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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巫山是一条山脉，位于重庆、湖北、贵州三省
市的边界，海拔上千米，最高峰乌云顶海拔约两
千五百米。滚滚长江水横穿巫峡之间，形成三峡，
其第二峡从巫山县大宁河口到巴东县官渡口，长
达四十公里，就是著名的巫峡。 长江流向与岩层
走向斜交，山峰高出江面五六百米，最高有千三
百余米。 错落着著名的巫山十二峰，两岸各有六
座。北岸六峰为登龙、圣泉、朝云、望霞、松峦和集
仙。 南岸那六峰，在江中只能看到飞凤、翠屏、聚
鹤，净坛、起云、上升三峰并不临江，以神女峰最
为奇秀。

对于巫山，前人《墉城集仙录》有记载：西王
母幼女瑶姬出游东海，途经巫山，见洪水肆虐，人
或为鱼鳖，便授大禹以天书，以斩石、疏波、决塞、
导厄，梳理峡中乱流；敉平水患之后，瑶姬为使过
往行船安全，日夜立于望霞峰头导航，身化神女
石，其女侍则化为巫山十二峰。因此，《三峡歌》放
言：“十二巫山见九峰，船头彩翠满秋空。 ”

我以前去巫山县， 走到青石村神龙溪口，云
蒸霞蔚的，满江都在吟哦唐人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竹枝词声调可变，词句可变，作者歌者皆可

变，而山野纯情不变。三峡人往往吹着短笛，踏着
鼓节，率意而歌、扬袖而舞。他们在踏歌。 所谓具
赤诚心，即火红的热心肠，歌颂新时代。

因为巫山县处于中国暴雨区， 雨量忒多，又

属石灰岩地区， 在长期风雨侵蚀和河川深切之
下，形成姿态万千的座座奇峰秀峦。然而，山多奇
竣而林少丰茂。 巫峡地层以石灰岩为主，仅巫山
县的岩溶地区就遍布二十五个乡镇，总面积超过
四百万亩，占幅员面积的九成三以上。其中，石漠
化和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约二百五十万亩，占全
县总面积的近六成！已成三峡库区生态建设的瓶
颈和障碍。前几年，全县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投
资数千万元，栽植柏木、板栗、漆树、核桃、李子、
金银花等生态经济林，实施封山育林，治理岩溶
面积一百平方公里，治理石漠化面积五十平方公
里，才形成较好的生态环境。

巫山人治理石漠化，种草植被树以外，凸现
一个美化。他们找到了适宜栽种的黄栌树。 其树
冠浑圆，树姿优美，茎、叶、果都有较高观赏价值，
特别在深秋，树叶经霜变红后，色彩鲜艳、美丽壮
观；其果形别致，成熟果实颜色鲜红，艳丽夺目；
在夏初时，不育花的梗长成紫色羽毛状，簇生于
枝梢，远望宛如万缕罗纱缭绕树间，故又有“烟
树”之称。

黄栌转红时，已经是隆冬了。
愈是寒冷，树叶愈是彤红，满山遍野地红，于

凹形的坡面，又恰似一碗熬得十分鲜艳的红珊瑚
羹。 巫山红叶多得一眼望不到边，其形状有手掌
形、五星形、羽毛形、心脏形、椭圆形、鸭掌形、针
形等多类。甚至多种多样，以火红色为最，还有紫
红、血红、酒红、铁红、玫瑰红等色彩。

