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叶艳莉

明 万 历 四 十 一 年（公 元 1613 年）

四月十一日，领略了浙江天台山的水

石奇胜后，大旅行家徐霞客又向雁荡

山进发了。在其《游雁宕山日记》中，

他写道：“自初九日别台山，初十日抵

黄 岩 。 日 已 西 ，出 南 门 三 十 里 ，宿 于

八岙。十一日二十里，登盘山岭。望

雁 山 诸 峰 ，芙 蓉 插 天 ，片 片 扑 人 眉

宇。又二十里，饭大荆驿。”

时 隔 近 20 年 后 ，崇 祯 五 年（公 元

1632 年），徐霞客再次踏上了去雁荡山

的路。其《游雁宕山日记后》记载：“余

与仲昭兄游天台，为壬申三月。至四

月二十八日，达黄岩，再访雁山。觅骑

出南门，循方山十里，折而西南行，三

十里，逾秀岭，饭于岩前铺。五里，为

乐 清 界 ，五 里 ，上 盘 山 岭 。 西 南 云 雾

中，隐隐露芙蓉一簇，雁山也。”

从 日 记 中 可 知 ，徐 霞 客 从 天 台 山

去 雁 荡 山 ，皆 从 盘 山 岭 过 。 可 惜 的

是 ，历 来 解 读《徐 霞 客 游 记》者 ，对 盘

山 岭 皆 轻 轻 略 过 ，语 焉 不 详 。 其 实 ，

盘 山 岭 虽 非 天 台 、雁 荡 那 样 的 名 山 ，

却也有自己的风姿与故事。

盘 山 岭 是 温 岭 、乐 清 、黄 岩 的 交

界 地 ，横 亘 于 浙 江 省 温 岭 市 大 溪 镇 、

乐 清 市 大 荆 镇 、黄 岩 区 秀 岭 村 一 带 ，

是古代台州、温州之间的门户。鲁迅

先 生 说 ：其 实 世 上 本 没 有 路 ，走 的 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不知道从什么时

候 起 ，盘 山 岭 上 走 的 人 开 始 多 起 来 ，

便 有 了 路 。 宋 代 的 温 州 状 元 王 十 朋

有 一 首 描 写 盘 山 岭 的 诗 ：“ 一 岭 迢 迢

十里赊，行人半日踏烟霞。青山遮莫

盘 千 匝 ，归 梦 何 曾 不 到 家 。”想 来 ，盘

山 岭 上 的 盘 山 古 道 成 为 南 北 交 通 要

道，可能跟宋室南渡有关。宋室南渡

以 后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南 移 ，台 温 两

州 地 位 上 升 ，台 州 被 称 为“ 辅 郡 ”，温

州则被称为“次辅郡”，都迎来了自己

的高光时刻。沟通两州的道路，热度

自然噌噌噌往上升，盘山岭上行人不

绝也就不奇怪了。也无怪宋代以后，

对 盘 山 岭 的 记 载 渐 渐 增 多 。 直 到 明

清时期，盘山岭依然繁荣。

盘 山 古 道 极 难 走 ，《嘉 庆 太 平 县

志》上说：“（盘山）山势自雁荡东北太

安 山（原 注 ：俗 名 太 湖 山 ，乐 清 界）奔

腾 起 伏 至 绣 岭（原 注 ：黄 岩 界），南 纡

北指，曲折盘旋，周围数十里，故名曰

‘盘’。瓯人语‘盘山盘半年’，极以状

其险远。”

