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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维有一首诗：“远看山有色，
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
惊。”这是一首谜语诗，谜底“画”，
亦即诗名。受此启发，有人反其意取
名“画鸣”。

这个人就是张画鸣，我老家贵州
省正安县的一位书法家。画鸣青年时
是县公安局干警。或许是名字里蕴含
的这种文化暗示，这位青年干警一直

想让寂无声息的书画“响”起来。几
十年过去，张画鸣成了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贵州省遵义市书法家协会名
誉主席。因为我偶尔也写写字，就跟
他们有些交往。时间一长，便感觉文
学艺术诸多门类其实是相通的。比
如，对于汉字，书法家向内发力，着
重字形的间架结构、笔画繁简、自然
流变，及至追根溯源，挖掘出甲骨文
这样的原始表达来。作家则从字义出
发，向外发力，追求一种延伸与扩
展，字与字组成词，组成词组，造出
精确美妙的句子。文学与书法，可以
说殊途同归。我看画鸣的字，若深山
中一片寂静的林子，小风轻拂，偶有
黄叶飘在空中，透出一种幽远。林间
有雪花纷纷，有细雨蒙蒙，有小溪潺
潺，神秘而宽广，细微而粗粝，既有
传统的血脉，又有个性的舒张。

二

县里让画鸣为九道水国家森林公
园写几个字，刻在大娄山山崖上。字

虽不多，壁上每一个石刻大字却都有
600来平方米，近一亩面积，足见其
气势。摩崖所在的山崖，壁立千仞，
半山有一洞，当地人叫麻湾洞，巨流
喷涌，飞瀑悬挂，其神奇是我在别处
不曾见过的。早年间，我曾走过麻湾
洞边上的土坎，至今忆及那陡坡那山
路，还有些心惊肉跳。后来带一个工
作队在山谷里开展工作，也只是远观
麻湾洞及其高耸的悬崖，从不曾走近
半步。可现在，这几个字却刻在了这
座山崖上，无形中挑动了我生命里的
某一根神经。

算是被一种冲动驱使。画鸣叫了
个小伙子一同前往。小伙子叫李双
强，专门研究东汉大儒尹珍。作为正
安人，我对自幼“生于荒裔”而后西
南“无地不称先师”的尹珍并不陌
生。尹珍北学中原，学成归来后于桑
梓设馆授徒，首开贵州文教之先河，
对西南地区影响深远。2019 年，位
于正安县的尹珍务本堂被列入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画鸣不知道我对九道水一带其实
很熟悉，颇有几分神秘地说要带我走
一条从没走过的路。我虽有些疑惑，
却也充满期待。上午九、十点钟光
景，我们驱车出发，经三把车，过瑞
溪场，汽车进了山谷，开始在星星点
点的农家穿行。然而，此时此刻，我
感到眼前的一切都那么陌生。原来蜿
蜒的乡间小道已经被树枝状的连户路
取代。连户路刚刚铺了柏油，或浓或
淡的气味，跟层层叠叠的庄稼地散发
出来的半生半熟的气味融在一起。连
户路东家进，西家出，我们的车也在
山谷里转来转去。不少人家除了新建
新修的漂亮房子，院坝还停了汽车，

差一点的也有摩托车。我凝视窗外，
沉思着，想从历史深处搜索这片山野
哪怕一星半点的记忆。但这种变化太
惊人了，我实在不能把当年那个荒芜
的乡村跟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山谷联
系起来。

前车屁股的两个警示灯一下闪了
起来，我们的车一抬头，便开始爬
坡。刹那间，我大脑的“屏幕”亮了
起来，回忆映出几个青涩的年轻人的
身影，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正走在
这一重坡崎岖的山路上。山势陡峭，
从上往下还不时有细碎的石头滚落下

来，他们躲闪着，仍然勇敢无畏地往
上攀爬。那时县里恢复了高中教学，
从区、镇选拔了一些初中毕业生到县
里进一步深造。正值他们放寒假，却
赶上山坳凌冻，一天一班的客车根本
不可能通行。这条路虽险，却很近，
年轻人归心似箭，义无反顾地走在了
这条路上。

