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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而出乌江寨
周钰姣

美丽的乌江寨。 师利平摄

同是水乡，如果说浙江省嘉兴桐
乡乌镇的温婉清秀是撑着油纸伞的
江南女子，那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的
古朴厚重则是一位饱经世事的山地
长者，它一道道皱纹里都藏着故事。

每一方青石，每一片黛瓦，每
一扇木门，以及门槛上那些斑斑点
点的白色霉菌，都在无声地告诉我
乌江寨的久远年岁。板壁上，一圈
又一圈水渍如波纹般漾开，似淡墨
晕染，给人以无限遐想。

因积了灰尘和雨水，屋檐下的
蛛网从透明的隐蔽中现出身形，露
出一个个被撕扯的小口。一滴水珠
从蛛网上滴落，在楼下的水渠里吧
嗒一声，摔成碎月亮。

沟渠由青石砌成，因形就势，
随弯就拐，走出柔曼身姿，又似水
袖般舒展到我望不到的巷角。渠中
清清凉凉的水将白云蓝天映照成没
有 尽 头 的 长 卷 。 长 卷 透 明 的 澄 碧
里，缀了几朵深紫的三角梅和数片
碧绿的落叶，一路漂向远处，直至
汇入乌江上游一支流的鱼塘河里。

接纳了沟渠水后，鱼塘河神奇

般地从清透瞬间变回了绿色。可这
绿并不轻薄透亮，是有着植物质感
般润泽的绿，正是朱自清笔下“厚
而不腻”的绿。

寨中面积最大的色彩无疑是暗
赭，这是几百栋吊脚楼的颜色，是
木材在工匠的巧手中“修旧如旧”
的深沉稳重本色，当然，也是大自
然的无心之作。远远望
去，这样的颜色并不真
切，暗赭的表面浮着一
层灰扑扑的白霜，用手
不能抹去。我思忖，这
是因为木质板壁被每晚
的霜露所浸润，又被次
日的河风所吹拂，被正
午的阳光所烘烤，如此
这般日复一日地循环往
复，也就有了抹之不去
的冷清霜色。

霜色清冷，但木质
板壁的触感却从不冰冷
拒 人 ， 哪 怕 是 呵 气 成
霜 、 滴 水 成 冰 的 严 冬 ，
手 抚 板 壁 依 旧 温 润 暖

和。这些板壁在夏天攒饱了黔北高
原的阳光，在人们需要的时候，再
将这阳光丝丝缕缕地释放出来。我
把鼻尖凑近，深深一嗅，闻到沧桑
古老和温软清新相交的气息，虽不
浓烈，却是悠长。

一根根原木撑起一栋栋楼，一
块块板壁盖起一间间房，折叠向上

的楼梯将房与房挽起，青翠的地锦
沿壁攀援，在楼宇间展露芳翠，给
暗赭色的乌江寨增添一抹抹新绿。

我开始疑惑这些木楼不是人工
建筑，而是破土而出，活生生长出
来，是大自然“野生”的一部分，
是有着呼吸和体温的生命存在。它
们和这脚下的大地河流是一体的，而

在这大山里，在这绵延千里的乌江上
游，还有着更为庞杂交织的根系，它
们深深扎进大地，不知有多深。仿佛
就在一场雨后，一轮日出中，一声虫
鸣间，一栋栋木楼就顶开了泥土和落
叶，顶开了时间，冒出头来，长出身
来，在你不经意间，把身子悄悄往上
蹿了蹿，趁你没发现，又往上蹿了蹿。

蹿着，蹿着，一幢幢楼
房就摩肩接踵地挨在了一
起，在你面前悄然站成一
片成年的楼宇。在它们的
缝隙间流连，你会发现，背
街的小巷里，楼们又闲散
地分开，独自坐在自己那
块土地上，遥望着彼此。

白天的木楼古朴庄
重，夜晚却是另一种景
象：在灯光的映照下，在
夜空的映衬下，木楼褪去
霜色，金碧辉煌如琼楼玉
宇，如仙宫神阙。

天色渐明，鱼塘河倒
映出的影子，让木楼的身
形变得颀长婀娜。一艘游

船缓缓划过，桨声里，水纹一缕缕
漾出，这时，仿佛有一双手，把木
楼的影子折叠起来。

经过一夜的水气霜露浸润，已
是微凉的青瓦，如鱼鳞般闪光，从
高处望下，一片片连椽接桷的房顶
又变成一块块大瓦，连成了一个延
伸到山里的屋顶。

两岸方形的屋顶为几条细长的
青 瓦 带 连 通 ， 青 瓦 下 面 即 是 风 雨
桥，它们将乌江寨的秀丽景色连为
一体。青瓦为盖，坚木为梁，这桥
不仅是沟通两岸的媒介，还可避风
雨，更可渡心事到彼岸。