山 路 虽 然 险 远 ，依 然 挡 不 住 人 们

前进的脚步。岭脚的一座古路廊里，

16 根 石 柱 上 密 密 麻 麻 地 镌 刻 着 出 资

人 的 姓 名 。 柱 上 字 迹 已 被 岁 月 侵 蚀

得 模 糊 不 清 ，但 细 细 观 去 ，依 然 可 知

其 中 有 男 有 女 ，有 乡 绅 有 百 姓 ，有 当

地 人 ，也 有 外 地 人 。 眼 前 ，便 仿 佛 有

人 水 一 般 流 过 ：满 面 风 尘 的 旅 人 来

了 ，在 这 里 暂 且 放 下 一 身 的 疲 惫 ；肩

挑手提的商客来了，在这里盘算一下

买 卖 的 盈 亏 ；游 学 访 友 的 士 子 来 了 ，

在 这 里 憧 憬 读 万 卷 书 行 万 里 路 的 收

获 ；荷 薪 负 重 的 樵 夫 来 了 ，在 这 里 揩

拭一下如人生一般滚烫的汗水 ；南腔

北调的戏班艺人来了，在这里计划今

后 的 前 程 ；朝 山 进 香 的 善 男 信 女 来

了 ，在 这 里 整 理 整 理 心 情 …… 路 廊 ，

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庇护所，也是一

座昔日繁华的纪念碑。

随着 公 路 交 通 网 的 兴 建 ，走 古 道

的 人 渐 渐 少 了 ，盘 山 古 道 亦 渐 渐 被

遗 忘 。

当 我 走 进 盘 山 岭 的 时 候 ，除 了 一

个 挑 担 的 农 夫 、三 两 洗 衣 的 村 妇 ，再

不见他人。温暖的阳光照在水田上，

泛着银光。一条小蛇从脚边溜过，吓

了 我 一 大 跳 。 溪 水 潺 潺 ，茂 林 修 竹 ，

溪光山色间，一条青草侵阶的古道逶

迤 盘 旋 ，转 入 深 山 更 深 处 ，如 神 龙 见

首不见尾。空气清新宜人，好像可以

滴 出 水 来 。 久 违 的 图 画 ，久 违 的 感

觉 ，仿 佛 走 进 了 古 人 的 溪 山 行 旅 图 。

但在盘山岭这幅行旅图中，还有长宽

不 一 、低 矮 古 拙 的 石 碇 ，像 一 串 省 略

号落在鸣金漱玉的溪泉中 ；还有藤蔓

缠 绕 的 石 桥 ，像 一 弯 新 月 跨 在 山 谷

上；还有古色古香、木石结构的路廊，

像 一 顶 斗 笠 ，扣 在 起 伏 稍 缓 的 山 背

上 。 石 碇 、石 桥 、路 廊 都 像 从 山 中 自

然 生 长 出 来 的 ，简 单 、朴 实 ，没 有 雕

琢 ，没 有 藻 饰 ，素 面 朝 天 。 石 碇 似 方

非 方 ，似 圆 非 圆 ，就 这 么 随 形 随 意 地

散 落 着 ；石 桥 拱 券 用 乱 石 叠 成 ，乱 而

有 致 ，不 失 秀 美 ；路 廊 的 梁 架 因 陋 就

简 ，不 避 曲 木 。 一 切 以 满 足 功 能 、简

便 实 用 为 宗 旨 ，但 一 切 也 古 朴 大 方 、

入 画 入 诗 。 它 们 与 九 曲 回 肠 的 石 阶

一起，构成古道的完整形态。它们调

