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龙溪是川西的一个古镇 ，位于成都市东

南 约 39 公 里 处 的 双 流 区 南 端 。 看 黄 龙 溪 的

景 ，需 住 上 两 三 宿 ，慢 慢 品 味 ，一 如 小 火 煲 汤 ，

那个香，是入到骨子里的浓。

那个浓，是锦江水的绵长，鹿溪水的淳朴，

是一些川西文化的旧影，是 2000 多年的古味。

喜 欢 古 镇 ，因 为 它 凝 结 着 岁 月 之 美 。 一

早 或 者 傍 晚 ，一 个 人 静 静 地 ，慢 悠 悠 地 寻 访 美

景 。 一 路 上 ，碎 砖 墙 低 吟 着 岁 月 的 沧 桑 ，青 石

路 诉 说 着 悠 远 的 故 事 ，千 年 古 镇 犹 如 一 幅 唯

美 画 卷 。 人 们 游 走 其 间 ，感 受 令 人 迷 醉 的 古

镇 风 韵 。

那 清 凉 的 蜀 风 中 会 有 2000 多 年 前 古 蜀 先

民 在 此 繁 衍 生 活 的 气 息 ，走 着 走 着 ，一 不 小 心

就 踩 着 前 辈 的 足 迹 。 眯 着 眼 ，北 望 牧 马 山 ，诸

葛 亮 似 乎 还 带 着 他 南 征 的 军 队 在 那 里 屯 兵 牧

马，那战马的鼻息，似乎嘶嘶响在耳边。

这些气息，在时代的风云中漫漶、氤氲，滋

养着这里的文化。

在 古 镇 里 走 ，有 时 去 两 三 个 老 人 中 一 坐 ，

没 准 ，他 们 正 说 着 蜀 王 、诸 葛 亮 、张 献 忠 、杨 展

在此大战的逸闻趣事。历史的烟云消散了，但

英雄的影子仍驻留在那些古旧的屋檐下、老式

的青藤椅上、油光的桥墩上、河边的老水车边、

江 畔 的 石 坞 码 头 上 …… 随 便 一 坐 ，或 一 站 ，静

下心来，都可听到历史的回声。

青 石 板 铺 就 的 街 面 、木 柱 青 瓦 的 吊 檐 民

居 、镂 刻 精 美 的 栏 杆 窗 棂 ，宁 静 地 诉 说 着 明 清

的故事，他们的悲欢。老街有南、北、中错落的

古龙寺、镇江寺、潮音寺。3 座古庙仍在每年六

月初九和九月初九再现昔日的庙会，那热闹中

的 味 道 自 然 、淳 朴 、厚 实 ，是 田 野 的 味 道 ，是 汗

味，是烟火味，让人褪去都市的矫情，回归自然

的本真。

走在古街上，有时，你恍然间听到已有 300

余年历史的全木结构古戏台上，有青衣婉转的

低怆抑或是花旦嘹亮甜美的唱腔，你禁不住停

下 来 ，在 当 街 的 藤 椅 上 一 坐 ，要 一 壶 茶 ，静 听

那 唱 腔 中 的 悲 欢 离 合 ，激 动 处 ，禁 不 住 一 声 叹

息 ，那 叹 息 一 出 便 也 遁 入 了 历 史 ，悠 远 得 忘 了

自 己 的 脚 步 ，是 走 在 明 朝 还 是 走 在 清 朝 ，还 是

在 更 为 古 老 的 时 光 深 处 ，在 那 些 人 的 命 运 故

事 里 漫 步 。

管 它 呢 ，管 它 这 脚 步 是 哪 个 朝 代 ，走 着 ，

走 着 ，便 站 在 了 树 龄 800 年 以 上 的 古 榕 树 下 ，

树 根 虬 曲 错 节 ，树 干 疙 疙 瘩 瘩 ，树 盖 浓 荫 蔽

