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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采风记”

风乎犍为，咏而归

芭沟印记

■
刘
春
林

初冬，随犍为县作家协会采风组一
行，再次走进芭蕉沟，这个生我养我，让
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漫步芭蕉沟的大街
小巷，尽管寒风习习，但故土的山山水
水，一草一木都温暖着我的记忆。

沿着布满青苔的石阶，再一次来到
我曾经住过的老屋。老屋是上世纪50
年代的苏式民居，因房屋呈三角形结构，
当地人形象地称它为“三个脑壳房子”。
镇上共修建了三十多套这样的民居，是
整个镇最上档次的。当时，要有一定身
份的人才能住上。

静静伫立老屋前，熟悉而又陌生。
一米阳光透过尘封的记忆倾泻在灰色的
墙上，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浮现在眼
前，我仿佛又听到院子里发小们的嬉戏、
欢笑声。那棵高大开满槐花见证了无数
欢声笑语的杨槐树早已不见踪影，杨槐
树四周曾经是院子里大人小孩的聚集

地，大家聚在一起，要么侃大山，要么打
扑克。每到饭点，邻居们都喜欢端着碗
去树下吃，碗里有什么好吃的菜，相互分
享。一到夏天的夜晚，青青的槐树下，邻
居们抬根小板凳，围坐在一起，摇着蒲
扇，一边拉家常，一边纳凉。一年又一
年，一天又一天，我们就在那棵杨槐树下
慢慢长大。而今，随着小镇旅游开发，见
证我们成长岁月的老屋，已改造成供游
人参观居住的风情酒店。

漫步新中街，这儿曾是芭蕉沟商贸
中心，尽管只有百米长，但也热闹非凡，
供销社、食品站、照相馆，一应俱全。儿
时的我时常约上三两个小伙伴来这里逛
街，去补鞋店买上一根橡皮筋跳绳，去小
人书摊看小人书，拿着过年钱和朋友凑
份子进饭店喝羊肉汤，跟着母亲去供销
社扯花布做新衣服，进照相馆照张全家
福……如今，补鞋店、小人书摊、照相馆

早已消失不见，但摩肩接踵的游客还在
继续着曾经的热闹与繁华。

谁曾想到，在这大山深处，曾孕育出
诞生于抗战烽火岁月的嘉阳煤矿，为抗
战军需和新中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谁又曾想到，当年热闹非凡的小镇，随着
矿井资源的枯竭而衰败，却又因旅游开
发凤凰涅槃。

“许多事物在我们眼前老去了、消逝
了，可是，我想，许多似乎已经时过境迁
的事物最后会显得新鲜，强有力和永恒
……”的确，隐藏在嘉州之南大山深处有
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芭蕉沟，其特色
民居，流淌着红色印记的小镇，有太多太
多令人眼前一亮的文旅元素，在社会的
高速发展中显得格外新鲜，也将会吸引
更多人的眼球。

每次回到芭蕉沟，都是对过去的检
索和对未来的期盼。

■ 张建红

■ 朱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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桫椤湖风情

■
刘
开
全

桫椤湖，一个充满古朴与原始气息
的处所，一个激荡活力与神奇的地方。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浸透着一种灵
性，几许飘逸，几多温婉；这里的草木，这里
的鸟兽，带给人们一份欢欣，无尽遐思……

养在深闺人未识。沿湖两岸，随处
可见与恐龙同时代的蕨类植物——桫椤
树。微风轻送，竹影婆娑，桫椤摇曳；山
泉叮咚，瀑布飞溅，百鸟起舞。桫椤湖始
终以闲情、从容的姿态，静候着山外游客
的到来。

无论是烟雨迷蒙的清晨，还是艳阳

当空的正午；不管是万物复苏、百花盛开
的春夏，还是凉风习习、残阳夕照的秋
冬，约三五友人，泛舟桫椤湖，尽情感受
大自然的平和奇特。那种远离尘嚣的感
觉油然而生，让你忍不住要惬意放歌，化
身在这美丽的山水间。

多少岁月多少事，荣辱兴衰烟波
里。走过孤寂冷清的马庙古碉堡，走进
见证了历史繁华与没落的清源场，再来
到“风景这边独好”的青龙沟，奋力爬上
108级石梯垒成的“好汉坡”，浑身的热
气与峡谷凉爽的气息相融，让人神清气