节 着 古 道 的 节 奏 ，使 古 道 抑 扬 顿 挫 、

摇曳多姿。

不 知 道 徐 霞 客 当 年 走 在 盘 山 岭

上 ，是 怎 样 的 心 情 ，怎 样 的 景 致 ？ 是

否也如此这般？如今，我走过你走过

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青山遮莫盘千匝

□ 胡新波

来 到 北 海 的 渔 村 ，在 阿 弥 家 闲 住

已有半月。天还未亮，我踩着铅一般

的 昏 蒙 走 在 海 风 中 ，墨 空 中 眉 月 一

钩 ，阿 弥 驾 着 渔 船 穿 出 西 村 港 大 桥 ，

船头上的他直直举起左手，朝我涌来

的呼喊声被海浪拍散，掉入轰鸣的柴

油发动机中碎成万点银粼，倏地被数

只晨鸥叼走。

是 谁 ，把 云 种 在 天 上 ？ 又 是 谁 ，

把 海 倾 落 人 间 ？ 斑 驳 的 铁 锚 吃 入 沙

中 ，常 年 住 在 海 边 的 阿 弥 ，和 他 已 过

世 的 母 亲 一 样 早 早 染 上 风 湿 。 他 绑

着 头 灯 ，提 着 锈 红 的 旧 渔 桶 一 深 一

浅 地 在 前 走 着 ，零 落 在 海 岸 线 的 村

民 一 边 聊 着 家 常 ，一 边 用 火 钳 随 意

捡 拾 些 海 豆 芽 和 海 瓜 子 。 天 水 相 连

处 烟 水 迷 蒙 ，渔 火 明 灭 ，银 钩 变 淡 ，

在 淡 墨 的 天 际 慢 慢 放 大 。 这 是 清 晨

的 北 海 。

海 边 游 玩 的 人 逐 渐 多 了 。 阿 弥

铺开一张碎帆布，将扇贝、海螺、珊瑚

一一倒出，几个堆城堡的小孩被阿弥

吹响的海螺引来，叽叽喳喳来挑拣螺

贝。这时四周突然静了下来，阿弥放

下 螺 儿 ，示 意 我 向 前 看 去 ，那 是 海 风

吹起的一点猩红。

阿弥 再 次 吹 响 了 海 螺 ，像 是 把 那

猩 红 吓 了 一 跳 。 大 海 与 穹 顶 的 交 际

处 拉 成 一 道 金 线 ，岸 边 的 景 物 开 始

清 晰 ，矶 岸 卷 起 阵 阵 海 浪 ，在 淡 粉 色

的 天 际 洋 洋 自 得 。 世 界 由 暗 到 明 ，

人 间 由 冷 转 热 。 踩 着 秒 针 ，太 阳 跳

出 地 平 线 ，舒 展 开 身 子 ，一 轮 朝 日 喷

薄 出 霞 光 万 斛 ，清 澈 透 亮 ，醉 透 了 浩

瀚 北 海 。

阿 弥 微 眯 着 眼 ，拳 头 轻 捶 着 膝 关

节，说道：“小时候我常端着食碗坐在

礁石上看日落，傍晚的太阳没什么力

气，像赶海的渔民懒洋洋地驾着渔船

返 程 ，阳 光 也 不 刺 眼 ，吹 着 晚 风 很 舒

服 ，等 太 阳 不 见 了 身 子 ，我 便 往 碗 里

丢些贝壳、海螺，然后回家。那时，阿

妈 坐 在 凳 子 上 ，边 织 着 渔 网 ，边 唠 叨

我 以 后 不 要 睡 懒 觉 ，要 早 起 ，少 看 日

落多看日出。现在阿妈过世了，我听

她 的 话 ，每 天 都 会 早 早 起 来 ，伴 着 日

出……”