日 ，幽 一 地 的 阴 凉 、一 镇 的 古 趣 。 而 那 株 外 形

酷 似 一 条 龙 的 千 年 乌 桕 树 ，蜷 曲 着 躺 在 鹿 溪

河 畔 镇 龙 沟 内 ，外 观 奇 特 ，衍 生 出 许 多 美 丽 的

传 说 。

那哼着老歌的陈家水碾呢 ，它起于清朝嘉

庆 年 间 ，以 一 溪 之 水 碾 一 村 之 谷 。 上 起 成 都 、

下至乐山。它的“吱呀”声从 18 世纪 70 年代哼

唱 到 20 世 纪 70 年 代 ，碾 碎 了 近 200 年 的 光 阴 ，

碾 出 了 百 姓 的 米 香 ，碾 出 了 青 瓦 顶 上 的 炊 烟 ，

也碾出了生活的甘甜。现今，当那一溪的水流

进碾岛，摧动碾车时，那吱吱呀呀的古碾声，唤

起人们内心深处对于农耕文化的深情回忆，那

是人类最原始的歌谣。

走 累 了 就 坐 下 来 吧 ，吃 一 碗 从 宋 、元 就 开

始 拉 扯 的 面 吧 。 这 面 叫“ 一 根 面 ”，可 真 长 ，拉

扯 过 了 几 百 年 ，宋 朝 的 风 、元 朝 的 雨 、明 清 的

月 光 ，都 在 这 根 面 中 。 面 味 滑 爽 柔 韧 ，古 老 绵

长 ，一 嘴 的 痛 快 淋 漓 ，一 肚 子 的 思 古 幽 情 。 民

间“ 不 吃 一 根 面 ，枉 到 黄 龙 溪 ”的 说 法 是 有 道

理 的 。

吃完面 ，在鹿溪河或锦江边的茶馆竹椅上

随意一坐，来一壶竹叶青或峨眉雪蕊这样的好

川茶，慢慢品着，那里面除了茶香，还有茶马古

道 的 熏 风 、古 丝 绸 的 柔 软 。 历 史 上 的 黄 龙 溪 ，

茶 树 满 山 ，古 道 慢 慢 ，是 南 方 丝 绸 之 路 的 集 散

地。这些历史的影子，在碧绿的茶水中清晰可

见。一个人喝，许多人喝，喝着喝着，遛鸟的老

人也来了，屋子里茶香幽幽，屋外鸟声阵阵，真

是 一 种 上 好 的 享 受 。 喝 茶 ，遛 鸟 ，老 成 都 闲 适

的情调，都在这里了。

若 是 待 上 四 五 天 ，那 古 街 、古 树 、古 庙 、

古 堤 、古 埝 、古 民 居 、古 码 头 、古 战 场 、古 崖 墓

和 古 衙 门 ，一 溜 的 古 色 便 都 把 你 包 围 着 ，你

真 就 忘 了 你 从 哪 个 时 代 来 ，又 到 哪 个 时 间

去 。 都 市 的 繁 华 、名 利 的 苦 恼 都 被 这 些“ 古 ”

的 味 道 和“ 慢 ”的 节 拍 一 点 点 滤 去 ，剩 下 的 只

是 一 个 单 纯 的 自 己 走 在 鹿 溪 的 柳 荫 下 ，看 夜

晚 落 在 水 中 的 迷 离 灯 火 ，或 者 坐 在 古 旧 的 码

头 上 ，吹 一 江 古 蜀 的 晚 风 。 这 些 个 惬 意 ，便

叫 幸 福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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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东—成都东,

