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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知道600多年后，自己镇守
37 年且终老于此的城市会以“塞上
湖城”定位，朱旃定会感叹，下令修
建丽景园多么前瞻。

朱旃是朱元璋第十六子，被封庆
王，就藩宁夏。当年，思念江南的朱
旃下令把宁夏镇城 （今银川所在地）
东郊的王府果园改建为消遣自娱、吟
诗会友的东湖，并在其中修建了一座
水上乐园——丽景园。公元 1408 年
的端午节，朱旃在新建成的丽景园宴
请宁夏镇城重要的官员、诗人，兴奋
地让人朗诵自己创作的《端午宴集丽
景园序》。丽景园成了朱旃每年夏天
必去的游乐之地，他在那里创作了诸
如“鸣鸠频唤雨，布谷苦催耕。麦浪
因风起，戎葵向日明”的诗句。

朱旃对湖的偏爱与重视，开启了
这座边城敬水、乐水的习俗。如果说
流淌了千年的汉渠、唐渠、昊王渠是
养活农田的血管，是百姓眼里收成的
保证，是一篇篇关于民生的报告文
学；纵横于城乡间的七十二连湖，便
是水草、鱼类、湿地的床，一道道古
老的波光成就了“月湖夕照”“东湖
春涨”“连湖渔歌”等人文与自然景
观，是这座城市轻声念诵的一首首朦
胧诗。

城是美人，湖是痣。银川的湖和
这个城市一样，低调、精致却韵味十
足，少了一分张扬，像大西北的农家
女子低调而沉稳，不仅为银川赢得了

“塞上湖城”的美称，让它拥有西北
地区众多城市羡慕的“肺活量”，也
让市民过上了有湖的生活。

城是湖的岛屿，湖是城的镜子。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垂钓、滑冰、荡
舟等因湖而生的休闲运动以及城市扩

建形成的格局，让大家觉得湖就在眼
前晃动，在家门口的公园里隐居，在
公交车路过的林带里自我沐浴。

二

在银川，河是渠的祖先，渠是湖
的家乡，湖是湿地的子宫。河分出的
水流淌过古渠，干渠、支渠、分渠、
毛渠等渠系造就了众多的湖，湖衍生
出一片又一片湿地。

唐徕渠和汉延渠像银川的上下眼
皮，沿渠栽种的古柳在初春绽放出一
抹抹嫩绿，像城市之眼的眼睫泛漾着
春意；秋天，古渠周围大片大片的稻
田，在风的吹拂下仿佛橘猫朝天露出

的金黄肚皮，起伏如乐谱上的音符。如
果把唐徕渠比作银川的上眼皮，唐徕
渠往西10多公里，纵贯南北的西干渠
给银川之眼割出了一道双眼皮；汉延
渠是银川的下眼皮，它东边的惠农渠
像是在下眼圈也割出了一道双眼皮。

在一道道睫毛般的古渠呵护中，
银川眨动着温润、优雅的城市之光。

对于老银川人来说，渠的实用性
让他们觉得渠比湖亲，红花渠是明代
专门为浇灌给朝廷进贡的红花而建，
唐徕渠、西干渠、汉延渠、惠农渠、
民生渠、五七渠、第二农场渠等渠道
主要用来浇灌良田。穿渠而过的渠
水，带给庄稼、林木以力量，带给城
市居民以天然馈赠，还有“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国际湿地城市”这样
的荣誉。

城如春柳，渠是风。2公里长的
典农河被凿通，也贯连了古今。公元
前112年，北地郡上河典农都尉冯参
受朝廷所派，在今银川市兴庆区东郊
掌政镇洼路村督修“北典农城”，为
银川建城之始。典农河和银川最早的
乳名之间，虽然相隔 2100 多年的时
光之河，但“典农”二字，却像一根
银针将它们穿在了一起。

典农河为银川提供了一条水的新
路，当沿岸出现一幢幢新楼盘，逐渐
兴起的酒吧茶楼披上迷离的灯光和音
乐的夜衣后，市民们才发觉这是一条
流 银 之 川 ， 是 真 正 的 浓 缩 版 “ 银
川”，它无异于南京的秦淮河、太原
的汾河和聊城的徒骇河扮演的角色。

