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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洞遇翠翠
文<范诚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

边城早晨的帷幕是拉拉渡的渡船从浓雾中

拉开的。

初 冬 的 清 晨 ，边 城 的 江 面 上 被 一 层 浓 雾

笼 罩 着 。 那 雾 白 茫 茫 的 ，很 浓 ，像 是 天 上 的

云 ，浓 得 化 不 开 。 虽 然 对 岸 距 离 不 过 百 米 ，但

因 大 雾 的 原 因 ，朦 朦 胧 胧 的 ，无 法 看 清 楚 。 只

听 见 江 水 流 动 的 潺 潺 声 ，似 音 乐 般 悦 耳 动

听 。 这 时 ，只 听 对 岸 传 来 一 阵 吆 喝 声 ，接 着 是

铁 链 和 钢 圈 发 出 的 脆 响 。 一 会 儿 ，一 艘 小 船

破 雾 而 来 ，几 个 人 立 在 船 头 ，仿 佛 从 仙 山 琼 阁

中 飘 来 。

慢 慢 地 ，江 风 吹 拂 ，雾 散 了 ，晨 光 洒 在 江 面

上 。 江 面 上 蒸 腾 着 一 层 岚 气 ，水 特 别 的 清 ，河

特 别 的 静 。 过 渡 的 人 渐 渐 多 起 来 ，码 头 上 不 时

传 来 棒 槌 捣 衣 声 ，以 及 女 人 们 爽 朗 的 笑 声 ，边

城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边 城 是 著 名 作 家 沈 从 文 小 说《边 城》的 原

型 所 在 地 ，原 名 茶 洞 镇 ，2005 年 ，因 为 发 展 旅 游

的需要，正式更名为边城镇。

20 世纪 30 年代，沈从文在《边城》开篇这样

描 述 ：“ 由 四 川 过 湖 南 去 ，靠 东 有 一 条 官 路 ，这

官 路 将 近 湘 西 边 境 ，到 了 一 个 地 方 名 叫‘ 茶 峒 ’

的 小 山 城 时 ，有 一 小 溪 ，溪 边 有 座 白 色 小 塔 ，塔

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沈 从 文 写 的 这 条 官 路 ，就 是 旧 时 湖 南 通 往

四 川 的 官 路 ，串 起 两 个 小 镇 ：一 边 是 茶 洞 镇 ，它

是 湘 西 花 垣 县 西 北 的 一 个 小 镇 ；另 一 边 就 是 一

河 之 隔 的 洪 安 镇 ，隶 属 秀 山 县 ，原 属 四 川 省 ，现

属 重 庆 市 。 其 实 ，这 条 河 上 游 不 远 处 还 有 一 个

镇 ，那 就 是 迓 驾 镇 ，属 于 贵 州 省 松 桃 县 。 这 片

地 方 分 属 于 三 个 不 同 省 份 ，因 而 有“ 一 脚 踏 三

省 ”之 称 。 正 因 为 此 ，沈 从 文 写 作 小 说 时 ，将 其

取 名 为“边 城 ”。 边 城 的 故 事 由 此 展 开 ，风 靡 了

一代又一代。

茶 洞 旧 时 主 要 是 汉 人 居 住 的 地 方 。“ 茶 洞 ”