听 阿 弥 断 断 续 续 说 着 ，我 想 在 阿

弥 母 亲 眼 里 ，日 出 代 表 着 希 望 ，早 起

能更好地支配短暂的时光，用勤劳和

汗水养活自己和家人。

一 位 渔 民 扶 着 艘 渔 船 过 来 ，一 条

腿 搭 在 船 上 ，一 条 腿 在 海 沙 里 蹬 着 。

阿弥走上前去，帮他把船停好。太阳

渐高，阿弥唤我一起回家。

很 遗 憾 是 在 阿 弥 的 回 忆 中 观 赏

了北海的日落。其实于我而言，日出

日 落 一 般 动 人 。 我 曾 见 过 泰 山 的 日

出，那缕风云激荡的霞光在顶峰上闪

现 ；也 曾 见 过 黄 山 的 日 落 ，那 轮 波 澜

壮 阔 的 红 日 在 云 海 中 谢 幕 。 太 阳 是

唯一，但因在不同的地方升降而演绎

出不一样的美景。日出是“烂锦飞千

丈 ，金 波 涌 万 棱 ”的 意 气 风 发 ，是 希

望 ；日 落 是“ 莫 道 桑 榆 晚 ，为 霞 尚 满

天”的情深意长，是收获。

太 阳 无 论 在 哪 个 轨 迹 节 点 上 ，都

散发着光热，温情且动人。

北海观日

□ 刘友洪

千 年 古 树 万 年 情 ，一 门 风 雅 仰

千 秋 。

蜀 中 名 胜 三 苏 祠 ，茂 林 修 竹 ，树

木葱茏，慈竹、银杏、紫薇、桢楠、金桂

辉映着红墙青瓦，也装扮出古祠的悠

久 历 史 与 厚 重 文 化 。 三 苏 祠 里 有 几

棵 千 年 古 树 ，在 静 静 等 待 你 的 到 来 。

你听，他们正在诉说——

榕树

我 是 一 棵 榕 树 。 我 是 一 棵 为 苏

家守宅千年的古榕树。

我 长 在 苏 家 院 旁 ，历 经 千 年 ，饱

经沧桑。岁月的洗礼，已使我树干皲

裂 ，满 身 沟 壑 。 但 是 ，我 的 心 还 定 格

在 苏 家 姐 弟 那 几 双 小 脚 丫 上 —— 他

们在我身上踩过的感觉，仍清晰而牢

固地印在我的心里 ；苏八娘仰头惊呼

弟 弟 的 声 音 ，至 今 还 回 响 在 我 的 耳

边 ；程 夫 人 立 于 树 下 ，教 育 苏 家 姐 弟

不 残 雀 鸟 的 情 景 仍 历 历 不 目 …… 心

若止水，我只在乎我的年轮是否还能

记清当年苏子脚印的模样。

我 俯 视 院 子 ，守 候 三 苏 祠 的 前 世

今生。我见证了三苏祠由宅改祠，从

“ 家 有 五 亩 园 ”到 4A 级 旅 游 景 区 ；见

证 了 眉 州 文 风 鼎 盛 ，进 士 高 中 ，被 皇

帝赞为“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州”；更

见 证 了 今 日 之 眉 山 为 弘 扬 东 坡 文 化

所 做 的 不 懈 努 力 。 这 个 闻 名 遐 迩 的

文 化 高 地 ，历 劫 不 磨 ，大 放 异 彩 。 于

是 ，我 高 高 举 起 巨 大 的 伞 盖 ，努 力 地

为三苏祠遮风挡雨……

一 群 身 着 宋 服 的 少 年 ，在 院 里 成

排成列，拱手作揖。我仿佛听见园中

弟 子 正 在 诵 读“ 关 关 雎 鸠 ，在 河 之

洲 。 窈 窕 淑 女 ，君 子 好 逑 ”…… 他 们

在幼小的心里播撒诗书的种子，随春

雨萌动发芽，开花结果。这缕缕书香

在 苏 宅 上 空 悠 扬 ，穿 越 眉 州 ，穿 越 千

年光阴，至今仍那么浓郁。

纱縠行、洗砚池、东坡书院，时间

重 复 着 对 历 史 的 品 味 与 咀 嚼 。 我 抬

头 看 见 了 远 处 的 东 坡 水 街 ，街 灯 、街

景让我仿佛回到那个以精致为美、以

丝绸和茶叶为纽带的年代。

黄荆树

我 是 一 棵 黄 荆 树 。 我 是 一 棵 为

苏家守水千年的不死树。

想 当 年 ，苏 洵 夫 妇 手 植 我 于 井

旁。“棍棒之下出孝子，黄荆条下出好

人 。”程 夫 人 手 执 细 细 的 荆 条 ，鞭 策

