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千年多年前，大禹借助与涂山女联
姻，召命诸侯，劈山导淮，治理水患，安定天
下，在涂山留下众多人文遗迹和历史传说。

从怀远涂山南面踏过一段崎岖的山
路，映入眼帘的是一道水流潺潺的峡谷，岩
壁上刻着“启母涧”三个大字，该涧因大禹
的妻子涂山氏女而得名。沿着启母涧清澈的
溪流溯源而上，时而在窄窄的木质台阶上与
游人摩肩接踵，时而踏上凸凹不平的石阶亦
步亦趋地向山上攀行，由于山势陡峭，每攀
爬一步都觉得有些力不从心。
据说，这条险峻的栈道一共修琢1314个

台阶，寓意大禹和涂山氏女的爱情一生一世
忠贞不渝。此时此刻，攀登山路的艰难跋涉，
让我联想到那个水患连连，原始简陋，民不
聊生的远古时代，大禹和他的子民们该度过
了怎样的艰辛岁月。当我与游人鱼贯登上涂
山绝顶，走进禹王宫的一刹那，一种肃然起
敬的庄严和肃穆油然而生。
禹王宫，俗称禹庙，庙前耸立一尊高大

的石碑，碑上刻着古朴苍劲的“有夏始祖之
庙”，该句乃摘录司马迁的《史记》。禹王宫始
建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相传汉
高祖刘邦统军镇压英布，路经涂山，饱览大
禹遗迹，为使后人永远怀念这位先贤治水之
功，就下令在涂山顶峰建造了禹庙。据载，唐
代时，禹王宫就已有道士居住,一位叫李慎
羽的道长，从长安引进石榴种植于涂山当
地，由于这里气候和水土适宜，时至今日怀
远石榴名扬天下。

禹王宫现占地3400多平方米，坐北朝
南，按八卦方位排列，共有十个院落，有钟
楼、鼓楼各一幢，殿宇房室40余间。禹王殿为
歇山顶式建筑，屋面原为绿色琉璃瓦，今覆
以青瓦。殿内正中奉祀大禹彩塑巨像，皋陶、
伯益配祀左右。禹王宫主体建筑共有五进。
其中，第二进里殿北东壁间嵌有苏轼书《涂
山诗》石刻。第三进是禹王殿，殿内悬有木刻
诗画数轴及楹联多幅。苍龙阁前现有一株雌
雄同株的垂乳银杏，生机盎然，果实无核，堪
称一绝。
走出禹王宫大殿，即将日上中天，我来

到大殿北面的朝日崖，这是涂山观日出、看
云海的绝佳之所。此崖君临大涧，其下悬崖
峭壁，异常陡峻，石上镌刻“朝日”二字，相传
为明代理学家朱熹所书。伫立朝日崖眺望山
崖下素练一样缓缓流淌的淮河，不禁心潮起
伏，远山和近水，城市和村庄，田园和阔野，
将古老的珠城大地氤氲成一幅幅壮丽的画

卷，令人流连忘返。
在涂山之南的半山腰上，有一尊巨石如

慈祥的妇人端坐于山崖上，这就是传说中的
启母石，亦即望夫石。相传大禹娶了涂山氏
女，婚后三日便远离家乡治理水患去了，曾
经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别十三载从未回家与
妻子共享人伦之乐。涂山氏女每天在半山腰
向南眺望，苦苦地盼着丈夫归来，可是，望穿
秋水不见夫君。由于朝思暮想，精诚所至，终
于化而为石，孤独地守望于昔日约会的老地
方，望夫石因而得名。明代才俊邑贤袁赋诗
云：“涂山之国临淮海，山中石母几千载。苦
历冰霜不事妆，任教风雨颜无改。独坐崖头
望百川，怀襄疏濬为桑田。平成底绪非无日，
不恤三过实母贤……”。由此可见，古往今来
的游人在凭吊大禹的同时，必然要对这位慈
善贤能的开国母后致以敬仰和赞美。
安邦石和定国石乃是涂山著名的奇石

