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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年读书，知道西汉末年有个鲍宣，在

司隶校尉任上纠正不法、刚正不阿。我因为
也是鲍氏子孙，对他的家世有所留意，继而得
知不仅鲍宣，其子鲍永、其孙鲍昱也都是两汉
时期著名的人物。更有巧合的是，祖孙三人
都当过司录校尉，均以刚直忠诚著称。鲍永
当司隶校尉时，东汉光武帝还郑重地提醒皇
亲国戚们要严格自律，不要让鲍永抓住把柄。

鲍氏后人往往以鲍宣祖孙三人为荣耀，
为此撰有对联称：“族承司隶，派衍参军。”
而下联中的“参军”，说的又是鲍氏历史上
的另一位名人鲍照，他是南朝的著名诗人，
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杜甫有两句诗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其中的“鲍参
军”说的就是鲍照。

鲍氏是小姓，历史上像鲍宣祖孙三人和
鲍照这样因功勋卓著或是文采纵横而被载入
史册的人物其实并不多。如果把鲍氏一族血
脉繁衍的历史看作一条河流，那么鲍宣祖孙
和鲍照就好比是散布在这条河流上的几个大
港湾。这几个大港湾，水深可以泊舟，水沛
足以溉田，岸浦坚实可以筑屋而安居。它们
既上承源流，也涵养下游，使鲍氏这条河流
源脉不断、波澜生动。不过，除了这几个大
港湾，这条鲍氏之河必然也还有许多宜居宜
止的汀岸、让人驻足流连的洲渚，只是鲜为
人知而已。

当然，鲍氏之河只是一种比喻。这个比
喻因我近日赴济南市历城区的游访而起。此
次游访本来与河流无关，也与鲍氏无关。只
是因为“入国而问俗”，刚到济南就与主人
聊起济南与济水的关系，于是冥冥之中便注
定了我此行必定有一个与鲍氏之河的因缘际
会。它首先缘于济水的话题，由济水而济
南，再由济南而鲍氏。

二
济水在古代是与长江、黄河、淮河齐名的

四大河流之一。虽然后来屡次遭受黄河侵
道，但在之前相当长时期内济水是有独立的

源流并且独自入海。济水流域曾经是中华文
明繁衍兴盛的一个重要区域，发源于 6000 多
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应当
都受到济水的养育。其中大汶口文化的产
生，被认为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史前时
期发展过程中即将步入文明时代。仅从这一
点看，济水与江、河、淮并列是有它的道理的。

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民族特征，就是念
旧、感恩。最感念的，物质上是滋养生命的
水源，所谓“饮水思源”；精神上是有养育
之恩的祖先，所谓“慎终追远”。中国人对祖
先的崇拜和感激几千年来从未衰减，自不必
言；对水的感恩，与对天、对地一样至诚。

济水的养育之恩，对接受它的恩泽之人
的记忆一定是刻骨铭心的，以至于对济水的
崇拜和赞颂经历了几千年。秦末汉初济南之
名的出现，就是这样的一个必然结果。至今
遗存的其他一些地名如济源、济阳、济宁、
济河以及古称沇州的兖州等等，也都是对济
水始终不变的纪念。其中的济源，就是在济
水源头所在地。而感念济水之恩的极致，就
是以国家的名义祭祀它，自有历史记载的周
代一直延续到清朝。在济源的王屋山上，还
专门建有祭祀济水的水神庙和祭祀上天的天

坛。于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感念就合二为
一了。

祭祀是中国人向先祖或者神明表达崇敬
的最高礼仪。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有一个
留传后世的书法碑帖，叫做《投龙简记》，它的
来由就是元朝的仁宗皇帝向济水之神报告自
己即位后励精图治、政通人和之政绩的临时
性祭祀活动。这一次祭祀活动，先是请天下
的道士在京城做了七昼夜的法事，然后又派
专人到王屋山拜祭水神和山神，并向它们所
在的深涧、山崖投送玉符简、黄金龙。对济
水的崇敬，是如此的郑重、深厚和虔诚。