当年的山路，而今成了一条通村
公路。山势依然陡峭，公路不得不盘
山而上。但在拐弯处、车轱辘转不过
来的地方，要打一个倒车才能继续前
进。随着路基抬升，山路也越来越
陡、越来越窄。透过挡风玻璃，晃眼
一看，人和车都仿佛到了云端，大坡
一直往下落着，也一直往上升着，矗
立在天地之间。我平日里开“耍耍
车”，见这种阵势，心里直发毛，不
停叮嘱开车的朋友慢一点、稳一点。
在一个稍缓的斜坡上，跟着前面的
车，我们的车也停了下来。趁一刻停
顿，大家下车来，长吁一口气，才感
觉踏实了一些。而刚刚缓过劲来，几
头牛便从山上沿着公路奔了下来。只
是到了跟前，那牛也训练有素地站

住，等放牛人跟上来，这才慢慢地从
悬吊吊的路肩上走过去，渐渐消失在
弯道里。

三

这时候，张画鸣凑到跟前，叫大
家往对面山上看。只见云朵半空飘
浮，对面悬陡陡一座大山半遮半掩，
透着片片模糊的红。山里的风一阵紧
似一阵，不一会，灰蒙蒙的云雾被驱
散了，东一丝西一丝的，天地间又一
片清朗。这时候，眼前红光一闪，几
个扎眼的大字从对面峭壁透了出来，

“九道水”竟刻写在一重深灰色的山
岩上。悬崖是大山的脸，巨大的崖壁
便是大山的脸面。我曾千百次或车行
或脚步丈量的九道水森林湿地，其实
就在这座大山上，可从来没有人把它
跟这座大山联系在一起；而大山腰的
麻湾洞瀑布，其实正是九道水的地下
渗水形成的奇观。现在，九道水几个
字在崖壁上一凿，不仅一下扩大了九
道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体量，还为高原
贵州那神奇的自然景观作了一个注解
——只有这些形成高原的大山，才是
这一切美好事物的根脉。九道水摩崖
石刻在天地间一立，远远超越了招牌
和广告的意义。

平视且正视，这个位置确也是观
九道水摩崖的最佳位置。听画鸣介
绍，这几个字往上凿时，要在崖下找
一块宽阔的平地搭架子都很困难，工
人只有削高填低，用水泥浇铸一块篮
球场大小的基座。随着架子一层一层
往上累积，竟如埃菲尔铁塔般巍峨雄
壮。崖壁并非刀砍斧劈般齐整，从上
往下放的绳吊在岩石旁不停晃荡和碰
撞，也非常惊险。

“九”并非实指，而是虚指。中
国文化中，“九”具有丰盈繁富的含
义，“九道水”真正彰显了这座山的
魅力与蕴藏。我不禁感慨，在全面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县里能够瞄
准九道水这一个“点”，通过摩崖这
种形式将九道水国家森林公园大力宣
示，确有独到眼光。

我们一行人还在山路上。但只要
一直走下去，只要有不灭的信念，从
连户路，到村村通，到县乡道，我们
最终会走出崎岖山路。

上图：游客在贵州省正安县九道
水景区乘船观光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山 路 记
赵剑平

青苔点缀的卵石小径，古风犹
存的民居建筑，斑驳古旧的石臼、
水槽、雕花栏杆……这里是前童古
镇，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
部。前童古镇历史悠久，地理环境
独特，文化积淀深厚，是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
家级生态镇。

“居云漫湖，揽高峰山，风来仙
谷轻摇影，源溯天台不染泥。”孕育
于宁海山水间的前童古镇始建于南
宋，盛于明清，东西外围以塔山和
鹿山为屏障，南北两面以南街和北
街作围护，2000 余户人家中，童姓
占绝大多数，镇子因此而得名。这

里遗存的众多古民居，几乎完好无
损地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貌，栉比
鳞次地散落在古镇的角落。童氏先
祖按照“回”字九宫八卦式布局村
庄，引入白溪水，让潺潺溪水挨户
环流，人们在溪水中洗菜、涤衣、
戏水，形成一幅青藤、白墙、黑
瓦、小桥、流水、人家的风俗画。

循着溪水缓缓前行，来到石镜
精舍，忽闻读书声。当年童氏家族
在此定居后，童氏先贤童伯礼两次
礼聘明代大儒方孝孺讲学于此，奠
定了诗礼传家的基础。自此，前童
人以耕读敦睦为美德，历代人才辈
出，形成了“小桥流水遍庭户，卵

巷古院藏艺文”的文化氛围。
前童没有过度商业开发，有的

是古镇的原汁原味。来到小镇一户
人家，进入宁静的四合院，劳作的
匠人们正编织着竹篮，雕刻着龙
舟，延续着几百年来的老手艺。在
这里，游客可以体验泥金彩漆绝
活，感受汉唐雕刻艺术的遗韵；可
以用植物染技艺制作一条围巾，听
非遗传承人讲解蓝夹缬的故事。

