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姚 宁 校检：吴方超

E-mail:qdnrblvwh2017@126.com

2021年11月9日 星期二

亿万年前，一条河把贵州的镇远古城一分为二，然后浩荡东去，留
下久远，留下传说。清清河畔，垂柳拂风，渔歌唱晚，任风雨数千年，在
那古老的河岸上衍息了一代代勤劳朴实的乡民。

有水的地方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所谓临水而居，镇远人在
殷周时期就明白了这一点。最初的人类世界，想要找到生命的依托
之所，无需极目四望、沿途寻找，河流自由流淌，贯穿地球的每一个
经度和纬度，亿万种生物穿梭在季节更迭的自然程序，没有物种走
向灭亡的焦虑。人们不停地行走，寻找心中的精神家园，成为生命
的一种形态。

“1 万多年前，当新石器时代的古先民从渔猎和采集的原始生活转
向农业耕作文明时，河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转变为中心，迁徙不仅
仅是游牧民族的特权。很多民族开始沿河流行走，寻找心中的新大
陆，夏威夷、澳洲大陆、甚至美洲大陆的发现，都是民族迁徙史的有力
见证。直到 400 多年前，这种迁徙都还在美洲大陆悄然演进。”这是我
在阅读王小梅老师的《追寻镇远的无边风月》时得到的知识。

我们可以想象，若干年前的一个黄昏，镇远的先民已经溯水而
上。再大胆想象一下，先民们第一眼看到的应该是 阳河缓缓流淌形
成美丽的“太极”符号。逐水而居，历来是遵从内心的真实选择。

在我的记忆和理解中，有水的地方一定诗情画意，镇远也不例外。
是清清流水洗涤了我的灵魂，还是黑夜的沉静勾起了我的记忆。
十多年前一个燥热的午后，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青年人，懵懵懂

懂走进了重新修缮的镇远古城。当他穿行于古城的街巷，回首夕阳，
历史尘烟中的粉墙黛瓦、飞檐雕窗和所有过往的历史碎片，在夕阳下
成为镇远悠久历史的一帧剪影。

对镇远古城最初的印象，我是感到失望的，也许，我的悲哀在我的
观念错位，忘了身处的时代，既非晚唐，也不是明清，不能把酒试问亦
不能红袖添香。毕竟，时代过去了，像 阳河的流水一样匆忙的逝去
了。试想，假使今天的镇远古城，依旧是灯火楼台，笙歌院落；灯红酒
绿，纸醉金迷；沿河的木楼茶肆，掩映在珠帘翠幕之中，满眼的纤腰狐
步，沉醉于金屋画舫之内，全都一如既往，依然如故。那可就真的不知
今夕何年， 阳河水是不能告诉我的， 阳河上空的一弯明月也不能
告诉我。

某个深夜，为写下这篇小文，我翻阅厚重的历史资料，才从历史深
处了解了镇远，可以这样说，我是在发黄的纸张里面感觉到镇远遥远
的气息。镇远在殷周时期属鬼方，春秋时期属柯国，战国时期属夜郎
国，秦属黔中郡，汉属荆州武陵郡无阳县，唐属奖州梓姜县。北宋大观
元年（1107），始在今镇远置安夷县，隶思州。南宋绍兴元年（1131），置
镇远州。元至元十二年（1275），置镇远沿边溪洞招讨使司，隶思州军
民安抚司。元至元二十年（1283），改置镇远军民总管府，隶湖广行
省。明洪武二年（1369），置镇远溪洞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属思南宣慰司。明洪武二十
二年（1389），置镇远卫，隶湖广都司，并于 阳河南岸五老山下筑卫城。明永乐十一年
（1413），置镇远府，隶贵州布政使司。明弘治十一年（1498），置镇远县，始在 阳河北岸
建镇远府城，与卫城隔河相望，城市格局保存至今。清袭明制。民国三年（1914），废府
设道，镇远道辖 27 个县，配备 3 个营兵力，后又为贵州第八、第七、第一行政督察署驻
地。1949 年后，曾是镇远专署、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府所在地。1958 年，岑巩、三穗两
县并入镇远县，1962 年以后又分置。