典农河和西湖改造出的阅海，让
“湖城”的水在内容上更加丰富，是

一幅集合了河、湖、海、渠、湾、塘
等形态的立体水卷。

三

古渠和湖泊，一直是驻守于此的
王爷将官、投笔从戎的边塞诗人甚至
来到这里的帝王赋诗歌颂的对象。明
清时期，无论是王琼、杨守礼、俞益
谟、赵良栋这样的高级将领，还是康
熙这样的帝王，面对浩浩如河的古
渠，诗歌创作的阀门如渠闸一样打
开，他们都留下了关于古渠的诗歌。

这座水做的城市，每一寸土地都
湿润如三月的柳芽，自然就带来大面
积的稻田、数量庞大的鱼类以及钓鱼
爱好者。水以水的形态出现时，人们
可以池塘钓鱼、龙舟比赛、水边烧
烤、稻鱼空间游玩、滨河大道上兜
风；水以冰的面孔出现时，人们可以
冰钓、滑冰、打陀螺……水带来的

“慢”生活，让这座城市仿佛一锅文
火炖着的大菜，冒着一股悠闲的热
气，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这是一座水做的城市，有着温
润、谦逊、乐善的城市性格，自然也
有着水一样的品行。银川和水互为镜
子，从容地打发着各自的岁月，映照
出对方的状态和心态。

上图：在银川，碧水蓝天和湖泊
湿地交相辉映，与远处巍峨的贺兰山
形成了一幅塞上美景图。

袁宏彦摄 （人民图片）
左图：宁夏银川市民在花博园畅

游花海。 袁宏彦摄 （人民图片）

水 做 的 城 市
唐荣尧

2 月伊始，我与父母一同登
莽山。莽山位于湖南省郴州市宜
章县南部，总面积近 30 万亩，
东、西、南与广东乳源、连州、
阳山相邻，以蟒蛇出没、林海莽
莽而得名。

沿盘山公路蜿蜒而上，路旁
是陡崖和乱石，放眼望去，群山
上雾气萦绕。择一石梯向上，赛
山梅林立，这是一种生长在极寒
之地的绿植，沿途还有木荷、甜
槠、福建柏、香港四照花、毛棉
杜鹃花、华南五针松……它们都
是生态适应性极强的植物，生存
于悬崖陡壁，待到春天，这里便
会绿意盎然。

行至山间，独特的峭壁怪石
和水色天光映入眼帘，云气中混
合着雾气，犹如天上的某处皇宫
圣地有仙女在挥舞裙裾。放眼望
去，已是白茫茫一片，往后已不
见回头路。仰头看向前路，如漫
步云海，险峰怪石仿佛伸手就能
触摸，我暗暗地想，走这一趟，
身上可能也会沾上点灵气。登上
莽山的天台山顶峰后，极目远
眺，有“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
人”之感，浩浩荡荡的云层汹涌
而至，令人回味无穷。

途中路过观音古寺，被门外
的一副楹联吸引：“剪一片白云辅
衲，邀半轮明月看经”。这是一座
古朴的寺庙，门前挂着祈福用的
丝带，整个山头都是白色的，只
有这里是鲜艳的一抹红。相传西
汉建寺，高僧于此修炼佛性，晨
钟暮鼓警醒世间为名利所累的路
人。如今游览莽山，拜观音寺，
可否从联中参悟人生？

此时气温骤降，我们乘坐摩
天岭电梯“移步换景”，升至海拔
1600 米的高空，在密闭的电梯
里，能看见玻璃外的山间奇观，
令人酣畅。走出电梯门便到达望粤
台，从这里远眺，地平线上朦胧涌
起的山脉和谷地属广东境内——
万壑交汇、峰峦相连的莽山群本
就位于湘粤两省交界处。被彩色
挂带缠绕的石壁栈道依山而建，
视觉上形成强烈的色彩对冲。不
久后便到达金鞭大峡谷，这里拥
有石林险峰和奇松怪石，宛若神
仙境地，我久久凝望，深为震
撼。金鞭神柱，以冲天之势昂然