重庆西—重庆西,

贵阳北—贵阳北……

当你在火车票订票网

站上看到这些线路时，是不

是以为系统出了错？谁没

事儿坐着火车“兜兜转”呢？

还真有这样的。

前不久，川渝黔地区正

式上线“多彩环线”高铁列

车，在成都、眉山、乐山、宜

宾 、兴 文 、隆 昌 、内 江 、资

阳 、简 阳 、重 庆 、荣 昌 、永

川 、綦 江 、贵 阳 、遵 义 、黔

西、毕节等设站。

看站名就知道，这是一

条最适合“逛吃逛吃”的环

线，且不说历史厚重的乐山

大佛、黄龙溪、磁器口、甲秀

楼、遵义会议会址，风光如

画的峨眉山、蜀南竹海、百

里杜鹃，单说麻婆豆腐、肥

肠鱼火锅、状元蹄，哪一个

不让人馋涎欲滴，恨不能马

上订票“兜一圈”？

本期，小编就带你走进

这条“多彩环线”，观赏多彩

美景，品味多彩人文，享用

多彩美食。

成都东站·黄龙溪古镇

川西之旧影
文<陈君

一 家 人 吃 过 晚 饭 ，就 静 静 地 坐 在 一 隅 ，闲

适 、安 然 地 摆 起 属 于 自 家 的 龙 门 阵 ，无 拘 无

束 ，天 南 地 北 ，爽 朗 朗 地 笑 。

待 说 话 的 声 音 渐 小 ，阶 沿 下 小 溪“ 哗 啦 、

哗 啦 ”的 水 声 才 顺 风 飘 来 。 声 音 不 大 也 不 算

小 ，这 是 山 涧 的 溪 流 ，是 蜀 南 之 地 满 山 遍 野 的

竹 子 流 出 的 汁 液 汇 聚 而 成 的 一 股 血 脉 ，不 缓

不 急 ，自 顾 自 地 往 下 流 去 ，潺 潺 悠 悠 地 滋 养 着

每 一 寸 土 地 。 间 或 听 见 溪 水 撞 击 河 里 的 石

块 ，传 出“ 啪 啦 、哗 啦 ”的 声 音 ，仿 佛 人 体 血 液

搏 击 心 房 的 回 流 声 。 还 有 就 是 风 滑 过 竹 梢

“ 呼 啦 、呼 啦 ”的 飘 拂 声 ，借 着 这 样 的 风 力 ，我

想 此 时 竹 子 肯 定 在 努 力 地 拔 着 节 ，否 则 ，何 以

这 般 大 的 阵 势？

绿 和 翠 是 这 里 奢 侈 的 着 色 ，尤 其 是 雨 后

的 青 翠 ，更 加 迷 人 ，更 加 深 透 ，漫 山 遍 野 ，一 碧

万 顷 ，简 直 就 是 绿 色 的 海 洋 。 哦 ，原 来 ，我 们

身 处 蜀 南 竹 海 的 世 界 ，不 是 又 一 阵 风 拂 过 竹

梢 发 出 的 呼 啦 声 提 醒 ，真 有 些 忘 乎 所 以 。

空 气 凝 滞 ，盘 旋 ，轻 柔 地 拂 过 我 们 小 憩 的

露 天 坝 子 ，香 也 随 之 停 滞 ，而 后 钻 入 体 内 ，达

五 脏 六 腑 ，清 淡 淡 ，润 浸 浸 ，如 草 的 清 新 ，似 水

的 氤 氲 ，我 明 白 ，这 是 竹 叶 青 的 味 ，也 是 竹 海

的 味 。 闭 目 深 吸 一 口 ，呼 入 的 是 空 气 ，更 是 竹

的 韵 味 ，流 进 心 房 ，有 些 神 清 气 爽 ，消 融 掉 饭

后 的 倦 怠 和 白 天 的 疲 乏 ，思 绪 也 随 之 飘 浮 ：眼

前 是 一 片 汪 洋 ，一 碧 如 透 ，一 叶 小 舟 ，悠 悠 荡

荡 地 航 行 于 阵 阵 海 风 中 ，风 湿 淋 淋 地 吹 着 ，香

湿 漉 漉 地 回 旋 着 ，温 馨 且 惬 意 ，人 酣 畅 淋 漓 地

沐 浴 着 、快 乐 着 ，滚 滚 红 尘 的 烦 忧 被 洗 涤 、被

融 化 ……

在 素 以 幽 、雅 、静 、妙 、绝 著 称 的 蜀 南 竹

海 ，我 们 贪 婪 地 汲 取 着 她 的 灵 气 与 芳 华 。 伴

随 香 气 的 侵 入 ，人 越 来 越 轻 松 闲 适 ，心 也 更 加