“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

的苏家姐弟，教育出两位大学士。晶

莹的露珠是我对上苍的致谢。

我 本 是“ 千 年 锯 不 得 板 ，万 年 架

不 得 桥 ”的 灌 木 ，永 远 长 不 大 。 但 沾

了三苏和老人泉的灵气，我挺直了腰

身，直直地往上长，不向困难低头，不

向权贵折腰——我要为苏家守水千年！

我一活就是六百年。

一 日烈火燃烧，将我整个置于火

海。我剧烈疼痛，我知道我的生命可能

要结束了。但我不能！我要像苏东坡

一样坚毅顽强，我要一直守护泽养苏

家 的 古 井 ，让 三 苏 的 光 芒 照 耀 后 世 。

于是我把根伸得更深，把土抓得更紧。

火 灭 了 ，土 焦 了 ，我 的 树 叶 和 枝

条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截斗碗粗的

光秃秃的树干，但我不怕。只要还有

一段活体，我就要让生命延续下去。

我 的 新 芽 已 经 萌 发 —— 新 的 生

命 如 喷 薄 的 日 出 ，充 满 朝 气 ，那 是 苏

子的坚毅赋予的力量。

如 今 ，你 来 到 苏 宅 古 井 旁 ，可 以

看见一截枯木，以及一侧新生的几株

黄 荆 树 儿 ，斜 出 上 方 ，遒 劲 有 力 。 如

果时节合适，你还能闻到蓝蓝的荆花

绽放出的缕缕幽香。

那就是我。

荔枝树

我 是 一 棵 荔 枝 树 。 我 是 一 棵 为

苏宅守魂千年、身已死而心不死的树

木疙瘩。

我 蜷 缩 百 坡 亭 一 隅 ，化 为 一 座

根 雕 。

我 曾 经 枝 繁 叶 茂 。 春 天 ，我 把 馨

香的花儿献给苏家院落。夏天，我硕

果累累，四邻八方、苏家上下，都来品

尝我甜蜜的果实。但是，怎么就少了

苏家兄弟呢？跳跃的小松鼠，可是东

坡先生派你回家践诺？

东坡先生说：“故人送我东来时，

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

犹作江南未归客。”先生呀先生，你怎

么能食言，不回家尝尝我这棵荔枝的

果实呢？你是留恋南粤的丹荔，不辞

长作岭南人，还是“心似已灰之木，身

如 不 系 之 舟 ”，心 灰 意 冷 ，病 魔 缠 身 ，

不能回家？

人 有 情 时 树 亦 情 。 十 年 过 去 了 ，

二 十 年 过 去 了 …… 一 百 年 过 去 了 ，二

百 年 过 去 了 …… 物 非 原 物 ，人 非 原

人 ，手 植 我 的 人 已 离 去 ，我 已 等 不 来

相思的人儿……

我 终 于 心 力 交 瘁 ，力 不 从 心 ，我

知道我将不久于世，但我要把我的思

念 植 于 土 壤 ，好 让 新 植 的 苗 儿 、潜 心

的 学 者 、守 岁 的 人 儿 ，能 把 我 的 相 思

传 递 下 去—— 不 然 苏 子 返 乡 ，怎 么 找

得到回家的路呢？

几 时 归 去 ，做 个 闲 人 。 对 一 张

琴 ，一 壶 酒 ，一 溪 云 。 即 使 我 已 化 为

树木疙瘩，东坡先生，我也等您……

千年古树伴三苏
□ 徐虹雨

从 卫 星 地 图 上 看 ，洞 庭 湖 宛 如 一

只 轻 盈 的 凤 凰 ，逶 迤 着 漂 亮 的 长 羽 ，

位 于 湖 南 省 常 德 市 汉 寿 县 的 西 洞 庭

湖湿地，便是拥有亮丽华彩的凤尾。

这 羽 凤 尾 不 寻 常 —— 范 蠡 曾 作

五 湖 游 ，客 寓 县 境 ，留 下 与 美 人 西 施

归 隐 的 遗 迹 ；屈 原 行 吟 沧 港 ，渔 歌 互

答 ，留 下“ 沧 浪 之 水 清 兮 ，可 以 濯 吾

缨 。 沧 浪 之 水 浊 兮 ，可 以 濯 吾 足 ”的

吟唱；李白偕友泛舟，秋游于此，留下

“ 洞 庭 湖 西 秋 月 辉 ，潇 湘 江 北 早 鸿

飞。醉客满船歌白苎 ，不知霜露入秋

衣”的惆怅；还有农民起义领袖钟相、

