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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记忆中的双龙是美好的。
那时在平湖饭店工作，经常要送客人去小三

峡。坐小木船第一站，抵达双龙小镇，青石梯道闪
着油光，在河水的映照下古朴浸润。抬头望去，高
处梯道边，一颗乌鸦树将青翠的枝杈展开，让老
镇显得清凉又生机盎然。 上梯子左边第一栋房
子，是洋气的双龙宾馆，每天都有各种肤色的外
国游客在此就餐。那些年，小镇游人如织，河边旅
游小摊兴旺发达， 很多山民来到河边做小生意。
炸小鱼的大姐大声吆喝着，“哈罗！ 香脆的野生
鱼，买几条尝一哈嘛，好吃得很。”不一会儿，整盘
的油炸面鱼就售卖一空。古玩摊的老板将锐利的
目光在游客中扫描，一旦有人问，立马拿件东西
出来，用神秘的语调与之交流……许多小孩提着
河摊捡来的石头，追着游客叫卖，“阿姨，买一袋
三峡石嘛，才 10 块钱”。那时，有很多人喜欢捡漂
亮的石头带回家，作为游小三峡的纪念，运气好
还会捡到美丽的雨花石。 记得琼瑶在她的游记
《剪不断的乡愁》中，记录她捡三峡石的喜悦，用
最美的文字盛赞小三峡的石头，当心肝宝贝一样
带回家珍藏。

如今， 曾经热闹非凡的双龙小镇已不复存
在， 而那些美好的记忆至今难以忘怀。 前些
年，有朋自远方来，在烟雨蒙蒙中游玩小三峡。船
过双龙新镇，在雨中远眺，新镇三面环水，有雾萦
绕。小镇隐在流动的烟雾中，美得如梦如幻，似江
南水乡。 心怦然而动，仿佛那若隐若现的房屋一
角，还有老镇的繁忙。 于是，择日怀揣旧时情怀，
走进双龙新镇。 然而，眼前的景象与记忆中的样
子相去甚远，心里突然像丢失了一个梦，有些失
落。 新镇街道宽敞，清冷，行人寥寥，新式水泥建
筑显得死气沉沉， 那些曾经繁荣的旅游街市，已
了无痕迹。 唯有河水清澈碧绿，偶尔有船只隆隆

过往，还能忆起一些曾经的热闹。
从此，对于双龙不再有美的印象。
再次走进双龙，是那条神鱼的召唤。 站在安

静村的峭壁上，俯瞰小三峡，河水如游龙在大山
中穿行，悠闲逍遥。放眼望去，一条肥壮的鲶鱼从
远古游来，鱼尾轻摆，灵动神秘。碧绿河水有船只
过往，仿佛一条镶嵌蝴蝶的翠绿丝带，系在鱼头
上随风飘动。 因为这条远古游来的“神鱼”，大宁
河在这里形成一个突出的大弯，是为鱼头弯。 虽
然早已在图片上领略了它的神奇，但当你真正站
在它的面前时，还是被深深震撼，敬畏之心由然
而生。 曾经多少次多少人经过它的身旁，从不知
道它的存在，而牠却静静地在双龙守护着巫山这
片土地。

于是，双龙，因为神鱼又住进了心里。一次偶
然的机会，认识了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驻双
龙镇扶贫工作队队长马然希，我们因为巫山梨膏
而结缘。 听他讲述双龙这几年的扶贫成果，精心
设计双龙未来的发展计划，成立乡助山野公益发
展促进会，建立长效扶贫发展机制。 在他的言谈
中，自然流露出对村民朴实真挚的情感，进而被
他的真诚所感动，在他的影响下，也希望为双龙
的乡村发展尽一份能力。今天，随作协走进双龙，
在安静村听双龙镇易书记介绍说，现在的双龙还
表现出“三高、一低、一差”，是重庆市的深度贫困
镇。 双龙，地质比较破碎，山高、坡陡、沟深。 被大
宁河一分为二，河西，形成三道大梁、四条冲沟，
还有两个坝———龙雾坝和钱家坝；而河东，有两
匹山梁子，中间一条槽，直通金坪乡。 山高坡陡，
土地石漠化严重，没有叫得响的农产品，虽然经
过几年的扶贫发展，已小有成效，但因为基础太
薄弱，还需要长期努力，才能改善双龙的贫困现
状。

