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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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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时的记忆里，我住过一座全木结

构的戏楼。至今，那座楼依然在我心里铿
锵，忧伤而亲切。

在苍溪到巴中的公路线中段，岳东镇
中学因一座老戏楼而远近闻名。

老戏楼曾经的辉煌和热烈，在艰难岁
月里，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多年以来，我
一直魂牵梦绕，刻骨铭心。

岳东镇很小，整个城镇只有一条街，
全由梯坎式的石板和石条组成。

在新建筑的挤压中，曾经的老街与戏
楼随风远逝，留给我的只有淡淡的伤感。

想当年，那些石板街上，我曾经蹦跶
得多么快乐啊！那时，戏楼是镇上最具代
表性的文化象征。

在老街尽头的山梁上，一株株黄梁树
组成浓荫遮蔽的密林，遒劲的树干崔嵬挺
拔，成了孩子们嬉笑玩耍的快活林。

古镇还有一口古井，她是岳东镇的骄
傲，她就是那口位于黄梁树下的凉水井，
被视为村民的生命泉。冬暖夏凉的泉水
十分难得，在干旱年代里，场镇居民和学
校师生会用拖拉机拉水到学校，解决数千
人的饮水问题。

在那一半鲜活一半枯萎的黄梁树下，
清凉的泉水一次次滋润着我的心田，浸透
着我的梦想，让我的嘴唇在梦境中甘甜如
饴。

如今，凉水井伴随着时代变迁已被埋
入地下，我们只能从文人们的笔墨中，重
读历史的记忆。

随着时代的进步，老戏楼以危房的名
义被拆除，石板街也被水泥路面所取代，
古镇的味道渐行渐远，留给今人的，只有
些许的遗憾。

2
在那个年代，岳东中学校那座老戏楼，

总是懵懂孩子的文化圣殿。连整个场镇和
周边乡镇的人们都喜欢，戏迷更狂热。

当看戏成为一种盛大的文化下乡，小
镇就狂欢了。

我是老戏楼全方位架构变迁的亲历
者之一，不管戏楼激进的锣鼓多么密集，
也不管演员们的漂亮或丑陋，一切喜怒哀
乐的情愫都蜿蜒在老街、蜿蜒在老树，蜿
蜒在老泉的梯级狭窄中。

戏楼旁边那位太婆亲手炸制的油糕，
香气扑鼻，在饥馑年代，一度香醉了整个
小镇，滚烫了好吃的舌头，也温暖了我整
个的童年味蕾。

在戏楼上，历史人物总会在舞台上翻
滚腾移，我也会在人生如戏和戏如人生的
譬喻中，找回那么一回或者几回隆重上
演。

当演员们远道而来，上演一幕幕灯
戏，演出本身的吸引力已远超我内心对剧
情的惊喜，这就是我孩子般的哲学！

因为舞台的热闹，灯光的璀璨，校园
的火热，木楼的坚强，我作为孩子的文化
审美观，在几十年前曾经是十分奢侈的
梦，但是，这份自豪感被却为我所独有。

我们听戏，并且入迷，在一种零距离
的奢侈中，我有幸住在戏楼，并一住多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粮食紧张，很多
人的生活都清苦。

但是，老戏楼的每次演出都会冲破我
的感官，让我忘记肚子的饥饿，对艺术的
热爱像一阵鸟鸣拱破岁月沧桑，在春天里
绽放出文艺的诗芽。

看戏前，即使饿得头昏脑胀，也不忘
对那些道具的痴迷。那些渐行渐远的五
颜六色，总是不断勾起我的情思，搅乱我
心境，催化我忧伤。

岳东镇的老戏楼，是我曾经一个魂牵
梦绕的痛点。

感动于她的木质纯粹，感动于她是古
镇的标志性建筑物。遗憾的是，那时没有
摄影机和照相机，我无法记录戏楼的优美
姿态，我也只有在流淌的血脉中，若隐若
现地跳动几下历史的痕迹。

即便如此，老戏楼在我心中绝对是古
镇的文化艺术中心。她庄严着，在我的生
命中；她伟岸着，在我的笔墨间。多少次
追问，戏楼总可以再次清晰！

纯实木搭建的戏楼，采用了清朝的设
计理念和鲁班工艺中穿斗结构的精华，一
脚踩上去就咚咚咚响个不停。对着漏风
的木板，我调皮地省去了很多脚力，在上
面获得狂响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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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艰难，岳东镇的戏楼不仅专供演