爽 朗 与 明 媚 ，仿 佛 三 月 的 春 风 划 荡 。 又 一 阵

竹 风 从 山 涧 吹 来 ，将 思 绪 和 神 志 一 并 带 进 竹

的 世 界 。

7 万 亩 ，58 个 品 种 ，不 管 是 楠 竹 、毛 竹 、苦

竹 、水 竹 ，还 是 娇 贵 的 稀 有 品 种 紫 竹 、罗 汉 竹 、

人 面 竹 、鸳 鸯 竹 …… 像 58 个 刚 强 、挺 拔 的 卫

士 ，在 这 里 汇 聚 成 一 股 不 染 沿 华 、努 力 向 上 、

默 默 奉 献 的 精 神 ，似 屏 障 ，在 川 南 这 一 隅 ，将

长 宁 县 和 江 安 县 交 界 处 封 闭 得 密 不 透 隙 ，用

血 浓 于 水 的 生 命 力 量 ，演 化 成 清 新 和 素 雅 ，才

让 我 们 享 受 到 这 天 然 氧 吧 的 滋 养 。

古 今 文 人 墨 客 ，爱 竹 者 众 。 也 许 ，竹 也 深

谙 人 的 秉 性 ，有 些 投 其 所 好 地 在 巴 蜀 肆 意 生

衍 繁 殖 。 而 蜀 南 温 润 潮 湿 的 物 候 特 性 ，更 是

竹 依 恋 的 故 乡 ，于 是 它 们 铺 天 盖 地 生 长 起 来 ，

自 导 自 演 着 一 场 人 世 间 的 精 彩 华 章 。

东 坡 先 生 曾 说 ：“ 宁 可 食 无 肉 ，不 可 居 无

竹 。”当 初 不 明 深 意 ，甚 至 想 ，老 先 生 是 不 是 因

了 文 人 的 儒 雅 故 弄 玄 虚 才 这 般 说 ，此 时 ，当 我

们 吹 着 竹 风 ，想 象 着 竹 拔 节 ，聆 听 竹 海 涛 声 ，

目 睹 着 竹 液 汇 聚 的 血 脉 潺 潺 流 进 山 峦 农 家 、

各 处 胜 迹 ，才 深 知 ，竹 给 予 人 类 的 是 甘 甜 的 汁

液 、生 命 的 芳 泽 。 回 想 起 白 日 里 在 各 个 景 点

看 到 的 各 类 竹 制 品 ，手 编 的 、刀 刻 的 、彩 绘 的 ，

大 到 竹 屋 ，小 到 把 玩 的 物 件 ，应 有 尽 有 ，竹 子

都 能 恰 到 好 处 地 胜 任 ，不 由 得 惊 叹 竹 的 用 途

已 深 入 人 类 的 衣 食 住 行 ，不 管 用 作 啥 ，都 能 恰

如 其 分 。

竹 是 一 首 无 字 的 诗 ，竹 是 一 曲 奇 妙 的

歌 。 又 一 阵 风 拂 过 ，香 气 比 晚 饭 前 更 加 醇 厚

馥 郁 ，竹 海 气 息 在 全 身 漫 溯 ，夜 的 味 越 来 越

浓 ，周 围 也 更 加 静 谧 祥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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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婆 豆 腐 是 四 川 的 一 道 特 色 名 菜 ，也

是深受百姓喜爱的一味家常小菜。正宗的

麻 婆 豆 腐 色 泽 诱 人 ，雪 白 细 嫩 的 豆 腐 上 点

缀 着 棕 红 色 的 牛 肉 末 和 油 绿 的 青 蒜 苗 ，表

面 还 盖 有 一 层 红 亮 的 辣 椒 油 ，具 有 麻 、辣 、

烫、香、酥、嫩、鲜、活的独特风味。

近日去成都旅游，老同学尽地主之谊，

热 情 邀 请 我 到 特 色 餐 厅 品 尝 当 地 的 特 色

菜 ，我 终 于 有 幸 品 尝 到 了 这 享 誉 海 内 外 的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始创于清同治年间成都北门