之一，禹王宫偏东南，位于神马涧和石婆婆
洼之间，在林木掩映的巨石上刻有稳健的

“安邦”两个大字，即是“安邦石”；禹王宫北
偏西蛇倒撑洼与佟洼之间，一巨石兀立道
旁，上书刚劲有力的“定国”大字，即是定国
石。从安邦石向南俯视可观赏到淮、濠二水
波光萦回的浩荡之美，从定国石向北鸟瞰可
饱览涡口、怀城(怀远)如火如荼的繁华
景象。据载，安邦、定国墨迹，出自宋
代大文豪苏东坡之手。东坡崇敬
大禹精神，安邦定国乃颂扬
大禹这位华夏始祖治理水
患，安定民心，天下升
平，国泰民安的丰功伟
绩，开创了夏王朝四百

余年的伟大基业。
涂山的圣

泉和灵泉同样

吸引着游人驻足观瞻，这两口名泉不仅有史
料记载，更有美丽的民间传说撩动游人的
心弦。据清嘉庆《怀远县志水利志》所载，

“涂山西侧有圣泉，旧志云一名灵泉。”宋代
大学士宋濂在《游荆涂二山记》中有：“微径
有灌莽，抵石罅，储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
芡，日圣水亭，取水以雨多验。”又有嘉庆

《怀远县志域志》引用康熙《凤阳府志》曰：
(禹)庙西下陡峻处有灵泉清莹，四时不竭，
遇旱祷雨，泉边辄应。故镌石曰灵泉。

至于这两口泉水的来历却源于美丽的
民间传说，相传圣泉和灵泉是涡水和淮水
中河蚌仙姑的化身。河蚌仙姑对淮河水怪
无支祁贪婪成性、兴风作浪、谗害百姓、殃
及天下的恶劣行径，深恶痛绝。在大禹治水
大军与水怪无支祁殊死决战的关键时刻，
水怪施法，水源断绝，饥渴难忍。为救禹王大
军，两位仙姑不惜牺牲自己的酮体，用灵魂
化成两眼深邃而澄澈的清泉，助阵禹王终于
消灭了水妖无支祁。圣灵二泉恪守涂山腹
部，年年岁岁目送淮水东流。泉上摩崖石刻

“圣泉”二字，相传出自大文豪苏轼之手；圣
泉南侧峭壁上“灵泉”二字，相传乃宋代濠州
太守刘仲光题刻。据说，宋代建有“祷雨祠”，
元代建有“圣水亭”，体现了地方官员为百姓
求雨祈福的良苦用心。另据科普资料显示，
圣灵二泉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用其泡煮涂山云雾茶，芳香萦绕，唇齿留韵。
位于白虎崖下的悬崖峭壁上镌有“旷览

平成”四个大字，据载，是清代杰出的书法家、
篆刻家邓石如的墨迹。邓石如自幼聪颖，大
器早成，20岁就赢得书坛权威、经学大咖、金
石名家和文坛泰斗的一致盛赞。他是“篆、
隶、真、行、草”诸体俱全的书法大家。邓石如
钟情于古老的涂山文化，崇尚大禹精神，游
历涂山时留下这大气磅礴的笔墨瑰宝。“旷
览平成”字体沉雄朴厚，笔触独到精深。旷
览，即放眼远望，高瞻远瞩。平成，即地平天
成。古籍显示，该句出自《尚书.大禹谟》，舜
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事永
赖，时乃功。”《孔传》诠释云：“水土治，曰平；
五行叙，曰成。”果不其然，笔者登临涂山极
顶，远眺山川大地，田园风光，楼宇村舍，如
诗如画，一览无余。
置身涂山文化语境，总有看不厌的历史