不过，济南取名之初，未必就是为了表
达对济水的崇敬。事实上，济南这个名字出
现之前，在这个地区先将济水印烙在历史上
的，是济北。济北之名始于秦汉时期，当时有
个济北郡，不久又从济北郡分出一个济南郡，
于是济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那时及其后很
长一段时期的济南，不完全是如今的济南的
概念，有好几个与济南有关的地名同时或先
后存在，如济南郡、济南国、济南府等等。

三
“问俗”于济南主人，也许会让人以为

我对济南所知甚陋。其实不然，我对济南的
了解还是比较深的，多数都来自于亲身所
历、所知、所感。

比如，济南有伏生。伏生在秦始皇焚书
坑儒时，抢救了儒家最重要经典之一的 《尚
书》，因此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可以说是有

人文再造之功的，此书也曾是我午间日读之
书。读 《三国演义》，其中说曹操因为平定
黄巾军叛乱有功，被任命为济南相。此时的
济南为封国，济南相是济南国实际上的最高
行政长官。曹操有治国之才，因此在济南相
任上也取得辉煌的政绩。《说唐演义》中，秦叔
宝和程咬金都是济南人，具体而言是“山东历
城县”人——历城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都
是济南的治所。而据唐史记载，程咬金其实
是济州也就是如今的济宁人，不过济宁也是
济水之南。再往下说就是两宋时期的“二
安”了，李清照字易安，辛弃疾字幼安。早
年我对李清照关注较多，先是她的词，后来
是从宋末新旧党争看她的家世。近十数年
来，因时所感，我对辛弃疾的偏爱日盛，家
中有关他的著作不下十数册，其中 《稼轩词
编年笺注》 是我夜读之书，在床头摆了将近
10年。巧的是，此书作者、著名宋史专家邓
广铭先生籍贯临邑，临邑古时也属济南。

说近些，济南与我仍有故事。我祖籍福
建，幼年家贫。记得父母偶有余钱时，会托
在铁路列车上工作的亲戚买一些山东的花
生，还有山东梨、山东枣。到了后来，几乎
凡是北方来的花生、梨、枣等土特产，也许

并非产于山东，也都冠以山东之名。这些
“山东品牌”的物产都购买于济南。济南是
铁路线上的大站，停留时间长，因此亲戚才
能在此地购买到。于是，济南成为除北京之
外印象最深的地方。后来我到北京上学，济
南又成为我人生中第一个旅途的起点：我是
从这里离开既定的路程，登泰山、游曲阜。

此次游访济南，是应济水之南博兴籍的
一位友人所邀。多年来，我与另一位济南籍
的知友诗词酬唱不已，以道义相勉，以此助
我度过六七年前的一段困难时光。我始终认
为山东多豪杰，且大勇、有智，这一私见，
首先源于我对济南人士的印象。

如果把我的人生也比作一条河，济南即
是这条河流经的一个物阜民康的佳处。如果
把济南的历史也看作一条河，我与济南的关
系就是这两条河流必然的交集与交集之后的
丰盈，至少于我而言，毫无疑问受济南之惠良
多。若是将这种理解延伸开去，那么每个人
都是一条河，每个人都会与无数条河流交
集。只是交集之后能够给这条河或那条河留
下什么，却是因人而异的，当然多数时候更是
不由人意。我与济南的交集，也不会停留在
以往和既有，现在和将来一定会有新的收获，
有些是由我之意，有些必然是出乎意外。