这时，农家忙于今年最后的秋收，日子美极
了、心情好极了、人也活泼极了。 谁来这里看红

叶，人勤叶红，自然相得益彰。且听《秋山》诗中所
述，特别俏皮有趣：

乌臼平生老染工，
错将铁皂作猩红。
诗人把枫叶变红，说成偷饮了“天酒”，让孤

松遮掩自己醉红的容颜，看来宛若雾里观花。
巫山多雾，峡谷深而狭长，日照时间短，湿气

蒸郁不散，也就容易成云致雾。云雾千姿万态，有
的似飞马走龙，有的擦地蠕动，有的像瀑布一样
垂挂绝壁，有时又聚成滔滔云堆，在阳光照耀下
形成圈圈佛光，以致前人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千古绝唱。 那些红叶吸云雾
长成，从临江石壁起，缠了半山，再扭头登顶，活
似几条赤龙，一见长江水，欢喜得呀翻滚扭曲，嗖
地窜上天，倏地逡入地，那是喜得疯了！宏伟的三
峡工程完工，水位上涨后，涵养满山红叶，峡江尽
绿，烟云全扫，岸边黄栌叶伸手可触。黄栌枝扭着
叶儿，而叶儿粘着黄栌枝条儿，那样景和那样情，
岂非尽得春意与秋色？巫山云有千姿百态。况且，
踏了云，却是去种红叶。巫山万千红叶，皆为巫山
人所种。在峡谷深处，有个庙堂乡，曾是全国十大
贫困乡镇之一。 全乡只有六十八户二百三十三
人，要垦荒植树，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他们在巫峡
种黄栌，往往腰缠莽绳，放到十数米、数十米悬岩
下，往岩缝里栽入一棵小苗。云雾只在脚下盘旋。
还有个自然村，仅三人，父亲是村支书，母亲是村
长，惟一的村民就是他们的儿子。 却有三四万亩
荒山荒坡。听说他们要种红叶，县上领导们来了，
乡镇干部们来了，学校师生也赶来了，年年到村

里植树，凭着担山赶海的精神，种出满山红叶，种
得巫山尽红。

同行的巫山朋友告诉我，如今巫山县改变了
模样，植有六十万亩黄栌，经严霜一冻，即成鲜亮
艳丽的红叶。重庆市已将巫山纳入生态涵养区建
设。在巫山人眼里，巫山的云是红云，巫山的雨是
喜雨，巫山的仙女则是那些踏云种栌的山民！ 你
且听听：

白头老媪簪红花，
黑头女娘三髻丫。
背上儿眠上山去，
采桑已闲当采茶。
以我的见识，兴云布雨、导航引路的瑶姬女

神及其侍女，如今可以改行，到大宁河畔、到巫峡
河谷、到神女峰下，去唱竹枝词罢。

据说，再往北，重庆的巫溪；往东，湖北的巴
东、秭归，也都有十几到三十万亩红叶不等，初冬
之际，偌大巫山红遍，逐渐涵养出一个生态平衡
的秀美三峡哩。

【作者简介】刘运勇，笔名白河，中国作协会
员，现为重庆市作家协会副巡视员、副主席。 在
《人民日报》《散文》等发表过《红汤圆，黑饺子》
《蒲花暗河》等多篇散文。

看巫山红遍
刘运勇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从
奉节白帝城至宜昌南津关， 全长约 700 华
里的长江三峡， 实乃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
的天然画廊，狭义的川江就是指这段河流。
其间众多江河支流汇入长江三峡， 譬如香
溪、神农溪、黛溪等等，其中大宁河属于较
大的支流之一。

大宁河古称昌江（繁荣昌盛的河流）、
盐水（运输宁厂古镇食盐的河流）、巫溪水
（即流向巫山的溪水）。 发源于大巴山南麓
重庆市巫溪县高楼乡新田坝，流经巫溪、巫
山两县， 在巫峡西端入口处江东嘴汇入长
江。 全长 250 公里，通航里程约占其一半左
右。 流程虽不太长，但因为水流变化瞬息万
变，加上山地起伏导致水势落差大，水急滩
险，航槽多变，自古大宁河上行船运输就是
一件难事， 其实这也是整个川江行船的特
点。

