘水》说：“潇者，水
清深也。”这潇水蓝得如一条偌大的
碧玉，柔得像天上的云彩。

跨过通往香零山的浮桥，便是
樟树、秀竹掩映的村庄。这个村庄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万亩良田上
的蔬菜、瓜果、桂子在微风中摇
曳，百亩美池掩映在桑榆秀竹之
中，田间小路交错相通，鸡犬之声
不绝于耳。人们在田野里耕种劳
作，老人和孩子各得其乐，好一幅
世外桃源的美丽图景。

香零山村是湖南省无公害蔬菜
基地。田野里上千个大棚里的莴
笋、芹菜、菠菜等绿色蔬菜连天碧
涌，那辣椒一串串、一扎扎结满了
枝头，红彤彤鲜艳艳的西红柿如珍
珠玛瑙，冬瓜、南瓜滚满田庄。路
旁的柿子熟了，如一个个悬挂的灯
笼；山上的柑橘黄了，匍匐在绿叶
丛中，似一串串翡翠；桂花开出幽
幽清香，沁人心脾。毗邻潇水的是

环村自行车道，曲折掩映在秀竹绿
樟之中，一路行走，缕缕清香盈了
衣袖，润了柔肠。

曲栏亭下，池水清澈明冽，白
鹭在山坡与湖水上空飞行，楼阁倒
映池中。

穿过村庄，来到村后，一泓清
水从古石桥流出，小溪两岸是摇曳
的翠竹，斜光穿过林梢，在水中漏
下斑驳的日影，小鱼游在石壁上，
美轮美奂。人们在小溪中洗着青
菜，鸡鸣在溪坡上，好一幅悠然自
在的美丽画卷，任微风撩动衣裳，
任桂花花瓣飘在头顶。

到了秋日，香零山通往牛皮滩
的山岭上进入色彩缤纷的最美季
节，山上的枫树、梧桐、柿树被北
风呼啸几次后，树叶渐渐染了颜
色，由青变黄，与樟树、杉木绿叶

相间，青中带黄，黄中夹绿，多彩
秋叶把美丽山峦装扮得如诗如画，
分外迷人，让游人恍如置身在童话
世界之中。

香零山村不仅风光秀丽，景色
迷人，这里的人们也非常勤劳、朴
实、文明和善良。他们天未亮就起
床，持灯在大棚里整理土地、种植
蔬菜；夕阳西下，他们依然在为果
园剪枝除草。这里种的菜不洒农
药、不施化肥，是无公害有机蔬
菜，他们卖菜、卖水果童叟不欺，
价格实实在在。他们用辛勤和汗水
描绘着致富的画卷，用真、善、美
弹奏着和谐幸福的乐章。

秋日，大美香零山村处处是美
景、处处是诗篇。香零山村让我心
驰神往，梦绕千回。

下图：香零山风光。来自网络

秋日走进香零山
唐高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