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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到来之时，江西九江依旧是
绿树繁密、鸟鸣啾啾。

古时，九江先后被称作柴桑、江
州和浔阳，向往归田的东晋诗人陶渊
明就出生在这里，不知他心中的桃花
源是否有家乡柴桑的痕迹。

访白鹿洞书院

九江的魅力，在于其从来不会让到
访者有任何失望。不管你有怎样的精神
需求，它都能在第一时间满足你——
想寻一远离喧嚣处，位于庐山五老
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就这样出现在
我眼前。

正值午后，白鹿洞书院见不到游
客。往里进，远远看见桂花树下静卧
一只黑猫，它完全忽视来自远方的陌
生的我，依旧专注地望向某个角落。
原来，它在凝神端详一片轻轻浮行的
树叶。

书院四面环山、清邃幽静，想必
也正是因为这份静寂，才让唐代诗人
李渤选择在此隐居读书、养白鹿自
娱。至今，白鹿洞书院还存有纪念李
渤等人的先贤祠和石雕白鹿。南唐在
此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又称

“白鹿国学”。北宋初年，九江人在此
建起白鹿洞书院，乃书院定名之始。
两百多年后，理学兴盛，复兴书院成
为潮流。理学家朱熹重建书院、亲自
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规条和宗
旨。白鹿洞书院至此名声大噪，成为
南宋之后中国书院教育的典范。

白墙、黑瓦、棕门……处处都彰
显一份宁静。但假如只为求得静寂，
那并不是兴办书院的目的，也辜负了
书院“以文化人”的初衷。就像陶渊
明的田园之颂，说的是农桑之事、田
园之美，但一切则是来自于他躬耕的
切身体验。无论是书院还是其他文化
讲坛，单凭空泛的说教不可能感染
人、教化人，更不可能深入人心。在
白鹿洞书院，我读到了千年前的修身
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
计其功；也读到了处事之要——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中华文化的正大光明，来自于无数个
个体的自省反思，来自于各个群体的
自觉约束。

中国古代的书院全都深藏在大山
之中，但向善向美的思想，依旧能够
沿着清澈的溪水慢慢流向山外，流向
市井人家；依旧能够随着清风飘向山
外，飘向众声喧哗的里巷街市。在午
后的白鹿洞书院，我不仅读到了传统
文化的厚重内涵，也找到了天下人间
烟火气中的生命意蕴。

黄昏赏姑塘

我认为所有的黄昏，不管春夏还
是秋冬，都是遥想明日的最佳时段。
秋季的黄昏则更显重要：它在一天之
中过于短暂，但越是稍纵即逝的紧张
时刻，就越会拥有丰富的联想。每天
的黄昏看似相同，但由于身处环境的
不同，又会读到不一样的明日。

站在九江姑塘海关旧址上看黄
昏，有着特别感受。120多年历史的
西式风格老楼，与 1600 年的内陆大
湖，在一支竹箭飞起的距离中互相对

望。于是，晚秋中的九江黄昏，便有
了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思考。

最早在姑塘设立分关，是在雍正
元年也就是 1723 年，与此同时，撤
销了之前的湖口关，重新设置了九江
关。书上记载说“湖广开往江西的船
只，若在九江纳税，开到姑塘，就可
验票放行”。曾经困扰明清两个朝代
多年的九江关设置问题，因姑塘的独
特位置而终于得到解决。

漫步姑塘海关旧址，尽管黄昏中
的建筑看上去有些模糊，但是以灰白
色条石为基础的房屋依旧给人异常牢
固的感觉。房屋的外墙采用一种类似
麻石的石材，用手摸非常粗糙，再近
前细看，粗砺之中却带着精致的细
腻。屋顶是坡顶，淡青的颜色，倒与
房屋形成和谐色调。走廊的栏杆也是
石材的，摸上去凉冰冰。院子地面的
条状青石间，钻出翠绿的青草，让这
座百多年历史的建筑，寄托了怀旧的
悠长情绪。

在姑塘海关旧址展厅，我看见了
一幅犹如清明上河图一样的画卷，那
是号称“绕山一圈三里，围湖千米十
湾”的姑塘古镇。街上商贾云集，会
馆、茶楼、客栈、商铺一间挨着一
间，即使入夜也是灯火盏盏。直到
1938 年，日军为了占领九江、直逼
武汉，在姑塘登陆，并用猛烈的炮火
彻底摧毁了这座繁华的古镇。