本 是 苗 语 音 译 ，“ 茶 ”是 汉 人 的 意 思 ，“ 洞 ”是 小

平 地 的 意 思 ，“ 茶 洞 ”就 是“ 汉 人 居 住 的 一 片 小

平地”。

旧 时 湘 西 山 高 路 险 ，多 走 水 路 。 流 经 茶 洞

的 这 条 江 ，因 江 水 澄 碧 清 澈 ，故 名 清 水 江 。 它

发 源 于 贵 州 松 桃 县 城 上 游 ，流 经 茶 洞 一 带 ，经

过 花 垣 县 城 ，从 保 靖 注 入 酉 水 。 有 河 就 会 有

船 ，有 船 就 会 有 码 头 。 船 只 上 下 行 走 ，码 头 上

人 渐 渐 多 起 来 ，商 贸 便 开 始 发 达 。 人 们 或 做 生

意 ，或 躲 避 战 乱 ，从 酉 水 分 岔 ，溯 源 而 上 ，来 到

茶 洞 ，以 做 生 意 为 主 ，聚 集 而 居 ，所 以 形 成 一 个

繁 华 的 集 镇 。 茶 洞 旧 时 属 湘 西 四 大 名 镇 之 一 ，

其 余 三 镇 分 别 是 泸 溪 的 浦 市 镇 、永 顺 的 芙 蓉 镇

和龙山的里耶镇。

沐 浴 着 朝 阳 ，我 们 坐 游 船 来 到 翠 翠 岛 。 这

是 清 水 江 中 的 一 个 小 岛 ，岛 上 立 有 一 尊 雕 塑 ，

一 位 苗 族 少 女 扎 着 大 辫 子 站 在 石 头 上 ，向 远 方

凝 望 着 。 她 的 身 后 ，跟 着 一 只 黄 狗 。 这 是 有 名

的 翠 翠 塑 像 ，由 湘 西 籍 著 名 艺 术 家 黄 永 玉 雕

塑，复活了《边城》中的翠翠形象。

站 在 翠 翠 岛 上 回 望 边 城 ，只 见 古 镇 依 山 傍

水 ，一 排 吊 脚 楼 伫 立 河 岸 ，鳞 次 栉 比 ，飞 檐 翘

角 ，看 上 去 十 分 漂 亮 。 长 长 的 码 头 上 ，有 人 晨

练 ，有 人 垂 钓 ，有 人 洗 衣 裳 。 河 面 上 有 小 船 游

弋，桨声悦耳，划起一圈圈涟漪。

一 会 儿 ，我 们 上 岸 ，来 到 边 城 中 心 广 场 ，广

场 旁 边 便 是“ 中 国 边 城 百 家 书 法 园 ”。 园 里 的

亭廊中，陈列有 103 块巨石，上刻当代百位书法

家 书 写 的《边 城》全 文 。 基 座 上 刻 有 百 位 书 法

家 的 简 介 和 春 夏 秋 冬 、梅 兰 竹 菊 、十 二 生 肖 以

及边城赶秋、过苗年、打糍粑、重阳节、唱傩戏、

还傩愿等反映苗族传统文化的浮雕。

沿 着 河 畔 的 游 道 ，我 们 向 下 游 走 去 ，远 远

看 见 一 座 白 塔 耸 立 在 半 山 腰 ，这 就 是《边 城》中

的 白 塔 。 小 说 中 ，白 塔 最 后 倒 塌 了 ，翠 翠 的 爷

爷 也 去 世 了 。 这 白 塔 是 根 据 小 说 情 节 专 门 打

造的，为古镇增加了新的景点。

我 们 向 白 塔 爬 去 ，到 了 塔 下 ，有 一 座 小 木

房 子 ，便 是“ 翠 翠 屋 ”。 沈 从 文 在《边 城》中 写

道：“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

父 同 翠 翠 便 坐 在 门 前 大 岩 石 上 晒 太 阳 ……”如

今 ，翠 翠 屋 已 按 小 说 原 型 建 造 而 成 。 翠 翠 与 爷

爷 的 故 事 却 早 已 远 去 ，睹 屋 思 人 ，让 人 不 胜 感

伤，不胜唏嘘。

白 塔 上 边 ，有 一 个 观 景 台 ，站 在 观 景 台 上 ，

边 城 沿 河 景 象 尽 收 眼 底 。 远 方 是 层 层 叠 叠 的

山 峦 ，近 处 是 密 集 的 房 子 ，清 澈 的 河 水 从 树 丛

中 涌 出 来 ，伴 着 哗 哗 的 声 响 ，使 人 从 边 城 的 故

事中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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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一 向 认 为 ，青 岩 是 一 座 舶 来 的 极 具 江

