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 安 美 景 出“长 安 ”。 不 错 的 ，初

雪 飞 舞 中 ，一 夜 间 ，西 安 便 拓 上“ 长

安”印了。

凭 窗 远 眺 ，厚 厚 的 积 雪 遮 蔽 了 色

彩，跃入眼帘的是朴素的线条。雾凇

沆砀，空气通透，天地不染杂尘，黑白

素色让心情宁静安然。白的是屋顶，

是树冠，是蓬松如白云般的雪地。黑

的是房檐，是屋脊，是挺立的灯杆，是

塔顶站立四望的鸟雀。还有一抹红，

是 点 点 灯 笼 ，是 宫 墙 门 阙 ，是 花 园 里

满树绒白映衬的朵朵梅红。

千 年 古 长 安 ，大 雁 塔 总 是 亲 吻 天

空 飘 落 的 第 一 羽 雪 花 。 这 座 高 约 64

米 的 佛 塔 ，自 唐 代 便 矗 立 在 城 南 ，每

迎 雪 花 飞 舞 ，落 琼 拂 塔 尖 擦 身 而 下 ，

塔 基 四 周 就 砌 起 厚 厚 的 玉 盘 。 盘 中

的砖塔像一枚端正的印章，蘸一抹曲

江水，在芦絮飞舞的大慈恩寺里盖下

工整的唐楷。大雪中，曲江池被封印

了，悄然蒙上乳色毛玻璃。池周玉树

低垂，晶莹剔透，在水岸交融处，镂下

一道曲折蜿蜒的深色轮廓。

寒 风 过 处 ，清 冷 空 阔 的 云 中 传 来

钟声，祥和厚重，悠悠扬扬，荐福寺的

雁塔晨钟鸣起来了。雪絮飘扬，小雁

塔的幞头为它们提供了寄留的蜗居，

塔就装上了骨瓷顶子。塔下的石马、

石狮、石人，戴上白白的绒帽，披上白

围巾、白坎肩，盖上厚厚的白毯，默默

守 望 着 风 雪 长 安 城 。 比 起 大 雁 塔 的

方正，小雁塔竖起飘逸的印章。它挥

洒俊秀的行草，活泼流畅地记录了荐

福寺千百年的枯荣历程。

是 去 护 城 河 里 研 墨 吗 ？ 有 城 墙

挡风，有城壕御寒，有玉雕石栏守望，

有两岸堆银砌玉的护佑，河水几要封

冻 ，水 面 似 乎 凝 固 了 。 琉 璃 深 处 ，有

红黑鲤鱼影影绰绰，懒懒浮动。城墙

望 不 到 尽 处 ，冷 冷 的 瘦 。 高 墙 上 ，落

羽塞实垛口，在凹凸黑痕勾勒的晶莹

后 边 ，散 着 三 五 成 群 的 游 客 ，有 人 手

托望远镜眺望，像守城的士兵。不经

意撞得一团白滚下，在粗糙的墙体上

磕 碰 得 银 星 四 溅 ，碎 成 玉 沫 玉 屑 了 。

串串灯笼覆了白项圈，悬在象牙镶边

的黛色玉墙上，耀着闪闪火红。

城 门 洞 里 没 有 了 往 日 的 车 水 马

龙，行人少了许多。车辆喷着白气缓

缓游走，有骑行者出城拐弯时车轮侧

滑，像骡马打了绊子，脚一点地，身后

留下歪歪扭扭的车轮印。步履嚓嚓，