戏使用，而且也用作老师的住宿。
戏楼上一般都住着资历较深的老师，

我因跟随父亲求学，便有幸住在戏楼里。
每天枕着木头的清香入睡，在木头的清香

中醒来。
更让我欢喜的是，我可以在舞台上零

距离地听戏和参与幕后工作，而其他小伙
伴们只能坐在舞台下面观看。

我住在老戏楼的左角木屋，常常有参
与幕后表演的机会，我会积极地帮助汗流
满面的演员递道具、拿油彩、送脂粉盒，也
让其他孩子羡慕不已。

戏楼的全实木结构，一度被坦然地作
为生活必须的住宅之用，现在想来让人害
怕。

那时候，学校住房紧张。通常，老师
都要在木楼上生火做饭，他们在木板上垫
块石头，放上煤球和蜂窝煤灶，就算是生
活厨房了，冬天还要在木楼上烤火取暖。

其实我那时也没有危机感，并不惧怕
木楼生火，我还会在一旁观看，然后帮助
老师扇扇子，让火苗熊熊燃烧，如果扇起
几点火星，还会暗自窃喜。

尽管我们时刻处在危险上面，随时有干
柴与烈火碰撞的危险，但是我们安居如故。

因为，在那个困难年代，假如要找到
更好的住处，根本没有条件，因为你即使
不住在这里，也没有更好选择。

后来，意外的一场火灾，重重地敲响
了安全警钟。

试设想，如果发生大火，我、父亲还有
其他老师，将一起葬身火海，灰飞烟灭。

后来，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老戏楼
轰然一声，倒在了历史的尘埃里，只留下
半边屋檐，伫立在历史的纪念中。

多年以后，我来到过去的戏楼遗址。
历史已经不在，新建筑孤独地耸立着。

戏楼已远，那是她的历史宿命，今天
虽然还有一星半点火苗舔过的焦黑痕迹，
被作为文物细心呵护，也是历史的觉醒，
让我们祝福她永恒吧！

在历史的舞台和人生的舞台上，每个
人都有权利守望古今风云变幻，当我们静
下心来，静观世间百态，感受世态炎凉，咀
嚼人情冷暖，才更会想念那座过去了的舞
台。

她古老、却有内涵，她陈旧却十分环
保，艺术和建筑的完美结合，形同一个小
世界，成为我人生舞台的发源地。

戏楼作为戏剧的演出之地，悲剧和喜
剧用不同的元素展演，每一次悲喜剧的上
演，都带给我难得的精神享受和艺术熏
陶。

时光飞流，我用一个孩子在清苦年代

中就步入舞台的优越感，把锣鼓声化作童
年的激烈伴奏，敲响我生命的时钟，收藏
在我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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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年老的外婆说她曾经就在戏

楼上演出过，可是又不太确定是否真的演
出过。

如此看来，外婆确已老了，我不禁暗
自神伤，只有独自回忆当年那楼上的咚锵
之声。

怀旧情绪日浓，当年那个眷恋戏楼的
孩子也已长大，孩子心目中对戏剧的美好
情感，慢慢地渗入到血液和骨髓，伴随着
少年的成长，渐次衰老！

芦花黄，芦花白，千里万里梦相随。
我想，人生的出戏或入戏，悲欢或离

合，都不能带走我意识形态中最正确的那
一份价值判断。

现在看来，当初的懵懂愚笨，却也是
难得的人生经历，少年不识愁滋味何尝不
是一种佳境！

我为当年的戏楼点赞，我为戏中的演
员讴歌，想想那年轻的阳光下，我的感动
就无处不在。

想当年，我一个人背着小书包，绕过
戏楼的回廊，一路小跑，蹦蹦跳跳地踩着
楼梯，绕过几株桐树，踩踏着黄梁树叶的
松软，跑向学校的五星红旗，举起双手向
国旗敬礼，高声歌唱《黄河大合唱》、《我们
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如今，经历岁月的变迁，在喧嚣的车
水马龙中，我们附耳在地，隐隐聆听地下
的昆虫欢鸣，却似乎已成为一种奢侈的记
忆了。看那些银杏已长到参天，我却依然
渺小，感伤之泪不禁夺眶而出。