始建于 2009 年 6 月的前童鼓亭
馆，占地 1200 平方米，馆藏鼓亭、
抬阁和秋千 23杠。前童元宵行会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元宵
节，童氏家族会将鼓亭、抬阁、秋
千等抬出，鸣铳十八响，头牌在
前，大旗引导，彩船队、鼓亭、抬
阁、秋千、舞龙和舞狮紧随其后，
小孩子则打扮成戏曲人物形象，或
静或动，或坐或站。一路上鼓乐齐
鸣、炮声震天，队伍向塔山庙进
发，人们则从四面八方会集聚拢，
形成万人空巷看行会的热闹场面。

“这几年，我们以建设‘活着的
古镇’为目标，按照保护与开发相
结合的原则，累计投资 7000 余万
元，完成 30处重点宅院的保护性修
缮，对古镇内其他建筑进行精细化
修复，保留和恢复‘青藤白墙黑
瓦、石头镂花窗户、雕梁画栋门
楼、八卦水系环绕’的历史原貌。”
前童镇副镇长童朝锋说。前童还制
定出台细化政策，鼓励和发动当地
村民、返乡大学生和外来投资者投
资新建民宿，培育形成精品民宿 36
家，床位超过 400 张，打造“童宿
同盟”品牌，相继带动咖啡馆、酒
吧、书吧、竹编馆等一批新业态蓬
勃兴起。

上图：前童古镇。 冯 珂摄

宁波前童：

老街不老，古镇常新
徐铭怿

昨夜秋声，唤起了我的游兴。
说秋声，那是出山风卷着都江堰上
的涛声，穿过宝瓶口传出来的呼
啸。出山风预示着晴天，是当地人
可靠的气象预报。

早在2000多年前，以李冰父子
为首的先辈们，用双手嵌上了都江
堰这颗璀璨明珠，被认为是世界水
利史上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后，都
江堰发展成为具备灌溉、防洪、水
力发电等多种功能的水利设施。堰
区林园不断扩展，现已成为海内外
著名风景名胜区。

灌县城南的南桥是都江堰水景
第一桥，长约50米，雕梁画栋，远
观如彩虹飞架，近看精致辉煌。桥
栏间壁画林立，内容都是有关都江
堰的神话和掌故。桥栏立柱的对
联，多出自名家手笔，因此这座桥
又有文化桥的美称。凭栏西望，岷江
从宝瓶口吐出，远山隐约可见。近处
沿岸一排榆树，榆树尽头伏龙观的
殿宇露出一角，倒影在水中晃动。

下南桥进离堆公园，园内丛菊
盛开，芙蓉初绽，楠木林挺直耸
翠，构成高中低三个层次，三种色
调，真是一幅别致的秋趣图。游艇
满载青年男女的欢歌笑语。石林酷
似阳朔山水一角，园内曲径盘绕，
假山喷泉旁的特大盆景最为可观。

位于园内后侧的离堆，是李冰
治水时开凿的一个山口所分离出来
的一个小山堆。开凿的山口就叫宝
瓶口。岷江经宝瓶口，水流湍急，

一泻千里。都江堰灌溉系统好比一
个网，宝瓶口就是网口。河网撒遍
川西平原，灌溉27个县市，灌地近
900 万亩，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了
两倍多。

都江堰的主体：鱼咀分水，飞沙
堰泄洪排沙，宝瓶口引水灌溉——
这三个组成部分各得其用。都江堰
使蜀人“无忧旱涝”，造就了沃野
千里的“天府之国”，博得了海内
外水利专家的高度赞扬。江心中的
鱼咀，因为像鱼嘴而得名。它实际
上是个分水设施，把岷江分为内、
外二江。在汛期，内江进四成水，
外江走六成，以免造成灌区洪涝；
而当春季，这个分水比例便自动颠
倒过来，内江引进六成水，以保证
春灌，外江只走四成水。这个自动

调节水量的鱼嘴，是利用地形、河
床地势、河流弯道以及江水涨跌规
律等精心设计建造的。

出离堆公园后门，来到飞沙
堰。放眼远望，天际湛蓝，中间是
黛绿的山，下面是澄碧的江，再抹
上一层秋阳的光，美极了。前面是

“夏澜索桥”，铁索上铺以木板，下有
钢筋混凝土支柱，桥长 300 多米，
蜿蜒江上，像一条横跨的游龙。

过索桥，沿岸下行，二王庙掩
映在秋山红叶之中。庙宇经过整
修，焕然一新，庙中的碑刻和名人
字画完好无损。李冰父子的塑像是
重新建造的，只见李冰目光炯炯、执
卷沉思，二郎神采奕奕、手持铁镐。