罗列历史资料，并不完全证明已经走进了镇远，一个文化浓郁的古城，光靠感觉和手
头的一小点史料是无法读懂的。

在镇远有历史记载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水上交通功能和文化交流胜景占据了历史的
绝大多数时间。镇远作为古代西南的大都会，是南方水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东连
湘楚中原，西通云南直到缅甸、印度等国。这里繁华了多少个春秋，千百年来，这里商铺
林立，酒楼茶肆鳞次栉比，南来北往的生意人，操着各种腔调的语言，云集此地，加上镇
远山川雄峻，地势险要，自元代起即为军事重地，于此设军事城堡，屯兵人数多达数万。
中原地区的大批商人沿长江入洞庭进沅江来到镇远，带来外地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地
方经济的空前发展，使之成为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同步繁荣的西南大都市，至明清时
期达到鼎盛。多地域、多民族融为一体的民俗民居建筑颇具特色，南方穿斗歇山式四合
院与本地少数民族吊脚楼住宅交相辉映，给镇远留下长达 1000 余米、宽达 300 余米的明
清建筑群，至今完好如初。建于明代的府、卫古城垣，卫城大码头、禹门码头等 12 处水码
头，四方井巷、冲子口巷、仁寿巷等 10 余条古巷道和一大片古色古香的民居四合院，分布
在 3.1 平方公里的县城里，形成一个庞大的文物库。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青龙洞古建筑群，其可谓集多地区、多民族建筑艺术之大成。穿城而过的 阳
河，把县城一分为二，南北相映。城东东峡电站建成以后，县城河段水位提高 5 米，形成
城中有湖、湖中有城的奇观。县境内有清廷贡品天印茶，有名列扬州八大名菜的陈年道
菜。镇远有国家级旅游风景区 阳三峡、铁溪，有驰名中外的民族风情，再加上众多的
文物古迹，融人文景观、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为一体，是旅游胜地。

一条江河就是一部历史，与人类发展史息息相关。镇远文明的发展，离不开 水。
江河是酿造文明、交流文化的摇篮， 水成就了镇远南方水上“丝绸之路”和水路大都会
的历史格局。如果没有 水，滇黔文明、黔湘文明、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贵州与
中原的交流，两湖、江西、江南、闽粤、巴蜀文化、东南亚文明的交汇、撞击就要推迟许多
个世纪，而镇远的苗族歌舞、雕刻、道菜、桐油及青龙洞代表的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
的宗教文化就不会那样快地传入中原，进入东南亚，贵州文明的一个璀璨节点也就缺乏
适宜的催化剂。

我在阅读王小梅老师的著作时，感同身受。遥想历史，镇远在那时繁荣得过分了，如
今，一间间百年老屋，虽已经暗淡了历史的恩宠，远去了荣华富贵，但城中古朴的街巷，
倒映在水中寂静千年的古城，浓郁的历史气息，斜阳淡淡的浮烟，禁不住向人们诉说前
尘往事……

历史记忆的这条街道，曾经繁荣、舒适过，后人只能想象罢了！我们都回不去了。
在这样的街道上，爱情也随着历史变得苍老而古典，走得倦了，可以在河岸的青石上

坐下休憩，或到茶肆去，茶肆是市井百姓最爱去的地方。一炮清廷贡品天印茶，伴随着
流水淙淙声，倾听远去的喧闹声，什么都不要说了，什么都不要想了，在孤独中快乐着。

古城中随处可见年代久远的树、井、老去的石头，每一个细节，都能将人带入一种浓
浓的亲切中，任何来过这里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几间已经没有人居住的老屋，只有窗
花还在矜持守候精致的生活，傅家大院的楼上，一些古玩在等待意中人的细细品读。没
有它们， 水上的古城将是一片苍白。夕阳远去，预示着夜晚到来，游人正在寻找着远
去的繁华。

是夜，坐在灯火斑斓下的游船上，途经祝圣桥时，打望两岸满目的古旧，遥想那停顿
的脚步、及第的花翎都淡出了历史，满腔心事付诸流水，旧码头依旧，可那前世的我要到
哪里去了？

我写下《祝圣桥》：“我一定，是前世落魄的书生/谦虚，有些傻气的那一位/在古镇远
的码头，丢失了/进京赶考的盘缠。在祝圣桥上/暗自流泪，对面走来的红衣女子/在她的
伞下，藏着一个春天/青龙洞的周围，桃花盛开/那一刻的所有，恍若/我前世遗落在古城
的卑微/仿佛，桃花刻意留下了我/光宗耀祖又如何？落魄一生又如何？/做一朵飘零的
桃花/静静的为我开放/多少前朝心事，在一盏孤灯下/变得虚无缥缈。 阳河清浅了几
分/我的欲望也短了几分/岸上桃花，让书生意气少了几分/只是那一河流水，淋漓了/一
腔惆怅。”

愿那一刻，随时光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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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与友人行走在黎平县八舟河国家
湿地公园内，畅游山水间，感受独特的自然之美，
静享一份难得的闲暇好时光。