一行人走进城门，黑氅，棕裘衣，白羽

绒 服 ，毳 毛 长 领 包 在 头 上 ，只 露 出 高

高 的 鼻 梁 ，笑 声 带 着 异 域 的 风 韵 ，一

开 口 ，面 前 就 罩 起 了 白 雾 ，眉 毛 也 挂

白 了 。 身 披 塞 外 寒 光 ，一 路 风 尘 ，他

们 是 穿 越 大 漠 沿 丝 绸 之 路 而 来 吗 ？

身后似乎拖着长长的驼铃声。

白 琥 珀 包 裹 的 四 围 城 墙 若 是 一

张书案的边缘，城里的纵横街道就是

一 幅 白 绢 上 布 络 的 暗 格 。“ 书 案 ”正

中 ，钟 楼 四 平 八 稳 地 端 坐 ，像 一 块 秦

篆印章。上下一白中，大街小巷里的

楼 阁 就 如 盖 下 的 篆 体 印 记 ，姿 态 优

美，瘦削峻峭，整齐划一。

与 钟 楼 相 望 ，长 形 的 鼓 楼 就 是 一

方厚实有力的汉隶印章，雄浑、质朴，

在 银 装 素 裹 的 街 巷 间 ，为 食 客 指 路 。

雪絮飞扬的天气，是舌尖的节日。汤

锅已经揭开了，腾腾蒸汽融了屋檐下

的 冰 溜 ，水 珠 嘀 嗒 ，不 经 意 砸 在 寻 找

美 食 的 人 脸 上 ，脖 子 一 缩 闪 在 旁 边 ，

抬 头 望 一 眼 ，抹 去 挂 在 鼻 尖 的 冰 凉 ，

一头钻进热浪中。店里，热腾腾的羊

杂 上 来 了 ，羊 血 饸 饹 上 来 了 ，羊 肉 汤

上 来 了 ，牛 肉 泡 馍 上 来 了 …… 就 一 碟

糖 蒜 等 小 菜 ，再 来 一 勺 红 辣 椒 ，吃 客

们 头 上 也 蒸 起 了 雾 气 ，解 开 扣 子 ，大

快朵颐，酣畅淋漓。

玉 树 琼 枝 ，城 南 大 兴 善 寺 院 中 的

老柏树愈见苍幽。浅晶封湖，城西昆

明池上汉武帝的水军训练收兵了，船

械 入 库 ，号 子 声 似 在 风 雪 中 萦 绕 回

旋。骨雕冰砌，城北未央宫殿堂内的

丝竹歌舞已歇，袅袅余音弥散在漫天

芦絮中。冰水笼寒，城东广运潭上唐

玄宗主持的漕运船只大赛落下帷幕，

喝 彩 声 仿 若 氤 氲 在 晶 舫 玉 榭 间 。 琼

楼玉宇，皑皑终南山俯瞰着雪天的西

安，是“长安”，是一帧素雅的水墨，线

条简洁却美不胜收。

一 朝 西 安 雪 ，“长 安 ”醉 人 间 。 雪

印“长安”，美景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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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 夏