耸立云天，是莽山的镇山神柱。
岩壁上还有从山顶流下来的泉
水，清澈而甘甜，让人缓解疲
劳。仙雾停在空气中，远处便是
七星崖，这里有一个上古传说，
嶙峋岩壁上的神秘故事吸引了众
多人驻足观看。

相传盘古开天地前，天上原
有南斗七星与北斗七星相对辉
映，天地因此混沌，难分南北。
后来盘古开天辟地，便把南斗七
星摘了，只留北斗七星以指示北
方，而南斗七星便落在了这里。
更有游人相传，七星崖得名于七
仙女，古代有七位仙女下凡到

此，见到这里波光岩影，浑为一
体，乃人间仙境，美不胜收，于
是化为七座美丽的山峰常留于此。

莽山有众多近乎垂直的山
路，受山形走势影响，景区配备
了自动扶梯和提升机、爬楼机以
及单线长达 3700 米的架空索道。
走在回程路上，原始森林的美貌
被呈现得淋漓尽致。走过险峻的
石道后，是平缓宽敞的游步道，
身旁便是气势磅礴的陡崖和森
林，岩壁形状怪异，花岗岩质地
的山体红棕色居多，青绿色次
之。在莽山，还能体验到名副其
实的天然氧吧，在高浓度负氧离
子的山水间享受疲劳后的愉悦。

指峰飞渡、云栈漫步、金边
揽胜、天梯观海，走过一次莽山
便会终身难忘。豪情万丈，从不
含蓄内敛，是莽山的特性；无所
保留，以高耸之躯包容万物，是
莽山之灵魂。

上图：游客在湖南省郴州市
宜章县莽山五指峰景区游玩。

刘贵雄摄 （人民图片）

游
莽
山

谭
皓
文

游
莽
山

游
莽
山

谭
皓
文

从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城区
往南行 4 公里，到黄山脚下的浦
溪河畔看水、观鸟，尽情呼吸负
氧离子充沛的清新空气，顿觉心
旷神怡，疲惫感烟消云散。

站在通往城澜村的跨河大桥
上向南眺望，巍峨的黄山奇峰峻
秀，云白天蓝，景区北海宾馆和
黄山北大门索道耸立的基塔清晰
可见。源于黄山的浦溪河，一路
向北滋润着张家埂、十字畈、饶
村近万亩良田。

经过疏浚河道、植树绿化等
治理，如今的浦溪河两岸堤坝整
齐，河水清澈。良好的生态环境
不仅吸引了当地人，也迎来了外
地客，就连久违的珍稀飞禽也得

到消息，满心欢喜地从四面八方
纷至沓来。

浦溪河畔汪家村附近两棵高
大的杨树上，堆聚着一簇簇“白
雪”，仿佛大雪压枝。我们揉揉眼
睛，定神察看，发现一簇“白
雪”飞离树枝，又一簇“白雪”
也追随而去。紧接着，整个树冠
枝桠间，一簇簇“白雪”竟都欢
歌鸣叫，纷纷离枝而去。它们飞
临不远处的河滩，在水边撒欢。
原来，“白雪”是近百只似雪的白
鹭。河湾另一隅，20 多只觅食的
灰色苍鹭正紧盯水面，高抬脚
杆，慢步前行，一派气定神闲的
模样。

在浦溪河游客服务中心附近

一处水域，河中心一座近 200 米
长、10 来米宽的狭长小岛上，杂
树野草茂密，这里成了斑头鸭、
黑头鸭、野鸬鹚等鸟类的快乐天
堂。吃饱喝足的斑头鸭、灰麻鸭
嘎嘎鸣叫，野鸬鹚正叼着一条
鱼，兴奋地昂首伸脖，抖动翅
膀。在城澜的大桥附近，鸳鸯、
长脚鹬、水雉或三五成群，或两
两成对，各有一处寻食嬉戏的区
域，不同鸟群之间彼此保持一定
距离，互不打搅和干扰。

这些鸟儿们在各自的领地里
悠哉、游哉、乐哉，丝毫不为外
界的动静所惊扰。或许它们早已
知晓，当地的人们爱鸟护鸟，不
会给它们带来任何伤害，还无时
无刻关注保护着它们。