四
济南有座鲍山，那里有鲍叔牙墓。济南

主人说。这让我很意外。鲍叔牙作为鲍氏的
先祖，他的家世生平我有所了解，但是他的

故里风物、坟茔芳草这类往往不被史籍所明
载的流芳余韵，我所知不多，因此并不知道
这里有鲍叔牙墓。既是意外，且是惊喜。于
是主客数人陪同我一起前往拜谒。

鲍山之旁，一座土丘高逾二人，直径约
10米，这就是鲍叔牙墓了。我鞠躬三回，绕
墓一匝。是瞻仰，更有缅怀。

汉族鲍氏得姓的始祖，是鲍叔牙之父鲍
敬叔。然而鲍氏在历史上树立丰功伟绩的第
一人，则自然是鲍叔牙了。鲍叔牙在受到齐
桓公极度信任的时候，不揽权、不嫉能，极
力推荐管仲担任齐国国相，自己甘居其下，
使齐桓公最终成为一代霸主。司马迁评价：
天下之人有不赞管仲贤能的，却没有不称鲍
叔牙知人之明者。孔子评价鲍叔牙：知贤，
是智；推贤，是仁；引贤，是义。孔子接着
又说：智、仁、义俱备的人，是不可超越的
国家栋梁。

鲍叔牙值得赞许的，不仅仅是为国让
贤，他对友情的珍重也令人敬佩。管鲍二人
未发达时即是知友。管仲曾坦言：管鲍二人
一起经商，管仲要多分财利；管仲多次替鲍
叔牙谋划事业，屡遭失败；管仲任相前几次
从政，都被国君贬逐；管仲从军时，遇到战
斗就当逃兵；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国君之位
失败而亡，与管仲一同辅佐公子纠的召忽自
杀死节，管仲却忍辱偷生。管仲的这些行事
都为鲍叔牙所宽容，因为鲍叔牙认为管仲不
是贪财怕死、无谋无能、不知羞耻之人。

但是，鲍叔牙对管仲的这种宽容、关爱
与珍重，是与他刚正不阿的另一面相辉映
的。管仲去世后，齐桓公要请鲍叔牙任国
相，鲍叔牙则要求齐桓公斥退他宠信的三个
小人，否则就不接受任命。

人事纷繁，最难的是见利不忘义、有权
势不张狂、遇危难不自顾，但是鲍叔牙都做
到了。因此，两汉之交的鲍宣祖孙三人能够
正身而独立、使君子敬而小人畏，自然可以
看出其精神上的源泉了。古人慎终追远，追
的是什么？是恩泽，是先人赐予的生命和遗
传的精神。

传承先人恩泽，不必只是过去，不必都是
建大功、立大业，也不应只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或不是自己身边的人。当年，我的父亲放弃
乡长之职，带领一批年轻人从军入伍，北上参
加抗美援朝战争，从部队转业后又甘于平淡
和清贫，勤勉一生。这应当也是他对先人恩
泽的传承，和他流传给后代的恩泽吧。这恩
泽施加于我，让我在以往的经历中有所持
守，到现在仍然愿在家人族人中弘扬。

从现在再回望过去，如果顺着这些恩泽
上溯，我这次游访的意外所获就是找到了鲍
氏之河的根源。这个根源，在山东，在济
南，在历城，在鲍山脚下。

五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河，源头是否就

是他的心？如果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也是
一条河，源头应当就是家风吧？如果一个地
区也可以看作是一条河，源头自然就是民风
习俗了？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秉持
的凝心聚力的精神就是源头吧？

需要明了的是，并非是源头就一定清澈
洁净、就一定可饮可沐可濯可溉。自古至
今，污浊之河、秽亵之水也是常常可以见到
的，当然有的是因为自源头起就不清洁，有
的则是在流淌的过程中被玷污了。即便本来
是清洁的河，也难免有一些河段道窄浪激、
某个港湾泥深水浅。任何一条河流，都是需
要时时清澈其源、疏浚其流的。无论是自然
之河、人文之河，概莫能外。

所以说源流既清，波澜自阔。

实话实说，鄙人孤陋寡闻，之前并不知酉
阳的具体方位，不知这是一个苗族土家族的自
治县。约略知晓，大西南有一条酉水河，流经
鄂渝湘三地，再就是那个晚唐的《酉阳杂俎》，
虽与县名不搭界却是一个特别的书名。