攀西的阳光

□ 马 力

花中歌声

出 四 川 盆 地 往 南 ，就 是 攀 西 。 这

里 是 川 滇 接 合 部 ，受 云 贵 高 原 气 候 影

响 ，一 年 四 季 阳 光 充 足 。 尤 其 是 数 九

寒 天 ，这 里 阳 光 灿 烂 ，温 暖 如 春 ，让 人

流连忘返。

要 到 攀 西 ，必 先 翻 越 拖 乌 山 。 山

位于雅安市石棉县与凉山彝族自治州

冕 宁 县 交 界 处 ，仿 佛 是 川 西 到 攀 西 的

一 道 坎 。 来 时 山 巅 已 经 白 雪 覆 盖 ，高

速路面都结了冰。但翻过此山进入大

凉 山 的 安 宁 河 谷 ，温 暖 的 阳 光 就 拥 抱

了 我 们 。 天 空 纯 净 蔚 蓝 ，山 川 清 新 明

媚，一派阳春三月的暖色。

先 是 在 德 昌 县 小 住 。 德 昌 虽 然 阳

光灿烂，但有风的时间较多，常常是一

边 暖 阳 高 照 一 边 吹 着 风 ，不 过 是 吹 面

不寒杨柳风的那种。县城周边有很多

风车，在阳光下不停转动，成为一道现

代 风 景 。 城 中 有 座 凤 凰 阁 ，高 高 矗 立

在安宁河边，宛如德昌高扬的凤冠。

会 理 市 比 邻 德 昌 县 。 这 里 阳 光 也

好 ，却 很 少 有 风 。 历 史 悠 久 的 会 理 古

城 雄 踞 在 四 川 通 往 云 南 的 交 通 要 道 ，

素 有“ 川 滇 锁 钥 ”之 称 ，也 是 茶 马 古 道

的 重 要 驿 站 。 古 城 保 存 较 为 完 好 ，凌

霄 楼 巍 然 高 矗 ，四 条 古 街 向 四 方 延

伸 。 造 型 典 雅 古 朴 的 城 墙 与 高 大 门

楼，以及被踩踏得乌亮的石板街道，默

默诉说着过往的岁月。因为有灿烂阳

光的照耀，会理古城少了几分沉郁，多

了几分明媚，一串串鲜艳的红灯笼、一

块 块 题 字 的 匾 额 、一 处 处 盛 开 的 三 角

梅，无不呈现阳光的色泽。

也 许 因 为 更 靠 近 云 南 ，攀 枝 花 市

的 阳 光 感 更 足 。 这 里 一 年 四 季 木 棉

（别 名 攀 枝 花）盛 开 ，也 是 全 国 唯 一 以

花为名的地级市。

我 们 在 攀 枝 花 的 首 站 是 米 易 县 。

米易地处安宁河下游，古称迷易，相传

是“三皇五帝”中第二大帝颛顼的诞生

之地，素有“颛顼故里·阳光米易”的美

称。穿县城而过的安宁河被一道水坝

挽 留 ，形 成 较 为 宽 阔 的 城 中 湖 泊 。 阳

光 照 耀 在 湖 面 ，闪 烁 着 粼 粼 波 光 。 河

岸 生 长 着 大 片 绿 树 ，盛 开 着 鲜 艳 的 异

木 棉 和 紫 荆 花 ，街 道 和 楼 宇 几 乎 淹 没

在 绿 树 花 海 之 中 。 入 夜 ，迎 接 新 春 的

彩 灯 亮 起 来 了 ，寓 意 吉 祥 幸 福 的 各 种

灯 饰 五 彩 斑 斓 ，安 宁 河 披 上 了 喜 庆 的

节日盛装。

来 到 米 易 ，每 天 起 码 早 起 一 个 小

时，推窗向东一看，绚烂曙色又出现在

天 际 ，笃 定 又 是 一 个 大 晴 天 。 不 久 后

太 阳 冉 冉 升 起 ，一 天 的 温 暖 就 此 开

始 。 欣 欣 然 走 进 霞 光 中 ，跑 跑 步 打 打

拳 或 随 意 溜 达 ，任 霞 光 在 身 上 涂 抹 暖

暖 的 色 调 。 上 午 会 趁 着 暖 暖 的 阳 光 ，

到 县 城 的 市 场 转 转 ，丰 富 的 物 产 令 我

