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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走越荒凉
◎嘎子

扫一扫
更精彩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宜昌还以“三国故地”而著称，古典名著
《三国演义》中有三十六个故事发生在这里。
“夷陵之战”火烧连营七百里，赵子龙大战“长
坂坡”，张飞横予“当阳桥”，关公败走“麦城”被
擒“回马坡”等故事和遗迹俯拾皆是。这里还是
埋葬关公正身的“五阳”之地，建有气势恢弘的
关帝陵，同时也是关公文化的考察研究之地。

在宜昌至今还流传着白起烧夷、赵子龙大
战长坂坡、张飞在三游洞擂鼓督战、诸葛亮黄
陵庙撰碑等历史典故。夷陵之名始见于史籍就
源于秦将白起“攻楚、拔郢、烧夷陵”。作为智慧
化身的诸葛亮，帮助刘备攻取四川，曾途经三
峡，留下了不少遗迹与传说：黄牛山麓的黄陵
庙（宜昌境内）前，至今立有《黄陵庙记》碑，其
碑文相传说是诸葛亮撰写，称武侯碑；传说诸
葛亮入川时，曾把兵书宝剑藏于峡中，神奇的
兵书宝剑峡（宜昌境内）便由此而得名；巫峡中
一块岩壁上，还有所谓“孔明碑”供人凭吊；奉
节河滩上，还传说诸葛亮当年曾在这儿摆八阵
图使陆逊被困，至今留有遗迹。

蜀吴夷陵之战，吴军偷袭荆州，关羽在临
沮（宜昌境内）为吴军所杀，刘备誓为关羽复
仇，遂于章武元年举兵顺江而下，首先占领了
秭归（宜昌境内）地，相传秭归即为刘备征东吴
时所筑。蜀军乘胜东进，分兵围夷陵（古宜昌
城），主力直抵夷道亭与吴兵相拒。到第二年
夏，蜀军疲困，终为陆逊所破，败逃四川。章武
三年，刘备病死于白帝城。这段历史，演变产生
了火烧连营、烧铠、断道、白帝托孤等一系列关
于刘备的故事与战争遗迹。

作为昭君故里，兴山县把打造“昭君文化
旅游目的地”纳入发展战略。发起成立昭君文
化旅游联盟，组织“昭君和亲路”上沿线5省9
座城市40家旅游市场主体，联手将“昭君和亲
路”打造成国家级特色精品旅游线路；将农历8
月15日设为昭君纪念日，开展“中秋月圆忆昭
君”活动；成立昭君文化促进会，弘扬和传播昭
君文化……

去秭归品几分屈子风采，到当阳寻一寻关
公足迹，去宜都杨守敬故居一探三峡第一学者
的勤读时光……名人文化相拥旅游产业，使越
来越多游客驻足宜昌、品读宜昌、爱上宜昌。

宜于昌盛巴楚铭，
名动三国故地馨。
屈子昭君源于此，
万里长江楚地清。
入得其境，方知其美。G318线宜昌段，一座

原本普通的1314公路里程碑，因与“一生一世”
谐音，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凡来此地的旅行
者看到这块“1314”公路里程碑时，都会在此停
车拍照留念。地域性和文化性的有机结合，使得
宜昌异彩纷呈。近年来，G318线宜昌段更是被赋
予“一生守护、一世呵护”的特殊意义。

有趣的是，在宜昌现在有2处“1314”里程
碑，分别是设立多年的，长阳高家堰处的

“1314”里程碑。还有就是因为道路升级而产生
的，位于宜都红花套镇的新的“1314”里程碑。

长阳高家堰的“1314”公路里程碑为原
G318线里程碑，也是G318线宜昌段最为知名
的里程碑。高家堰镇利用废弃地和石料，以“爱
的停车港湾”为主题修建游客休息园，既方便
了停车拍照、休息的游客，也为周围群众带来
了创收。为此，1314公路里程碑也被特意制作
成高约2米的特殊里程碑，并成为“网红”景点，

“1314客栈”也应运而生。驴友、自驾游等，到了
这里总要停车拍照，有的恋人还在这里海盟山
誓，一生一世，不离不弃。还有人把爱的誓言留
在里程碑上，这也是老的1314公路里程碑成
为网红打卡点的亮点之一。