看那些校园里弥漫的青春朝气，我不
禁在心中涌现出复杂的情绪，热泪总要不
听话地模糊那些广场、模糊那些厅堂，模
糊那些露台，模糊那些或繁或简的戏楼，
甚至模糊着那些戏楼上的文化印记。

我想，她永远在我的记忆里浓烈！
当年风光占尽的场上人生，已经无言

诉说。老戏楼的博大精深也无法重构，我
们每个人，只有在越来越浓烈的记忆中，
回忆那场精神的余温！

今天，戏楼演出的史话，将作为一种
文化符号融入血脉。在我们这一代，用更
多的创造书写新的历史剧本，然后，通过
滚滚历史之河，酣畅地流淌到未来……

远去的戏楼

20日，新组建的国家税务总局广元
市利州区税务局挂牌，标志着原利州区
国家税务局和原利州区地方税务局正
式合并。

据了解，新成立的国家税务总局广
元市利州区税务局具体承担全区范围
内各项税费征收、纳税服务等职责，将
有效降低征纳成本，理顺职责关系，提
高征管效率，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高
效便利的服务。

目前，新税务机构班子已组建到
位、综合部门集中办公到位、“一厅通
办”先行到位、履行职责统一到位，新机
构运转有序。

全区广大税务干部表示，将以崭新
的精神面貌，团结合作，锐意进取，奋力
拼搏，扎扎实实地做好组织收入、落实
减税政策、优化纳税服务等各项工作，
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王茂勇记者昝金容）

国家税国家税务总局广元市利州区税务局务总局广元市利州区税务局
正式挂正式挂牌牌

在花村李主席家吃过午饭，讨得书法
墨宝一幅，下山溯褒姒当年浣衣的褒河水
逆流而上两公里就到了石门栈道。

石门栈道位于褒斜道南段褒谷口。
《史记》记载“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

褒谷绾毂其口”。唯褒谷口可以扼制通行，
可见褒谷口的险要和重要。

褒谷口南正对汉中，北进入留坝，东进
入勉县。这一段以“石门”命名，是因为公
元61年汉明帝刘庄下诏，63——66年汉中
太守鄐君承修褒斜栈道过程中，史无前例
地开通了一条长 16.3 米，宽 4.2 米，高 3.45
米的人工隧道——石门洞。

石门洞是褒斜道上的点睛之笔，也是
整个秦蜀古道的点睛之笔，古人智慧的一
个重要载体。

司马错当年伐蜀，还没有石门隧洞，他
和他的军队是怎样通过的呢？愿今天到现
场能给我一些启发。

今天的石门栈道是著名的水利风景
区，像许多风景区一样，早早地就把你拦在
门外，让你按照它的主观意志游览。进入
褒谷口关楼，是一条长长的景区文化长
廊。汉王蜀相英姿飒爽，接踵而至，让人目
不暇接。褒姒周围，有历朝知名美女相陪，
石雕美女依然风情万种，亦能让人在审美
疲劳中为之一振精神。

褒姒是《史记》中记载古代汉中入史的
第一个女人，“周幽王三年（前779）伐褒，褒
人以褒姒女焉”，当年她就从这里出发进入周
朝王宫，做了周幽王宠妃；刘邦送张良回韩
国，从这里启程，走后又烧掉褒斜栈道；诸葛
亮的最后一次北伐，经这里直杀五丈原……

我的重点是石门隧洞。两位队友因为
困倦，不再与我一同前行，就地等我。我一看
快到五点，有些焦急，赶紧搭乘电瓶车前进。

汉中举不胜举的历史典故全部浓缩在
这条长廊。还不够，将整个三国故事也搬
到这里，汉中相当于蜀汉陪都，可以理解。

还不够，一部《三国演义》的小说光辉，依然
散发出强势的光。

到达终点，一座大桥横跨褒河，抬头一
望，一座巨型弧形水库大坝赫然堵住了褒
河。

这是一幅让人震撼的画面：两岸峭壁
耸立，高高的水库大坝以内凸外凹（这样能
分散水对坝的压力）的气势稳稳嵌入两边
的山体之中。仿佛从天而降一把巨锁锁住
褒河，难怪下游有些地方河床裸露。