们 眼 花 缭 乱 。 尤 其 是 水 果 特 别 多 ，芒

果、榴莲、柑橘、番石榴等琳琅满目。

米 易 是 傈 僳 族 聚 居 地 之 一 ，有 千

余名傈僳族同胞生活在距县城十多公

里的高山上。我们穿过康养胜地太阳

谷 ，走 进 了 他 们 的 家 园 新 山 村 。 村 子

广 场 中 央 ，塑 立 着 傈 僳 族 先 祖 阿 考 的

雕像，扬鞭跃马，十分英武。广场边建

有 一 个 民 俗 博 物 馆 ，将 这 个 民 族 的 繁

衍 历 程 和 生 活 现 状 ，作 了 生 动 形 象 的

陈 述 。 但 最 好 的 陈 述 ，还 是 那 些 层 层

叠 叠 的 梯 田 。 这 是 一 面 向 阳 的 山 坡 ，

自路边一直垂落到山谷，一眼望去，陡

峭幽深。傈僳族的祖先就是在这样贫

瘠 的 荒 坡 上 ，坚 持 不 懈 地 开 垦 出 了 大

片 耕 地 ，因 为 海 拔 较 高 ，被 誉 为“ 云 上

梯 田 ”。 这 些 梯 田 依 山 就 势 ，一 级 挨

着 一 级 ，其 间 没 有 空 地 。 此 时 已 是 隆

冬 ，梯 田 里 的 旱 作 庄 稼 已 经 收 割 ，空

落 落 地 荒 芜 着 ，准 备 着 迎 接 下 一 季 的

耕 种 。 大 部 分 梯 田 里 蓄 着 一 汪 一 汪

的 水 ，在 阳 光 的 照 射 下 ，镜 子 似 的 闪

着 银 光 。

从“ 傈 僳 ”二 字 就 可 看 出 ，傈 僳 先

辈 的 生 存 繁 衍 ，主 要 依 靠 采 集 和 种

植 。 他 们 除 了 在 梯 田 里 耕 种 外 ，还 利

用 充 足 的 光 照 ，大 量 种 植 水 果 。 如 今

随 着 公 路 通 到 寨 子 ，旅 游 人 数 日 益 增

多 ，傈 僳 族 同 胞 便 在 广 场 和 公 路 边 摆

摊 设 点 ，自 产 自 销 新 鲜 的 芒 果 、苹 果 、

葡 萄 ，以 及 加 工 而 成 的 芒 果 干 、红 薯

干、柿饼等。

从 米 易 县 前 往 盐 边 县 途 中 ，一 处

三岔河出现在阳光下。发源于冕宁县

菩萨岗的安宁河和发源于青海巴颜喀

拉山南麓的雅砻江在这里交汇、拥抱，

然后携手流向金沙江。灿烂的阳光映

照在宽阔的水面，闪烁着点点金光。

盐 边 也 是 一 片 洒 满 阳 光 的 土 地 。

也 许 是 因 为 祖 上 多 与 竹 子 打 交 道 ，这

里 的 原 始 族 群 被 称 为“ 笮 人 ”，盐 边 也

称“ 大 笮 ”。 晚 上 当 地 的 朋 友 宴 请 我

们 ，斟 在 杯 中 的 就 是 笮 酒 。 盐 边 县 城

建 在 雅 砻 江 河 谷 的 一 面 缓 坡 上 ，城 中

有月潭公园，亭台楼阁环绕，花草树木

掩 映 。 居 住 在 月 潭 湖 畔 ，白 天 可 享 受

明媚阳光，晚上可欣赏宜人月光，不失

为 一 桩 雅 事 。 城 中 街 道 环 绕 铺 排 ，楼

房 鳞 次 栉 比 ，满 街 的 火 焰 花 沐 浴 温 暖

阳光，开得如火如荼。

距 离 盐 边 县 城 数 十 公 里 ，有 一 座

以太阳湖为中心的生态公园。湖中碧

波荡漾，水鸟翩跹，游船点点。湖畔的

棕榈树、仙人球、芦苇丛、绿草地，以及

时尚楼宇、小桥流水，携手温暖如春的

冬 日 阳 光 ，共 同 描 绘 出 一 幅 亚 热 带 风

情 画 卷 。 一 些 研 学 的 中 小 学 生 ，喜 鹊