掌故，赏不尽的人文景象。这里文化积淀深
厚，历史遗迹数不胜数。诸如大禹召会诸侯
议事的古村落禹墟、劈山导淮留下的杰作荆
山峡、悲怆孤绝的卞和洞、人仙和美的狐仙
洞、佛教圣地三皇庙(三圣寺)、天下第七泉白
乳泉、美丽的传说凤凰池、震慑诸侯的上下
洪、荆山古城遗址，以及诸神徜徉的卧仙石、
涂山氏女生育夏启的台桑、大禹和涂山氏女
恩爱相随的鸳鸯石、象征大禹与涂山氏女爱
情之美的候人兮猗、历代官员朝拜大禹的歇
马亭和拴马石等等，不胜枚举。

三国的曹操父子、唐代的柳宗元、宋代
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明代的朱熹等名
流宿儒，均在此留下众多赞美涂山、歌咏大
禹功德的妙词佳章，为涂山积淀了深厚的
文化底蕴。虽逾数千年风雨洗礼，却仍然久
盛不衰。
这些关乎家国大计、关乎子孙后代、关

乎民族未来的人文元素，如同源远流长的
淮河神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瞻
仰、传承和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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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滟青青山着墨，一览湖光风作笔。波纹映霞霞不知，心中泛
起涟漪。
从霍山县著名的网红大桥双湾大桥前行约6公里，便看到霍山

非著名景点——— 仙人湖的路牌了。
说它是霍山县非著名景点，我觉得一点也不冤。毕竟和霍山县

境内的南岳山、佛子岭水库景点来比，它并不出名，可能也只有霍
山少数人熟悉。就连我这个土生土长三十几年的本地人也是偶然
才发现。

谈起偶然，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我们一家准备驾车从霍山县
经开区往黑石渡方向来个一日游。在一个极窄的岔路口边，发现了
一块小小的蓝色牌子，上面写着“仙人湖”。在好奇心的强烈驱使
下，我便开上了这条曲折的小路。

曲径通幽，路的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空气中则弥漫着淡淡
的草香与清新的竹韵。车子沿着小路缓缓前行，仿佛是在绿海中遨
游。
林尽水源，小路突然变得开阔起来，在一个下坡的转角处，一

座静谧的湖泊呈现在眼前。湖面碧波荡漾，阳光洒在湖面上，如同
点点碎金，美得让人心旷神怡。湖周围被墨染的山峦环抱，连绵起
伏，倒映在水中，形成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画面。湖边停靠了几艘
小船，几位游客正在悠闲地垂钓。湖中央，一只野鸭飞翔着掠过湖
面，为这宁静的景色平添了几分生机。

闻香止步，呼吸着湖上飘来的草木清甜，感受着大自然的馈
赠。我们漫步在湖边，悠悠然欣赏着。湖岸边，树木的嫩枝随风轻
摆，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仙人湖的故事。脚下的木板栈道偶尔发出
吱呀呀的声响，为这宁静的午后添上生动的音符。

我默默地闭上眼睛，静享着大自然才能发出的协奏曲。妻子看
到我这样，则在一边打趣地说道：你平时到了某某名山，又是感慨
万千，又是吟诗作赋。怎么今天到了这儿，反倒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霎时间，我的脸一红，像极了做错事被逮住的孩童。但转念一
想，妻子的话不无道理。这座山，这片湖，像是大自然无意间搭起的
一个舞台，没有观众，没有掌声，只有清风和阳光作为最忠实的观
众。它们静静地观赏着，不喧闹，不张扬，只是存在，只是展现它们
最真实的一面。

由境及人，我们生活中的种种竞赛与追逐，让我们蒙眼奋力向
前，有时候却只是为了赢得一声赞许。而在这无尽的追求中，我们
或许已经遗忘了初心，迷失在他人评价的迷宫里。赞誉与肯定化为
了我们心中的蜃景，引领我们不断地在他人设定的路线上航行，哪
怕那并非我们真正渴望的方向。我们可能为了迎合他人的目光，隐
藏了真正的自我，将梦想和热情束之高阁，仅仅为了换取那些虚无
缥缈的认同……