两处里程碑标识虽同，但设立的时间和背
景不同。高家堰处的“1314”里程碑设立多年，
被大家认可和赋予了特殊意义，此处标识的

“1314”已经不是一个里程数字，而是一种公路
文化标识和公路名片。宜都红花套镇的1314
里程碑才是现在的实际公路里程碑，也在逐渐
被赋予了“一生一世”的无限遐想。

空口袋立不起来。对一个地方的文化感
知，如果没有文化的赋能、精神的支撑，再好的
资源也难免是明珠投暗。游客在游览过宜昌的
山水名胜后，自然而然会想了解这里曾经发生
过什么故事、这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宜昌的三国文化资源之丰富，通过火花收
藏可窥一斑。火花又称火柴贴画，在宜昌的火
花收藏界里，“三国演义”中历史人物的收藏是
其主要藏品之一。南京、天津、重庆等地的厂家
发行的“三国人物画选”“京剧脸谱”等火柴贴
画均成为收藏迷的抢手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被贬任夷陵县
令的时候，曾写过一首《劳停驿》的诗。“驿”即
驿站，古时邮人送信歇脚之地。这首诗作于景
佑四年(1037)，系《夷陵九咏》之四，欧阳修此时
被贬峡州夷陵。

孤舟转山曲，豁尔见平川。
树杪帆初落，峰头月正圆。
荒烟几家聚，瘦野一刀田。
行客愁明发，惊滩鸟道前。
此诗前两联写景，时空变化丰富。从时间节

点来看，可分为两个时段，第一联为舟行之时(白
昼)，第二联为泊舟之后(暮夜)。从取景空间来看，
一句一景，富于变化。孤舟山曲、豁尔平川、树杪
帆落、峰头月圆，远、近、高、低，布置巧妙。第三
联中荒瘦二字用字传神:数缕荒烟，几户人家，在
暮色笼罩之下，尤显荒凉冷落;瘦野薄田，狭促如
刀，瘦瘠之至。荒瘦二字，乃寻常字眼，但在此运
用十分贴切，显得自然而工稳，能传达出诗人面
对荒村瘦田的第一感觉，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最
后两句“行客愁明发,惊滩鸟道前”是写劳停驿站
传递信息的万分艰难。

全诗写得孤静寂寥，忧然恻然，充满旅途
的忧虑和烦闷。然而“树杪帆初落，峰头月正
圆”，却勾勒出了一幅奇特的峡江晚泊图。帆落
于树梢，月圆于峰头，风景优美。

长阳山歌在三千多年前就被称为“蛮歌巴
舞”“下里巴人”。在县境内的地名中留下了不
少痕迹，如“对舞溪”“歌唱坪”“锣鼓淌”“发歌
岑”等等。截至目前，长阳山歌已收录长阳山歌
1400余首，分为在田间边生产边喊歌和边劳动
边打锣鼓喊歌两种类型。长阳山歌有独唱、对
唱、一人领唱、众人和等多种演唱形式和多种
曲式结构。长阳山歌种类亦繁，其中以号子类、
锣鼓调子类为大宗，其次是小调和反映婚丧的
风俗歌。号子类又有山号子与水号子之分。山
号子中，有一声号、二声号、三声号乃至九声号
及杂号子、赶号子、穿号子等。水号子则有清江
（行船）号子和放排号子之别。长阳山歌以生产
类有锣鼓歌、砍柴歌、赶马歌等，其中锣鼓歌内
容丰富、最为风趣、最为热烈，是长阳山歌中最
有影响的一个歌种。

海中走出一位老公公，脸很红，手拄
一根青蛇似的手杖。老公公对他们说：“日
头从东边出来，你们从西边赶来。你们愿
意长期相守，永不分离，还是只过一世，便
各走各的路？”

他们说：“我们是两只飞到一起的雌
雄鸟，我们的心是一体的，当然不会只过
一世。”

老公公笑了，说：“你们就陪着我，喝
香甜的海子水，吃阳光磨成的糌粑，穿风
雪织成的皮袍，永远住在这里吧。”老公公
随着笑声沉入了海底。

他俩喝了海水熬的茶，身子僵硬了，
成了两座漂亮的山……

那女人舀满了水，背起水桶，轻轻摇
动着很好看的腰姿，朝帐篷群走去。

我用色彩涂抹出了山的轮廓，又在画
上抹了层水，让色彩浸染开来，山似乎活
了过来。山下的帐篷在一片水雾中时隐时
现。我在草地添了一条细瘦的路，蜿蜒着
朝海子边伸来。路上的背水女人弯着腰，
姿势很好看。我添着色，没察觉身边已围
满了人。我抬头看看四周，全是高大健壮
的掠热汉子，他们拥挤着，小声地说笑着，
没来干扰我画画。