外 的 万 福 桥 边 。 精 明 能 干 的“ 陈 麻 婆 ”与

丈 夫 陈 春 富 在 万 福 桥 头 开 了 一 家 乡 村 饭

店 ，为 进 出 北 门 的 顾 客 服 务 。 一 天 ，一 位

歇 脚 的“ 油 脚 子 ”（贩 油 的 脚 夫）买 来 两 块

豆 腐 和 一 点 牛 肉 ，从 自 己 的 油 篓 子 里 舀 上

一 勺 菜 油 ，请 求 陈 麻 婆 代 为 加 工 。 当 香 气

四 溢 、颜 色 诱 人 的 牛 肉 末 烧 豆 腐 端 上 饭 桌

时 ，其 他“ 油 脚 子 ”也 馋 涎 欲 滴 ，纷 纷 买 来

豆 腐 和 牛 肉 ，并 也 舀 上 一 勺 子 菜 油 请 陈 麻

婆 代 为 烹 调 成 菜 。 因 为 油 大 火 旺 ，豆 腐 雪

白 绵 软 ，下 锅 不 烂 ，牛 肉 又 鲜 又 嫩 ，所 以 陈

麻 婆 烧 制 的 豆 腐 可 口 异 常 。 从 此 一 传 十 、

十 传 百 ，不 但“ 油 脚 子 ”，连 一 些 文 人 雅 士 、

富商巨贾也慕名前来品尝陈麻婆烧制的豆

腐 ，“ 麻 婆 豆 腐 ”由 此 扬 名 。 清 末 诗 人 冯 家

吉 还 为 此 写 过 一 首《锦 城 竹 枝 词》：“ 麻 婆

陈 氏 尚 传 名 ，豆 腐 烘 来 味 最 精 。 万 福 桥 边

帘影动，合沽春酒醉先生。”