飞机先是到成都，再又转机到黔江机
场，后又山路穿行两小时，才到目的地。如
今国中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一天的行
程，可以等于过去一周之旅。我们从北京到
酉阳，转辗奔波近乎一整天。养在深闺的酉
阳之名是否与酉水河有关，没有得到证实，
而且，这条酉水，发源于湖北宣恩，虽流经
酉阳的几个乡镇，却离酉阳城关有点距离。县
城是个四面环山的小城，著名的酉水与她失之
交臂，只是那一条小小的无名河沟，从长形的
城区穿过，高高的河堤下一汪细流，清早沿着
她左右散步，青山环抱中，觉得枉费了这像模
像样的河堤。地处武陵山腹地，水系发达的酉
阳，城关却没有一条像样的河流，在南方山水
县城并不多见。然而，幸有乌江。著名的乌
江画廊，是酉阳的一个亮丽名片。乌江在酉
阳的西北，以其为界河，西与贵州的沿江县
相隔，共享这乌江美名。我们的记忆中，说
起乌江多是说贵州。是的，她发源于黔西
北，100 余公里长，主体部分在贵州，但也
有一个误读，乌江的美，最盛名的乌江百里
画廊，其华彩部分是在酉阳境内的60多公里
地段，这里龚滩峡、土沱峡、白芨峡、荔枝
峡、斧劈峡等“五峡竞美”，有“奇山，怪
石，碧水，险滩，古镇，廊桥，纤道，悬
棺”，是一个山水与人文相谐相融的地方。

初夏时节，坐上游轮逆水而上，碧水清
流，映照出两岸的画廊丰姿。时而绿植盘
虬，峰峦逶迤，倒映浮动，有如水彩似的旖
旎；时而石壁如削，斑驳的色彩附着于不同
石壁上，幻化出各类油画样的凝重丰瞻。站
在甲板上，看夹江景观，杂树生花，组合形
肖生动的画幅，同时也享受着近山水的闲适
时光。尽管热情的导游职业性地说着一树一
花的故事，在水波和树影中，在江风和丽日下，
我们更是愿意沉浸在自已想象中，品读这山光
水色，莫辜负了这大好时光。 轻盈、飘逸，灵

动，杂色，造化神工，宏大丰富，眼前的一切，
可以不吝这类语词赞叹。有记载，乌江古称
巴江，又名黔江，发源于黔西北，至渝东南
入长江，是长江上游右岸的最大支流。重庆
一带有着“好耍天堂，乌江画廊”的美誉。
清人梅若翁有诗句“蜀中山水奇，应推此第
一”，也可佐证。

江风吹拂，阳光明丽，游轮在两岸青山
排挞中，来到百里画廊的高潮部分。这里是
乌江与阿蓬江的汇合处，两江分流，徐缓清
澈。山体各种色彩或深褐或赭红，或浅灰或
青黛，映衬着绿水青山的生机。虽正午时
光，和熙温暖的日光浴岂能错过。有人手舞
足蹈，争相上了船顶。欢笑声中，这景色倒
也成了依附。乌江因下游的水库，在这一带
水面，有如湖泊静静的缓缓的，其画廊风情
也显得恬静安闲。坐在船头，可以静思默
想，游历也是审美，究竟是缘于客体还是来
自主观，众说纷纭。但是自然之美，是一个
自在的客体，只是体验者的我们，赋予了她
不同的审美感受，有着不同的意味。亿万斯
年，人世代谢，可大自然容貌依旧，年年岁
岁，人不同，花相似。所以，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我美故美在。山色湖光，优劣
媸妍，取决于游历者和欣赏者的主观体验，
是审美者自我葆有的一种当下心态、情感联
想和心理认同。一如今天，我们先是从40公
里外的县城闻美而来，循美而往，山路蜿
蜒，气温低冷，而当扑入乌江画廊美的怀抱
中，丽日美景一相逢，心情截然不同。在新
鲜，好奇中，心情也变的阳光和舒放。更不
待说，一路同行中的多有故知旧雨，气味相
投，成了游历之乐之美的关键。“我看青山多

