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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8 日，站在河北省故
城县境内京杭大运河的河堤上眺望，
河道流水涌动，两侧春色浓郁。这一
天，国内所有媒体都报道了同一条消
息：京杭大运河全线通水。

一

故城县隶属于衡水市。衡水是纯
平原地区，不要说高山，连丘陵都没
有。唐代诗人岑参在 《冀州客舍酒酣
贻王绮寄题南楼》中写道：“野旷不见
山，白日落草头。”别的地方是太阳落
山，这里的太阳是落在草地上。

对于平原来说，水是它的灵魂，
而流动的水则是它充满生机的灵魂。
大运河流经衡水的三个县，长达178公
里，几乎每一公里都有自己的故事。
故城县城名叫郑家口，是运河沿岸著
名的码头商埠，当年气派恢弘的山西
会馆见证了它的繁华。河中樯帆如
林，南来北往，多少文人墨客在这里
吟诗作赋。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在 《郑
家口夜泊次俞宜黄韵因怀昔年计偕诸
公》 一诗中写道：“飞沙竟日少光辉，
浪急风高月色微。为忆含桃催物候，
尚淹行李未春归。吴歌独自弹长铗，
楚制堪怜著短衣。来往常经郑家口，
当时同伴共来稀。”恰恰是诗中几分淡
淡的惆怅，说明郑家口不仅见证了世
事沧桑，也见证了跌宕人生。炎炎夏
日，行走在大运河河堤上，杨柳依
依，蝉鸣阵阵，恍惚中似乎听到来自

时光深处的号子声。
平原上还有一条滏阳河，穿衡水

市区、武强县城而过，它的前身便是
漳河故道。在中国，由于地形关系，
凡天然形成的河道，大都水向东流，
滏阳河在衡水境内却由南向北流去，
历史上被称为“漳水横流”。据说，这
也是“衡水”的来历。由东向西流过
衡水的滹沱河，更是无数次出现在各
种历史典籍，特别是抗战故事中，作
家孙犁在关于家乡的回忆中，也常常
写到滹沱河。这些河流不仅让平原变
得灵动，而且调控着平原的生态。

如果说奔涌的河流是平原在弹
琴，那么平静的衡水湖则是平原在思
考。这个历史上叫作“博广池”的平
原湖泊，曾被地理学家郦道元写入

《水经注》。和北方多数的水面一样，
上个世纪它逐渐变成了季节性湖泊。
后来引黄入湖成功，使它重现于平
原。到今天，衡水湖已成为华北地区
单体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泊。湖面碧波
荡漾，湖畔绿树成荫。无论是荡舟湖
上，穿行于芦苇荡中；还是在临水小
馆吃一顿贴饼子熬小鱼，都是衡水湖
给予人的独特享受。

二

说到旅游，有人常问几月份合
适。到平原旅游，一年四季都行。当
然，要想看花，最好是春天。衡水平
原上，有历时千年依旧享有美誉的深

州蜜桃。每逢春季，40 万亩连片桃花
同时盛开，无边无际的粉红色海洋不
仅迷人眼，更醉人心。同样久负盛名
的还有阜城鸭梨，10 余万亩梨花一夜
间绽放，置身于被称为“香雪海”的
梨花丛中，令人身心都清新了许多。
安平县的3万亩油菜花，枣强县肖张镇
的千亩杏花，衡水湖畔的20万株抗寒
梅花……给平原带来更多韵味。近年
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许多地
方把农业和观光结合起来，可供观赏
的农作物层出不穷。一到花开时节，
游人如织。

山区有山区的景观，平原有平原
的魅力。如果单就看花来讲，平原的
花一望无际，更称得上“花海”。

夏天，平原上最壮观的景观是麦
田。茅盾先生在散文 《白杨礼赞》
中，十分欣赏“麦浪”一词。近年
来，由于矮化和密植技术的应用，风
吹麦田、小麦波涛翻滚的现象比较少
见了。更多时候，是无边无际的麦
田，平整得像铺在大地上的金色地
毯。从麦田旁边走过，常常有一种冲
动，想要去躺在一领席子似的麦梢上
小憩。山区的特色是层次，平原的特
色是开阔。在走一天也走不出去的麦
田中，不仅能领略麦田的开阔、平原
的开阔，心情也会变得开阔。