安静村第一书记王涛，怀揣他的红叶梦来到
双龙两年多，本来已经完成任务可以回家，但他
选择留下来。 有时候几个月回不了一次家，家人
也有抱怨，他说能理解，但儿子视他为扶贫英雄，
这就足够了。他想在赤壁摩天观景点建成小三峡
手作步道，让远古栈道在崖壁重现。他说，巫山红
叶应该作为艺术品走进千家万户，也应该成为食
疗佳品对人们的健康有所帮助。这么美好又远大
的理想，一般只是说说而已，但他与他一起战斗
在双龙扶贫一线的队友们，却一步一步在接近目
标，哪怕一路艰辛。

一直觉得双龙是一个只有石头的地方，但在
安平村的古树下， 看到了乡村田园的盎然生机，
石上生花的浪漫民俗。 有一群人，曾经是最贫困
的他们， 为这石头地里的春意勃勃作出了贡献。
在双龙的两天采风，人们讲得最多的贫困户是刘
敬春，每一个讲他的人都满含敬佩，话语间流露
出自豪。

刘敬春的大儿子一出生就患有先天性唇裂，
2011 年， 自己也被确诊为肺结核和因腰椎结核
导致的椎体骨质破坏，肢体残疾，本来就因为儿
子的医药费欠债数万，这下更是雪上加霜，债台
高筑。 刘敬春看着自家的地渐渐变得荒芜，身残
的自己只能干着急， 生活无望。 天无绝人之路，
2013 年，刘敬春被村里确定为建卡贫困户，成为
首批获得大病医疗救助对象，腰病渐渐好转。 他
在心里谋划着未来，做着他的美丽田园梦。期间，
他不失时机， 参加镇里的所有扶贫技能培训，学
习各种养殖技术，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小有成
就，并主动申请摘去贫困户的帽子，一时成为佳
谈。

走进刘敬春的葡萄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
园春色。 一串串的葡萄纽纽挂满葡萄架，田巷的

狗尾巴草嫩绿诱人，嫩草的繁茂，说明葡萄是生
态种植。 瘦高的刘敬春在葡萄架旁与我打招呼，
你是陈姐？ 我说，是。 他惊喜地告诉我，我们一起
参加过创业大赛的，你忘记我了。 我有些不好意
思说，是的，几年前在一起参加活动，印象深刻，
心里一直记挂，只是突然相见，记忆有些短路。更
没想到村民口中的榜样，原来是你。其实，怎么可
能忘记呢？他那么勤奋，在困境中积极努力，那时
的他就让我十分敬佩。 如今，刘敬春不仅仅自己
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他的正气，他积极的生活态
度，也带动了村里的贫困户一起建设自己的美好
家园！

洞桥村的第一书记， 市委网信办杨玉超书
记，在他的朋友圈里，每天看到的是家乡的美景，
在村委会墙角蹭网上网课的孩子，村民成片的生
态草莓，美丽的小三峡风光，他就像一个土生土
长的洞桥村人，用这种方式，宣传深深爱着的这
片土地。第一次看他发老人的婚纱照，我说，祝你
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他说，谢谢！ 后来，看他每天
发一组不同老人的婚纱照，才知道是扶贫工作队
给村里老人的福利。那些一辈子住在村里的老人
们，从未有过如此浪漫的体验，每一对老夫妻的
婚纱照，神态娇羞又甜蜜，看着这些照片，心里突
然酸酸的，想起自己的父母亲再也不能体验这种
浪漫。 他的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大山深处的点
滴生活，记录着贫困勤劳的山里人。 他用最朴素
的善良，将村民视为自己的家人，也将老人视为
自己的父母！

双龙，不再陌生！

记忆中的双龙
陈嗣红

待你走后， 我踏遍故乡每一个角
落,眼里挤满了老人的影子，却唯独没
有你的痕迹。我未曾离开，更未曾走远,
我见到了四面的山,听了八方的水,驻足
了各地风水人情,体会到了人间冷暖,儿
时只想独自一人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现
在多想在你身边，陪着你说笑打趣。

灰色相框里， 一位老人慈祥地笑
着，眉头似寒菊初绽，满目温柔仿佛要
溢出来。

这是我记忆中那个和蔼老爷爷的
横样。

曾几何时，听母亲道，外公一生痴
迷于编织活，几根竹子，割成细条，在外
公手里，就像孙悟空翻筋斗一样，一下
能变出几十个样。城有街坊邻居找外公
请教，外公当然也就乐呵呵地教。 就这
样一传十，十传百，外公编织活好的是
整个村子都知道了， 外公也靠这门手
艺，卖了不少编织品，为一家子减轻了
负担。