“喂，辖里（兄弟），你画得不错。”一个
披着油黑的长发，下巴很长的汉子说。金
灿灿的嘎乌（护身符）在他饱满的胸前一
晃一晃。

我笑了一声，没回答。那一刻，我感觉
到了背脊上丝丝上涌的寒气，那是突来的
一丝恐惧。

“你应该画上牛羊。看看，那边吃草的
全是我家的牦牛。”又一个戴毡帽的小伙
子说。另一个小伙子在他头上打了一下，
毡帽盖住了他黑黑的眼睛。那小伙子说：

“你应该把他这个样儿画下来，捎给他老
婆瞧瞧。”

周围人哈哈笑起来，那戴毡帽的小伙
子害羞地躲开了。我望着他们，特别是他
们插在腰上的刀，都很长，刀柄是镶着珠
子的牛骨。他们有的手习惯地抓住刀柄，
有的却捏着吊在腰上的皮袍袖筒。我望着
这些陌生人，心想我肯定完了。不管怎么
样，我终于完成了一幅很好看的水彩画。

那位戴嘎乌的汉子对我说：“辖里（兄
弟），我们帐篷里去坐坐。尼玛书记说了，
要好好请你到他帐篷里去坐坐。”

我收拾画板，跟着他们朝帐篷走去。
大群的狗围着我，凶狠地狂吠着。戴嘎乌
的汉子拉着我的手臂，一言不发，脸色很
严峻。我知道，我已成了掠热人的俘虏了。

那个长脸汉子掀开帐篷门帘，手抚胸
前非常恭敬地做了个请进的姿势，背后有
人咕咕地发笑。有只手用力推了一把我的
后背，我便跌跌撞撞地进了帐篷，篷内很
暗，我还不太习惯地揉着昏花的双眼，有
人对我说话：“过来，坐到火炉边上来。”

我睁开眼睛，火炉红得像沸腾的血
液，大半个帐篷都随着火苗子摇晃。

对面架着张行军床，床上半躺着一个
男人，披着军大衣，脸很黑很粗糙，一对黑
眼珠看着我，又看一眼火苗。他手中捧着
一碗糌粑，慢慢地舔食，又提起身旁的茶
壶添茶，又喝又添。

“想喝茶，就自己倒。桌上有碗，是刚
洗过的。”他说。

我没动，仍然打量着屋内的一切。空
荡荡的，除了桌子、床铺和火炉，什么都没
有。我看见了床头挂着一支手枪，很小，枪
柄裹着红绸。我说：“你就是尼玛书记？”

他笑了一下，说：“刚才，我看见你们
了，四个人站在达霍山下。我认识你们的
充翁书记。”

我说：“我是画画的，这里的风景很
好，我只想画一幅画。”我把画架打开，把
刚画的还没干透的画拿给他看。他看了一
眼，好像并不感兴趣，又埋头专心地喝茶，
舔食糌粑。

他说：“你们是想把我们从这里赶出
去吧？”

我笑了一下，没回答。我心里很紧张，
盯着他的枪，又盯着他的脸。嘴唇上那抹
浓黑短粗的胡须上，沾着茶水和糌粑面。

他说：“你别那么紧张好不好。有我
们在，你们和我们就不能打架。我们是共
产党的干部，代表人民政府，我们会解决
好纠纷，不能再回到血洗草原的过去。”

我说：“充翁书记也是你这般想的。”
他笑了，脸膛上有红光一闪一闪。他

说：“你等一下，我写一封信你带给充翁。
我与他是老战友了，什么时候叫他到我帐
篷里来，我请他喝酒。”

我坐在火炉旁，烤得我浑身冒烟。我
一口一口吞咽着他加了盐的大茶，真过
瘾。帐篷外有笑声和说话声传进来，我回
头，门帘的缝隙处是一张张黑脸，见我看
他们，便咧着雪白的牙齿笑。

这就是蛮横无理的掠热人吗？我觉得
他们怪亲热的。

尼玛书记写好信，叠成方块交给我。
他眯着眼睛看着门缝外刺眼的阳光，说：

“这里的太阳很好。”我说：“很好。”他说：
“有太阳的地方，风会停，海浪会平静。我
们不会有争斗，也没仇恨。”