杨 幺 在 此 揭 竿 ，率 数 十 万 之 众 起 义 ，

濒 湖 置 寨 ，陆 耕 水 战 ，引 得 岳 飞 千 里

征洞庭，平息惊天鼙鼓声。

驾 一 叶 木 舟 ，去 这 片 神 秘 的 凤 尾

漫溯。船在芦苇荡中穿行 ，数万亩野

生芦苇林宛如连天的青纱帐 ，将西洞

庭 湖 分 割 成 无 数 个 迷 宫 。 初 来 乍 到

者 贸 然 荡 舟 ，极 易 步 入 迷 宫 打 转 ，找

不到北。

或 许 ，当 年 范 蠡 携 美 人 归 隐 于

此 ，西施那华丽的裙裾便曾飘隐在青

纱 帐 内 ，成 为 英 雄 心 中 的 丽 影 ，也 成

为世人猜想千年的迷踪。

或 许 ，杨 幺 在 此 揭 竿 ，也 曾 隐 兵

万 甲 ，静 待 敌 船 靠 近 ，顷 刻 间 箭 镞 齐

发，刀光剑影谱风流。

芦 花 飘 白 。 成 熟 的 芦 苇 不 再 如

剑直立 ，而是雍容地顶着毛茸茸的芦

花 ，随风起舞。从北方远道而来的候

鸟腾空飞起 ，或在碧波间划出美丽的

弧线，或 钻 进 芦 苇 荡 难 觅 影 踪 。 调 皮

的 水 鸭 不 怕 人 ，一 群 群 在 青 油 油 的

水 草 间 游 进 游 出 ，眨 眼 不 见 ，转 瞬 又

在 另 一 丛 芦 荻 边 扑 腾 翅 膀 ，激 起 层

层 波 浪 。

青 纱 帐 中 ，曾 有 杨 幺 水 寨 。 杨 幺

水寨曾是杨幺起义军的中军寨 ，也是

杨幺军在沅江、澧水入洞庭湖口的重

要据点。义军曾在此垒土为寨 ，积草

屯粮 ，侦缉敌情。此寨是杨幺军退守

的最后一个堡垒 ，也是岳家军击败义

军的最后一道防线。

南 宋 建 炎 四 年 至 绍 兴 五 年（公 元

1130 年 —1135 年）的 西 洞 庭 湖 ，决 然

不 似 现 今 的 宁 静 与 祥 和 。 万 顷 青 纱

帐 ，千 道 迷 魂 港 ，战 船 如 云 ，桅 杆 似

林 ，持 续 6 年 之 久 的 官 兵 征 讨 与 义 军

抗击，曾染红了半边湖水。

20 多万杨幺军据守洞庭，依湖泊

港 汊 为 险 ，兵 农 相 兼 ，在 各 关 口 要 隘

设 水 寨 70 多 个 ，占 据 的 地 域 北 起 公

安 ，西 至 鼎 城 、澧 县 ，东 达 岳 阳 ，南 抵

长 沙 ，一 时 刀 枪 林 立 ，旌 旗 猎 猎 。 起

义军在西洞庭湖的浩渺烟波里 ，擂响

了 反 抗 南 宋 腐 朽 朝 廷 横 征 暴 敛 的 激

越 战 鼓 。 绍 兴 三 年（公 元 1133 年）四

月 ，杨 幺 自 封 为“ 大 圣 天 王 ”，重 建 楚

政权。

南 宋 朝 廷 惊 恐 万 状 ，视 杨 幺 为 心

腹 大 患 ，不 断 遣 军 往 讨 。 绍 兴 五 年

（公元 1135 年），宋高宗令岳飞率师围

剿 。 岳 飞 恩 威 兼 施 ，设 计 破 杨 幺 ，仅

用 8 天 时 间 便 扑 灭 燃 烧 了 6 年 之 久 的

战 火 。 杨 幺 力 战 不 屈 ，投 身 洞 庭 湖 ，

年仅 27 岁。

杨 幺 奋 起 于 草 莽 ，等 贵 贱 、均 贫

富 ，谁 是 真 豪 杰 ？ 最 终 失 了 旌 旗 ，散

了壮志。岳飞奉旨征洞庭 ，道不清千

古 英 豪 事 ，谁 主 沉 浮 ；说 不 透 纵 横 英

雄业，谁是谁非。

岳飞 平 反 有 功 ，却 也 写 下 了 他 精

忠 报 国 一 生 中 最 有 争 议 的 一 笔 。 当

他 将 杨 幺 的 首 级 带 回 朝 廷 ，换 得 一

盏 皇 帝 奖 赏 的 带 血 庆 功 酒 时 ，心 中

可 曾 有 过 苦 涩 与 悲 怆 ？ 民 不 聊 生 ，

无 奈 龙 阳 抽 宝 剑 ；国 若 能 泰 ，谁 来 水

寨 做 天 王？

杨 幺 水 寨 的 过 道 两 边 ，曾 陈 列 有

800 多 年 前 杨 幺 、岳 飞 大 战 时 双 方 主

将的图像。一边是义军将领杨钦、杨

广 、吴 幺 郎 、黄 佐 、钟 义 ，一 边 是 岳 家