一般活跃在阳光下。一群身着民族服

装 的 彝 族 妇 女 ，在 另 一 处 草 坪 上 翩 翩

起舞。

身 在 雅 砻 江 畔 ，心 已 奔 向 金 沙 江

边 。 终 于 ，我 们 来 到 金 沙 江 大 峡 谷 。

只见两岸山崖刀劈斧削，险峻陡峭，低

矮而壮硕的松树疏落地生长其间。汹

涌 的 金 沙 江 深 深 切 入 云 贵 高 原 ，成 为

四川和云南的天然分界线。凭栏俯瞰

壮 美 的 大 峡 谷 ，只 见 滔 滔 金 沙 江 穿 过

重 重 大 山 而 来 ，江 面 被 陡 峭 山 体 挤 压

成窄窄一线。明亮的阳光照进深深的

峡 谷 ，在 幽 蓝 的 江 面 上 投 射 出 明 暗 交

错的山影。

距 离 大 峡 谷 之 巅 不 远 处 ，有 个 名

叫“ 迤 沙 拉 ”的 彝 族 村 寨 ，因 其 占 地 规

模 较 大 ，彝 族 同 胞 较 多 ，别 有 一 番 风

情。村中房屋红墙黛瓦，雕梁画栋，讲

究 铺 排 错 落 。 巷 道 曲 里 拐 弯 ，宛 如 迷

宫。村边有株百年老树，枝干虬曲，树

叶婆娑，站在树下，可尽览彝村全貌。

同 攀 西 许 多 地 方 一 样 ，迤 沙 拉 也

是 一 个 鲜 花 盛 开 的 村 庄 。 繁 星 般 的

爆 竹 花 盛 开 在 房 前 屋 后 ，组 成 一 挂 挂

鲜 花 的 瀑 布 。 一 树 树 山 樱 花 肆 意 绽

放 在 村 子 入 口 处 ，望 去 殷 红 一 片 ，灿

若 云 霞 。

陶 然 亭 西 湖 岸 上 ，有 个 月 季 园 。

一 丛 丛 月 季 花 栽 在 一 块 隆 起 的 平 地

上 。 四 边 围 了 栏 杆 。 要 迈 过 一 段 石

阶，才能进到园子里。

东 北 角 的 灰 色 墙 面 ，满 是 爬 藤 。

花 叶 之 密 、茎 蔓 之 韧 、卷 须 之 细 ，大 可

拼出好看的图形。垂吊的叶片，形宽，

分出三个尖，边缘如锯齿；天暖时绿得

让 人 喜 ，天 冷 时 又 黄 得 叫 人 怜 。 这 会

儿，没等雪落下来，纷错的丫杈已耐不

住寒风的狂摧，叶子掉光了，只剩它贴

墙匍匐，犹似失去弹性的筋脉，无力地

伸 缩 。 僵 硬 的 线 条 随 势 盘 曲 ，一 如 飘

逸的纹理。我像在看木刻。

交藤残了，秃了，也不该冷落它。

这 叫 什 么 植 物 呢 ？ 跟 好 几 个 人 打

听，闹了半天，就是爬山虎！

墙 边 砌 了 一 圈 一 尺 多 高 的 台 子 ，

上 头 安 了 厚 实 的 木 板 ，平 平 整 整 。 常

有老头儿、老太太坐着晒太阳，身下像

有 张 矮 凳 ，舒 坦 ！ 坐 累 了 ，起 身 踢 踢

腿 ，扭 扭 腰 ，很 得 劲 儿 。 过 得 滋 润 ，人

也命长，活个七老八十，不在话下。

正 当 年 的 父 母 推 着 小 车 来 了 ，车

上的孩子冲着脸生的爷爷奶奶们咧嘴

乐 。 遛 鸟 的 ，也 打 这 儿 过 。 全 是 闲 心

不浅的主儿。

阳光下，一幅暖心画。

园 子 里 有 人 唱 歌 。 人 是 老 人 ，歌

是 老 歌 。 老 吗 ？ 在 他 们 心 里 ，自 己 和

唱的歌，永远“年轻”。

月季花红的时节，我常来听歌。

挺 着 一 棵 松 。 虬 枝 横 斜 ，覆 出 一

片荫。聚在下面的人，几十位，多是上

了岁数的大爷大妈。有的用墨镜来遮

眼 角 细 密 的 皱 纹 ，仅 为 不 显 岁 月 的 印

痕。可是呀，注视了一刻，并不能看出

精力的衰退。