我曾自诩怀才不遇，但现在我明白，与其等待世界发现我的才
华，不如我自己去开拓一片天地。与其在无休止地比较中消耗自
己，不如专注于精进技艺，让作品说话。只有当我们真正为自己而
活时，才能发现生活本应有的色彩，以及那份属于自己的辉煌。

我渐渐睁开眼睛，看着眼前的湖面，波光粼粼，如梦似幻。湖面
倒映着我普通的面庞。那是我吗？但……那不正是我吗？

阳光渐渐西斜，湖面上的金色波光也随之变幻成红色的霞光，
仿佛为我们的旅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车子缓缓驶离，仙人湖也
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中。但我知道，这个偶然发现的非著名景点，
将会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地标，提醒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要
保持初心，活出真我。
从那时起，我就告诫

我自己，不要忘记欣赏身
边的风景，不要忘记倾听
内心的声音，不要忘记，我
们其实一直在追求的幸
福，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
平凡的瞬间。

仙人湖
赵 昊

拜谒涂山
许玉军

当我途经宣城时，细心的朋友特意
为我安排了在敬亭湖宾馆小住一晚。次
日清晨五点，我从睡梦中醒来，来到宾馆
后门的敬亭湖公园锻炼。沿着湖边漫步，
只见湖面上水汽蒸腾，如雾如烟，朦胧
中，拱桥和曲廊仿佛海市蜃楼般在微红
的晨光中若隐若现。我一时有些迷失了
方向，便打开手机导航，才发现自己竟站
在敬亭山东大门旁。此刻，李白的《独坐
敬亭山》不由自主地在我脑海中浮现：众
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
有敬亭山。在我的印象中，皖南的山峦虽
不一定雄伟，但必定小巧玲珑、精致无
比，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十分契合。

敬亭山东大门处，有一大一小两座
门坊，均为后期重建，上面分别刻有楚图
南、欧阳中石题写的“敬亭山”以及刘夜
峰题写的“江山如画”等字样。沿着宽阔
的柏油路前行，道路两旁的茶园在薄雾
中显得格外翠绿，想必敬亭山的茶叶品
质一定上乘。大约走了十分钟，便到了公
园大门，一块大石头刻着“敬亭山国家森
林公园”。
公园的管理十分人性化，大门的伸

缩门特意开了一个闸口，以便百姓们清
晨入园锻炼。公园八点开始售票，门票价
格为60元，也不算便宜。

我并不想进入公园，公园里锻炼出
来的人告诉我，上下山只需40分钟。我
最终还是下定决心，一探究竟敬亭山，更
要去看看李白曾经独坐的山峰。山路宽
敞且坡度平缓，沿途有竹海、双塔寺、相
思泉等景点。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登上
山顶，寻找太白曾经独坐的制高点。为了
纪念诗仙，人们在山上修建了太白独坐
楼。站在山顶，视野极为开阔，颇有“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在太白独坐楼的楼下，住着一位看
门的老人。我对他说：“老人家，您在这山
上居住，空气清新，还能与诗仙神交，真
是有福气啊，肯定长寿。”老人笑着回答：

“这里唯一不方便的就是买菜，偶尔有朋
友上山，才能一起喝上两杯。不过，上下
山买菜确实不太方便。”看他喝酒的样
子，还真有几分诗仙的神韵。遥想当年，
李白是否也曾在此处独酌，望着悠悠天
地，独自落泪呢？
我沿着原路下山返回，途中偶遇一

位出差到宣城的同龄人，他也是慕名而
来。我们边走边聊起李白的一生，感慨万
千。李白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波折，但
他的精神世界却无比丰富和充实。他的
浪漫主义风格作品，千古流传，他也被誉
为“诗仙”，堪称千古奇人，仿佛是文曲星