五岁那年夏天，我和妈妈坐车去外
公家过暑假，那时没有风扇，更别说空
调了，所以每至正午，又热又闷又燥，蝉
鸣一声又一声，无趣罢！每逢这时，外公
便拿起镰刀，砍断竹子，割成丝呀条呀，
接着就是编呀织呀……我看的津津乐
道。 阳光很暖，白云在浅蓝色的天空
中变成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我依偎在外公身旁，看着那双布满
老茧的手上下翻动，挥洒自如“哇，竟然
织出了一把竹扇子！ ”这下把我高兴坏
了，于是我拿着扇子，到处洋洋得意，外
公见着了就会笑着摸摸我的头，我坐在
旁边为他扇风，他为我讲起一个个故事
……老猫慵懒地伏在门坎上，不时轻轻
地“喵呜”一声。

只觉得那时岁月静好，外公用竹条
为我只织一个又一个玩意儿，为我织出
整个夏天。

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再见外公，
已是多年以后。 五年级的暑假，爸妈把
外公接到小镇上玩了几星期，我拉着外
公走过一条幽静的小路，路两旁垂柳万
千，蝉鸣声声。

我问身旁的外公：“您会有一天独
自离我们而去吗？ ”

外公不禁鼻子一酸，犹豫了一会儿
用微笑着说：“当然会呀，人都会有那一
天的，去到另一个世界。”他又停顿了一
下，望着落日的余晖，满眼有道不尽的
愁绪，又说：“可是我还是想呆在这个世
界，亲眼看着你长大，看着你考上大学，
看着你独立工作……”

那天的夕阳很美，落日熔金，暮云
四合， 温柔的余晖撒在这个老人身上，
与天边的云绘成一幅温馨的图画。

【作者简介】贵婷婷，巫山初级中学
八年级五班学生。 指导老师：曹成权。

外 公
贵婷婷

老街毕竟是老街，是和一代又一代的巫山人
共存的老街。 因此，尽管它已经沉入水底多年，县
城的老街依然让人难以忘怀。

在巫峡西口的长江之滨，曾经有一座古老的
巫山县城。 若凡乘船行在江面，能看到的，大都是
些高高矮矮密密摆布的灰色房屋———那些或宽或
窄或挤或疏的街道，无一例外都被夹杂在这些建
筑之中了。

它们最后以实体的方式存在，还要追溯到 12
年之前。 就在 2003 年 6 月，三峡工程二期水位蓄
水至 135 米。

为了大义，也为了新生；像飞蛾扑火。 它们义
无反顾径直投江而去。 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
咕咚……一齐都沉到水底了。 那街道，那房屋，连
同那拆迁后的废墟。

然，水是透明的。 永远是。
于是，这些 10 多年前就已沉于水底的街道和

街道上的那些物什，并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模
糊多少。 在记忆的底片上，它们仍留存着还算清
晰的印象。

老城的街道，说宽不宽，说窄不窄。
最宽的要算是集仙街了，几十座的旅游大巴

还是能随意进出。 最窄的如登龙街，街边商户搭
建的遮阳蓬，稍宽一点就直接从街这边搭到街对
面去了，把个街道的“宽”遮了个严严实实；而且，
车子也依然能打得过转身———尽管这车充其量也
只能算是微型中的微型，车的名字叫“麻木”。 再
准确点儿说，就是最多可以坐两三个人的三轮摩
托。

这就是老街留下的总的印象。
巫山老城座落在幽深秀丽的巫峡西口，大宁

河与长江交汇处的北岸的二级台地上。 两千多年
来，一直作为郡县治地；建国后，是巫山县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

巫山老城十二条主要街道， 皆以十二峰的名
字命名。“登龙”、“飞凤”、“起云”、“望霞”……浓浓
的文化味儿， 经久地流淌在每一条街道的每一个
角落。

老街条数不少但都不算长， 集中走向多与长
江平行，见头见尾一溜顺摆在江岸，任由人来人往
车来车去。

记得，老街的商铺较有特色。十字街一天到晚
人头攒动，巫峡大世界、百货大楼、家家福超市等
稍大一点的商贸行业尽云集于此， 想不繁华都不
行。起云街的干货摊首尾相连，朝云街工业品市场
衣物成堆，南门洞子聚集了手磨加工，松峦街摆列
了不少老式理发铺，“光头 5 分平头 1 毛” 成为早
期理发业一句较为响亮的广告语， 圣泉街则是水
果摊和菜担担的乐园……