爽，所有的烦恼与不快，全都抛向了九
霄云外。

站在清源场的河岸，极目眺望，思绪
随着河水流动，你会觉得对岸的“百图画
崖”似乎也活了起来。你看，那龟兔赛
跑，两只老鼠，三羊开泰，凶猛的鳄鱼，威
风凛凛的猴王，个个形态各异，栩栩如
生，好一幅“百兽聚会图”！再看那李白
吟诗，童子拜月，渔舟唱晚，每处都是匠
心独运，巧夺天工，好一幅写意山水画！
真是让人越看越有味，越思越无穷。

风乍起，吹动一池湖水……

▼编者按

11 月 28 日至 29 日，犍为县
作家协会组织会员20人，先后走
进该县寿保、罗城、清溪等镇，开
展采风活动。在碧波万顷的茶
山，感受新农村变化；在古老的
罗城，体验慢时光；在桫椤湖荡
舟，观烟雨蒙蒙；在芭蕉沟风情
小镇，捡拾过去的芳华……有感
于家乡土地的发展与变化，参与
采风的会员以散文、随笔、诗词
的形式，记录下此次珍贵的冬日

“采风记”。本期海棠版特选登
采风活动部分会员的作品，以飨
读者。

11月28日，恰逢冬天难得的一个晴好
日子。

上午9时，采风组一行从县城驱车前
往河东，来到高铁犍为站。豪华大气的高
铁站，令人耳目一新。走进站内参观，只见
候车大厅轩昂宏伟，南来北往的旅客进进
出出，非常热闹，和谐号高铁滚滚的车轮声
把犍为的信息传向四方。

上午10时20分，我们来到寿保镇旺家
村茶山。这里是个好地方，只见茶浪翻滚，
碧波万顷，绿色的茶园连绵起伏，延伸至远
山深处。目光所到之处，青山苍苍，天清气
朗。茶山在大地上划出优美的线条，给人
以层次感。大山如父亲，绿色的茶浪就是
父亲整齐的发型。小山丘则是母亲，被农
民梳理描绘的一级级的波浪，就是母亲美
丽的发髻。漂亮的油沙路在逶迤的茶山间
盘旋，在这空旷的天地里，走在乡间的小路
上，一种惬意感油然而生。旺家村因地制
宜，如今拥有茶山5000亩，村民依托茶产
业走上了致富路。

旺家村一组的张君囯，以前是村里的
贫困户。如今脱贫后，家里面貌焕然一
新。只见一栋漂亮的小楼房宽大整洁，房
顶上的红色琉璃瓦喜庆引人注目。93岁
的老人张君国双目失明，但身体结实，精神
饱满，他喜滋滋地说，感谢党和政府让他脱
贫致富，如今，一家人过上了好日子。和老
人交谈间，他的儿媳妇给我们端上一杯热
茶，激动地说，他们一家人靠茶产业年收入
已达到5万元。

下午 2 时，采风组一行来到罗城古
镇。该镇相关负责人告诉大家，该镇正在
着力打好“船形街”这张牌，文旅兴镇给古
镇带来生机。如今，这里每天游人如织，今
年国庆期间每天接待游客达2万人以上。

接着，我们游览了古镇新近打造的景
点“山项之舟”。从罗城游客中心向铁山方
向，沿一级一级步道而下，新修的凉厅深入
铁山湖一角。步道旁美人蕉、鼠尾草、冬
梅、一品红等花卉竞相开放。来到谷底再
拾阶而上，就是南华宫。南华宫石牌坊高
高矗立，给人感觉似乎来到了古时某个王
公贵族门庭，非常气派。石牌坊两侧一对
石狮子在这里已站立400多年，见证了古
镇历史的沧桑。来到船形街上，坐戏楼前
品茶，品明代女子戏楼上绰约如蝶，舞姿若
柳若水。

11月29日上午9时许，采风组一行来
到清溪镇世界茉莉博览园。博览园汇集世
界上茉莉品种 147个，山上山下，茉莉飘
香。真是遍地风景看不完，你看那数只黑
天鹅在湖中与成群的红鱼相互嬉戏，俨然
一幅画卷。花园里，有天堂鸟花开出黄色
的花朵，令人赏心悦目。这里，是融休闲、
品茶、赏花、娱乐、益智、探险、餐饮于一体
的互动式农旅融合田园综合体，值得游人
前来参观体验。