下凡。
那个时代

要说文曲星，除
了李白还有一位大
家，那就是王维，历史
总是如此有趣，他们俩
都和敬亭山下安葬的玉真
公主有交集，玉真公主是唐
玄宗胞妹，16岁出家，研习道
教。玄宗喜欢这个妹妹，妹妹又
喜结交文人雅士，玉真公主推荐
的，玄宗基本委以重用，李白号称
诗仙，性格放荡不羁，得罪权贵。王
维号称诗佛，自然更得玉真公主赏
识和推荐，但是安史之乱影响王维。
李白七次登临敬亭山，独坐敬亭山，
可能也是诗仙对山下玉真公主的反
思。
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安

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样几句诗，我尤为喜爱，展现了李白
蔑视权贵、追求自由和尊严的高尚品格
与精神境界，也反映了他对自由人生和
理想境界的执着追求。在当今时代，我们
更需要李白这样的人，守住人生底线，拥
有浩然正气的品格，勇于追求自己的梦
想。

敬亭山随访
汪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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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旅 视 窗

自今年三月初，我为了写一部较长的作
品，来到上海小女儿这儿小住。前天，合肥老
家侄子打电话来，说“二妈今天早晨走了”。
二妈，其实是他们的母亲，因为她的丈夫、我
的堂兄徐本金，行二，孩子们都习惯这么称
呼她。
我的这位二嫂王韵荷，当涂县乌溪镇

人，1936年生，今年虚岁89岁，也算高寿了。
二哥比她大三岁，80岁那年与世长辞。这一
下，夫妻二人可在冥府团圆了。
当涂县人，为何能与合肥城郊乡下人联

姻？因为我的大伯父自解放前夕开始，便在
芜湖大砻坊经营手工织布，手下有几个织
工，徐本金在列。王韵荷故乡乌溪镇距芜湖
不远，家境不好，也没读什么书，十六七岁便
到大砻坊织布聚集区学“打纱”(织布前的一
道工序)，这样就与我二哥相熟、相知，继而
谈起了恋爱，1954年在芜湖结了婚。

1956年安徽大水，芜湖水头更大。二哥就与二嫂回合肥故乡、距合肥小
南门15公里的三十庙来了。确记得，二哥一副担子沉沉地挑回他俩的家当，
二嫂也手提肩挎，兴冲冲地来到了婆家。
那时二嫂20岁，一米七的个头，丰满白皙，面孔俊美，剪着齐肩的二刀

毛，每天早晨都刷牙，糯米小牙洁白闪光。这一下，顿将三十庙女界比下去
了，邻人们都夸赞：“徐本金娶回了一位七仙女！”
大伯父也回合肥老家来了，大伯母早逝，一家就三口人过日子。我的二

哥一字不识，最大优点是身体结实、干活卖力、为人老实厚道。小家自然由
二嫂当家。其实家里一贫如洗，住屋更是逼仄，也无什么家底可“当”。但是，
二嫂毫不嫌弃，随遇而安，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二嫂毕竟出身农村，又加实际锻炼，凡农活中妇女常干、能干的，诸如

栽秧割稻、耘田锄地、兴菜养鸡、采摘点缀，全是样样精通。更关键的是，她
为人谦恭，紧睁眼，慢开口，甚得众人喜欢；加之她精明睿智，同人交易时，
别人还在计斤较两，她心里已把钱数算出来了。如此，二嫂自然在三十庙立
住了威势。
彻底扭转二嫂命运的，是在1960年春天。老一辈人都记得，那是共和国

饥馑最难熬的岁月。由于二嫂精明、能干，不知哪位领导高看，封她为三十
庙(汤店大队一队)“食堂主任”。

农村食堂继1958年秋天“吃饭不要钱”的短暂红火之后，每况愈下，到
1960年春已是难以为继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嫂就是再精明、再能
干，但她变不出米来，因此食堂的米糊也日渐更稀了。左邻右舍也相继倒下
了不少人。有一天，50多岁的村人王廼贵(我们喊他“王四爷”)，手持一个装
糊糊的大瓦盆，一边说着孩子们如何喊饿，一边突然向二嫂跪下磕头。
俗话说：男人膝下有黄金。王四爷这么一跪，立刻惊呆了众人。二嫂泪