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良辰美景，赏心
乐事。古人们早就有言，那么，我们何以负
了这澄碧的江水和青翠的山峦？

时近向晚，弃船沿青石板拾级而上，100
多米高的街道在江边耸立，这里是重庆重点
文保单位龚滩镇。如果说，夹江风光是乌江
画廊容貌的话，千年古镇则是她的精魂。这
个展示了土家文化风貌的龚滩古镇，有着
1700多年历史，战国时巴国蛮王在这里建址，
后兴起于唐宋，清乾隆元年酉阳建直隶州，繁
盛一时。千年风霜，几经毁灭，近年得以修
复。这当年的“巴蜀第一镇”，3 公里长的石
板路，100 多堵封火墙，200 多个四合院，构成
了古镇文化的经典。而坐落在半坡上层层叠
叠的土家民宅，错落有致，形成壮观的气
势，有如一个个时光老者，俯视幽幽乌江，
见闻这岁月风华。

在这里，最好是一人独行，漫无目标。
有柳暗花明，就停下脚步。依江而起的土家
吊脚楼，虽不是老旧成色，却也是按当年模
样和制式复原。20 多年前，下游修建水坝，
原来的旧房整体往上搬移，因其规模和样式
属现有的土家族村落最完整的，成为了解土
家人建筑的一个模板。龚滩镇的出现，因当
年盐运发展，商贸繁忙，从水路走黔川去湘
鄂，一时商贾云集，客栈林立，有“钱龚
滩”之说。曾经的蜀道难，成就了水道的发
达和古镇的繁荣。街中心的一块绿草满缀的
石壁上，挂着偌大的草鞋和草帽模型，也有
粗壮的纤缆圈成一团记录江水古镇的特别时
光。据说这是纤夫休息的原住地，粗砺的缆
绳上，依稀有纤夫摩挲的污痕。这些陈年物
件，随意放置街巷，还有斑驳青石小道，或

许让访客真切地触摸历史脉纹。是的，历史
是由细节体现，跨过别致的“桥重桥”，步入
宽大的“西秦会馆”，走进300年的土司老屋

“冉家院子”，凝固的历史，诉说着小镇风
华。背面是山，对面有江，江那边也是山，
我站在眼前的吊脚楼，身边是店家晾晒的串
串鱼杂，以及圆竹器上鲜红的干辣椒和五颜
六色的衣物，透过这些楼宇间的接缝处，放
眼江面，可见乌江时隐时现的景致，偶尔驶
过的驳船划出水波，与对面山村的袅袅炊
烟，呼应出历史与现实的日常化联结。

行行重行行。出老建筑，进新商铺，目
不暇接。土家的“西兰卡普”织锦，飘着油
煎香的小吃，在路中悠然挡道的鸡仔，支起
画板写生的艺术学院的学生，以及背着鼓囊
囊行头的老外，手举自拍神器的小情侣，依
偎在门前观望来客的土家老婆婆，不时叫卖
着手工打糕的后生，小小石巷，多味杂色。

人们或行色匆匆，或是悠然慢行，不同的各
色人等汇聚在小镇上，显示不同的状态。走
入一食品店，与女店主简单对话，她说70多
年了，已经不知道哪样的生活是原来的状态，
也无所谓哪种生活是最好的，一看就是见多识
广。是啊，老街的古旧，慢节奏的生活，纯朴的
民风，如同一坛陈年老酒，需要慢慢地品味。
除了风光景区，高标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气候，
这里没有喧嚣车鸣市声，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哪
怕是自行车，也一一存放坡下的江边公路，街
道高于公路约六七十米，本能地阻隔了噪声尾
气污染的源头。