两岸青峰，翠绿层叠，白塔隐
隐 ， 白 鹭 翩 翩 ， 它 们 与 暗 赭 的 木
楼、灰白的石板路、油绿的河水，
妥帖地交织在一起，深沉而厚重，
清新而典雅。

是秀丽，是古朴，是精巧，是
沧桑……每个人对乌江寨都有大相
迥异的印象。站在岸边，更多人想
象着木楼里的凡俗生活。给人以想
象，或许正是乌江寨最为摄人心魄
的吸引力。

曾到过窈然深碧、水木清
华、神肤洞达的成都浣花溪，也
曾到过竹林滴翠、草木溢香、水
声丁冬的张家界金鞭溪，确实各
有其美。然而，因喜爱王羲之的

《兰亭集序》，故特别向往文中所
描述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清流急湍”之诗情画意。今日有
幸造访，实乃惬意舒心。

兰亭坐落于浙江省绍兴市
西南二十余里处兰渚山下。伫立
其间，只觉爽风扑面，清气萦绕，
心神怡然。遥想当年王羲之和诸
多名士宴集于此，行修禊之事。
临水行祭之余，他们自然兴致勃
勃，诗意大发，当场作诗，而王羲
之那篇堪称千古绝唱的《兰亭集
序》在此惊世而出。

一 路 走 过 古 色 古 香 的 鹅
池、鹅池碑亭、兰亭碑亭、御
碑亭、墨华池、墨华亭……领
略着艺术长廊透出的中华文化
精神。然而最引人长久流连驻
足的是曲水，它让人感受到历
史的流动与飘逸。斗转星移，
日 月 迢 递 ， 如 今 “ 修 竹 ” 犹
在，而“急湍”不存，展现在

我们面前的只是一条蜿蜒于山
丘石畔、翠竹草丛间缓缓而流
的 小 小 水 沟 。 同 伴 们 效 仿 古
人，列坐水边，虽无丝竹管弦
之盛，不可一觞一咏，却在河
中流碗飘盏，以一碗而唱，或
以一盏而歌，添今人之欢趣，
发思古之幽情。

听着游人阵阵的喧笑声，
凝视着从容流出的清流，遥想
着 王 羲 之 等 东 晋 名 流 聚 集 于
此，他们是何等的风流倜傥，
意气风发！更让人感到神奇的
是，一次偶然的聚会，竟为历
代文人墨客构筑了一方顶礼膜
拜的“圣地”；一次不经意的宴
集，就为千古儒雅之士营造出
一处修养栖息的精神家园。一
年一年，人们踊跃前来，在领
略清泠山泉、碧翠峻岭之时，
更倾情于那书圣遗迹，品享那
万般姿态、千种风情、律动着
整 个 宇 宙 生 命 之 美 的 绝 伦 艺
术 ； 一 代 一 代 ， 人 们 联 翩 而
至，在感受习习和风、清清修
竹之际，更为探寻那一首首来
自内心深处的动情诗章……

兰亭曲水长
骆晓云

一只小木船停泊在岁月的
渡口，似乎在遥望暖水街昨日的
繁华。70 年前，这里是湘西北一
处水陆并重的运输码头，山里的
木材、药材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山
货在这里上船，顺着洈水，经松
滋河、长江，抵达各处水路相连
的地方；远行的人，在这里上船，
到山外奔各自的前程。山外的货
物，经由各种船只运到这里，然
后或肩挑或驮行，送进石门、五
峰等深山里。

码头，是暖水街曾经的重
要存在，它是货物的中转站，
是人流的歇脚处，也是武陵山
走进中原大地的驿站。有码头
的地方，就会有仓库、旅社和
饭铺，有各样的山货店、百货
店，有戏院，诊所，还有各式
各 样 的 民 宅 ： 吊 脚 楼 傍 河 而
建，充满了水乡风情；祠堂则
扎进山脚，青砖黛瓦，在时间
的皱褶里熠熠生辉。

小镇有小镇的使命，它因洈
水而繁盛，也因洈水而湮灭。

历史上，暖水街曾经很长
时间由湖南湖北两省共管。1958
年，洈水水库修建，暖水街被
划为泛库区，从此，在行政区
划上，不再有暖水街的称谓，
现在暖水街故地隶属湖南澧县