不堪回首的过去早已远逝，但姑
塘海关旧址的保存依旧在时刻提醒我
们，历史不能忘怀、不能美化，只有
这样才能避免历史的屈辱再次出现。

遥望鄱阳湖

我站在当年征税厅内的条形窗户
前，努力向外眺望，眼前除了安静的
鄱阳湖面，再也看不到任何建筑了，
只有远处鞋山上面高耸的钢架信号
塔。当地人告诉我，从鞋山再往南，
就能见到长江了。

我 就 那 么 向 远 、再 向 远 方 眺
望 ……可最后的目光，还是落在眼
前的湖面上。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端详鄱
阳湖，而且是站在姑塘海关旧址的视
角来注视，这份注视中也就有了更多
沧桑的意味。

我在中学地理课本里就知道了鄱
阳湖，它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
长江流域极为重要的吞吐型季节性湖
泊 ， 在 丰 水 期 水 域 面 积 可 以 达 到
3150 平 方 公 里 ， 一 年 出 鱼 6000 万
斤。“芦荻渐多人渐少，鄱阳湖尾水
如天”“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
一万家”……盈千累万的诗篇更让鄱
阳湖有了文学意境。

黄昏中的鄱阳湖，因为今年的干
旱天气，导致水位下降，露出部分干
涸的湖底。当地朋友给我看过一个小
视频，有鱼儿搁浅在河滩上。鄱阳湖
已经十年禁止捕捞，环境持续向好，
岂能因为一场大旱影响生态？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从不认输，采取一系列措
施努力恢复鄱阳湖水位。就在我离开
九江之时，朋友再次给我转来一个视
频，他告诉我，鄱阳湖的水位已经开
始回升，重点水位检测平均超过 7
米。视频里，我看到鱼儿开始向有水
的地方奋力游去，它们腾起的水花令
人激动。我还听见当地人热烈欢呼的
声音，欢呼声伴随鱼儿腾起的水声，
共同响彻在鄱阳湖的水面上。

从午后到黄昏，黎明很快就要到
来；从历史到现实，只有挥汗躬耕，
才能拥有令人向往的桃花源。

（武歆，现为天津市作协副主
席，著有长篇小说《陕北红事》《密
语者》《树语》《延安爱情》等九部，
在《人民文学》《当代》等发表中短
篇小说数十篇）

上图：俯瞰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
长江岸线，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张 驰摄 （人民图片）
左图：越冬候鸟集结鄱阳湖。

张 玉摄 （人民图片）

九 江 魅 力
武 歆

金沙江和岷江从雪山一路狂奔而来，以一泻千里之势，奔腾咆
哮，穿山过峡，九曲回环地汇聚于宜宾，“长江”大幕由此拉开。

早年我生活在宜宾城远郊的一个小镇上。上世纪70年代，宜珙
铁路建成通车后，乘火车来宜宾玩耍，总是一件惬意的事情。那时
的宜宾主城区，不过就是翠屏山脚到金、岷两江江岸一带，大约只
有三四平方公里的样子，地狭城小，人口稠密，楼房老旧低矮，街
道局促。但是，每当火车冲出红山隧道，驶上金沙江铁路桥时，一
股浓郁的城市气息便扑面而来，让我感到一阵欣喜。

每次进城，我几乎都要从人民路到合江门，回头爬上翠屏山，
再下山到人民公园走走。人民路及中山街、小北街、东街和民主路
是宜宾的主商圈，行人摩肩接踵，为小城最为繁华的地方；人民路
街面最宽，人行道上的法国梧桐遮天蔽日，代表着宜宾最美街景。
站在合江门望去，江水滔滔、波翻浪涌，令人视野开阔。

大江带给宜宾人的，不仅是当年合江门的繁华记忆、铜关码头的货
运辉煌，还有妙不可言的燃面及河鲜。宜宾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交
接地带，雨量丰沛、水质好，加之这段长江为石头河底，江里的黄辣丁、水
密子、江团等河鲜肉质细腻，味道鲜美，是宜宾人为之骄傲的美食。

十年前，我在宜宾买了房子，从那以后，去翠屏山游玩就成了
常态。翠屏山海拔只有504米，不高，但半山的游道绕行一周却有4
公里之多；山上鲜花绿树，空气清新，四季游人不断；爬上山顶，
还可以俯瞰宜宾城的全貌，是难得一见的城市森林公园。