南 气 息 的 古 镇 。 明 清 时 期 ，青 岩 在 马 蹄 声 中

不 断 翻 腾 演 变 ，加 之 其 身 处 交 通 要 塞 ，商 贾

云 集 ，带 来 大 江 南 北 甚 至 西 方 的 文 化 与 习

俗，在古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细 算 下 来 ，大 西 南 深 山 里 的 青 岩 ，其 最

早 居 民 当 是 布 依 子 孙 和 蚩 尤 后 人 。 战 事 改

变 了 古 城 的 命 运 ，使 得 古 城 不 但 是 兵 家 必 争

之 地 ，亦 是 商 贾 必 经 的 重 要 驿 站 。 因 而 ，在

繁 华 的 古 城 背 后 ，在 那 痛 彻 骨 髓 的 历 史 烟 云

之下，青岩人有着刻骨铭心的乡愁记忆。

《贵 州 图 经 新 志》载 ：“ 青 崖 在 治 城 南 五

十 里 ，贵 州 前 卫 屯 田 其 下 。”《贵 阳 府 志》云 ：

“突起河干 ，登其上 ，可眺望数十里 。”这就是

最 初 的 青 岩 。 明 清 时 期 ，青 岩 为 屯 田 驻 兵 的

营 地 。 随 着 戍 边 军 队 的 脚 步 ，在 湘 桂 黔 滇 古

驿 道 上 ，青 岩 古 驿 道 更 是 承 上 启 下 、尤 为 重

要的一段茶马古道。

在 青 岩 ，我 最 怕 遇 到 的 是 晚 秋 微 凉 的 夜

风 ，在 不 经 意 之 间 ，从 青 石 古 道 那 端 倒 拂 下

来 ，往 衣 领 鱼 贯 而 入 ，一 直 透 凉 到 心 底 。 天

公 不 作 美 ，偏 又 下 了 细 雨 ，雾 一 般 ，萦 绕 在 古

驿 道 上 。 潮 潮 的 街 ，加 之 微 微 的 风 ，石 道 里

的 青 石 块 儿 便 就 越 发 光 滑 透 亮 。 他 们 说 ，不

一 会 儿 ，深 秋 的 街 灯 就 要 亮 了 。 这 样 的 黄

昏 ，乡 愁 油 然 而 起 。 又 何 况 ，走 在 深 深 的 古

驿 道 上 ，见 到 的 尽 是 江 南 一 带 灵 秀 矮 小 的 老

木 楼 ，青 瓦 细 梁 和 飞 檐 之 下 ，挂 满 了 红 灯 笼 ，

这 样 古 旧 的 屋 舍 ，怎 能 不 让 人 怀 恋 过 去 呢 ？

木 屋 是 层 层 叠 叠 沿 街 而 建 的 ，其 中 多 有 商

铺 ，售 一 些 日 常 生 活 用 品 ，或 是 美 食 小 吃 ，琳

琅 满 目 ，应 有 尽 有 。 算 来 ，这 是 一 段 距 今 六

百 余 年 的 古 驿 道 ，从 青 石 板 细 微 的 纹 路 里 ，

我 们 很 容 易 就 可 以 看 见 ，六 百 余 年 的 光 阴 和

六 百 余 年 的 乡 愁 ，原 来 全 在 这 古 道 里 了 。 我

想 ，古 驿 道 才 是 青 岩 古 城 唯 一 流 淌 了 六 百 余

年 的 血 脉 。 我 在 这 样 的 血 脉 里 寻 到 了 暗 藏

在 心 灵 深 处 的 旧 痕 ，比 如 厚 厚 的 城 墙 、幽 幽

的 石 巷 、高 耸 的 牌 坊 、寂 寥 的 庙 宇 、尘 封 的 祠

阁宫院……