火 连 坡 镇 澧 淞 村 ， 以 库 水 为
界，库区归湖北管辖，上岸归
湖南管辖。

近年来，长江流域休渔计
划启动后，小木船几近绝迹，
唯 有 暖 水 街 老 码 头 那 一 片 水
域，一只木船静静地泊于库区
水面之上，作为澧淞村与对岸
水上交通唯一合法的工具。艄
公就住在渡口边上，有人要过
河，他拿了桨片，划一趟。

暖水街上行两公里，那个曾
经同为洈水沿线的另一处码头
——边山河，同样属于澧淞村管
辖。它一直倔强地延续着关于繁
华的梦想。曾几何时，边山河也
有过式微，船码头不再，商铺倒
闭。但上世纪60年代，连接湖南
湖北两省的澧淞桥在此建成通
车，边山河渐渐恢复其交通驿站
的属性，形成辐射湖南湖北两省
边界的集市。从某种程度上讲，
它是暖水街对洈水河两岸区域集
散功能的替代，但它不再有渡
船，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
陆路交通。

沧海桑田，暖水街的背影上
写着这样四个大字。我不敢预言
暖水街的未来，对于一个地方的
发展，我对其历史充满敬畏，对
它的未来，同样也充满敬畏。

暖水街情深
周继志

恒山脚下浑源城
本报记者 罗 兰

俯瞰兰亭。 资料图片

“天地有五岳，恒岳居其北。岩
峦叠万重，诡怪浩难测”。炎炎夏
日，我们进入恒山，清风拂面，满目
苍翠，溪谷淙淙，顿觉清凉。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南部的北岳恒
山，群峰奔突，气势磅礴；苍松翠
柏，森林密布；庙观楼阁，怪石幽
洞；湖光山色，景观独特，是国家地
理重要标志。

登高远眺，恒山如行，莽莽苍苍，
横亘塞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出
自《左传》），这座东西绵延 500 余里的
大山，历史上曾承担国之重任——

“祀”（祭祀）和“戎”（打仗）：既是阻隔
外族侵扰的北疆军事重地，也是历代
帝王祭祀江山的圣地。

巍巍恒山，从古至今，傲然挺
立。而在其北麓山脚下，一座千年古
城——浑源，一直默默守护着它。

产业转型

天色渐暗，我们从恒山下行，出
后山门——和之门，走不到 4 里路，
便进入浑源县城。

一入城中，车水马龙，灯火通
明。明清街上人潮熙攘，民国商号前
灯笼高挂，老宅大院里欢声笑语……
在城外寂静群山的映衬下，古城愈发
显得繁华热闹。

浑源虽然只是个县，却已拥有
1000余年建城史。据史料记载，唐朝
始用浑源县名，五代后唐天成年间，
因躲避水患，古城迁至恒山脚下这块
龟背状的高地。建城时，按龟状呈八
边形，城内街道倾斜，如蛇行，故被
称为“龟城蛇街”。之后，历代历朝
为维护边境安全，发展生产，从内地
迁来不少移民。他们与当地人一起安
居乐业，守护着恒山的一草一木。

时光流淌，先人已去，唯留下的
历史文化财富历久弥新。如今，小小
县内，有悬空寺、栗毓美墓、永安
寺、圆觉寺砖塔等 7 处国家级文保单
位，有恒山建筑群、麻庄汉墓群、古
磁窑窑址等 8 处省级文保单位，不可
移动的文物有400多处。

然而，底蕴深厚的浑源城，却因
发展煤炭产业一度出现困境。“近二
三十年，浑源的经济以煤炭为主，产
业发展一直走资源型路子。”浑源县
县委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恒山物华天宝，地上植被茂盛，

地下煤炭富集，引得众多企业在恒山
南坡开采煤矿。“当时有五大煤业，
全部露天开采，从卫星图上都能看到
裸露的山体。”当地人介绍。

生态环境出问题，山脚下的县城
也遭殃。据介绍，当年每天来浑源拉
煤的车至少数万辆，开采区附近的道
路都是黑的，坑坑洼洼的，道路两旁
的树、庄稼都是灰蒙蒙的。有的河流
被污染，变成了黑色的。一些人家的
孩子跑到其他城市上学了。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到 4 年前，浑源人认识到自
己的问题：错把采矿业这只饭碗捧在
手里不放，而将生态、旅游这只饭碗
弃之一边。他们决定转变观念，进行
产业转型。