他 们 在 谱 架 前 站 定 ，等 待 前 奏 悠

悠响起，等待指挥的手臂向半空挥动，

好 似 静 候 庄 严 的 仪 式 。 开 口 ，一 双 双

眼 睛 专 注 地 盯 在 歌 谱 上 ，生 怕 唱 错 一

个 音 。 出 自 胸 腔 的 ，全 是 随 曲 调 涌 动

的 深 情 。 唱 歌 ，让 他 们 无 暇 留 意 身 体

的疲弱，至少能够延缓老化的过程。

唱 惯 了 ，这 些 人 更 依 赖 歌 曲 。 唱

了一首，又唱一首。每唱一次，对歌词

更深的理解即化作新的感悟。这种感

悟，祛除牵缠的杂念，护佑他们成功度

过晚年时日。“如果你的兴趣和活动既

广 泛 又 浓 烈 ，而 且 你 又 能 从 中 感 到 自

己 仍 然 精 力 旺 盛 ，那 么 你 就 不 必 去 考

虑你已经活了多少年这种纯粹的统计

学 情 况 ，更 不 必 去 考 虑 你 那 也 许 不 很

长 久 的 未 来 。”罗 素 的 这 番 谆 谆 之 言 ，

实在是“源于经验的智慧”。因歌曲的

陪 伴 而 觉 得 快 乐 的 老 人 ，受 到 良 好 情

绪的支配，身心一定是健康的，如同恢

复了青春。

从 冬 转 到 春 ，月 季 花 悄 悄 喷 出 艳

彩 ，他 们 唱 ；从 夏 转 到 秋 ，月 季 花 渐 渐

失 去 妍 容 ，他 们 还 唱 。 谷 建 芬 的《清

晨，我们踏上小道》，要唱；施特劳斯的

《当 我 们 年 轻 时》，也 要 唱 。 混 声 四 部

合 唱 ，听 上 去 最 有 气 势 ，感 染 力 也 最

强 。 变 化 的 和 声 ，丰 富 了 蕴 涵 于 歌 中

的欢乐主题。明朗的基调在空气里缭

绕，每个人都迎向春光。

熟 得 不 能 再 熟 的 歌 ，他 们 一 遍 遍

地 唱 ，一 次 次 地 体 味 作 品 的 神 采 。 萧

伯纳的那句话恍若萦纡耳畔：“纯音响

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歌曲巨大的

内 在 力 量 ，让 这 些 老 人 眼 前 一 片 光

明 。 这 种 美 妙 的 感 觉 ，也 曾 在 他 们 的

青 年 时 期 出 现 。 时 间 是 看 不 见 的 雕

刀 ，把 生 命 历 程 刻 在 心 上 。 他 们 在 歌

声 中 回 到 从 前 ，思 绪 同 时 陷 在 往 事

里 。 过 去 的 日 子 ，有 泪 也 有 笑 。 身 多

阅历，固然使性格持重，却无法阻抑情

感的风暴卷过心灵的旷野。

一 张 张 挂 满 沧 桑 的 脸 庞 ，吸 引 着

四 旁 的 人 ，不 光 从 音 色 与 和 声 中 欣 赏

演唱技巧，更是走进完全陌生的内心，

体味不同的人生滋味。

唱 歌 的 老 人 们 相 信 ，歌 曲 的 魅 力

同 样 会 传 导 给 新 的 一 代 。 这 种 念 头 ，

得到了真实的证明。有青年人寻着歌

声 来 了 ，停 住 步 子 ，听 上 一 会 儿 ，品 着

跟 流 行 歌 曲 不 同 的 味 道 。 那 一 刻 ，满

眼盈着光。

生活是明亮的。

金 秋 里 ，一 个 好 天 气 。 谷 建 芬 来

了 ，来 听 花 丛 中 的 歌 音 。 日 光 下 的 花

影，映上她含笑的脸。听到《年轻的朋

友来相会》时，轮椅上的她轻轻挥动细

瘦的双手，一下一下，和着自己谱出的

节 拍 。 这 首 歌 诞 生 的 年 月 ，她 和 眼 前