无 论 从 哪 一 座 城 门 入 城 ，都 是 要 沿 古 驿

道 攀 爬 前 行 的 。 在 晚 秋 细 雨 的 黄 昏 里 ，我 记

不 得 自 己 到 底 是 进 了 哪 一 扇 城 门 ，只 听 古 道

两 旁 ，低 矮 的 楼 阁 之 下 ，各 类 乡 音 悠 悠 传 来 ，

在不起眼处，邂逅了诱人的美食：青岩的豆腐

系 列 、猪 脚 系 列 、干 菜 和 腌 菜 系 列 、糖 系 列 以

及酒系列，在六百余年的传播中，已是名闻大

江 南 北 的 美 味 。 美 食 是 最 见 乡 愁 的 ，在 历 经

了 六 百 余 年 洗 礼 的 古 城 青 岩 ，不 管 你 来 自 东

西南北，均可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乡愁味。

在 乡 愁 百 结 的 古 城 ，在 古 驿 道 深 处 ，让

我 特 别 惊 异 却 又 似 乎 理 所 当 然 的 是 ，青 岩 竟

然 是 一 座 四 教 合 一 的 老 城 。 史 料 里 说 ，青 岩

在 明 万 历 初 年 就 建 有 寺 庙 庵 堂 ，至 清 道 光 年

间 的 二 百 余 年 里 ，香 火 盛 极 一 时 ，至 今 仍 有

数 万 佛 道 信 徒 。 天 主 教 、基 督 教 亦 是 青 岩 四

大 宗 教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从 那 高 耸 的 教 堂 可

以 看 出 ，青 岩 是 一 座 包 容 的 古 城 ，我 相 信 信

奉 宗 教 的 人 们 ，一 定 能 在 这 里 寻 到 自 己 内 心

的渴求与乡愁。

走 在 晚 秋 细 雨 中 的 青 岩 ，穿 过 茶 马 古 道

上 的 青 石 牌 坊 ，徘 徊 在 密 密 匝 匝 的 旧 木 楼 之

间 ，沐 浴 在 古 镇 江 南 气 息 浓 稠 的 夜 色 中 ，内

心 对 光 阴 远 去 的 无 尽 感 慨 不 禁 油 然 而 起 。

我 想 ，只 要 光 阴 在 ，古 城 就 会 在 。 城 在 ，乡 愁

便不会绝灭。

古镇觅乡愁
文<刘燕成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

黑 龙 江 省 漠 河 市 北 极 镇 是 我 国 气 候 最 冷 、

位 置 最 北 、纬 度 最 高 的 小 镇 ，被 誉 为“ 神 州 北

极 ”。 很 多 人 对 这 里 满 怀 憧 憬 ，是 因 为 夏 至 时

分 那 道 划 破 长 空 的 北 极 光 ，而 更 多 猎 奇 者 选 择

冬 天 到 来 ，想 要 和 零 下 四 五 十 摄 氏 度 的 极 寒 天

气一较高下。

乘 车 在 漠（河）北（极）高 速 公 路 上 驰 骋 ，汽

车 里 回 荡 着 电 影《 冰 雪 奇 缘 》的 主 题 曲

《Let it Go》，随 着 公 路 的 延 伸 ，城 市 钢 筋 水 泥

的 建 筑 依 次 后 退 ，目 光 所 及 ，皆 是 成 片 的 樟 子