时间久了，宜宾人对老城就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哪怕今天的城
市早已向四周扩展了好多倍，仍觉得只有过南门桥、戎州桥或岷江
桥进入老街区，才叫作“进城”。也难怪，人对事物一旦形成记忆，
就很难忘怀。不过，今天的宜宾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形成了由金沙
江、岷江、长江划分而成的城市片区空间区域，集中呈现为金沙江
片区、岷江片区、临港双城片区、李庄宋家片区和南溪片区等5个城
市综合片区格局。一座座高楼沿江而立，街道日益宽阔，比如金沙
江大道，双向十车道，长达13公里，这是何等的气势！更为可喜的

是，在三江新区，科创城拔地而起；大学城初步建成，十多所本科
院校和研究生院入驻招生，丰富的智力资源，为宜宾的发展提供了
动力。经济上，也已由五粮液为主的“一瓶酒经济”，转变成集智能
科技、新能源、汽车、智轨等高科技产业齐头发展的经济格局。

作为临水而居的宜宾，城市拓展了，过江交通就显得尤为重
要。前些年，宜宾在金沙江和岷江上只各有一座公路桥和一座铁路
桥。而今，仅主城区就新建起了 3座长江大桥、4座金沙江大桥、2
座岷江大桥。全域13座大桥飞架南北，连通了三江六岸，方便了市
民过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自古以来，宜宾素有“西南半壁古戎州”之称。那时的宜宾人若
要远行，要么选择陆上的五尺道、南丝路去云贵；要么乘坐舟楫走
水路，从合江门或铜关码头登船沿岷江上成都；或走长江水路，过
泸州，下重庆、武汉、南京到上海等地。如今，老码头的盛况不再，
取而代之的是建在三江新区的宜宾新港，这是一个现代化集装箱码
头，每年约有500万吨货物从这里通过长江黄金水道，通达海内外。

2021年，宜宾绕城高速全面建成通车，将各路高速连成一个整
体，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三年前，成都到贵阳经过宜
宾的高铁建成，宜宾终于进入高铁时代。令人欣喜的是，贯穿宜宾
的渝昆高铁也将于不久后建成。

人们的生活改善了、交通便利了，就要找更多地方玩耍。以前，宜宾
仅有翠屏山等4个公园，这些年又陆续建成了洗马池公园、龙头山公园，
还有街边不计其数的口袋公园。而作为抗战文化传承重地的李庄古镇
和曲水流觞流杯池，更是被批准为国家4A级景区；还有那长江公园，沿
江洋洋洒洒数十公里，草坪青青、花开四季，绿道蜿蜒其间，人们散步江
边，观东山巍峨白塔，看江水滚滚东流，冬日还可以欣赏到红嘴鸥的翩翩
起舞；口渴了，掬起一捧长江水尝尝，这源于雪山的江水，甜滋滋的。

上图：市民在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滨江湿地公园游玩拍照。
罗 平摄 （人民图片）

我住长江头
何卡林

驱车行驶在四明山区，满眼郁
郁葱葱、草木葳蕤。秋日的周末，
气候宜人，浙江宁波余姚市梁弄镇
横坎头村游人如织。如今，这里已
成为受人们青睐的旅游胜地。

四明山区曾是浙东抗日根据
地，涉及当地8个乡镇 （街道）、78
个行政村、12万余人口，区域面积
546.7 平方公里。革命老区的红色
资源优势和老区精神，蕴含着巨大
的发展潜力。宁波余姚在传承好红
色基因的同时，把红色资源转变为
发展优势，用好青山绿水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既致力发展特色农
业、旅游产业，又让革命老区实现

“生态宜居”。
发展红色教育、会展培训，梁

弄镇持续拓展“红色+绿色”产业
链，成为长三角地区“游客上山、
投资进山”的最佳旅游目的地之
一。教育、会展、旅游度假等带来
的客流，为梁弄镇当地群众发展农
家乐、民宿等乡村旅游业态创造了
良好机遇。梁弄镇横坎头村村民黄
玲玲一脸喜悦地说，前几年，她从
女职工转身为“女厨娘”，搞起了
农家乐和民宿项目，在自己增收的
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农户共同发展。
据统计，目前该镇农家乐经营户逾
50家，每家年平均营业收入超过50
万元。

旅游度假产业的兴起，带动了
梁弄镇土特产销售。走进位于该镇
四明路的拾味坊大糕店，店里顾客
盈门，生意十分红火。员工操作着

两台大型不锈钢蒸箱，烹制出一排
排软糯、喷香的梁弄大糕。店主黄
薇正忙着接待顾客。“拾味坊经过6
年发展，生意越来越好，年销售额
超过 300 万元。”她说。在梁弄镇，
像这样的大糕店共有70余家，年销
售总额超过6000万元。