这 些 唱 歌 的 人 ，韶 华 未 逝 ，都 是“ 八 十

年代的新一辈”。没有昂奋的心魄、风

发的意气，不会产生这般明快的节奏、

清新的歌调。

多 少 人 追 想 起 亲 历 的 时 代 ！ 回 顾

与 怀 恋 中 ，歌 声 正 响 过 波 光 摇 闪 的 湖

面朝高处袅绕，传得很远，晴蓝的天空

接 纳 了 它 ，一 直 送 到 云 里 去 。 倾 注 感

情的旋律，好像不是来自作曲家，而是

从歌唱者的胸膛奔淌而出。

谷 建 芬 的 心 上 ，新 的 灵 感 仿 佛 再

次 降 临 。 灵 感 时 常 于 无 意 中 闪 现 ，而

这 恰 在 创 作 激 情 涌 来 的 前 夕 ，尽 管 艺

术家未必有所准备。

围簇的人们，盼她谱出新的歌。

宋 人 咏 月 季 ，有“ 一 从 春 色 入 花

来，便把春阳不放回”之句。花间的歌

声 一 响 ，在 老 人 们 心 里 ，不 放 回 的 ，更

有如梦的芳华。

这 些 老 人 ，不 因 容 貌 苍 老 而 慨 叹 ，

只 寻 求 在 年 华 中 永 驻 的 东 西—— 常 青

的 生 命 之 树 。 一 旦 如 愿 ，他 们 就 立 于

时光之上，并拥有理想的人格。

动 情 的 歌 声 ，让 我 领 悟 超 越 音 乐

的寓意。

合 唱 宛 如 河 水 。 自 源 头 流 出 时 ，

河 身 那 么 狭 窄 ，水 势 那 么 平 缓 。 它 热

烈 地 向 前 奔 泻 ，穿 过 幽 谷 、深 涧 ，不 断

迎 来 汇 入 的 泉 溪 。 新 的 接 纳 ，使 河 身

一天天宽展，水势一天天沸荡，两岸景

观也一天天宏壮。从单声部朝多声部

的 移 变 ，呈 现 的 正 是 这 一 演 进 轨 迹 。

更喻示命运的波折与起伏。

从 歌 曲 中 获 得 欢 情 的 人 ，他 的 心

必定和音符一齐飞翔。

游 梵 净 山 ，是 贵 州 行 的 最 后 一

站，登红云金顶是高潮。

梵 净 山 位 于 贵 州 东 北 部 ，高 耸 ，

苍 翠 ，幽 静 ，圣 洁 ，云 雾 缭 绕 ，宛 如 仙

境 ，被 誉 为“ 名 岳 之 宗 ”，尤 以 最 具 代

表性的山石景观蘑菇石、红云金顶著

称于世，令人向往。

我 们 去 时 正 值 国 庆 长 假 前 夕 ，景

区入口处人潮涌动，人声鼎沸。进山

须在网上预约，按序号分时段进入景

区。我们坐着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环

绕 而 上 ，漫 山 松 林 叠 翠 ，遍 野 竹 影 婆

娑 ，展 现 出 千 姿 百 态 的 姿 容 ，不 时 还

可以看到猴子等野生动物。

下 了 索 道 ，开 始 登 蘑 菇 石 。 登 山

的 1400 多级台阶由木板架成，踏上去

富 有 弹 性 ，缓 冲 平 台 设 计 科 学 ，爬 起

来 显 得 轻 松 。 老 伴 望 而 却 步 ，花 了

500 元 用 滑 竿 抬 着 ，“ 潇 洒 走 一 回 ”。

我 中 途 很 少 休 息 ，一 口 气 登 上 蘑 菇

石。举目四望，一组石柱犹如一朵硕

大的蘑菇，高高耸立在山岭之上。更

为 奇 特 的 是 ，那 石 柱 似 一 摞 摞 书 本 ，

被 人 们 称 为“ 天 书 ”。 传 说 当 年 唐 僧

西天取经返回时，所骑的白龙马穿云

破 雾 ，前 蹄 猛 地 触 及 梵 净 山 ，落 下 一

叠 经 书 ，留 存 至 今 。 美 丽 的 神 话 传