松 林 、红 松 林 以 及 白 桦 林 ，树 枝 上 覆 盖 着 被 子

般的皑皑白雪，仿佛童话世界。

“ 快 看 ，雾 凇 ！”经 过 一 个 叫 作“ 大 马 场 ”的

地 方 ，导 游 指 着 窗 外 说 。 在 他 手 指 的 方 向 ，高

高 的 白 桦 林 和 路 边 的 蒿 草 仿 佛 披 上 了 一 层 白

色 的 披 风 ，洁 白 而 闪 亮 ，如 同 一 个 个 武 士 挺 立

在雪原，在瓦蓝瓦蓝的天空映照下，煞是好看。

一 路 飞 奔 ，一 路 美 景 。 突 然 ，一 座 两 层 楼

高的凯旋门造型冰雕赫然入目，门楣处，5 盏红

灯 笼 烘 托 出 浓 浓 的 冬 日 氛 围 。 灯 笼 之 下 ，“ 北

极 村 旅 游 风 景 区 ”几 个 大 字 提 醒 我 们 ，目 的 地

北极村已经到达。

一 进 北 极 村 ，恍 若 行 走 在 梦 里 。 从 村 口 的

墨 玉 路 转 到 黑 龙 江 大 街 ，路 边 的 路 灯 上 ，一 溜

红 灯 笼 蜿 蜒 两 公 里 ，而 在 北 极 村 横 竖 交 错 的 两

条 主 干 道 —— 黑 龙 江 大 街 和 北 极 大 街 上 ，家 家

户 户 门 口 都 挂 着 红 灯 笼 ，漫 步 其 间 ，恍 如 穿 行

于 盛 唐 长 安 ，一 个 个 笑 意 盎 然 的 热 情 村 民 、皑

皑 白 雪 下 的 袅 袅 炊 烟 ，无 不 透 露 出 百 姓 生 活 的

红 火 。 这 里 不 仅 有 极 低 的 温 度 ，还 有 保 持 原 始

风 格 的 木 刻 楞 村 居 ，村 民 挂 冰 灯、抽 冰 尜、滑 爬

犁 ，这 些 逐 渐 淡 出 大 众 视 野 的 民 俗 ，无 不 吸 引

着游客的眼光。

北 极 村 在 冰 雪 的 覆 盖 下 ，处 处 点 缀 着 梦 幻

般 的 色 彩 。“神 州 北 极 ”石 在 两 尊 巨 大 雪 雕 的 护

卫 下 ，愈 显 威 武 雄 壮 。 在 北 极 风 情 园 ，不 同 字

体、颜色的“北”字在白雪中愈加耀眼。

徜 徉 于 冰 雪 之 中 ，脸 被 冻 得 渐 渐 麻 木 ，有

一 种“透 心 凉、心 飞 扬 ”的 豪 迈 。 脚 下 沙 沙 的 踏

雪 声 清 脆 悦 耳 ，双 脚 却 渐 渐 不 听 使 唤 ，耳 旁 的

风 从 一 开 始 的 丝 丝 冰 凉 变 成 寒 意 阵 阵 ，不 远 处

有 暖 气 的 屋 子 就 成 了 一 种 亲 切 的 呼 唤 。 随 意

走 进 一 家 热 饮 店 ，坐 上 热 炕 头 ，一 口 热 姜 汤 下

肚 ，身 体 顿 时 热 了 起 来 。 邻 桌 的 老 乡 就 着 烧 酒

唠 家 常 ，老 板 娘 则 和 她 的 姐 妹 们 讨 论 谁 的 衣 服

更 美 …… 在 这 个 静 寂 的 边 陲 小 店 ，窗 外 的 冷 冽

与 窗 内 的 质 朴 一 起 映 入 眼 帘 ，使 人 顿 生“ 劝 君

更尽一杯酒，谁说北极无故人”的温情。

似 乎 是 担 心 我 们 一 日 看 尽 美 景 ，高 纬 度 的

北 极 村 ，夜 晚 也 来 得 格 外 迅 疾 ，下 午 4 点 还 不