单看自下而上修筑在坝墙上的之字形
铁梯，便让人惊叹不已——这就是石门水
库。从1969年开始修建，历时十年竣工投
入使用。

站在桥上回望，褒河狭长而悠远，从窄
而壁陡的两山之间蜿蜒而出。左边山腰是
316国道，不断有汽车轰隆隆开过。在未修
这条公路之前，这条栈道是唯一的通行道
路。

上得水库大坝，高峡出平湖，虽然两岸
奇峰林立，依旧狭窄，但却壮阔许多。水库
两岸是复制的仿古栈道。茅以升先生称古
栈道是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齐名的土
木工程，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据说这
3.6公里的仿古栈道，投资987万，目的是再
现古人的智慧结晶。“平梁立柱式”“石基
式”“多层平梁立柱加棚盖式”“千梁无柱
式”等多种形制的道路形式，在这段栈道中
均有所体现，包括石门隧洞。虽为赝品，但
是毫不影响今天人们来感知古人的智慧和
坚韧。

我几乎是一路小跑，顾不得细看一路
的标牌文字，气喘吁吁来到石门隧洞。石
门隧洞跟今天的隧道原理一样，就是一列
山脉在与河水交接处兀地凸了出去，挡住
了去路，而架修栈道又十分不方便，于是古
人也这么想：要是能打个洞钻过去就好了。

今天要劈个山钻个洞，小事一桩，开来
钻头机，不几天功夫就成了。可是在两千

年前，铁器的使用都不很普遍，怎么办呢？
于是古人先架柴火给岩石加热，然后再给
岩石泼水降温，利用热胀冷缩的朴素原理，
循环往复，让岩石一点一点脆裂，凿通隧
道。这就是“火淬水激”之法，“积薪一炬
石为坼，锤凿既加如削腐”。

今天打这一隧道，我不知道要多少时
间，要不了三天吧，可是石门隧洞开通居然
耗时三年！

旁边一木牌上书写道：“真迹淹没于石
门大坝200处，隧道内岩石裸露，但表面平
顺，无斧凿痕迹，开凿之法极为奇特……”
看来要找个合适的地方来做一个石门隧道
赝品，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好在这段峡
谷不难找到这样的山体。既然真品被淹，
我再查看周围地形推知司马错的军队怎么
通过，已是徒劳，甚至已经不重要，重要的
是这一石破天惊的首创在道路史上的意义
以及带给后人的方便。

北魏《石门铭》描绘了石门通车的盛
况：“穹隆高阁，有车辚辚。……千载绝轨，
百辆更新”。因为车同轨以后宽1.5米，石
门隧洞可以并行两架马车。

自石门开通后，过往的仕官商贾、文人
墨客，在饱览胜迹之余，记事咏物，抒怀为
文，镌刻于石门内外的崖壁上，世代不绝。
这样就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石门摩崖石刻。

据1960年文物普查统计，在石门故址
的石刻有104种，仅石门内壁就有34种，上
自汉魏，下至明清。琳琅满目，俨然一座石
刻宝库。在众多的石刻中，以13种汉至南
宋时代的石刻出类拔萃、蜚声古今，世称石
门汉魏十三品。

这些宝贝在水库修建时凿迁下来，陈
列于汉中博物馆。看来明天必须到汉中博
物馆一睹这些宝贝尊颜。

（元夫）

石门洞天
2016年3月13日（农历二月初四）晴

近视手术后 1-2 月内，部分患者
看近物比较吃力，此时应减少近距离
用眼时间，不仅可避免眼部疲劳、酸
痛等不适，而且有利于眼睛的恢复。
尤其长时间看电脑和伏案近距离工
作者，用眼1小时后一定要休息片刻，
可以做眼保健操放松眼球，或眺望远
处，给眼睛以适当休息，避免过度用

眼发生再次近视。
万江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专家温

馨提示：虽然近视手术第二天就可正
常用眼，但不管是否使用电脑，不管
工作再忙，养成健康的用眼习惯才是
最重要的。不能认为眼睛做了近视
手术后，就一劳永逸了，良好的视力
还在于我们平日里细心地保养。

近视手术后多久可以正常用眼

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爱眼护眼健康知识讲座（四）

28 日，由朝天区旅游局、朝天区蒲
家乡政府主办的第一届“岭上荷花观赏
季”活动将在蒲家乡罗圈岩村开幕。届
时，市民可以前往观赏，享受一场“荷花
盛宴”。

此次荷花观赏季活动以“享夏日清
凉，观岭上荷花，住川北民宿，赞今昔变
化”为主题，依托荷花观赏、水果采摘等
民俗活动的开展，让市民目睹盛夏荷花
风采。“荷花观赏季将举行土特产展销、