新 出 锅 的 麻 婆 豆 腐 端 上 桌 来 ，闻 着 就

透 出 阵 阵 麻 香 。 不 要 说 吃 了 ，单 单 看 两

眼 ，就 能 让 你 垂 涎 三 尺 ，白 绿 红 相 间 ，非 常

好看。早已饥肠辘辘的我迫不及待地伸箸

一 尝 ，吃 在 嘴 里 ，麻 辣 鲜 香 ，嫩 滑 可 口 ，那

滋 味 真 爽 呀 ！ 从 嘴 里 一 直 弥 漫 到 心 里 ，下

饭 啜 酒 都 很 过 瘾 。 最 让 人 称 奇 的 是 ，寸 长

的 蒜 苗 撒 在 豆 腐 中 ，根 根 直 立 ，鲜 嫩 翠 绿 ，

仿 佛 刚 从 菜 畦 里 采 摘 切 碎 ，活 灵 活 现 ，但

夹之入口，又皆熟透，毫无生涩之感。

麻 婆 豆 腐 也 可 以 自 己 回 家 做 ，其 烹 制

方 法 有 独 到 之 处 。 首 先 选 择 嫩 豆 腐 ，即 以

石 膏 为 凝 固 剂 的 豆 腐 ，其 特 点 是 洁 白 软

嫩 、口 感 清 香 ，柔 软 而 有 筋 丝 ，这 样 成 菜 后

的 豆 腐 才 会 形 整 不 烂 ，色 调 和 谐 。 其 次 是

花 椒 要 用 汉 源 贡 椒 ，风 干 炒 香 后 擂 成 细

末 ，麻 味 醇 正 ，沁 人 心 脾 。 豆 瓣 要 用 郫 县

豆 瓣 ，或 自 己 用 大 红 袍 油 椒 制 作 豆 瓣 。 最

后 在 肉 类 方 面 ，用 牛 肉 而 非 猪 肉 ，尤 以 无

筋净瘦的黄牛肉为佳。炒牛肉粒时要用菜

油 ，油 量 须 大 ，这 样 红 油 浮 面 ，包 裹 豆 腐 ，

才能保持烫度。临起锅时用水豆粉勾上一

点 芡 汁 ，既 能 让 调 料 更 好 地 附 着 于 豆 腐 之

上 ，又 突 出 了 鲜 、烫 的 特 色 ，给 人 以 美 好 的

享受。

四川美食推荐·麻婆豆腐
文<钟芳

现 在 提 到 乐 山 ，首 先 联 想 到 的 是 美 食 ，因

为 被 一 个 长 居 重 庆 的 陕 西 人 安 利 过 太 多 次 。

没 错 ，就 是 一 个 在 重 庆 的 朋 友 安 利 我 四 川 最

“好吃”的城市之一是乐山，以至于我差点忘了

乐山最有名的远不止美食这个选项。

乐山古称嘉州，有“海棠香国”的美誉。早

在 唐 朝 ，就 有 嘉 州 刺 史 薛 能 写 下“ 四 海 应 无 蜀

海棠，一时开处一城香”。我去过乐山四次，每

次都是秋冬季节，所以对于“海棠香国”没有留

下 什 么 印 象 ，但 就 是 这 座 位 于 四 川 省 中 部 、四

川盆地西南部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坐拥世界

文化与自然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首批世

界 灌 溉 工 程 遗 产 东 风 堰 和 其 他 国 家 级 旅 游 资

源 30 余处，妥妥的一座宝藏小城。

海 棠 花 开 我 没 看 到 ，东 风 堰 我 也 没 去 过 ，

但 是“ 峨 眉 山 — 乐 山 大 佛 ”我 却 去 过 不 止 一

次 。 最 早 一 次 是 在 2003 年 10 月 ，我 的 第 一 次

以 及 至 今 为 止 唯 一 一 次 的 看 日 出 也 是 在 那 一

年。这十几年来偶有遇到想看日出没爬起来，

尤 其 是 有 人 提 出 去 看 日 出 自 己 又 不 想 去 的 时

候就特别有底气，毕竟我是在峨眉山金顶看过

日出的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 ，印象还是很深刻。我仍

旧 清 楚 地 记 得 ，当 年 为 了 看 日 出 ，特 意 住 在 了

峨眉山金顶。10 月底的金顶非常冷，同伴叫不

起 来 ，完 全 忘 记 夜 宿 峨 眉 山 顶 的 初 衷 ，我 努 力

地 不 被 她 蛊 惑 ，咬 咬 牙 从 温 暖 的 被 窝 爬 出 来 ，

再披上当地朋友借来的军大衣，跟着朋友摸黑

赶 往 最 佳 观 景 地 。 那 一 年 ，手 机 还 不 能 拍 照 ，

景 区 也 没 那 么 多 扛 着“ 长 枪 短 炮 ”占 据 有 利 地

形 的 摄 影 师 ，不 用 推 推 搡 搡 ，在 那 夜 色 浓 重 的

山顶就更有一种抱团取暖的和谐氛围，彼此虽

然 不 认 识 ，但 是 大 家 都 有 说 有 笑 地 等 着 日 出 。

当年看到红彤彤的太阳破云而出的震撼，已经

不太记得了，只记得自己穿得跟个笨重的熊一