如雨下，扶起了王四爷，无语凝噎。
那天我也在场。王四爷饿得头昏眼花，难以找到救世主。他向二嫂下

跪，实在是跪错了对象：二嫂一不是队长，没有掌握任何权力；二不是会计，
管不着饭票发放；三不是炊事员掌控勺把，谈不上给多给少、给稀给稠。二
嫂自己也在挨饿，孩子嗷嗷待哺，而且她的公公、我的伯父，还有我们共爱
的老祖母，也早已永远躺下。
但是，三十庙一些不满二嫂、嫉妒二嫂的人，这一下找到了着力点：你

能，你能，这一下，你对三十庙人犯罪过了吧！从此，二嫂安心做一个农妇，
无世无争。

二嫂比我大四岁，待我甚笃。她从心底深处崇拜、敬重读书人。我看重
二嫂的关键之处在于：她忠实履行为妇之道，其中之一便是繁衍后代，慎
教子孙。她和二哥终生和谐相处，生下四男二女：四个儿子高大健壮，两
个女儿美丽厚道，都受过初高中教育。孙辈共有十多人，出了三个大学生
和一个研究生，在三十庙形成了一个为人称道的族群。

我的祖籍在合肥德胜门外二十埠，明珠广场附近。始祖明洪武初年便
由南昌来到合肥，将近800年繁衍不足2000人。我是二十埠近年所修《徐氏
宗谱》的主编。我在序中号召
徐氏后代夫妇：尽可能多生儿
女，多育子孙。因此，我特别敬
重二嫂。虽然她现在日子好
过，但我每次返回总要给她千
儿八百零花钱，以示慰藉，数
十年如此。
永别了，敬爱的二嫂：王

韵荷。

二

嫂

徐

航

在六七十年代，农村出生的孩子们普
遍读书较迟。我初中毕业那年，已经年满
十六周岁了。时值风华正茂的年龄，正是
励志苦读的岁月，而我却似乎从此走到了
求学的尽头。那一年，我中考落榜了。

麦收时节，我带着无限的沮丧，无边
的落寞，回到老宅那几间土坯房里。当年，
我和多数同窗毕业生一样，愿望是能够考
取本县的一所中专师范学校。在那时，能
考上中师便可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成
为拿国家工资的人。这是广大农村没有背
景的孩子们摆脱农耕生活的一条捷径。
而我，却没能翻过这道坎，在预选的第一
关就被刷了下来。

竞争是残酷无情的。当被预选上的
同学们继续挑灯夜战的时候，我却像泄
了气的皮球，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父
母身边。班主任老师也曾登门安慰过我：

“不要灰心丧气，你的最大弱点就是学习
偏科。要趁着这个暑假补习一下弱项，秋
期还有复读的机会，争取明年取胜！”绝望
中的我，又看到了一丝希望。

毕业正逢收麦季。天刚蒙蒙亮，母亲
就喊我起床，她说：“书读不进去了，就别
往死胡同里钻了，马上帮你伯(父亲)收麦
子去。”我“嗯”了一声，母亲似乎没有听
见，又加大嗓音催促了一遍说，“你伯已经
起五更去南湾收麦子了，你不要磨蹭了，