夕阳西下，暮色苍茫，出二王
庙，沿玉垒山径回城。归途中回顾
索桥，在江水的衬映下，呈现出滤
光的剪影。出山风吹响了都江堰上
特有的秋声。看来，明天又是一个
大好晴天。

下图：四川成都都江堰景区秋
色如画。 陈先林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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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秋色都江秋色
颜士州

黄龙滩，藏在鄂西北群山的
褶皱里。如果想暂时告别繁华的
都市，寻觅一方净土，这个季节
的黄龙滩是一个绝好去处。

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我和
朋友一起从湖北省十堰市城区乘
车前往黄龙滩。路况极佳，车子
轻快向前，扑面而来的都是青草
和绿树混合的清香。一路西行约
30公里，便到达目的地。

“黄龙”之名，3000 多年前
就有文字记载。《华阳国志校补图
注》 写道：“古微国在迁徙过程
中，曾在‘黄龙’一带建都。”公
元 684 年，被贬于均州的李显又
被贬房州 （今湖北房县），先溯汉
水又沿武陵河 （今堵河） 上房
州，途经黄龙，见河滩广阔，风
景秀丽，于是登岸停留休息。当
地百姓便称此地为“皇龙滩”，后
演变成黄龙滩，滩上的古镇就叫
黄龙镇。

据记载，黄龙镇曾商贾云
集、商铺林立，是鄂西北商业、
文化和航运的中心。镇上每天游
人如织，茶叶、食盐、布匹等生
活必需品应有尽有。客商们为了
方便商业往来，在镇上修建了四
座会馆：黄州会馆、武昌会馆、江西
会馆和山陕会馆。从正月到三月，
会馆的戏楼天天有大戏上演。

这里也曾锣鼓震天，金戈铁
马。三国时期，蜀国将领刘封与
孟达合攻上庸 （今湖北竹山县），
黄龙滩是蜀魏必争之地。明代崇
祯年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曾
三次在黄龙滩与明军作战。

往事越千年。1969 年，为配
合兴建第二汽车制造厂，黄龙滩
水力发电厂开工建设。从此，这
里的青山绿水与电结下了不解之
缘。万余名建设者汇集黄龙滩，
战天斗地，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

1974 年，黄龙滩水力发电厂
正式投产发电。黄龙滩大坝紧锁
堵河，驯服了往日桀骜不驯的

“黄龙”，浩渺辽阔的黄龙滩水库
由此形成。以往田地数次被堵河
冲毁，雄伟的黄龙滩大坝建起
后，水患得以治理。

如今，黄龙滩水库总库容
11.625 亿立方米，担负着十堰城
区大部分生产生活用水供应任
务。水库蓄水充足，为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清水北送提供了优质源
头活水。

2021 年 9 月，国家能源局发

布 《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黄龙滩抽水
蓄能电站被列入规划。待建成
后，黄龙滩的碧水青山之间，将
又增加一座大型“充电宝”。

我们乘船沿黄龙滩水库溯流
而上，只见远山如黛、层林尽
染，港湾交错、沟岔纵横，山光
水色绝佳。“上山狮子下山虎”和

“二龙戏珠”等景致横亘水上，构
成一幅长卷风景画。库区内峰峦
叠嶂、秀美雄浑，溪流蜿蜒、清
澈宁静，林木葱郁、幽然深远。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
黄龙滩水力发电厂和雾气飘飘的
白马山相依相偎。白马山是武当
山七十二峰之一。相传，当年真
武大帝为修道成仙，骑白马巡游
至此，见山势雄伟、秀丽壮观，
遂在此修炼。

白马山顶有一块大石，上刻
“仙境”两个红漆大字。从这里俯
瞰，堵河像一条绿色的巨龙，黄龙
滩大坝刚好在这条巨龙的脖子上。

找一处农家乐歇脚，与三两
知己浅斟慢饮。放眼望去，满目
美景，心旷神怡。这里的“黄龙
鱼头”风味独特，巧妙地将鱼的
鲜和辣椒的辣融在一起，色泽鲜
亮，鲜香爽辣，已成为远近闻名
的一道美食。

这就是黄龙滩，风景秀丽，
如梦似幻，未来可期。

上图：黄龙滩库区风景如画。
张启龙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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