八舟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贵州省黎平县高
屯街道、龙形街道辖区内，地处黔、湘、桂三省交
界处，面积辽阔，范围狭长。以上游地郎河为起
点，直至地郎河与八舟河交界处，下游至黎平县
与锦屏县交界处，总面积 596 公顷，其中，湿地面
积 286 公顷。公园内的村落、稻田、森林、溪流构
成了“山水林田河草村生命共同体”。

这里的山，属苗岭山脉余脉，雄奇伟俊，粗犷
豪放；这里的水，属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清澈绵
延，温柔多情；这里的喀斯特地貌景观、亚热带喀
斯特森林景观、丘陵草场景观以及河、溪、库水域
景观，加之村寨的田园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经少寨红军桥而过，一路顺着河流向上而行，
田里收割留下的水稻桩子、小渠上一惊一乍的水
黾虫、路边淡雅朴素的马兰花，还有那迎风舒展的
芭茅、河里向我们侧目的鸭子，它们生动而有趣。
我留意着每一个生命，它们以不同的姿态，不同的
生存法则，温暖而又诗意地生活着。在这片天地
里，有溪流的潺潺，有布谷鸟空明的回响，还有稻
田里欢腾的鱼儿嘴里吐着泡泡……似乎大自然之
声无处不在，却又让人感受到恬静。

最让我惊诧的，却是在这湿地公园里，感受到了
一场奇妙的纠缠，一场持续了千万年的生命纠缠。

八舟河的风景包括奇特的石灰岩喀斯特地貌
景观，在这些岩石上，总覆盖着一层细细绒绒的苔
藓，苔藓植物是一群小型的高等植物，没有真根和
维管组织的分化，体型小，生长缓慢，它们不能独
立生存，必须依赖配子体提供水分和营养物质。
一旦受到污染，不易恢复，所以经常作为监测空气
污染程度的指示植物。苔藓长年纠缠于岩石，将
自己厚厚的、小小的身躯温柔地贴上去，为岩石提
供了庇护，避免它在毒辣的阳光与冰雪风暴侵蚀
下斑驳脱落。岩石同样慷慨，用自己不算光洁的
身体储存的那一点水分，滋润着苔藓，让它得以生
存。这一对相互依存的伙伴，向我们诉说着什么

叫“全力以赴”的默契。当岩石不能为苔藓提供足
够的水分时，苔藓将会枯萎，而失去苔藓保护的岩
石，则以成倍的速度风化脱落，化为尘埃，在风中
消散。这一种生命的纠缠，是彻骨的，也许是这

“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谊征服了大自然，让这
一生命形式得以延续下来。

一根青藤不知不觉爬了过来，搭了一只手在
苔藓上，我想把它拨开，旁边的潘老师忙说：“等一
下，这是葛麻藤，让我来看看。”他神色郑重且兴
奋，我惊奇于他对一根藤的重视。“看有没有葛麻
虫。”他说。潘老师理着这大叶子的藤条，藤有拇
指大小，说得上粗壮。他顺着理下来，遇到了一个
骨节凸起的地方，好似找到了宝贝，他啊的一声，

“找到了。”几个人迅速围了上来，饶有兴趣地观
望。他指着那个凸起处，说：“这里面有葛麻虫。”
我还没来得及问什么叫葛麻虫，他已经双手用力，
把藤子掰开，藤子里面竟然是中空的，里面呈黑褐
色，有一些粉状物，而让我惊奇的是，里面竟然躺
着两只乳白色肥硕的虫子，形状和蜂蛹非常相似，
在那里蠕动。“这就是葛麻虫。”他向我解释。一种
蛋白质含量高达 40%的美味，对居住环境甚是挑
剔，只寄生于葛麻藤中。如果运气好，能抓到一
盘，拿回去用油细细地炸，香酥脆爽，是一道难得
的美味。我虽然从不吃这类野味，也觉得非常有
趣。葛麻虫的成虫是一种蛾类，它把卵产到葛麻
藤里，卵孵化后，幼虫寄生在藤里，靠吸取植物的
养分生长。而藤在无奈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于有虫之处生长出更厚实的身体，抵御着虫的蚕
食，整个植株并不会死亡，反而欣欣向荣。这两个
不同种类的生物纠缠在一起，千百年来已维系着
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想为藤清除掉虫，则必须
把藤剖开，藤会立刻死掉，虫必然也活不成。这种
奇妙的纠缠，让我陷入了思考。

一阵风吹来，旁边的桂樱树沙沙作响，这是
一种注重仪表的植物，树皮会自然脱落，并且不
停地修复，形成光洁的皮肤。我们运气好，11 月
正是它最妖娆的时刻。它从寒冬至今，憋了近一
年时间，正想好好表现一下，此刻正是大放异彩