抓紧起来赶过去帮帮忙。”我已经没有任
何推辞的理由和勇气了，草草洗把脸，拿
了一块凉馍，带上父亲头天晚上磨好的镰
刀，灌满一壶井水就匆匆出发了。

顺着弯弯曲曲的湖畔小路，我走了
接近二华里，来到南湾。站在田头一看，
很大的一块麦田，麦子已被父亲收割了
将近一半。父亲像一个不知疲惫的机器
人，猫着腰佝偻着背，左手揽着一把麦
子，右手挥舞着镰刀，双手联动，左右开
弓，只听他身边不断发出“嚓嚓”声响，身
后的麦捆子数量便不断地增加。看着那
一排排摆放整齐的麦捆，我心中顿时涌
出异样的感受，既有丰收的喜悦，又有对
父亲辛勤劳作的怜悯。只顾低头割麦的
父亲，额头上那几道深深的皱纹里饱含
着汗水。两鬓已经斑白，人生的年轮已转
过六十大圈。我内心深处忽然一阵隐痛，
如若自己以后不能改变命运，便会像父
亲一样终生窝在这田墒沟里。只能接过

父亲的镰刀和锄头，年年岁岁、周而复始
地过着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想到
此处，心头便涌上一股莫名的悲凉。

太阳爬过树梢，照在金灿灿的麦田
里，瞬间，大地就像下了火似的。看着挥
汗如雨的父亲，我已没有心情再去欣赏
眼前这幅优美的丰收画卷，忙着从水壶
里倒出一杯凉水来，递到父亲身边，亲切
地喊了一声：“伯，喝点凉水再割吧！”父
亲应了一声，又连续割了两捆麦子，才咕
咚咕咚地把那杯凉水一饮而尽。父亲全身
被汗水浸透了，像刚淋过雨似的。他撩起
衣襟擦了一把脸，无奈地看着我说：“没考
上学就算(认)了，咱家老几辈子都是种地
人。只要实打实做事，干哪一行都能弄碗
饭吃。”
待我把麦捆子拾掇差不多时，父亲已

把整块田麦子收割完毕。我心想，此时的
父亲一定是很累了，肯定会坐在地头歇一
歇的。万万没想到，他老人家刚放下镰刀，

就开始拿起扁担，展开担绳，把一捆捆麦
子码在担绳上，熟练地用担绳把麦垛勒
紧，而后插上扁担，一担一担地往家运。高
高的麦垛子遮住了父亲单薄的身影，只能
看见两垛麦子同时起步，沿着我们来时的
路缓缓地向家的方向移动着。一趟又一
趟，父亲那浅色衬衫的双肩被汗水和扁担
磨成了深褐色。火辣辣的阳光烧灼着父亲
青筋暴起的手臂，蒸腾的汗臭味散发在空
气中。父亲喘着粗气，头和脸上的汗珠子
成串往下掉。

父亲没有叫苦。他挑完麦子，放下扁
担，解开上衣的纽扣，用凉水毛巾擦拭了
一下肚皮和脊梁，感概地说，“老天保佑我
们农民，今年麦子大丰收。家家户户粮满
仓，人人都能吃上白面大馍！”
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朴实善良、任劳任

怨、容易知足的老农民。尽管他的付出和
收入不成正比，也从不斤斤计较和怨天尤
人。他总是默默无闻地行走在一条情非得
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

一年又一年，麦子黄了又黄。如今，父
亲已离世十多个年头了。每当麦收的季
节，我总要抽空到田间地头转一转，感受
一下农人的辛苦和丰收的喜悦。虽然当今
农村已实现了机械化收割，但从大片成熟
的麦地里，仍然能看到躬身劳作的父亲的
影子。

麦 收
史云喜

一首旋律优美、脍炙人口的《康定情
歌》,一经问世便风靡全国，成为家喻户
晓人人会唱的经典民歌。歌里讲述的一
座山、一朵云、一弯月、一座城，一个男人
和一个女人的故事，让无数少男少女痴
迷、甚至癫狂。它唱迷了青年人，唱醉了
所有人。于是，康定，这个充满神秘和浪
漫的地方，神奇壮丽的自然风光，璀璨悠
久的康巴文化，成了无数人遐想万千，无
比向往的圣地。