毗邻梁弄镇的东溪村多低丘缓
坡，如今，这里“摇身一变”成了

“绿色银行”，村民种植了樱桃、蟠
桃、猕猴桃、杨梅等果树。村民孙
国权指着自己流转的 100 多亩低丘
缓坡地说：“这几年水果大丰收，
我每年的毛收入超过 50 万元。”像
这样的水果基地，梁弄镇共有 1.5
万亩。最近几年，全镇每年观光农
业、旅游收入超过7000万元，农业
特色产业总收入超过 1亿元，现代

特色农业成为老区群众增收致富的
新支柱。

2021 年，“横坎头红锋共富联
盟党委”成立，采用“1+5+3”模
式，聚集汪巷村、甘宣村、白水冲
村、贺溪村、横路村 5个村为主要
成员，引领带动让贤村、岭头村、
东山村等 3个村，把区域资源整合
成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优势，实施
乡村产业振兴行动。

眼下，横坎头村正与其他村一
起谋划美丽未来田园项目，在前期
已建成可怡花园、初心农庄的基础
上，规划蔬菜无土栽培、儿童乐园
等项目，通过观光火车连点成线，
凸显集群效应，努力把这片区域打
造成集学习参观、休闲游玩于一体
的综合性经营项目，促进集体增
收、村民致富。

尽管农旅、文旅、学旅、体旅
多旅融合的全域旅游线路尚未完全
成型，但是带动作用已经显现，村
民在家门口就能轻松赚钱。“游客
游完横坎头村，就到我们这里摘水
果，假期里每天能有一两千人。”汪
巷村村民汪国武已经尝到了甜头。

在此基础上，余姚探索建立了
先富带后富、推动共同富裕的科学
体系，以横坎头村的先行先试，引
领带动四明山区乡村共同发展，
让四明山区成为令人神往的红色旅
游地、生态宝地、发展高地和人居
福地。

上图：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
严 龙摄

宁波余姚：

四明山区焕发新光彩
车永波 陈福良

作为乡客，我们每次返乡都对家
乡的变化尤为敏感：马路修宽了，高
铁站建成了，商业街越来越城市化
了，景点也越来越多了。近几次回到
故乡湖北省黄梅县，总能听到家人提
起“东山小镇”“谦益农业”“袁夫稻
田”“邢绣娘生态园”“玫瑰谷”等一
批景点，言语中充满了喜悦之情。终
于，趁这次中秋节回乡，我们特地来
到东山小镇，亲近这块土地。

刚进入东山小镇，就带给我们惊
喜和震撼。入门处，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处小桥流水，水面犹如镶嵌在青
山绿水间的蓝宝石。过小桥，放眼四
周，这时想起“过桥分野色，移石动
云根”。行进间，扑面一座木质牌楼

式的建筑，上书四个大字“为甚到
此”，让人不禁也随之发出疑问——
我为何而来？或许是为了远离城市的
喧嚣，享受这“山光悦鸟性，潭影空
人心”的时刻吧。

跨过一条小溪，来到了一条由青
砖石墙疏密有致构建起来的街道。街
道里有创意零售店、文化体验店、特
色餐饮店等。沿着小径还能遇到“稻田
奇遇”乐园，有原木乐园区、稻田勇士
区、稻田迷宫区等，亦是其乐无穷。

暮色中，听见前方传来熟悉的黄
梅戏，正唱着“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我们循声走去，
原来“天仙广场”搭建的戏台上已经
开演了，不觉想起小时候跟着爷爷奶
奶在乡间戏台下看戏的场景。戏曲唱
罢，夜色中造型端庄的“散花阁”变
得光影斑驳，“风从东山来”大型光
影秀开始了。光影秀以“散花阁”为
主幕、以大戏台为依托，展现黄梅
戏、黄梅挑花、岳家拳等黄梅县特色
文化，并与现代光影技术融合，营造
出独具韵味的视听体验。此时此刻，
站在“散花阁”和“天仙广场”上的
人越来越多，他们纷纷拿着手机记录
这场视听盛宴。

一天的游览结束后，我们不禁感
叹县里的文旅融合发展得真好。“东
山小镇”景区系国家 4A 级景区，也
是黄梅五祖景区的一部分，已成为中
国中部文化旅游和休闲度假胜地。据
家乡人发来的微信说，今年国庆长
假，“东山小镇”等景点再次火爆，
吸引了鄂赣皖数十万游客来此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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