绿色是平原的生命，秋天的青纱
帐更是平原上独特的景观。高的是玉
米、高粱，不高不矮的是谷子、大
豆，匍匐在地表的是红薯、花生。高
粱因为难吃，前些年被淘汰了。可是

因为酿酒离不开高粱，高粱反倒成了
经济作物，近年来又出现在平原上。
那些只是在电影中看到过红高粱的游
客，面对大面积真实的红高粱，无人
不兴奋地拍照留念。当高粱红了的时
候，玉米也成熟了，遍地都是香甜
的、新鲜的粮食味道。接下来在由秋
入冬的过程中，平原的景色和山区是
一样的，庄稼变得黄绿兼有，树叶变
得绚丽多彩。到了冬天，平原的雪景
是无可替代的。唐朝“打油诗人”张
打油在 《咏雪》 中描写的“江山一笼
统”，在平原最是典型。

三

衡水因为全境平原，历史上开垦
较早，文化积淀深厚。如今，这些历
史文化有了新的载体。2020 年落成的
故城大运河博物馆，用宋元明清以及
近 代 运 河 两 岸 书 画 名 家 的 丹 青 墨
宝 ， 诠释运河文化的悠久与深邃。
1600 余件珍贵文物及艺术作品，充分
展示了大运河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
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衡水地域的深
远影响。博物馆甫一开馆，参观者络
绎不绝。

这里也是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的故
乡，董仲舒文化博物馆把一代大儒的
思想及生平，图文并茂地展示给参观
者。这里还是年画艺术之乡，位于衡
水市武强县的武强年画博物馆，保护
并传承着“武强木版年画”这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展示、研究农
耕文化的艺术殿堂。

衡水平原上，各种民营博物馆更
是如雨后春笋，从不同侧面告诉你衡
水的历史和现在。内画博物馆、硬木
博物馆、雕塑博物馆、刻铜博物馆、
空调博物馆……有一天，我偶然走进
了位于衡水市饶阳县的饶阳老电影博
物馆，主人热情地请我点一部老电影
看看。我想起 1963 年河北平原暴发了
百年不遇的洪水，洪水淹没了我的村
子，冲垮了我家的房子。那年我刚刚9
岁，隐约听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
厂拍摄过一部关于衡水在洪水中的纪
录片，我随口说了出来，没想到博物
馆里真的有。

河北省简称冀，来源于冀州。当
年大禹治水划天下为九州，冀州为九
州之首。最早的冀州管辖两河 （黄河
和辽河） 之间。随着时代变迁，冀州
的范围越来越小，到 1912 年取消府、
州建制的时候，冀州只辖5个县，其州
治即今天的衡水市冀州区。也就是
说，衡水是冀州最后的遗存。来这里
品味平原，应当是最正宗的味道。

上图：衡水湖风光。
陈 康摄

品味平原
郭 华

此刻，在我的身旁不远
处，就是闻名遐迩的虎跳石了。

悬空的观光栈道和透明
的玻璃平台，让我最大限度
地贴近汹涌澎湃的江水和巍
然屹立的虎跳石。

奔腾而来的金沙江水正
在我的脚下左奔右突，滚滚
向前。怒不可遏的江流呼啸
着、咆哮着，以雷霆万钧之
势，想要冲破虎跳石的阻
挡。而江中的虎跳石则任其
冲刷，岿然不动。千百年
来，这场阻挡与突围的争
夺，一直在这座极其险峻、
狭窄、深不可测的大峡谷里
持续着、对峙着，却怎么也
分不出胜负高低。只留下眼
前的山谷轰鸣、惊心动魄，
以及江流石不转、万马奔腾
急的壮观景象。

几步之外的虎跳石，跨
步即可触及，让人有种奋勇
向前的冲动。但一旦失足落
水，转瞬就会被滚滚江流吞
噬，化为齑粉。

我只能伫立岸边，将自
己想象成传说中那只神奇的
老虎。

传说中的那只老虎，正
是凭借眼前的这块巨石，纵
身一跃，跳到对岸的。当
然，这纵身一跃，也跳进了
千年的历史和传说。

伫立于观光平台之上，

头顶危崖绝壁，脚踏汹涌激
流，让人不禁心潮澎湃，思
绪万千。

我想起了沿金沙江崖壁
之上的茶马古道。据说，那
是滇藏茶马古道的一部分。
产自西双版纳的茶叶，经普
洱，越昆明，过大理，入丽
江，再经过这条茶马古道进
香格里拉，而后到藏区，抵
达拉萨；甚至从西藏再转运
到喜马拉雅山麓，最终直达
印度、尼泊尔。这高山深谷
间的茶马古道，千百年来也
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国际贸易
大通道。它的远端，连接着
千年前的大唐繁华。