我的西藏之旅，在饱览过泸定的磨
西古镇风情后，迎着秋日斜阳，车行2个
小时便进入了康定县。一到康定，心便在

秀丽的自然景观、动人的美丽传说和浓
郁的民族风情中沉醉。

康定在历史上属于羌地，和成都平
原紧密连接，三国时期称为“打箭炉”，一
听就是和弓箭有关。在蜀汉时期，诸葛亮

南征孟获，遣将郭达到康定造箭而得名。
相传郭达将军昼夜造箭三千支，为诸葛
亮南征的获胜提供了保障。造完箭后便
乘仙羊而去，后人为纪念郭达造箭功绩，
就把康定城东一山取名为郭达山。在清
咸丰年间，还在郭达山下建有郭达将军
庙，造炉打箭的地方也就成了康定最早
的名字。康定也是川藏咽喉茶马古道重
镇，藏汉交汇的中心，自古以来就是康巴
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的中心
和交通枢纽。康定这个名字是取康定安
宁的意思，而在藏语中称康定为打折多，
意为打曲(雅拉河)折曲(折多河)两河交
汇处。而穿越康定城的河就是折多河，河
水湍急奔流，气势磅礴，雄浑中彰显着壮
美，有了这条河的点缀，让整个康定城都
充满了活力。

在我走过的州府所在地城市中，康定
是我见过的最小城市了，可以用袖珍来形
容，整个小城就坐落在高山峡谷里，雅拉
河汇入折多河后由西向东穿城而过，因为
落差大，水流湍急，掀起层层白浪，这也是
我见过的比较有气势而又有着地域特色
的河。所有建筑都沿着山脚依山临河一字
排开，街道狭窄，整洁干净，精致高雅。楼
房体现藏族的建筑特点，红、黄、白相间，
色彩鲜明，与青山流水、雪峰和蓝天白云
交相辉映，构成一副美丽的高原小城山水
画卷，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东

大街的河对面就是郭达山，挺拔险峻，直
刺蓝天，数朵白云环绕山峰，停滞不动，恍
若仙境，这便是有名的“郭达停云”景观。
近处的一座小山上，可见许多佛像，挂有
经幡，迎风招展，尽显着庄严与神秘。折多
河两岸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就像藏族少
女披散的秀发。漫步城中，沿着折多河自
东向西逆流而上，观赏着山城的美景，下
桥、中桥、上桥、将军桥横跨折多河上，桥
下水流湍急，卷起层层雪浪，形成“四桥雪
浪”的奇特景观。如果说跑马山是伟岸、彪
悍、奔放的康巴汉子，英俊潇洒，让人心
动而爱慕；那么，康定城就是温柔、美丽、
活泼而又不失野性的藏族少女，妩媚动
人，令人喜爱而迷恋。

夜幕降临，灯光璀璨，康定的夜景，
柔美而又妩媚。漫步折多河畔，看河水滔
滔，奔流不息，此时的折多河水用它的激
情向你讲述一个灵动的康定。“黑黑的天
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山腰上，
清辉色的荧光，绚烂皎洁，让你恍如置身
于唯美的童话世界里。星星点点，向你讲
述一个柔美的康定。藏式的建筑，古朴的
吊灯，三五成群的游人，或悠闲徜徉，或
打卡拍照，这使我感受到康定比其他藏
区城市的热闹。

在城中心的情歌广场，在《康定情
歌》的优美旋律中，人们载歌载舞，在尽
情地跳着锅庄舞。在青稞美酒的浸染和
情歌的陶醉下，人们变得格外亢奋和多
情。灯光映红了藏族姑娘美丽的脸庞，带
着几丝羞涩和兴奋；情意绵绵的康巴小
伙眼里流露出渴望和激动。旋转的舞步，
向你讲述一个幸福的康定。回到客栈，折
多河的流水和着《康定情歌》的旋律，回
响在耳旁，睡梦中游走在木格措，游走在
跑马溜溜的山上……

夜宿康定
许道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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