名小吃品鉴、农家乐美食品尝、古筝表
演、围棋对弈、人体彩绘、功夫茶艺表
演、书法美术创作采风等多项活动。”蒲
家乡党委负责人说，通过举办此次荷花
观赏节，将呈现出节会搭台、旅游唱戏、
群众增收的可喜局面，充分展现蒲家乡
独具风韵的旅游资源、优良高效的投资
环境，进一步促进蒲家乡与外界的交流
与合作，为蒲家乡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记者 张志林）

蒲家乡第一届“岭上荷花观赏季”28日开幕

近日，苍溪县漓江镇召开镇村干
部、镇属部门工作会议，专题学习传达
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会上，镇党委负责人组织学习了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原文。会议指出，
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
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镇上下的
重要政治任务。各党支部和党员干部
要深入领会、准确把握全会精神，结合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抓好全

会精神的学习和宣讲，切实将全会部署
的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会议要求，全镇要把贯彻省委十一
届三次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党风廉政
建设、脱贫攻坚、项目投资、产业发展、
土地增减挂钩、防洪渡汛等工作结合起
来，认真对照年度目标任务，加大力度、
有序推进，严格落实“时间过半、任务过
半”底线要求，确保顺利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

（李强）

漓江镇

学习传达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17 日，盐店镇境内普降暴雨，各处
险情不断。导致辖区作物受损1650亩，
道路中断 2 条 ，塌方 68 处，滑坡 37 处，
倒塌危旧土坯房 14 间，堰塘冲毁 2 座，
随时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灾情就是命令，镇党委政府立即分
派人员到村突击抢险，镇纪委负责人带
队赶到洪灾最严重的五指园区，第一时
间察看五指水库险情，与村组干部、水库
管理人员对溢洪道堆积的沙袋和堵塞物
进行了清理，确保洪水不超过警戒线位，
并对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叮嘱。随
后，抢险组一行马不停蹄地赶到拱石村
五组，劝说洪水已漫到自家院坝仍舍不
得丢下财物离开的 72 岁老人王玉东转
移。他们背着老人转移到安全地方，老
人十分感动地说道：“你们不顾自己的安
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安全着想，真是党
的好干部啊！”

拱石一组道路塌方严重，随时危及
过往车辆的安全，抢险组立即组织群众
设置路障，并与群众一起参与到清除淤
泥的工作中。镇纪委负责人赶到拱石
村四组时，看到因山坡滑坡危及房屋安
全而感到痛苦不堪的村民王旭，他们立
即做好安抚工作，组织党员干部应急抢
险队疏通房子周边的排水沟，对危及房
屋安全的塌方和后山可能下滑的土石
进行清理，安排专人进行危情观察，并
将王旭家人转移到村委会安置。王旭
感慨道：“干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啊！
有你们在，再大的洪灾我们都不会怕！”
在得知五指一组公路被洪水淹没，抢险
组立即赶到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安排专人阻止行人、车辆通行，并帮忙
对河道两边鑫楠企业采摘的番茄进行
转运，减少了洪水对企业带来的损失。
通过抢险组的全面安排和处置，确保了
五指、拱石两村群众财产和生命安全。
群众们深情地说道：“有党的干部在，我
们心里就感到踏实！” （魏凌霞）

盐店镇

纪检干部冲锋在前抗洪灾
（15）

本栏目由广元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协办

道秦蜀道秦蜀道秦蜀道秦蜀问问

田德华

从省、市行政区地图上就能看到马
蹄滩电站的河流发源于广元市昭化区
紫云乡境内韩家垭，经卫子镇、柏林沟
镇、文村乡桥河到苍溪县两河口汇入硬
头河，又经苍溪县元坝镇流入东河，再
经阆中市城郊文成镇汇入了嘉陵江。
这条河经历了三个县区，弯弯曲曲长达
300多公里，也可谓算源远流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期，苍溪县修
建两河电站，在当时属于广元县柏林公
社双丰大队的马蹄滩筑大坝蓄水，在河
滩上筑起了有30米高的钢筋立柱石坝，
又从马蹄滩人工开凿水渠15公里，到两
河电站引水发电，马蹄滩电站水库就
这样形成了。马蹄滩水库的水面往回
返柏林沟镇再到卫子镇吴家河，包括
内流河域长达 50公里，船舟行驶可达
30公里，库容蓄水一亿万立方米。因
为马蹄滩水库蓄水主要是为苍溪县两
河电站发电，库区仅有柏林沟镇建有
一处向阳提灌站，所以昭化区乡志书
和文史资料很少记载提及它。马蹄滩
水库虽然没有亭子口的浩瀚，也没有
白龙湖的壮观，但在这川北连绵起伏
的崇山峻岭之中，也能算是一颗耀眼
的夜明珠。

