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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创作以治水名响天下的李冰为题
材的长篇历史小说，我钻进了故纸堆，
走在了河流两岸。还因少小的桤木记忆
和中国诗篇中的桤木情怀，我从未停止
过对桤木的追逐。三条不同的行进线
路，在成都西边，一条以桤木命名的河
流上，不期而遇。

以桤木为名的河

这一天，我游历到桤木河湿地一带，
春雨潇潇，蜀雾清淡，看不见鸟儿的身影，
只听见鸟儿的叫声。2014 年始建的桤木
河湿地公园，大大提振了这条河流的美
誉。否则，恐怕这条归于岷江三级支流谱
系的人工河，依然是籍籍无名的。遗憾的
是，桤木河湿地公园里的桤木，似显稀薄
了一些，拜访桤木，必须绕开众多名木的
遮蔽。

说到桤木河的得名，应该是“桤木河
以河边多桤木树，故名。”这再自然不过。

《大清一统志》曰：“岷江分而南流之溪木
河即此，盖不知为桤字，以崇境此木独饶，
故水受斯名矣。”这部清朝官修地理总志
说得更细，既说了这河得名，又说了这河
先前为溪木河，后才正名为桤木河，之所
以错谬，乃是因为不知世上有个桤字，更
以为桤木树为崇州特产。这显然是编撰
者对蜀地植物知识的欠缺与寡闻，当然更
可能是不懂装懂的臆度。

我在六岁前，在四川灌县，就见过
和知道桤木树了。“玉垒以东多桤木，易
成 而 可 薪 ， 美 阴 而 不 害 。”（ 《蜀 中
记》） 玉垒即指灌县岷江边李冰凿离堆
的玉垒山。显然，我降生的地方，是一
个桤木成林的所在，而李冰当年拦水筑
堰所用杩槎中的木料，亦采自本地盛产
的桤木、柳树和杂木。

六岁时，我随家迁居到大巴山腹地
万源县。在万源，我家居的地方都临
水，最先是后河西岸的盖家坪，后来是
后山坡下的水库边，再后来，是后河东
岸的二重岩，也就是我母亲至今居住的
地方。生长在盖家坪和水库边的日子，
约等于被桤木庇护的日子，我家屋前屋
后，全都站满了身披铠甲的中老年桤
木。翻开 《秦岭巴山天然药物志》 就知
道，“桤木枝梢”还可入药哩，嫩叶亦可
作茶饮。想起饕餮自己亲手采回的桤木
菌的样子，至今都满嘴生津。春天，青

翠的桤木用树叶边缘的象形木锯和嘴
唇，向天空表达着自己的情愫。秋天，无
风也瑟瑟飘零的落叶，像一场提前到来的
无边大雪，向大地报答着自己的感恩。四
季更迭，树状叶色随之而动，让人常看常
新，百看不厌。

桤木的品格

徜徉在桤木河两岸长长的绿道上，我
还恍惚看见了一些文化人简册基底里的
古蜀木纹——桤木的木纹。最出名的当
然是唐代诗人杜甫的《凭何十一少府邕觅
桤木栽》《堂成》。老杜的桤木诗本就有
名，偏又来了个苏东坡的《杜甫桤木诗卷
帖》，其书法艺术的高境，以及一写再写的
桤木诗篇，更是把桤木世界的文格和心灵
秘史推到了极致。此外，扬雄、王安石、陆
游、李劼人、朱自清、叶圣陶、汪曾祺等，都
曾与桤木有过文化交集。

桤木的种子漂再远，都是沿着河流去
的。桤木的血脉流再遥，根都在古蜀。稍稍
作个田野考察就会发现，四川，以桤木为地
名的地方，不计其数，为天下之冠。成都地
区，有崇州桤泉、龙泉驿桤木沟、双流桤木
塘、简阳桤木村等。成都以外，有屏山桤木
湾、峨边桤木坪、高县桤木林、沐川桤木坝、
荣县桤木冲、荣经桤木溪、甘洛桤木顶、万源
桤木树梁，以及乐山五通桥桤木沱、沙湾桤
木槽等。可以断定，但凡以桤木为地名的所
在，无一例外林立桤木，无一例外临水而
居。这一点，你一句不问，桤树的别名就告
诉你了：水青冈、水漆树、青木树、萝卜柴、旱
冬瓜树、水冬瓜树……