我想起了上游的石鼓渡
口。当年，英勇无畏的红
二、红六军团就是从那里渡

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将
围追堵截的敌人甩在了身
后。随后，他们从香格里拉
进入藏区，在四川甘孜与红
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我的思绪从历史深处收
回，伴随滔滔江水顺流而
下，奔涌向前，我看见了万
里长江，宽阔大海。我的思
绪逆流而上，溯本追源，我
看见了雪域高原，巍巍群
山。我仿佛变成了一只高原
的雄鹰，翱翔于万里长空，
俯瞰身下的长江第一峡——
虎跳峡壮观的景象，久久不
愿离去。

任时光如梭，岁月老
去，我愿永远翱翔在它的上
空，凌空遥相望。

上图：虎跳峡。

虎跳峡怀想
张 超文/图

去黄河小浪底赴一场约会。
站在吊索桥头，向西凭栏遥望，黄河上游一座横着的大坝

便出现在视野中，大坝中间隐约可见三个白色大字——小浪
底。要一睹小浪底大坝的风采，还得再走上几里路。

脚下的吊索桥有300来米长，桥下是宽阔的黄河，河水翻卷
着浪花，急流而下。吊索桥左右轻轻摇摆，桥面上已有不少游
客尖叫着、兴奋地向桥那头走去。

过了桥，就是大坝湿地公园。这里有雕塑广场、紫藤长
廊、九曲桥、月牙湖、樱花岛、竹林溪瀑等景点。公园里鸟语
花香，绿树成荫，景色迷人。但眼前越来越近的大坝却让人不
舍得停下脚步。再走上十来分钟，终于来到小浪底跟前。

这是一幅多么雄伟壮观的水利画卷！我仰望大坝，只见这
座巨型大坝从南面的山头一直连接到北面的山头，全长1600多
米，坡面呈梯形，有160多米高。大坝不是用钢筋水泥筑就，而
是用无数重达几吨的赭石垒起来的。赭石俗称红石头，正好给
大坝涂上了一层喜庆的颜色，“小浪底”三个大字因此显得更加
清晰明亮，看上去让人无比振奋。

往左沿山坡蜿蜒而上，就到了大坝的南头。坝顶是丈余宽
的水泥路面，两面有扶栏，从南头望向北头，只见长长的坝那
边，隐隐约约，像是被一层薄薄的轻雾笼罩着。那边设计的是
出水口和大型发电机组，是大坝的重点保护部位。

虽不能去那上面游玩，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兴致，坝里
的水库吸引了我。放眼望去，湖水辽阔壮美，水面波光粼粼、

山色倒影，远处不时传来鸟鸣。几只白鹭贴着水面扑棱棱地向
远处飞去，给水库增添了许多生机。更远处，是一片露在水面
上的山头，像岛屿，星罗棋布，以致形成了像千岛湖一样的自
然景观。据说从临近的码头登舟，出入高峡平湖，一路可尽情
领略母亲河的无限风采。

在饱览小浪底秀丽风光的同时，我也带着疑问陷入了沉
思。这座大坝为何不用钢筋水泥建造？后来得到答案。原来，
考虑到这座坝址的地质结构，用钢筋混凝土建造会有下沉风
险，而采用这种黏土斜心墙堆石坝建造，就会解决下沉问题。
这坝看起来全是赭石，内部却有一层黏土斜心墙用于挡水，因
此，大坝坚固无比。

我顿时豁然开朗。后来，我了解到小浪底还具备防洪、防
凌、发电、排沙等功能，尤其是一年一度的调水调沙活动，那
水流一冲云霄的磅礴气势蔚为壮观，堪与钱塘潮相媲美。

返回途中，在大坝下面的湿地公园，我见到了一辆黄色的
“功臣号”工程运输车，这辆车是专门停放在公园供游人参观
的。细细端详“功臣号”，只见它比一般的工程运输车要高大得
多，车身油漆已斑驳脱落，车厢也是凹凸不平，特别是那几个
巨大的车轮，齿痕都磨没了。为了修筑小浪底大坝，这些车辆
足足运输了两三座大山的赭石，难怪叫它“功臣号”。