军 将 领 王 贵 、汤 怀 、张 显 、牛 皋 、张

保。肃杀之气早已远去 ，曾经对峙的

双方隔着狭窄的过道相视 ，是否已度

尽劫波，一笑泯恩仇？

离 水 寨 不 远 处 ，还 曾 有 一 处 杨 幺

点将台 ，位于沅澧二水交汇口。沅澧

清 浑 互 现 ，泾 渭 分 明 ，共 赴 洞 庭 。 遥

想 当 年 ，“ 大 圣 天 王 ”在 此 点 将 ，挥 舞

帅旗，擂响战鼓，朝廷水师血染洞庭。

点 将 台 如 今 已 成 观 鸟 台 。 台 下

一碧万顷 ，芦苇编织成横无际涯的草

毯，与天相接，清风拂过，草毯便一浪

接一浪。每年冬天 ，成群的鸟儿千里

迢迢从北方飞来筑巢 ，满湖都是它们

灵 动 的 飞 影 。 这 些 精 灵 将 西 洞 庭 湖

星罗棋布着的 140 个小洲和岛屿当成

家 ，一 年 一 次 、携 家 带 口 地“ 归 去 来

兮”，其中便有天鹅、白鹤、白头鹤、白

鹳、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它们一

年一度的迁徙 ，让观鸟人有了期待与

惊喜 ，观鸟台便成了南来北往爱鸟人

的 聚 集 地 。 他 们 带 着 帐 篷 ，携 着 长

“枪”短“炮”，在此小居，以观鸟、赏鸟

为乐。他们披上绿枝伪装 ，静静蹲守

在芦苇荡中或黑杨丛里 ，只为邂逅一

瞬轻盈。到了来年三四月 ，候鸟们又

开始迁徙，飞回西伯利亚等地。

与 鸟 儿 相 伴 的 还 有 藏 于 洞 庭 波

里的鱼儿。鲥鱼、银鱼、胭脂鱼、长体

鳜和犁头鳅等珍稀鱼类在此逐波 ，中

华 鲟 等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也 在

此冲浪。丰富的渔业资源 ，养育了一

代 又 一 代 西 洞 庭 渔 家 人 。 他 们 撒 下

银色的渔网 ，网入的不仅有满仓金丝

鲤鱼 ，更有一湖历史。当地人一一将

它们晾晒成西洞庭湿地特产 ，待客细

品近千年。休渔时节 ，他们便在岸边

织 网 ，一 针 一 线 ，编 织 渔 家 人 逐 水 而

居的酸甜苦辣。

没 有 兵 燹 的 西 洞 庭 湖 宁 静 而 安

详 ，蓝天白云在水面映出如梦似幻的

倒影 ，鹭鸟鱼鹰在空中划出美丽的弧

线 ，桨 声 渔 歌 在 浪 里 腾 起 快 乐 的 旋

律 。 夕 阳 西 下 ，湖 水 浩 浩 汤 汤 ，绿 纱

帐的岸线氤氲在朦胧水气中 ，那些曾

掩藏于纱帐里的陈年往事 ，仿佛也氤

氲在岁月的长河里，模糊了轮廓。

一 湖 历 史 一 湖 烟 ，千 年 风 云 弹 指

一挥间。蒹葭绿障掩风流 ，洞庭之水

依旧荡悠悠。

一湖历史一湖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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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芳

夏 日 傍 晚 ，新 疆 的 阳 光 仍 很 炽

烈 。 从 吐 鲁 番 赶 往 乌 鲁 木 齐 ，同 学

说，途经交河故城，带你们去看看。

交 河 故 城 ？ 从 没 听 说 过 。 能 称

“ 城 ”者 ，必 是 有 路 ，有 人 ，有 市 声 。

而 此 时 路 上 车 少 人 稀 ，路 两 边 天 高

地 广 ，一 片 苍 茫 ，看 不 见 一 点 尘 世 的

痕 迹 。

慢 慢 地 ，在 地 平 线 尽 头 ，一 截 截

赭黄色的土墙出现在视野里，却是断

壁 残 垣 。 此 时 ，倒 没 有 狂 风 卷 沙 ，周

边 一 片 寂 静 ，在 刺 目 的 阳 光 下 ，散 发

着一种遗世独立的倔强。

一 靠 近 故 城 ，我 就 被 深 深 震 撼 ，

脑 中 不 断 蹦 出“ 旷 远 ”“ 苍 凉 ”“ 穿 越 ”