在桫椤湖国家湿地公园，泛舟桫椤湖
上，只见两岸桫椤密布，大山深处似乎还回
荡着亿万年前恐龙的脚步声。此时正是桫
椤湖听雨，赏桫椤烟霞的好时节。我们在
马庙下船，走进芭马峡侏罗纪探险谷。这
里山谷幽深，桫椤满谷，滴翠的桫椤在一阵
小雨后满带着露珠，似乎用手一碰，就会发
出叮叮咚咚之声。小溪在山涧汩汩浅唱，
溪中的小石子静静地享受着大自然母亲的
洗礼。此时，我仿佛看到童年时光一条干
净的溪流从我心中淌过。

来到芭蕉沟风情小镇东方红茶馆，坐
在小阁楼上泡一杯清茶，看窗外青山悠悠，
听嘉阳小火车的汽笛声穿越山谷滚滚而
来，历史的余音在此落地。在芭蕉沟影院，
坐在红色的椅子上，重温电影《芳华》，一代
人的旧梦在这里被长长久久地演绎着，时
光仿佛在这里驻足。芭蕉沟，矿山文化和
矿工文化交相辉映，我们感受到嘉阳人过
去的芳华，青年人也从这里捡拾到老一代
人奋斗的足迹，体会芳华带给人永远的启
迪。芭沟镇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芭沟镇
以文旅兴镇，修通了塘坝至芭蕉沟快速通
道，马庙到芭蕉沟快速通道，石溪镇到菜子
坝公路，石溪镇至原泉水镇公路，四条公路
可直接抵达古老的芭沟小镇。公路的畅
通，将给芭蕉沟旅游带来无限生机。

罗城古镇这艘船，连接着此岸与彼
岸，从明清，走向蜀地，今昔与往昔的岁
月，更是连接着罗城古镇风雨沧桑。

这艘船，撑起了罗城古镇，任世
事沉浮，在山顶泊了百年。演绎着罗
城人对传统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执着，
他们引以为豪的古镇老街，历经岁
月，至今仍然保留着明清时代的人文
风貌。

罗城古镇的建筑古朴雅致，诗意白
墙，黛瓦盖顶，前店后宅，雕梁画栋，飞
檐飘瓦，历史的年轮在它斑驳的柱子
上，烙下印迹。

南华宫的石狮，讲述着古镇的传
奇，护卫着古镇的安宁，也见证着古镇
的发展与变迁。如果说，这对石狮是古
镇的一部百年通史；那么，铁山湖就是
古镇的一首婉约诗词，清新优雅，惊艳
了时光。

青石板，敲击着多少回忆，成为亘
古的留恋。万人空巷时，熙熙攘攘的人
头攒动，天将威风凛凛舞动花枪，麒麟
欢腾跳跃起舞，一派喜庆气氛在船形街
完美呈现。天将的威猛仪态、土地的善

良滑稽、仙童的活泼顽皮、云童的娇健
身手、风女的婀娜多姿，演绎着世间繁
华事，人来人往的故事间，吸引八方瞻
仰的目光。

罗城茶馆，在空间上有气势，在时
间里沉淀出了韵味。

罗城人喝茶风雨不改，不论白天或
夜晚，罗城人都把它作为一种享受，他
们辛勤劳作，在为生活奔忙后，带着一
天的劳累闲下来喝一杯茶，缓减紧张的
压力，尽享休闲时光。罗城人喝茶的兴
致，不亚于喝酒，甚至更浓烈，它也可以
达到“醺而不醉”的境界。

罗城人喝茶的特点，就是一种“慢
时光”的体现。他们可以从早晨喝到夕
阳西下，再从傍晚喝到深夜……或浓或
淡的茶香弥漫在古老的“船”上，余晖落
尽，炊烟升起，月亮爬上来，船形街沉浸
在温柔的暮色里。船上的吆喝声渐渐
远去，古镇被炊烟笼罩着，不知不觉，皎
洁的月光映在铁山湖……漫步湖边，闻
着花香，微风轻拂，此情此境，怎不让生
活在这里的人为之倾倒，来旅游的游客
流连忘返，融入在这座城市，细细品味