还可以断定，在文化的向径上，桤
木河的性格、功能，就是桤木的性格、
功能。“朱崇堰在公议乡将军桥以上为桤
木河上流，灌溉农田一万八千多亩，将
军桥以下有民堰三十七道，灌溉农田十
万余亩。”《朱崇堰上迁堰口碑记》 以精

准的数据昭示，桤木河可以滋地肥田，
继而出粮，继而养民。而这，恰是桤木
之实用性的对标翻版。

跟桤木河一样，桤树也能滋地肥田。
《山海经·北山经》记载“单狐之山多机
木”。机同桤，即桤树。郭璞注：“机木似
榆，可烧以粪稻田。”这个说的是把桤木做
柴薪烧成灰后，用柴灰肥田。桤木树有个
最大的特点，特别适宜人工栽培，且三年
即可长大成材。桤木虽系硬木树种，但其
材质一般，重量中等，抗压强度、消震性、
韧劲和抗腐蚀能力较低，因此，多用作柴
薪和寻常人家的家具木器。从这一点看，
桤木树居于树木王国底层，是树木中最普
通的树种——它真像是树木中割了又长、
长得疯快的草啊。桤木树的寿命较短，只
有二十余年。但它的繁殖却是方便的、迅
猛的，花籽呼拉拉掉落地上，它就呼拉拉
长了起来。桤木木质均匀，纹理清晰，颜
色多样，手感细腻，制作成型方便。正因
为这些特点，又因其外貌与山毛榉相仿，
一些重利而狡黠的商家便用桤木冒充“缅
榉”。而一旦被揭穿，遂辩称听错了，自己
不辨桤木榉木的发音。

桤木之根在古蜀

明末清初广安人欧阳睿年在他的《蜀
警录》中讲了自己经资中入简阳地界时，
遇四虎、过河溪、遭暴雨，险些淹死，终被

“桤树岸”救命的故事。而江西《崇义何氏
九合谱》中则讲了一个桤树帮一家人度过
灾年且有娃崽生出的故事。

公馆如林的大邑县安仁镇的饮用及
灌田用水，主要取之桤木河。就是说，刘
湘、刘文渊、刘文昭、刘文成、刘文彩、刘文
辉等人无不是喝桤木河的水长大的。但
桤木河的水则是有限的，一到旱季，上游
崇州人就关小甚至完全关闭朱崇河堰口
的闸门，这无疑断了下游安仁等地沿河一

带人的血。于是下游人号聚上奔，砸闸挖
堰，强力放水。械斗和血拼开始了。一年
一年，一代一代，周而复始，随天行事。两
县县官一直在协商解决，又一直不能解
决，这让多少县官如坐针毡，丢了官帽。
但更着急更受难的还是饥肠辘辘的百
姓。直到民国二十年冬，由包括时任省主
席刘文辉在内的刘家人物亲自出面主持，
才在上游味江河凿口，另开新渠，引一脉
山水入桤木河，彻底解决了此事。

最有意思的是，以桤木命名河流的，
四川仅成都地区就有三条。除了崇州的
故事纷纭、传奇古今、乡村味十足的桤木
河，还有郫都的用渠骨撑开的桤木河，以
及源出龙泉山文安场，经青白江、金堂后，
汇入沱江的行不改名坐不更姓、野性到底
的桤木河。

对于桤木的原生地，古蜀文明专家、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向以鲜教授对我说
过这样一段话：“桤木的原生地就是蜀中，
所以桤木又叫蜀木。而且这个‘桤’字，我
认为是古蜀语的遗存。古蜀语应该是相
对独立的汉语分支，融合了古羌语、古彝
语等多种文化元素。秦灭巴蜀之后，古蜀
语受到致命破坏，但仍有一些词语化石幸
存了下来，‘桤’正是其中的幸存者之一。”
一句话，桤木，蜀木也。

（成都凸凹，又名凸凹，本名魏平。诗
人、小说家、编剧，著有《甑子场》《大三线》
《花儿与手枪》《蚯蚓之舞》等书。）

驰骋的大巴车里充盈着黄土高
原独特的气息，新鲜且干爽。“前面就
是南泥湾了。”导游话音刚落，便有游
客唱起《南泥湾》，根本不需要什么指
挥和预热，一车游客便齐声唱起来，
唱得有板有眼，韵味十足，仿佛是事
先演练过的一次大合唱。其实哪有！
谁和谁都不认识，有些人甚至还来不
及点头微笑。可不认识有什么关系？
大家都认识南泥湾，都闻到了花篮的
花儿香……