2018 年 7 月，煤炭产业在浑源宣
告结束，与此同时，举文化生态牌，
建特色休闲城，走旅游康养路，发展
文旅产业成为新目标。

改造修复

打文旅这张牌，先要对古城进行
改造，对矿山生态进行修复，重塑文
化自信。

改造古城，浑源没有大拆大建，
而是用城市更新的理念，在北区以圆
觉寺、永安寺、文庙等金元时代遗存
为核心，突出金元文化特色；南区以
北岳行宫为核心，打造传统文化祭祀
区；其他区域以保护时代建筑为主，
突出明清文化特色。

目前，全城已恢复21座复古建筑
和构筑物，修复古建筑 160 多座，永

安寺、圆觉寺、文庙以及浑州署与古
城内的古民居被有序连接起来，市民
在日常生活中就能享受古韵文化。如
今，行走古城中，只见街道整洁，佛
寺庄严，古塔凌云，民居古朴。

城市换新颜，也唤回了人们久违
的文化自信。当浑源百姓突然发现，
一个新古城魔术般地出现在面前时，
心里一亮：原来浑源这么好！自信回
来了，发展旅游的劲头更足了。

城内改造如火如荼，城外矿山修
复也紧锣密鼓。面对近 10 万亩的矿坑
和渣山，2019年开始，一场誓把采区变
绿洲的战役在恒山南坡打响。浑源县
领导和干部带领大家顶风寒、披黄
土，配合专业施工队治理矿山干劲
足。按照“草本铺底，灌木成片，乔木
点缀”的方案行动，不到3年时间，荒山
披上了新绿。虽然修复过程艰辛，但
大家开心快乐。

矿山生态治理顺民心、合天意。
当地人说，工程开始时，数千辆卡
车、勾机、铲车上场，却没发生过安
全事故。植树时，每周一场雨，撒下
的种子都活了。浑源老百姓高兴地
说：“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好着
呢，干啥都顺利！”

现在，浑源所有矿山都从“黑”变
“绿”，有的片区还成了旅游景点。二亩
湾原来是雁北地区有名的煤矿区，治
理后，连绵的松柏灌木林郁郁葱葱，
花海绿廊美丽如画，优美的风景与木
屋、水景、广场、步道、音乐灯光组
成的生态景观，引来众多游客。

发展文旅

如果说修复古城和矿区，是将曾
经的金山银山换回绿水青山，那么在
治理后的名山、名城、湿地、森林、
温泉、草甸上，发展古文化旅游、山
水旅游、乡村旅游，则是向绿水青山
要回金山银山。

浑源对恒山景区、悬空寺、汤头温
泉、神溪湿地等核心景区全面提档升
级，还开辟了长达80多公里、贯通恒山
13 个子景区的“探岳之旅”天路，使 13
个子景区按六大片区布局，连片成面。

越来越多的乡村受益于发展旅
游。二岭村历史悠久，假期，游客来
村里看庙前大戏、抱百年大树、登烽
火台眺望，住窑洞、吃农家饭……许
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开始回乡创业
了，村民姜军在旅游旺季开农家乐，
2022年收入比以前增加1万多元。

如今，朝拜游、古城寻踪游、探
险游、湿地游、温泉康养游、民俗体
验游、骑行游、杏林采摘观光游等旅
游项目在浑源大地遍地开花，旅游产
业辐射带动4600余经济困难户增收。

发展旅游业，浑源还将产业和产
品注入进去。浑源是正北芪的正宗产
地，今年，当地建了一座“黄芪文化
园”，游客在这里可以参与黄芪生
产、加工技艺体验。同时，浑源将黄
芪原品、黄芪饮片、黄芪茶、北芪菇
等黄芪系列产品展销，并通过线上线
下、直播等进行销售。许多村民因黄
芪脱贫致富。“现在我们村平均每户
能种上百亩黄芪，每户每年光靠这项
收入就有 10 多万元！”裴村乡大桥村
村民郭德胜高兴地说。

浑源旅游发展的目标是“全境恒
山、全景浑源”。据了解，当地下一步准
备以恒山为中心，把古城、神溪湿地做
成一个大景区，在核心区建立一个服
务全域旅游的服务中心，游客来浑源，
可以享受系列服务。

“全境恒山、全景浑源”正一步
步实现中，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
来。2021年，全县年均接待游客人次
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当地人说，“过
去街上走的外地人大都是开矿的，现
在是来旅游的。”

如今，浑源县旅游综合收入连年
提高，浑源人在家门口吃上的“旅游
饭”越来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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