我看见他深眼窝内，有泪光在闪。
我走出帐篷时，门外有几个穿军服的

人。尼玛说，他们是县里派来的公安战士，
专门来维持治安，防止骚乱的。

（未完待续）

有一句广告语：如果哪一天

你想自驾体验G318线的魅力,记

得在宜昌停一停。因为被誉为国

民公路的G318 线宜昌段有着

1314公里牌，“一生一世”等你来

打卡！为此，G318线宜昌段就有

了世间男女为之倾慕的最佳理

由。正所谓“入得其境，方知其

美”，地域性和文化性的有机结

合，使得G318线宜昌段1314公

里牌既是公路里程牌，更是文化

作品和旅游产品，还有什么不让

人为之心驰神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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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骄阳似火，当阳光如金色的幔
帐般热烈地倾洒下来，整个世界仿佛都被炽热
的气息包裹着，万物都在骄阳的照耀下焕发出
绚烂的光彩。

我们迫切的追寻那清灵飘逸的清风，追寻
那缠绵悱恻的雨丝，追寻那沁润心田的快乐之
水，茶，宛若一位从山水画卷中袅袅飘来的温
婉仙子，悄然地为生活带来一份独有的宁静和
凉爽，一份充满惬意的清新。

曾经，不懂茶的魅力，只觉得那苦涩的味
道难以下咽。如今已到不惑之年，方觉那苦涩
中透出清香和甘甜，让人回味无穷，流连忘返，
如同生活的真谛。青年时，总爱生活在繁华喧
嚣中；中年后，喜欢静谧在世间一隅，用一颗曼
妙的心，感受生活无处不在的美好，与人间烟
火共生，与诗意浪漫相拥。

走进办公室，第一件事便是泡茶。碧绿的
茶水如同翡翠般晶莹剔透，这吸满天地之精华
的茶叶，在水中上下翻飞，仿佛舞者曼妙轻盈
的舞姿，又宛若清风过后慢慢飘落的花瓣，待
茶叶慢慢舒展，茶香四溢，轻啜一口，那苦涩中
带着丝丝甘甜，陪伴我一天的忙碌。

茶香缭绕，恰似人生旅途，蜿蜒而幽深。人
生之道，以茶为引，细品百味人生。

茶之叶，犹如一位智者，默默无语却蕴含
着无尽的智慧，它承载着大自然的馈赠，在高
山云雾之间，享受着阳光雨露的滋润，最终落
入我们的杯中，释放着它的芬芳和韵味：茉莉
的清香、龙井的甘醇、普洱的陈香、碧螺春的淡

雅，滇红的浓烈，品味中领略生活的诗情画意，
感受人间的悲欢离合。

我的父亲是一个深情的茶人，痴迷于茶的
世界。他说，每一次泡茶，都如同与古老的茶树
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那次，我在工作中
遇到巨大困难，很长一段时间像掉入无边的黑
暗中，感受到万箭穿心般的疼痛，回到家中，我
强颜欢笑，但疼爱我的父亲一眼就看出了我的
悲伤。知女莫如父，父亲默默陪着我，开启了他
的泡茶模式。他手中的茶壶仿佛有魔力，每一
次倾倒，都能唤醒茶的灵魂，也能触动我的心
弦，静静地看着他泡茶，品茶中疗愈内心。父亲
说：“茶如人生，苦中带甜，涩后回甘”。是啊，每
一片茶叶都要经历了风雨的洗礼，才能在沸水
中绽放出自己独特的香气，正如人生，不经一
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生活有时忙碌得
让人喘不过气，日子仿佛失去了斜风细雨的温
柔，多了几分残酷的色彩，岁月匆匆不停息，疲
惫不堪时，委屈迷茫时，不妨停下脚步，歇息片
刻，品味一杯茶，为生活增添一抹有滋有味的
光彩。

站在窗前，眺望远方，品味生活，看着天边
游走的白云，看着光束洒落茫茫戈壁的灿烂，
看着美到令人窒息的粉色天空，品味岁月的味
道和人生的苦涩。茶香，香气怡人、萦绕心头、
韵味久远，恍惚间，我置身于世外桃源，游荡在
缥缈仙境，忘却尘世的琐碎和烦恼，放下心中
的束缚和羁绊，完全沉静在这份美好中。

夏日茶韵
◎于红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