有意思的是，眼前商铺名号颇可玩味。
转角店，老酒馆，不二坊，半边仓，情醉千
年，文博楼，流浪者酒吧，不一而足。“半边
仓”门脸上的大红对联：“楼台近水无边风月
半边仓，胜友如云百里画廊千里客”，蕴涵和
寓意或可张明古镇的文化风格。

穿行在绿植茵茵的石头巷，转弯抺角
处，有各种指示牌，不经意间，一块石碑立
在路中，青底白字，赫然可见。“永定成规
碑”为重庆文物保护单位。光绪年间立，50
余字，具体规定了盐运中各种劳务的价格和
监管的要求，是乌江水运贸易的历史见证，
是乌江文化的一份重要文献。当然，还有西
秦会馆中那土家文化的传统经典 《梯玛古
歌》 和“上刀山”的表演，诠释了一代土家
人坚忍的精神意志。古歌旋律和韵味让人感
受到历经沧桑的民族乐观向上的力量。

古镇半日盘桓，几乎领略了她的全部。
记得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 34 年前来到此地，
有过 《乌江小镇》 系列画作问世，影响较
大，他曾在 《人民文学》 上发表了写乌江风
情的文章：人道乌江险，我道乌江美。“她是
唐街，是宋城，是爷爷奶奶的家。”

就此一句让古镇和酉阳人兴奋了。于是，
古镇的街头，一块略显杂乱的平坡前，树立了
吴老先生雕像，他手捧画板，目光炯炯，直面乌
江，仍继续着他对乌江和古镇的热情。

一句名言，远比一打广告重要，尤其是
名人名言。好一个“唐街，宋城，爷爷奶奶
的家”。过目不忘，深获我心。

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的新
一代文化学者发掘和整理流传于民间的
民族史诗《亚鲁王》，这是一件功在千秋的
大事，特咏之。

我们是亚鲁王的后裔
我们在寻找高贵的亚鲁王

亚鲁王是从天上来的
为了寻找孕育亚鲁王的宇宙
我们的灵魂长出一双大鹏之翅
抚摇而上，踏着紫云和星斗
向着浩翰的星空张大我们的眼睛
看斗转星移
巡银河迢迢
在无垠和辽阔的天庭
眼睛教我们认识世界
啊，我们是从天上来的
我们有天空一样的胸怀！

我们是亚鲁王的后裔
我们在寻找勇敢的亚鲁王

亚鲁王是从远方来的
为了寻找亚鲁王成长的土地
我们的灵魂在大地上奔腾驰骋
翻山越岭，迎着虎啸狼嚎
问苍茫大地我们用心灵重返征程
看青山逶迤
望江河奔涌
在万物生长的神州大地
生长着亚鲁王英雄传奇
啊，走过大山和大河
我们有大地一样的生命！

我们是亚鲁王的后裔
我们在寻找父亲般的亚鲁王

我们寻找，找回
内心辽阔的天空
让天空重返我们的心灵
我们心上永远阳光灿烂……
我们寻找，找回
血肉相连的土地
让江河在我们血管流淌
让青山重筑我们的脊梁
啊，我们是天空和大地之子
我们是亚鲁王骄傲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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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江水古镇的风华
□王必胜

酉阳：江水古镇的风华
□王必胜

东郞是紫云苗家的民间艺人，他们
是史诗 《亚赛王》 的民间口头传唱人，
他们在逝世族人的灵前唱诵史诗，引领
亡灵回到祖先的家园。

风来了，云就找到了回家的路
东郎的吟唱是路上的篝火

亲人像鸟儿在诗歌的风声中
飞进了天上的云朵

活着的人们穿过夜梦走到早晨
迎接那颗山坳升起的太阳

紫云二章
□叶延滨

寻找亚鲁王

致紫云苗家的东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