陕北何其有幸！南泥湾何其有
幸！上世纪 30 年代，当长征的红军
来到陕北，就注定了陕北要成为世人
关注的焦点；就注定了南泥湾要有一
首歌，会成为岁月的高音。

我曾在电子地图上“寻访”南泥
湾，它位于延安的东南方向。真的不
算远，约百余里吧。但却是沟壑纵
横，山峦重叠，被三条大川组成的屏
障紧紧圈围，圈围处便是南泥湾当年
大生产运动的中心地带。在四面围
困、封锁的恶境下，南泥湾倒有点像
世外桃源。战士们在这里开展大生产
运动，在这里开垦荒地、种粮种菜，
在这里养鸡养羊。

人到南泥湾，入眼的是翠峰绵
延，花海流香，稻田茵茵。果真是陕
北的好江南！但当年的南泥湾呢？怎
能忘记当年那个荒无人烟、荆棘遍
地、野兽成群的南泥湾。

关于这样一个地方的选择，还要
归功于朱德总司令。这位天才的军事
指挥家，居然还是指挥农业生产的高
手。当时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出现

了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一度几乎没
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用、没有鞋
袜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好在共产党
人和共产党的军队都有钢铁般的意
志，毛泽东穿着粗布和打补丁的灰色
棉衣，用浓重的湖南方言大声宣布：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朱德打起绑腿，开
始了一次次选点、勘察。这犹如一场
战役，不了解地形，就不能有效排阵布
兵。没有一片好的土地，哪来的好庄
稼。当朱德把目光投向杂乱荒芜、却
黑得冒油的南泥湾土地时，一粒粒充
满希望的种子便开始播撒了！受朱德
之命率先开进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是好
样的。他们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
庄，成为这第一块“试验田”的拓荒
主力，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
神。

导游告诉我们，三五九旅扎进
南泥湾的第一年就开荒种地 11200
亩，收获粮食 1200 石，收获蔬菜
164.8 万斤，蔬菜自给率近八成。到
了来年，部队生活已大有改善，会
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战士穿
上了新衣和鞋袜。可谁能忘记垦荒
的初始，战士们全是在树枝、茅草
搭起的帐篷里过夜，遇到大雨淋湿
了衣服被子，就点燃篝火取暖；为
了 明 天 战 友 们 有 粮 吃 ， 他 们 吃 野
菜，勒着肚皮垦荒；旅团首长身先
士 卒 ， 带 领 战 士 打 窑 洞 、 挖 榆 树
皮、寻野鸡蛋；一套军装穿三年，
长裤改短裤，短裤改裤衩，磨破裤
衩 的 布 条 打 草 鞋 ， 这 是 何 等 的 顽

强！这是何等的坚忍！
站在当年战士开垦的土地上，我

感到从未闻过的泥土香从内心拂过，
在灵魂深处闪现出一道道光泽。

远处飘来 《南泥湾》 悠扬的歌
声，在南泥湾怎能不唱 《南泥湾》
呢。1943 年，才华横溢、年方 19 岁
的贺敬之到南泥湾体验生活，看到和
听到的一切让他热血沸腾，升华的灵
感完全来自于现实最生动的触发，一
口气写出了 《南泥湾》 歌词。25 岁
的作曲家马可读完歌词后激情澎湃，
欣然谱曲。很快，歌曲《南泥湾》唱
响，唱得毛泽东鼓掌、朱德鼓掌、三
五九旅的官兵和群众都热烈鼓掌，那
是唱到人的心里去了。

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旅长和
炊事员都编入了生产小组，没有例
外。一次，一位外国记者到南泥湾采
访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看到他的双
手居然堆起厚厚的发黄老茧时，这位
外国记者被彻底折服了！这哪里像什
么军官？然而，这的的确确就是共产
党的军官。共产党的军官能指挥打
仗，能指挥生产，还能亲自种菜纺线
织布，在战士中间你很难分出谁是兵、
谁是官。凝聚在一起的是同心同德、
群策群力，是对信仰的强大的坚守。
这才有歌中唱的：“咱们走上前，鲜花
送模范。”