般欢欣跳跃，甚至这种欣喜若狂的记忆可能也

经过篡改，可是 2003 年的那次峨眉山日出至今

难忘。我曾经穿过黑夜和冷风，去等待一场日

出 ，从 那 以 后 ，破 晓 的 第 一 缕 晨 光 总 是 会 在 我

消 沉 的 时 候 ，劈 开 时 空 的 距 离 ，无 意 识 或 者 有

意 识 地 温 暖 我 。 而 那 些 当 年 一 起 看 过 日 出 的

人们，此生可能都不复相见。

那一年 ，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峨眉

山 下 的 室 外 温 泉 。 那 也 是 我 第 一 次 冬 天 泡 室

外 温 泉 ，被 当 地 朋 友 推 荐 去 泡 室 外 温 泉 的 时

候 ，以 为 自 己 听 错 了 ，紧 接 着 就 让 当 时 初 入 职

场 的 我 提 前 体 会 到 了“ 真 香 定 律 ”。 这 十 几 年

来 ，国 内 国 外 的 温 泉 体 验 过 不 少 ，但 都 不 如 第

一 次 在 峨 眉 山 泡 温 泉 给 我 留 下 的 印 象 —— 没

有 游 客 ，只 属 于 我 们 几 个 人 的 室 外 温 泉 ，夜 色

里也看不清楚峨眉山的轮廓，一个一个特色泡

池就那么静静地圈在峨眉山中，泡累了就在泡

池边的椅子上小憩，是现在游人如织的峨眉山

再也回不去的从前。

后来又去过三次乐山 ，每次都去了峨眉山

景 区 ，一 次 在 山 下 开 会 ，一 次 乘 坐 景 区 游 览 车

走 马 观 花 逛 了 一 遍 ，还 有 一 次 再 上 金 顶 ，到 了

金 顶 就 开 始 落 雪 ，看 着 雪 花 一 点 点 裹 住 了 树

枝 ，覆 盖 了 地 面 和 房 顶 ，雾 气 蒙 蒙 中 是 玉 宇 琼

楼 般 的 金 顶 ，周 围 都 是 此 起 彼 伏 的 游 客 惊 呼

声 ，只 有 我 内 心 平 静 如 水 ，我 大 约 是 见 过 比 此

更美的峨眉山。

而位于乐山市郊，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

江交汇处的乐山大佛景区，我去过两次。相信

只 要 去 过 的 人 都 会 被 这 尊“ 山 是 一 尊 佛 ，佛 是

一座山”的大佛震撼到。这尊由唐代开元名僧

海 通 和 尚 创 建 ，依 山 开 凿 ，历 时 90 载 完 成 的 弥

勒 座 像 ，通 高 71 米 ，脚 背 宽 8.5 米 ，是 当 今 世 界

第一大佛。

第 二 次 去 的 时 候 ，由 于 时 间 充 裕 ，我 们 选

择 继 续 乘 游 船 远 观 乐 山 大 佛 。 一 步 步 走 下 九

曲古栈道的路上，能近距离看到大佛身上的斑

驳 痕 迹 及 青 苔 小 草 ，而 乐 山 大 佛 的 神 态 ，似 乎

也随着我们行走的路径不同变幻，或慈眉善目

或凝神思索或微微一笑。

乘 游 船 是 从 乌 尤 寺 码 头 出 发 ，顺 江 而 下 。

随 着 游 船 缓 缓 前 行 ，凌 云 山 、麻 浩 岩 墓 、乌 尤

山 、巨 型 卧 佛 、天 然 睡 佛 等 尽 收 眼 底 。 船 上 远

观乐山大佛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壮观得让人窒

息 ，脑 海 里 没 有 任 何 形 容 词 ，就 只 剩 下 庄 严 肃

穆 几 个 字 。 脚 下 江 水 奔 涌 ，千 百 年 来 ，乐 山 大

佛就在这三江之畔，“在时光里享受温暖，在流

年里忘记花开”。

南 宋 邵 博 曾 在《清 音 亭 记》中 写 道 ，“ 天 下

山 水 之 观 在 蜀 ，蜀 之 胜 曰 嘉 州 ”，你 若 不 信 ，不

妨亲自去走走。

乐山站·峨眉山—乐山大佛

蜀之胜嘉州
文<邓敏敏

成都东站 武 侯 祠 、杜 甫 草 堂 、宽 窄 巷 子

眉山东站 三 苏 祠 、瓦 屋 山 、竹 林 寺

乐山站 乐 山 大 佛 、峨 眉 山 、东 风 堰

宜宾西站 李 庄古镇、五粮液景区、翠屏山

兴文站 兴 文 石 海 、红 军 岩

隆昌北站 隆 昌 古 牌 坊 、云 顶 寨 、古 宇 湖

内江北站 川 南 大 草 原 、东 兴 老 街

资阳北站 安 岳石刻、五彩林乡、天府花溪

简阳南站 鳌 山 公 园 、三 岔 湖

“多彩环线”四川美景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