生活的清浅。
茶馆、商铺、饭店、旅馆、武馆……

勾勒出属于罗城人自己的“清明上河
图”，盖碗茶一端，同桌而坐的不论来自
哪个地方，话匣子就打开了，村里的趣
味、世事的变迁、人间的悲喜，全都浸润
在一杯茶里。

在茶馆里，有扯贰柒拾的，有打盹
的，有看书的，有交头接耳摆龙门阵
的，有听小曲儿的，也有谈生意的，他
们跷着二郎腿，抽着叶子烟，吐出一圈
一圈的烟雾，思绪飘向远方。茶越

“冲”越淡了，话却越说越浓了，距离拉
近了，品一杯茶后，多了一个朋友，喝
一杯茶后，生意谈成了。这时，茶客们
的兴致更浓了，他们举起茶杯“共话桑
麻”。

这，便是罗城人的生活，喝茶如饮
酒，胜过人间佳肴，他们把日子过成了
诗，一首慢时光的小诗。生活有了诗，
便也“吟”出了人生的真谛。

坐在“船舱”里，我始觉这艘“船”的
魅力，把心事泊在山顶，竟已陶醉其间，
久久不愿启航。

罗城人的“慢时光”

■
余
可
心

行走的风景 王文明 摄

寿保·茶山情歌

绿茶捧寿，寿保千秋。
溪洛渡的电塔架起了琴弦，山岗与山岗之间，

茶树们掀起了万顷茶浪，不，是姑娘们轻歌曼舞的
裙波。

初春，拈叶一笑。茶山的节日。
盛夏，热情似火。茶山的节日。
丰收的喜悦，不必再等待。幸福的生活，不必

再向往。
曾经的贫困户张君国家，山茶花已满树蓓蕾，

隐约的红花瓣已然显现。鲜红的火棘挂满枝头。
初冬，这里依然是春意盎然。他家刚修剪过的茶
园，有橘树数棵点缀，橘红其上，鸡鸣其下，像一幅
画。

一杯绿茶，淡雅味长。
成贵高铁，在茶山那边呼啸而过。

罗城·山顶之舟

山顶一只船，从大明王朝驶来。
云中一把梭，峨眉山上的神仙姐姐抛来。时间

从此时凝固。
民国八年横卧在大青砖中，起高楼，灵官端坐

大堂。香客从阁楼的花窗，俯视着凉厅子的众生：
山里的大爷大妈来赶场喝茶了，城里来的小哥

哥小姐姐们忙着拍照发微信、发抖音。
叶子烟的圈圈，慢慢升腾。
盖碗茶的热气，慢慢升腾。
戏楼的歌声，慢慢升腾。
太阳也慢慢升腾了。透过亮瓦的光柱，像现代

舞台的灯光，随机地打在行人的身上。我不是过
客，我是回乡的游子。

三百年，物是。三十年，人非。
来一杯静安酒厂的老酒？曲水流觞正好。
来一碗铁山明前素茶？佛前参禅正好。
去武馆学一套拳术？浪迹江湖正好。
去山里湖中荡舟？漂泊花间正好。
在罗城，正好。

清溪·茉莉天香

犍为有佳人，自号为茉莉，倾城倾国貌，世世卿
莫离。

清溪有名园，谓之世界茉莉博览园，绿丘青陵，
数池碧波，亭台楼阁，长桥相连，可与阿房宫媲美，
茉莉之行宫也。

素白、雪青、紫红、鹅黄、粉红、浅蓝，茉莉仙子
飘然而至。

在观云台。在鲜花广场。
在芳菲谷。在忘忧湖畔。
在古茶坊。在青青草原。
在花间集。在钢琴步道。
幸福摩天轮转啊转，下一个幸福者就是你。绿

野风车转啊转，下一个幸福者一定是你。
与茉莉仙子同行的，还有水湄的黑天鹅，昂首

而歌，其声清越，其情独钟。此时，茉莉之香天际
而来。

与茉莉仙子同行的，还有帅气的诗仙李太白，
昂首而歌，“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此时，茉莉之香天际而来。

风乎清溪，风乎犍为，沐浴天香，咏而归。

桫椤湖

一湖碧水怀晴天，
缥缈岚烟岸上眠。
桫椤不知龙已去，
依然举翠在湖边。

茉莉博览园

百态千姿茉莉花，
相邀博览竞芳华。
清风阵阵纵香起，
熏醉游人忘返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