在陕北的红色文化中，南泥湾无
疑是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人们来到
南泥湾，绝不仅是来看花看景拍照，
更是来攀登一座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的精神高地。

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城
北面，沘江流经庄坪坝子和连井坪坝子
之间，形成了“S”形大弯子的“太极
图”。这幅由山和水形成的“太极图”方
圆约 2 平方公里，因其在云龙县城的北
郊，所以又被称为“云龙太极图”。

“太极图”是大自然经历千百年鬼斧
神工的天然杰作，每年随着季节而变
化，春华秋实，四季分明，是云龙自然

景观中最鲜活、最具有动感的元素。云
龙神奇的“太极”景观夺天地造化之神
韵，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因“太极
图”东北面有诺邓玉皇阁道教建筑群，
南面有石门虎头山道教建筑群，西面有
高山湖泊天池，云龙人赋予了它很多的
故事与传说。

图为云龙“太极图”风光。
张建东摄

逐 水 而 居 的 桤 木
成都凸凹

行天下行天下

云龙“太极图”

“城里的私家车经常排满村
口，往日的‘烫手山芋’现在都成了
香饽饽，山舍里的客人是一拨接着
一拨……守着大山我们一样过上
了好日子。”日前，笔者走进山东省
枣庄市山亭区湖沟村，村民们谈论
最多的就是山顶村的喜人变化。

山亭区内群山连绵，有大小山
头5400多座，山区面积占到全区总
面积的 87%。过去，人们依山而
居，用石头垒砌建造了一个个石板
房、山顶村。大山养育了这里的山
民，但也将他们“锁”在了深山，贫
穷就像“根植”大山深处一般难以
去除。30年前，为改善群众生活条
件，山亭区通过零散搬迁和整村搬
迁等方式，陆续将曹山顶、邢山顶、
土山顶等59个山顶村2326户9836
名山顶村民搬迁到山下居住，结束
了山顶村民“出门直上岭，吃水山
涧等，赶集翻山路，两头伴星星”的
生活状况。随着山顶村人口的减
少，植被逐步恢复，再加上无污染、
纯天然，山顶村渐渐成为“世外桃
源”。为扫除村民上山发展的障
碍，山亭区全面实施了“两通一改”
工程，帮助上山群众通水、架电、搭
桥、硬化乡村道路，大力实施美丽
乡村建设。昔日下山的山顶村民
们，纷纷重返山上。他们靠山吃
山，积极寻求脱贫致富路，养土鸡、栽山果、种农家菜。

“自来水都通到了山坡地头，山路也硬化了水泥道，好
多老邻居又回来了。大家种些核桃、栗子、油桃等，再养上
几只山羊，都能稳定脱贫。”76 岁的曹玉存老人向我们介
绍，他和老伴在曹山顶上种植了3亩多核桃，200余棵已进
入丰产期，另外还喂养了15只山羊，最近几年收入年年超
过2万元，不仅脱了贫，还有了富余。

岭前村村民陈余，中专毕业后一直在苏州的一家外企
上班。他硬是顶着家人的反对，辞职跑回山上搞林下生态
养殖。村民们对他很不理解，离开山门却还要回来重操祖
辈旧业。不到3年时间，他便已成果丰硕，笨鸡存栏数达到
1000余只、山羊120余头，300多只蛋鸡产下的鸡蛋经常是
供不应求。

山顶条件不断改善，优美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众多游
客纷至沓来。近年来，“蝶变”后的山顶村已接待游客 220
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6.9亿余元，有 2.6万人依靠
旅游实现脱贫致富，90%的山顶村森林覆盖率比30年前提
高了3倍以上。

山顶村产出的无污染、无公害的有机农产品走进大城
市、大超市，成为城里人抢手的“高档农产品”。山顶村上
形成了花椒、核桃、板栗等7处经济林基地，年产干鲜果品
10 万余吨，总产值 3 亿多元，昔日“穷丑秃”的山顶村正在
悄然变身“绿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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桤木河湿地公园风光 来自网络

山顶特产成为“抢手货”。李宗宪摄山顶特产成为“抢手货”。李宗宪摄

成都凸凹 郭红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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