的时候，它的每一个枝头都盛开出白色的小花，
星星点点，似雪片落满全身，把它装点得像一片
炸开的海浪。今天这株桂樱树，竟然还有一头的

“秀发”，“秀发”柔顺地垂落下来。我上前一看，
原来是无数细小的藤蔓，像那任性的孩子，弯弯
曲曲，沿着树的躯干爬上去，想走到高处，看看这
一片的风景，结果到了树顶，风景还没看够，却已
无处可去，于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低
下头，顺势给树装扮上了一头绿发，默默成就了
树的美，自己反而成了陪衬。桂樱树想必是不喜
藤蔓缠身的，却表现出大度宽容，仿佛一个长者
看着调皮的小孩上蹿下跳，长者微笑不言，小孩
倦怠了，自然就寻一处舒适之地，安静下来。这
两个生命在生长过程中，彼此纠缠、让步，相互尊
重，终究相依相偎、不离不弃伴一生。懂得为亲
人、为朋友、为爱人让步，这种“成人之美”的雅量
和胸襟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时间已近黄昏，我们沿着小小的沟渠一路往
回走，接近上少寨村，远远地望见一棵参天的巨
树，我一阵欣喜，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古老而强健
的生命一直是我所崇拜的对象。这小小的村落
中，竟然有一株上千年的楠木，它树冠蓬松，叶片
细小而坚实，虽逾千年，却青翠繁茂，让人肃然。
寨上炊烟袅袅，几个老人坐在树下闲谈，一条黄
狗卧在老人脚边，寨内传来数声鸡鸣，也懒懒散
散，不似晨间的激昂，时间好像变得缓慢。我们
上前搭话，问起这树的来历，70 岁的老人掏着烟
斗，说从小就在这树下玩耍，而今已是守着孙儿
在树下了，树仿佛一直就在这里，不知它的来
历。我略有遗憾，本想听听树的传说，但他摇摇
头，咧开笑容，眼神微眯，安静又从容，好似也是
一棵苍劲的树。千年的楠木与村落纠缠在一起，
从未分开。树是有生命、有灵魂的，而村落，谁能
说没有生命呢？

这条美丽的八舟河静静地流淌，似水流年
间，与无数的生命碰撞、分离、相遇、融合，见证着
奇妙的生命纠缠。而它自己，不也和无数的生命
纠缠在一起吗？

八舟河：青山碧水醉游人
○ 通讯员 罗先桂

麻江仙坝古银杏麻江仙坝古银杏麻江仙坝古银杏 满树尽是黄金叶满树尽是黄金叶满树尽是黄金叶
近日，朋友圈传得比较多的话题就是“仙坝千年古银杏叶子黄了”。
仙坝位于麻江县金竹街道，这里历史悠久，风景秀丽，

文化底蕴丰富。 2004 年由原仙鹅村、坝寨村合并而成，现
在的仙鹅就是仙坝村的一个自然村寨，距离凯里市区 38 公
里，距离麻江县城 15 公里，东与下司镇花桥村相连、南与龙
山镇大唐村接壤、西与金竹街道中坝村交界、北与金竹街
道隆昌村毗邻。全寨以畲族为主，占总人口的 98%。

仙鹅以前叫“养鹅”，传说很久以前，有一群天鹅飞来这里寻找
水源，被这里秀丽的山水吸引住，不愿离去，就在这里安了家。后来
天鹅老了，死后化身成石头，守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这就是有名的

“仙鹅石”。“养鹅”以前是一座土司古城，后来因为修公路，将古城从

中劈开，加上茂密的古树遮挡，从外围很难看出它的古城墙原貌，
2017年，经省州县文物专家多次考证，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井养古树。仙坝村共有120多棵古树，水井近百口。古树
中树龄最长的有2000多年，目前保存完好、最为著名的要数中寨
的古银杏。每年秋天，银杏叶变黄了，一阵风吹过，金黄色的银
杏叶如羽毛般飘下，落到树根周围，铺就了一层厚厚的黄叶毛毯
……树上那一片片黄色的银杏叶，犹如一串串金色风铃，挂满树
梢，沙沙作响，摇曳生姿。微风吹来，银杏叶似深秋里可爱的小
精灵，如风中金蝶翩翩起舞，装点着人间秋色，演绎着金色浪漫，
散发着黄色诱惑，吸引了众多游客和网红前来打卡，同时也揭开
了仙坝村“养鹅土司古城”600余年的神秘面纱。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 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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