最初的大宁河上并无舟船， 简陋的竹
排、 木筏及独木舟之类才是祖先最早的交
通工具。作为长江三峡流域内较大支流，大
宁河时而流水潺潺，水平如镜；时而浪花飞
溅，咆哮震天，逶迤一路最终注入巫峡，一
直是沟通巫溪、 巫山两县的水上捷径。 竹
筏、木排、独木舟或许行驶容易，但要在大
宁河行船却非易事。 仅以巫山境内的大宁
河段为例， 其全长五十公里左右，（没有蓄
水之前）中间落差竟达九十点七米，滩多、
水急、礁石嶙峋，适宜的船型是大宁河上行
船的关键。

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加深， 开发自
然的水平得到提高， 大宁河上出现了最早
的特有木船———鹅儿船，其运载量不大，估
计比独木舟大不了多少， 只能是初具船型
而已。

至少在三千年前的商代， 群山环抱中
的巫溪县宝源山天然盐泉（即后来的宁厂

古镇的白鹿盐泉） 就已经被古人发现并进
行有组织开采， 利用白鹿盐泉会带来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 如何运输熬盐卤的燃料和
外运成品食盐？ 因为白鹿盐泉濒临后溪河，
而这又是大宁河支流之一， 船就成为大宁
河上必不可少的重要交通工具。 鹅儿船因
为太过于简陋，作用不大，越来越不利于大
宁河上的运输。

大约在明末清初， 湘西辰州的水木匠
（专门造船的木匠）来到大宁河上，将湘西
造船技艺与大宁河实际水文情况结合，在
鹅儿船基础上， 开发出了一种适宜于大宁
河上的新型木船———辰驳子。

辰驳子具有船身尖、舵大的特点，大型
辰驳子载重量有 25 吨左右，小型辰驳子又
称五板船， 载重量只有 5 吨左右， 船底弧
形， 经常装运价值高的货物及有急事的客
商。 机动灵活、吃水很浅，轻便坚固是辰驳
子最大的特色。

笔者在光绪十九年版《巫山县志》大昌
古城地图上， 发现城外大宁河畔有辰州街
的地名， 可见湘西能工巧匠的确曾在此繁
衍生息， 辰驳子出自他们之手绝非空穴来
风，该说法是有依据的。 后来本地人因口误
将其呼为“神驳子”，至于叫“柳叶舟”则是
文人墨客们为其取的雅号罢了。

辰驳子其船头略尖， 船尾成月牙状弧
形向上高高翘起约一米左右， 由下而上逐
渐展开，恰如一条敞开的鱼尾一样，颇为生
动有趣。 黄瓜底，状如柳叶，轻便、快捷、灵
活、吃水亦浅。 船身细长，头略上扬，留出一
片船工们施展航行手段的“开阔地”。 中间

舱位用于载货和搭乘旅客。 这种大宁河上
独特运盐船本，通过查阅相关史料，笔者发
现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都对其有记叙。

1883 年 3 月 23 日，英国探险家阿奇博
尔德·约翰·立德乐（1838 年 -1908 年）溯
江而上途经巫山。 在其著名游记《扁舟过三
峡》 中记载：“巫山对面的急滩由一条小支
流（注：大宁河）冲刷出的堆石形成，堆石使
河流变成狭窄的水道。支流可以通航段 180
里，可抵达产卤水井盐的大宁县（注：巫溪
县）。 井盐是很值钱的商品，此地烧柴煮卤
水，蒸发后得盐。 运盐船简直就是威尼斯凤
尾船的翻版，船尾翘起，尾桨很大，船中部
有蓬围。 船工赤裸的上身被晒成古铜色，他
们不断地跳入水中，或者向前推船，或者拉
住船， 使之不至于和滚动的鹅卵石摩擦得
太急……”

1917 年六七月间， 美国人西德尼·戴
维·甘博（1890 年 -1968 年)游历三峡，途经
巫山时拍摄到“辰驳子”。 在巫山，甘博对大
宁河口停泊的鱼尾船“辰驳子” 十分感兴
趣：船身纤细而长，状如柳叶，船头尖尖，船
尾则奇特地向上翘起一米左右，如同月牙，
由下而上逐渐舒展，恰似一条敞开的鱼尾，
颇为生动有趣。 船身中间舱位用于载货和
搭乘旅客，船底为弧形黄瓜底，轻便、快捷、
灵活、吃水极浅。 称它为“柳叶舟”———因为
它恰似一片飘浮在大宁河上的柳叶。