说 ，让 人 浮 想 联 翩 。 走 近 细 看 ，原 来

这 是 砂 质 板 岩 和 石 英 砂 岩 的 方 形 石

柱 ，上 大 下 小 ，由 一 正 方 形 巨 石 错 位

覆盖在另一长方形巨石上，看似摇摇

欲 坠 ，却 顶 天 立 地 ，巍 然 屹 立 亿 万

年。观之，无不惊叹大自然的神奇。

在 蘑 菇 石 下 方 的 平 台 吃 过 午 饭 ，

稍 事 休 息 ，养 精 蓄 锐 ，开 始 登 顶 。 红

云 金 顶 ，因 其 晨 间 常 见 红 云 、瑞 气 环

绕 而 得 名 ，海 拔 2336 米 ，从 峰 脚 到 峰

顶垂直高差 94 米。远眺金顶，恰似农

家蒸饭用的甑子，又像云海中高高耸

起的一个巨大惊叹号，奇险无比。登

顶仍须预约叫号，起初一段上坡路较

宽 ，愈 往 上 愈 狭 窄 ，只 能 容 一 人 通

过。每通过 10 人，便有工作人员站在

路中间把守，待前面的人爬了一程才

予放行。及至后来，须由右侧沿绝壁

上 凿 出 的 狭 窄 石 磴 ，借 助 铁 链 ，手 脚

并用才能攀缘而上，十分惊险。靠着

年轻时进山打柴练就的“童子功”，加

之轻便的旅游鞋给力，我爬起来倒不

觉得怎么吃力，只是两只新手套很快

就被铁链磨破了。有人想打退堂鼓，

上面的景区值勤人员就大声喊着“向

上 爬 ，莫 回 头 ，快 加 油 ”的 口 号 ，登 顶

的 队 伍 也 同 时 喊 起 来 ，一 时 间 ，声 音

在 山 谷 里 回 荡 。 南 岳 衡 山 半 山 亭 有

一副名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须努

力 ；会 心 不 远 ，要 登 绝 顶 莫 辞 劳 。”用

在 这 里 ，也 十 分 贴 切 。 其 实 ，回 头 路

是走不通的。几段陡峭笔直的天路，

逼得你不能停，因为下面的人头几乎

顶着你的后背。尽管素昧平生，但大

家 相 互 鼓 励 ，遇 到 险 处 ，还 会 伸 手 拉

一把。“真不可思议，当初这条路是怎

么修上来的？”喘着大口大口的粗气，

我一边爬，一边想，约莫个把钟头，终

于顺利登顶。

有 人 说 ，红 云 金 顶 是 人 文 景 点 和

自然景观的“聚景盆”。登上一览，果

然 名 不 虚 传 。 那 高 耸 的 石 柱 在 云 涛

雾 海 中 屹 立 于 群 山 之 巅 ，上 指 苍 穹 ，

下临深渊。正中有一条幽深的峡谷，

将 金 顶 一 分 为 二 ，名 曰 金 刀 峡 ，中 有

天 桥 相 连 。 左 右 各 有 庙 ，还 有“ 万 卷

经 书 ”“ 金 盆 洗 手 ”等 景 观 ，令 人 目 不

暇接。流连峰顶，只觉透心的清爽与

舒畅，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 老 爸 是 今 天 登 上 金 顶 的 人 中 年

纪 最 大 的 ！”看 着 毫 无 疲 态 的 我 ，孩

子 笑 着 说 。 身 旁 的 游 客 询 问 我 的 年

龄 ，我 笑 着 作 答 ：“ 昨 天 过 了 73 岁 生

日 ，刚 进 74。”他 们 纷 纷 向 我 伸 出 大

拇 指 。

□ 刘 潇

雪“印”西安

□ 黄骏骑

梵净山登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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