到 ，太 阳 便 早 早 收 起 最 后 一 束 光 线 。 于 是 ，各

家 各 户 门 前 的 冰 灯 依 次 亮 起 ，红 灯 笼 在 白 雪 的

映 照 下 愈 加 红 艳 。 淡 淡 的 烛 光 透 过 冰 灯 ，闪 耀

出 霓 虹 的 色 彩 ，整 个 北 极 村 活 脱 脱 上 演 了 一 出

灯光秀，呈现另一种韵味，吉祥、欢乐、喜庆，令

人 不 禁 想 起 著 名 作 家 迟 子 建 的 代 表 作《北 极 村

童 话》。 此 时 走 出 热 饮 店 ，果 然 如 同 穿 越 到 童

话 中 ：最 纯 、最 美 、最 奇 的 雪 景 ，洁 白 、空 灵 、冰

爽 的 世 界 ，一 切 都 是 那 么 真 实 ，一 切 又 是 那 么

虚幻，犹如梦境。

冰 雪 是 北 极 的 骨 骼 和 任 督 二 脉 ，夜 游 北

极 ，最 诗 情 画 意 的 地 方 ，都 与 冰 雪 有 关 ：北 极 邮

局 前 的 雪 雕 ，北 极 广 场 的 巨 大 雪 人 ，以 及 各 个

街 道 无 处 不 在 的 雪 墙、冰 灯 ，还 有 雪 人 谷、冰 雪

大 观 园 、滑 雪 场 …… 静 谧 的 北 国 之 夜 ，在 五 彩

灯 光 和 篝 火 的 映 照 下 ，冰 雕 、雪 雕 焕 发 出 摄 人

心 魄 的 光 芒 ，构 成 了 北 极 村 令 人 向 往 的 神 奇

世 界 。

冰 雕 和 雪 雕 是 冬 季 北 极 景 区 的 灵 魂 ，而 七

星 广 场 上 的 两 座 雪 屋 更 如 天 外 飞 仙 一 般 ，一 不

留 神 就 带 人 踏 进 了 武 侠 的 意 境 。 两 个 雪 屋 小

院 粉 妆 玉 砌 ，雪 墙 上 一 道 道 圆 弧 造 型 ，是 木 刻

楞 民 居 的 模 样 ；屋 顶 的 瓦 片 上 是 蘑 菇 状 厚 厚 的

积 雪 ，一 层 压 着 一 层 ，似 乎 马 上 就 要 滴 下 来 ；雪

墙 正 中 一 个 方 形 造 型 ，就 是 雪 屋 的 窗 ，有 棱 有

角 ，中 间 是 十 字 形 的 窗 棂 ，仿 佛 随 时 会 被 里 边

练功的“武林高手”推开，惟妙惟肖，美轮美奂。

进 入 雪 屋 ，一 张 寒 玉 冰 床 映 入 眼 帘 。 相 信

看 过《神 雕 侠 侣》的 人 ，都 会 对 小 龙 女 的 寒 玉 冰

床 有 印 象 。 书 中 说 ，它 是 由 极 北 苦 寒 之 地 数 百

丈 坚 冰 之 下 挖 出 的 寒 玉 制 成 ，乃 天 下 至 阴 至 寒

之 物 ，坐 卧 其 上 ，心 火 自 清 ，练 功 时 尽 可 勇 猛 精

进 。 在 雪 屋 里 ，不 光 有 寒 玉 冰 床 ，还 有 雪 雕 的

椅子、“玉砌”的餐桌，都是冰清玉洁的模样，无

论 是 在 寒 玉 冰 床 上 躺 卧 片 刻 ，还 是 在 雪 雕 的 椅

子 上 稍 坐 ，神 清 气 爽 的 感 觉 顿 时 充 盈 身 心 ，似

乎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北 极 之 夜 ，没 有 孤 寂 的 纠 缠 ，有 的 只 是 静