近代日本中野孤山所著《横跨中国大
陆———游蜀杂俎》游记，对峡中民船种类有
详细记载，其中就有：“辰驳子，最大 25 吨
内外。 ”“五板船，客货两用，船体狭小，安全

迅速。 ”
“辰驳子”是大宁河独特环境的产物。

它依据大宁河航道窄、弯道多、水流急而专
门设计建造。 船头设一只长橹，船尾设一只
长橹。 两只橹有分工：前橹掌握方向，后橹
作为艄，即像舵，也是动力橹。 前后默契配
合，遇滩从容不迫，转弯灵巧飞速，运客运
盐运货，长年行驶保平安。 回想当年宁河碧
涛上，船工上滩奋力撑竿的身姿，不会忘记
浅水区船工下水推船的情景， 更不会忘记
下滩时，船头架一把类似关公大刀的长舵，
航船如飞时直对岩石而去，满船惊呼，船老
大灵活操舵，航船擦岩壁而过之惊险。 舟船
要在急流险滩里， 一边避开礁石一边快速
抢准航道，其间的惊心动魄，绝非局外人所
能详。

大宁河曾经险滩众多，号称“一里三湾
十八滩，滩滩都是鬼门关”，尤以险滩“银窝
子”更是让人闻之色变，“银窝滩，丧命滩，
十船到此九船翻。 ”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大
宁河的航船就是在生与死的波峰浪谷间颠
簸，可谓说不尽船工的艰难和豪情，道不完
纤夫的辛酸和坚韧。

“辰驳子”依旧是人力木船，依旧要上
水拉纤绞滩， 从巫山县城到大昌镇往返一
次要五天， 其主力地位一直延续到上个世
纪七十年代。 1971 年 10 月，大昌木船运输
社制造出大宁河上第一艘木壳机动船。
1974 年 6 月， 大宁河上又诞生第一艘铁壳
机动船，此后木船“辰驳子”日渐式微。

今天，大宁河上已看不到“辰驳子”的
身影。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山云雨已然入
诗，入梦，入心。 有人说，游览巫山胜景，如果不观一回巫
山云海，那便是一次遗憾地错过。

我时常在琢磨，云雨不过是普通的一种大自然现象，
巫山云雨哪有什么不同。为了找到它的与众不同，我目睹
过黄山山顶的云，触摸过张家界大峡谷的雾，亲昵过庐山
云海……每一处云雾总能让我们联想翩翩， 惊叹大自然
的神奇，总想掬一捧在手中珍藏，捋一丝在梦中萦绕。 游
赏过后，方才发现巫山云雨，奇在气势如虹形如万物的蔚
为壮观，奇在云即雾雾即云的浑然一体，奇在静若处子动
若脱兔的静动自如，奇在青山可揽碧水可戏的清新怡然。

坐在长江江畔，清风盈怀，双脚没入水中，鱼虾戏弄，
远方青山巍巍，半空飞鸟盘旋，江面渔舟漫游，阵阵涟漪
泛起粼光。蓝天为背景，白云为主角，它们千姿百态，为单
调的蓝天增添生趣。 时而抬头仰望蓝天，看云卷云舒，心
中便有一种自由飞翔的感觉。

很多人旅游，最担心遇到下雨天，而到巫山，若遇下
雨那是幸运，因为你可领略何谓“除却巫山不是云”。这里
的雨，雨线如丝，轻柔如棉。 青山在雨中沐浴显得更加苍
翠，小溪在雨中蜿蜒显得更加灵动，一艘渔船停泊在长江
与大宁河的交汇处，为灵秀巫山的点睛之笔。