马蹄滩位于柏林沟、清水乡、文村
乡三乡镇交界之处，分别距离三乡镇十
公里。它因为河滩的石板上有无数个
圆坑，形状像马蹄而得名。民间传说是
三国蜀汉大将张飞骑马从保宁府往返
筹笔驿，经常路过这里留下的马蹄印，
又在昭化区紫云乡有一座高险的山岩
留下马蹄印迹，得名叫跌马坎，都属于
古蜀道上的痕迹印记。

江河孕育文明，马蹄滩河孕育的柏
林沟土肥水美，气温适宜，降水适中，便
于农耕，又提供了便捷的航运和水产养
殖，生产生活用水。先民们在这块土地
上繁衍生息，孕育了古镇幽深的古风和
多种神话传奇。这里河水清澈，碧波荡
漾，绿草清新，有着柳暗花明的迷人景
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乘一只木船，
从卫子镇之南吴家河水观音出发，船只
随水面浪花欢歌笑语一路前行，穿过四
路沟河的入口，河面就更开阔了。群山
巍巍，苍翠如滴，清澈的河面倒映着夹岸
半山上的一片片果园，成熟的水果像一
盏盏灯笼挂了满树满枝，争相夺目，个个
耀眼。顺着山势从高到低，还有农家住

户的风水树、斑竹林、兹竹林，绿荫参天
的柏树林，一直到河岸上的杨槐、垂柳
……天上晴空明净，阳光灿烂而温暖，一
江春水与柏林沟古镇相依相伴，真是一
幅浓淡相宜的山水画卷。让我们寂寞的
心得以安稳，让我们浮躁的思绪得以冷
静。

再往前行是白马寺，经剑口河，再
到大河咀，十余公里曲径通幽的湖面，
才能到达马蹄滩大坝。早上行船，雾还
在河面上不肯走开，河水显得那么朦
胧。许久，山边爬起一轮红日，一会儿
就把萦绕在河面上的雾驱赶得无影无
踪，柏林沟河像一位刚刚苏醒的睡美
人，由沉寂开始梳妆打扮，渐渐就变得
楚楚动人了。下午，河水更加富有诗
意，柔柔的光泻下来，给河面镀上了一
层华丽的金黄，清波将金黄击成碎片，
光片随着河水波动，十分迷人。蓦地，
落日像一个烧红铜盘掉进了柏林湖，河
面也被烧得通红，是那么柔美，忍不住
想伸手去摸一下水面。一只只水鸟浮
在水面上，安静地梳理着羽毛；三两对
鸳鸯，不离不弃地在水中游着；一群白
鹭涉水而上，身后波光剑滟。风从别处
来，所行之处，一阵阵清凉。此时你对
古人云“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的领
悟更加明白透彻。人水相谐，人在船上
坐，船在水上游，人与水是多么亲密无
间，让你平和心态静如水，轻看名利淡
如水，笑对坎坷韧如水，朋友之交纯如
水。

马蹄滩电站上的柏林沟湖，美在她
的自然单纯，美在她的质朴恬静，更美
在她的民风纯朴温和。在这里，你可以
完全忘掉日子里的繁文缛节，只剩下从
容与恬静；可以完全忘了尘俗中的忙忙
碌碌，相伴的只有清风明月。让人忆起
《诗经》里“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
喈喈，采蘖祁祁”之类的诗句。原来，真
正的美，是那样的安静柔和，不露声色，
不留痕迹地直抵人心，如同内心深处的
爱恋，简单而纯净。

如今，马蹄滩电站库区的柏林沟
古镇已经建设成为湿地公园。我们坚
信，所有逝去的岁月都会重新开始，
所有往昔的梦幻都会实现。在不久的
将来，源远流长的马蹄滩一定会更加
具有碧玉般的清灵，大海般的包容，
还有烟波浩淼般的气势，千古不变的
幽情，更有日新月异的锦绣，昂扬奋
进的绚丽。

碧波荡漾马蹄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