谧 安 然 。 宁 静 则 博 大 ，宁 静 则 生 灵 ，宁 静 则 致

远 ，安 心 福 地 ，处 处 为 家 ，即 使 偏 安 神 州 之 北 也

不 觉 寂 寞 ，即 使 常 年 冰 雪 覆 盖 也 不 感 孤 寒 。 静

心 赏 雪 ，细 品 北 极 ，神 州 北 极 之 旅 带 给 我 一 段

惊艳的冰雪奇缘，令人留恋。

冰雪北极梦
文<邱小平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镇

我 们 从 汉 中 市 走 时 还 是 正 午 ，待 赶 到 青

木 川 时 ，已 临 近 黄 昏 。 也 许 是 深 秋 的 暮 色 来

得 早 ，虽 然 这 里 具 有 江 南 气 候 ，青 山 依 旧 苍

翠 ，草 木 依 然 活 泼 ，但 太 阳 的 脚 步 却 是 匆 忙

的 。 我 们 顺 着 新 修 的 水 泥 路 ，从 镇 外 绕 到 提

前 预 订 的 酒 店 住 下 。 酒 店 地 处 古 镇 外 东 北

角 ，背 靠 凤 凰 山 ，面 对 金 溪 河 ，虽 然 位 置 有 点

偏 ，但 屋 前 屋 后 都 是 芬 芳 花 草 、亭 亭 绿 竹 ，房

间干净整洁，在优雅中透露着清幽。

仰 慕 青 木 川 ，缘 于 叶 广 芩 的 长 篇 小 说

《青 木 川》和 电 视 剧《一 代 枭 雄》，那 时 ，这 个

偏 安 一 隅 的 小 镇 便 像 一 颗 种 子 ，在 我 的 心 里

生 根 发 芽 。 青 木 川 地 处 秦 、陇 、川 三 省 交 界

处 ，素 有“ 襟 陇 带 蜀 ，鸡 鸣 三 省 ”之 誉 。 明 朝

时 叫 草 场 坝 ，后 建 回 龙 寺 ，遂 改 称 回 龙 场 。

清 同 治 年 间 改 为 永 宁 里 ，民 国 时 叫 凤 凰 乡 ，

新中国成立后更名青木川。

《青 木 川》和《一 代 枭 雄》的 故 事 ，都 源 于

民 国 时 期 青 木 川 的 风 云 人 物 魏 辅 唐 。 那 时 ，

这 里 地 僻 人 杂 ，匪 患 丛 生 ，魏 辅 唐 杀 了 青 木

川 民 团 团 总 之 后 ，成 了 当 地 的“ 舵 把 子 ”。 他

用 种 植 罂 粟 的 钱 不 断 扩 张 势 力 ，并 渴 望 通 过

发 展 经 济 文 化 图 谋 长 久 和 稳 固 ，于 是 不 惜 重

金 兴 办 学 校 ，所 有 学 生 免 费 ，保 护 客 商 ，创 造

营 商 环 境 ，还 兴 修 水 利 、修 桥 筑 路 ，使 得 青 木

川 不 仅 成 为 川 陕 陇 的“ 黑 色 三 角 洲 ”，而 且 学

校 、洋 行 、商 户 、茶 馆 、酒 店 林 立 ，生 意 兴 隆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魏 辅 唐 带 队 缴 械 投 诚 解 放

军。在 1952 年的“镇反”运动中，魏辅唐被枪

毙 。 1987 年 5 月 ，宁 强 县 法 院 改 判 其 为 不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 青 木 川 因 为 魏 辅 唐 的 传 奇 人