最美当属雨过天晴。云雾从半山腰漫生而出，犹如刚
刚诞生的婴孩，卖萌可爱。 这雾清纯的像清秀的小姑娘，
些许羞羞答答； 这雾彪悍的像壮实的汉子， 些许健硕勇
猛。有的抱成一团诉说久别的相思，有的飘散成块隔山相
望，有的飞舞成朵倾情表演。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
树叶，当然也找不到两片相同的云朵。每一片云朵都有它
的小情怀，有的腾飞直冲九霄，有的俯卧直扑峡谷；每一
片云雾都有它的小心思，有的漫卷如轴，有的舒展如画；
每一片云雨都有它的小姿态，有的轻薄如羽翼，有的浓密
似绸缎。

山，永远都是云雾的诗行。它环抱群山，纠缠于山腰，
曼妙在山顶。壁立如刀削的峡谷瞬间被云雾填的满满，清
瘦如柴的山头被云雾温情的一抱瞬时变得乖巧温顺。 若
置身其中，恍入仙境，阳光撒泄下来，云雾披上金光，犹如
凌霄宝殿，十分迷幻。微风吹来，云雾急得团团转，相互之
间抱得更紧，少许云雾盘坐在树巅，与叶片在窃窃私语；
少许云雾钻进丛林，与枝条在嘘嘘嚷嚷。 唯有我们，摊开
胸怀，打开手掌，抓住一把，很想永久尘封，珍藏。

水，永远都是云雾的乐园。与天相接，云雾相连，云雾
像孪生，分不出是云像雾，也辨不明是雾像云。 它时而流
泻而下，直抵江面；时而腾飞而上，直达云层。有人说是云
俘虏了雾，也有人说是雾说服了云。 平静的江面，云雾在
上面漫延，过往的船只隐没其间，若隐若现，好有画面感。
目及之处，尽是咫尺。云雾缠绵的像情人，如胶似漆；优雅
的像王者，大气厚重。 水中的鱼儿，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
悦，吸食落在水中游弋的雾气。 岸边的水草，自然也十分
多情，它想挽住云雾低语。 待到山头日出，云雾无情撒手
而去。绵延起伏的山岚，慢慢沉淀出来，清晰起来。清清的
一江碧水，把碧空如洗的天空画在水面。

巫山云海大气磅礴，适合远观。 有种“奔腾到海不复
返”的执著，有种“滚滚长江向东流”的雄辉，有种“翻手作
云覆手雨”的炫幻。 深浅不一的沟壑，让云雾变幻出不同
的形状来，时而像羊羔跪乳，时而像鸟雀啄食，时而像白
龙过江，时而像妇孺团聚……云海的每一次奔腾，都是一
次震撼；云海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惊叹。

都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却更喜欢山间云雾，它
虽没有山的雄伟，水的秀美，可它有着迷离幽幻般的缥缈
曼妙。喜欢它山巅上遮天蔽日的浓重壮观，爱它山坳里宛
如薄纱的轻柔弥漫。

巫山云千朵万朵，没有一朵是重复。 游览千山万水，
没有一次不是惊喜。“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
云”，愿每一片云朵都是你的诗意，带给你一生心旷神怡。

巫山观云海
赖扬明

大宁河上的木船
蒋 华

来自天庭的月亮照着神舟十
二

回来了，越来越现代
而旧时明月高雅
叫玉盘、婵娟、桂魄、冰镜……

只照彩云归，只照春江花月夜
今天那叫素娥的明月越发漂

亮
要照就照五湖四海，照人间

不信你打开视频，明月就牵在
手上

或者你出去走走
瞬间会骑上一匹高大的白马

这个中秋

明天我回老家
这个中秋我不用背水调歌头
苏轼的月亮就挂在我老家的

飞檐
踮踮脚就可以摘下来一瓢饮

舀不了婵娟里陡峭的桂花香
还舀不了一瓢满地熟透的稻

花香？

至于水调歌头，
等露水宿满黄金屋
即使我不背出声，
也有夜风
替我传来月亮金属的摇滚

月明人间（外一首）

李成燕

童心向党 向君玲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