这 样 的 词 汇 。 在 茫 茫 的 戈 壁 与 山 谷

中，这座古老的生土构筑的城市远离

繁 华 与 喧 嚣 ，以 其 残 缺 和 沧 桑 ，处 处

呈现一种力量之美。我问同学，什么

是“ 生 土 ”？ 他 答 ，就 是 不 适 合 耕 种 、

极为坚实的土壤，古时西北地区的建

筑多是此类土建。

历 史 的 脚 步 从 不 曾 停 歇 ，将 岁 月

里的一切挟裹着呈现给后来者，就像

面 前 的 盲 盒 ，如 果 你 不 打 开 ，永 远 不

会知道里面装着什么风尘。

交 河 故 城 是 座 柳 叶 状 的 孤 岛 土

台 ，地 势 很 高 。《汉 书·西 域 传》记 载 ，

车师前国，王治交河，河水分流城下，

故称交河。交河故城曾是古车师国的

都城，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也是西

部 重 要 的 政 治 、经 济 和 文 化 中 心 。 9

到 14 世 纪 ，由 于 连 年 战 火 ，交 河 城 逐

渐衰落，元末察合台时期终被放弃，它

见证了古丝绸之路的成长兴衰。

土 台 虽 高 ，但 整 个 交 河 故 城 是 一

座 向 下 深 挖 的 城 市 ，市 井 、寺 院 、官

署 、住 宅 采 取“ 减 地 留 墙 ”的 办 法 ，从

高 耸 的 台 地 向 下 挖 出 。 新 疆 干 燥 少

雨 ，那 些 深 深 嵌 入 地 下 的 道 路 、封 闭

的 高 墙 、迷 宫 似 的 庭 院 ，得 以 较 好 地

保存。顺着一级级台梯而下，是一个

四方宅院，院内有水井、深窖，四围有

居 室 ，颇 似 老 北 京 的 四 合 院 ，头 顶 的

阳光一点点从地面抽走，院内的阴影

处 格 外 幽 暗 。 我 一 阵 恍 惚 ，这 个 院

内 ，也 有 老 人 与 孩 童 的 天 伦 之 乐 ，也

有我们的四季烟火吧。

拾 级 而 上 ，来 到 一 处 高 大 的 建 筑

面前，放眼望去，满目“墙林”，城南门

口 ，一 座 高 高 的 箭 楼 满 目 疮 痍 ，那 些

残存的雉堞，不知挡过多少飞来的箭

头 ？ 边 塞 诗 人 岑 参 有 诗 ：“ 曾 到 交 河

城 ，风 土 断 人 肠 。 寒 驿 远 如 点 ，边 烽

互 相 望 。”那 些 来 自 中 原 的 士 兵 诀 别

爹娘妻儿，驻守西域，冷硬的西风，有

没 有 传 送 过 亲 人 的 呼 唤 ？ 站 在 一 个

藏 兵 壕 里 ，墙 壁 还 残 存 着 火 烧 的 印

迹 ，我 将 手 指 在 墙 上 轻 轻 划 过 ，希 望

能 触 及 千 年 历 史 的 心 跳 ，然 而 ，周 遭

寂 静 ，只 有 自 己 心 跳 如 鼓—— 这 一 段

湮灭的历史，脚步太过沉重。

古 城 早 已 没 有 气 息 ，穿 红 着 绿 的

游 人 顺 着 大 道 两 侧 高 厚 的 土 垣 慢 慢

前 行 ，仿 佛 穿 行 在 时 光 之 河 中 ，聆 听

着 曾 经 有 过 的 集 市 喧 闹 、战 马 嘶 鸣 。

繁华逝去、文明中断的故城像一个层

层设防的大堡垒，整个城堡里鲜见植

物。在黏土夯成的残垣断壁中，据说

还有许多谜团至今没有解开，但在这

苍 凉 、完 美 的 废 墟 前 ，一 切 都 不 重 要

了—— 时 光 真 是 个 好 东 西 ，它 总 会 让

人类在一切未知前迷醉。

出 城 ，站 在 外 围 的 城 墙 下 仰 视 ，

墙的边际便是高远的天空，人的卑微

与 渺 小 被 岁 月 深 处 的 城 墙 映 照 出

来 。 我 住 在 长 江 沿 岸 ，见 惯 了 小 桥

流 水 、绿 树 繁 花 ，这 地 下 古 城 伸 展 的

筋 骨 撞 击 了 我 的 内 心 。 同 学 问 我 此

时 感 受 ，我 说 ，这 处“ 世 界 上 最 完 美

的 废 墟 ”直 让 人 想 哭 ，不 是 哀 伤 ，却

有 悲 悯 。

远去的交河故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