生 而 辉 煌 ，也 因 为 他 的 故 事 ，吸 引 了 越 来 越

多的人前来探访。

一 条 金 溪 河 把 青 木 川 镇 分 为 东 西 两 条

街 ，背 靠 龙 池 山 的 西 街 是 旧 日 的 老 街 ，背 靠

凤 凰 山 的 东 街 是 近 几 年 建 设 的 新 街 。 我 们

沿 着 河 堤 ，逆 流 而 上 去 老 街 。 夜 色 渐 浓 ，家

家 户 户 都 亮 起 了 灯 。 屋 门 前 样 式 统 一 的 红

灯 笼 ，将 青 石 板 铺 就 的 老 街 照 得 通 亮 ，显 得

古 朴 喜 庆 。 虽 然 街 道 只 有 五 六 米 宽 ，但 路 两

边 的 明 清 式 建 筑 却 异 常 规 整 。 一 律 的 四 合

小 院 ，一 律 的 雕 花 门 窗 、红 漆 油 彩 。 街 边 青

石 板 砌 垒 的 水 渠 里 ，涓 涓 细 流 昼 夜 不 息 ，给

老 街 平 添 了 几 分 江 南 水 韵 。 逶 迤 蜿 蜒 的 金

溪 河 水 在 街 头 引 入 ，经 过 千 家 万 户 ，涤 去 万

千尘埃，最终在街尾汇入金溪河。

街 上 满 是 三 三 两 两 的 游 人 ，路 两 边 的 商

铺 也 没 有 关 门 的 意 思 ，经 营 的 多 为 药 材 茶

叶 、腊 肉 香 肠 、山 野 土 蜜 蜂 和 各 类 菌 菇 等 ，还

有 当 地 小 吃 核 桃 饼 、香 味 扑 鼻 的 高 粱 酒 。 每

家 商 铺 的 门 脸 都 不 大 ，镶 插 式 的 门 板 、精 雕

的 窗 棂 门 楣 、紫 红 色 的 木 质 结 构 ，还 有 寓 意

丰 富 的 瓦 当 石 刻 ，让 这 些 房 屋 如 这 里 的 历 史

一样充满古意。

在 错 落 有 致 的 民 房 中 ，突 然 窜 起 一 座 三

层 古 建 筑 ，这 便 是 魏 辅 唐 曾 经 开 设 的 烟 馆 ，

也 是 当 时 镇 上 最 大 、最 豪 华 的 烟 馆 。 据 说 ，

烟 馆 的 房 间 分 为 上 中 下 三 等 ，招 待 各 种 烟

民 ，见 证 了 他 们 醉 生 梦 死 、追 欢 逐 笑 的 糜 烂

生 活 。 据 说 ，魏 辅 唐 为 了 揽 财 不 惜 手 段 ，但

他自己不抽鸦片，也不允许部下抽。

镇 上 还 有 被 命 名 为“ 旱 船 屋 ”的 荣 盛 魁 ，

为 魏 辅 唐 之 兄 魏 元 臣 的 产 业 ，是 国 内 少 有 的

船 型 建 筑 物 。 房 子 共 三 层 ，每 层 设 若 干 包

厢 ，包 厢 仿 照 船 的 船 舱 等 级 排 列 。 这 里 主 要

服 务 于 富 商 巨 贾 ，是 当 年 三 省 边 界 有 名 的 休

闲 娱 乐 场 所 ，雕 梁 彩 绘 、黄 榻 玉 帛 ，设 施 极 尽

豪 华 。 只 可 惜 ，一 切 繁 华 落 尽 ，这 些 豪 宅 阔

院 已 与 平 常 百 姓 的 房 屋 融 为 一 体 ，若 不 是 门

前的标牌所注，谁也不知这里曾经的显赫。

穿 过 木 牌 坊 ，出 了 老 街 ，拾 级 而 上 ，便 到

了 龙 池 山 。 星 星 点 点 的 灯 火 ，将 上 山 的 路 照

得 一 清 二 楚 。 虽 然 满 天 星 斗 ，秋 虫 唧 唧 ，但

登 山 的 人 依 然 不 少 。 一 行 人 细 说 当 下 ，遥 想

当 年 ，不 知 不 觉 便 登 上 了 山 顶 。 放 眼 望 去 ，

整 个 青 木 川 尽 收 眼 底 。 夜 空 下 ，挂 满 红 灯 笼

的 古 镇 像 一 轮 弯 月 拥 抱 着 龙 池 山 ，金 溪 河 绕

镇 而 过 ，河 对 面 是 灯 火 辉 煌 的 新 街 ，那 里 歌

舞升平，吆喝声不断，俨然另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