这不，在水鸟活动的水域上
空，有两只鹰不停盘旋，欲飞临
此地掠食美味的意图十分明显。
一位农民见状，不停挥舞手中长
竿，大声驱赶两只图谋不轨的
鹰。我还听说，当地一家根雕艺
术店的老板在野外捡拾树根和石
头时，曾多次捡到受伤的鸟和从
鸟窝坠落的小鸟。他要么将小鸟
送回鸟窝，要么将受伤的鸟带回
来喂食养伤，等康复后放归自然。

黄山区城区北海北路上，一
棵棵高大茂密的行道树也是鸟的
欢乐家园。每当华灯初上，百鸟
归巢时，枝头鸟儿欢歌鸣叫，追
逐跳跃，好不热闹。清晨天明，
环卫工人在一棵棵行道树下清扫
鸟羽，冲刷鸟粪，天天如此这
般，不厌其烦，一改过去棒打

“鸳鸯”驱鸟轰鸟的做法，爱鸟护
鸟已在黄山脚下的浦溪河畔蔚
然成风。

题图：浦溪河畔，成群白鹭
栖息枝头。 范红波摄

黄山脚下鸟欢唱
周太生

路过四川成都，到杜甫草堂看
了看。

走进景区大门，高大的香楠树遮
天蔽日，青翠的竹子茂密如云。亭台
楼阁、小桥流水，整体建筑风格既有
纪念类祠堂的庄重和肃穆，又有江南
园林的婉约和灵动。

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
之乱，携家人入川，在成都西郊的浣
花溪畔筑草堂住下。杜甫在此居住三
年零九个月，写诗240余首，其中就
包括《春夜喜雨》《蜀相》《茅屋为秋
风所破歌》等脍炙人口的名篇。

在写有“花径”的指示牌前，我
停了下来。杜甫有一首 《客至》，里
面写过“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
为君开”。诗中所提到的“花径”应
该就是这里。查资料得知，客人是一
位姓崔的县令，是杜甫的好友。从诗
中不难看出，杜甫当时的生活虽然清
贫，却是安稳、闲适、满足的，毕竟
在饱经战乱之苦后，他有了一个安身
立命的处所。

杜甫早年多次应试不第，后来困
守长安十余年之久。“朝扣富儿门，
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
辛”，是那一段辛酸生活的真实写
照。即便如此，他的才识仍然未能得
到赏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
淳”的美好愿望最终成为泡影。杜甫
的一生命运多舛，除去少年不知愁滋
味的岁月，剩下的差不多都是在奔波
忙碌、颠沛流离中度过。在成都草堂
近四年的生活，当是他一生值得珍惜
的美好时光。

在大雅堂门口，有一尊杜甫的黑
铜坐姿雕塑，周围数丛疏竹迎风摇
曳。只见杜甫的头微微侧着，眉头紧
皱，双目低垂，一脸凝重。他的身体
瘦削、单薄，长衫下的根根肋骨似隐
若现。从雕塑反映的人物状态来看，
应该是取材于杜甫凄凉的晚年。忽然

有一种心痛的感觉，这个写下惊风
雨、泣鬼神诗篇的杜甫，生前却如此
凄凉。杜甫感叹李白：“千秋万岁
名，寂寞身后事。”这又何尝不是在
感叹自己？我整容肃立，恭恭敬敬地
向杜甫像鞠了一躬。

茅屋故居是在旧址上恢复重建
的，编篾为墙，涂以泥浆，茅草覆
顶，配以木门、木窗。屋内有桌、
椅、床、柜，墙上挂着杜甫的画像。
院内有池塘、花木、蔬菜，一派田园
风光。站在茅屋前，想起著名的《茅
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那
声慨然长叹，从时光深处悠悠传来。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杜甫心里想的
却是“天下寒士”，并由衷地感慨：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
冻死亦足！”这是一种怎样宽广博大
的胸襟！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
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
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走出草
堂大门，回首凝视门口这副楹联。
先生已作古千年，但他的诗篇仍代代
相传，他心系苍生、忧国忧民的情怀
感动着无数后人。孰谓公死，凛凛
如生！

下图：杜甫草堂博物馆一景。
范 明摄 （人民图片）

杜甫草堂忆诗圣
贺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