此刻，那些为建造小浪底而日夜奋战的建设者们，不禁浮
现在我的脑海里。

自古以来，黄河的水是浑的。而今天，眼下的黄河水是明
亮、清澈、甘甜的。

上图：黄河小浪底库区景美如画。 李培献摄（人民图片）

小浪底之约
汪珍玺

小浪底之约
汪珍玺

问过许多人，海南三亚是
什么样的？

有人说，三亚是热情的，
热烈而充满朝气，像意气风发
的青年在夏日狂欢；有人说，
三亚是温婉的，犹如女子安静
地遥望渔船停靠码头，在落日
下枕海而眠。

在我眼中，三亚是浪漫且
治愈的。

一

有人说，最治愈人心的，
是一位耐心的伴侣和让人平静
的旅行。记不清已是第几次到
三亚，这一次，我惊讶于它的
治愈能力。

清晨，阳光透过玻璃照进
房间，海风徐徐吹动，撩开窗
帘，夹杂着丝丝海水的气息扑
面而来。我所在的凤凰岛视野
开阔，一眼望去，湛蓝倾入眼
底，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被几艘
游轮划出浪花。再往远处眺
望，是白云底下隐约出现的山
峦，山与云之间仿佛没有空
隙，连为一体。欣赏这样的景
色，还有什么不开心？

置身于大自然，融入世间
万物是让人治愈的。

在三亚，有一个地方被称为
“天下第一湾”，那就是亚龙湾。
这里有细软的沙滩、湛蓝的海水
和新鲜的空气。作为中国开展海
底观光旅游的最佳景区之一，亚
龙湾附近海域拥有种类繁多的
珊瑚和热带鱼类等海洋生物。潜
入海底，蓝的、绿的、红的，各式
各样的海洋生物让人感受到世
界的多样性和美好。

在亚龙湾，还有一处生态之
地——热带天堂森林公园。作为
海南省第一座热带滨海山地生

态观光兼生态度假型景区，这里
拥有1506公顷“城市绿肺”，1500
余种热带植物，190 余种野生动
物……走进公园，到处都是绿意
盎然的雨林植被，空气里满是雨
林的味道。来到公园高处，必定
要俯瞰亚龙湾。当看到延绵的海

岸线亲吻着波澜壮阔的大海卧
在翠绿的山脉下时，一切都慢慢
被治愈。

二

说到浪漫，不得不提的就

是鹿回头山顶公园和天涯海角。
鹿回头是一个三面环海的

山峰建成的情爱文化公园。公
园里植被丰富，曲径通幽。从
情人岛到鹿舍，再到南海情山
鹿回头雕塑，一路登顶，最让
人向往的，莫过于在山顶看一
次日落。

日落时分，整个天际从白
到粉，再到橙，渐渐被染红。
落日的光束打在海面上，渐渐
地，在火红中藏入海底，天色
暗了下来。

夜 晚 ， 站 在 鹿 回 头 雕 塑
下，看着这般美景，不禁想起
那个传说：一位黎族青年猎手
追着一只坡鹿翻山越岭到了南
海之滨，在无路可走的悬崖边
上，坡鹿突然停下脚步回眸一
看，清澈又动人的眼神顿时让
青年不知所措，一眨眼，坡鹿
化身黎族少女。之后，两人相
爱定居于此，便是现在的“鹿
回头”。

至于天涯海角，则如它的
名字一样，一个在“天涯”，一
个在“海角”，浪漫且充满幻
想。“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
思无尽处。”天涯海角有许多传
说，有青梅竹马携手定终身
的，有忠贞夫妻相爱殉情大海
的，有为爱受诅咒化为石头的
……各种关于爱情的故事让这
里成为了无比浪漫的地方。

在海阔天蓝的三亚，总能
让你找到浪漫，感到治愈。眼
下，正值 （首届） 三亚城市旅
游节举行期间，是时候来这里
找寻浪漫和治愈了。

左上图：鹿回头风光。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供

左下图：游客在三亚蜈支
洲岛景区体验海上运动项目。

袁永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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