老街的“闹点”相对集中。 有李季达塑像的广
场是人们聚集、休闲、散吹的所在，尤其夏季傍晚，
整个广场大坝，支满沙滩凉椅，人堆比比皆是。 从
这里过街，就又到了可纳千人的电影院了。在电视
还未曾普及的年代， 这电影院里的火爆难以语言
表达，经常是人挨人人推人人贴人，男的女的有意
的无意的都这样， 踩着脚跟挤进去又踩着脚跟涌
出来。倘若乡镇的人进了城，更是以能在男男女女
密密麻麻挤一起的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 为快

事。
老街的人行道梧桐蔽日。 高大的法国梧桐伸

展它茂密的枝桠张开它宽大的叶片， 成了老街最
忠实的伴侣，翠屏街、秀峰街……街街都是。 几乎
可以这样描述：凡是有街的地方，就有它的身影。
无论白天，无论黑夜，无论春夏，无论秋冬，它都以
“不离不弃”的姿态，恒久地、固执地站在街边，遮
烈日，挡风雨。

老街的车辆以“麻”为奇。美其名曰“老街”，实
际上有很多只能叫“巷”，或者叫“巷”更贴切些。正
是有了这些逼仄逼仄的“街”，才催生出了一种被
人称做“麻木车”的交通工具———在三轮摩托上搭
一个简易篷子，乘客上车 1 元，就可拉起满街转满
巷钻，而且随叫随到，随叫随停，方便得很，便宜得
很。

老街的上空“蛛网密布”。管线“地埋”，已是之
后新城建设期的事。在老街，各种管线，广播的、电
力的……通通“架空”。“蛛网密布”，是老街的又一
特色。 记得飞凤街文化馆前， 数十条线缆纵横交
织，从街这边直接“网”到了街对面，密密匝匝的，
车辆在“网”下穿行，场面很是“壮观”……

商铺、闹点、梧桐、麻木、蛛网……动的，静的；
人为的，自然的……这些富有时代烙印的元素，相
对独立又共同组合，构成了巫山老街丰富的图景。
这些图景，曾经真实存在，让人至今不忘!
� � 也许，会永远不忘……

老街印象
陈达平

巫山红叶

这就是我看见的巫山
壁立着，把千千万万张红叶
从十二月的寒风里轻轻抱起来

这就是我看见的红叶，一笼云雨
锁不住关不住的红羽毛鸟儿
摇曳着飞翔着
高高飘过巫山的头顶

还需要破译生命中那些陡峭而嶙
峋的密码吗？

不用了
巫山红叶是一束光
站在星辰的前面，穿透夜的深渊

这一刻我看见人群在仰望
神低俯下身来， 一齐用敬畏的目

光
抚摸这时间峡谷中
被电打过雷劈过的红
历尽沧桑的红

它早已红进祖辈们顽强的筋骨里
红进岩石的血肉里爱情里

这一刻我看见整座巫山
站在悬崖敲锣打鼓！ 这一刻我看

见了
二百万年前的欢乐、舞蹈、祭祀和

天堂

巫 山

在长江第二个峡口———巫峡
我找到了巫山
找到了生命起源的地方

我一定来自龙骨坡
一定是巫人的后代

因为我体内有那么多云雾、树
那么多灵性而奇崛的岩石
那么多惊涛骇浪

我一定是由岩石和水堆积而成

所以我需要诗歌
需要美丽浪漫的传说
需要巫师为我祈祷、驱邪
需要铁、需要坚硬、需要风暴雷霆
需要对万物保持永久的忠诚

我亲吻岩石
日复一日， 就成了它的手臂它的

肩胛
人们口口相传，我又回到活物
脸上挂着冷峭，肌肤富含水分

我翻开山水，一朝朝一代代
我就成了它的星空
成了它持续发光的词语
成了李白、杜甫、元稹、李商隐
成了一千年后参加国际诗歌论坛

的诗人

我要像红叶一样
站在百丈危峰之巅
从石缝，从石缝的悬棺里
把先人的灵魂一件一件捡回来
放在博物馆
让时间低下头来向他致敬

我相信光芒已击穿最黑暗的肉体
每块岩石都潜伏着巫人的精神

转瞬即逝的美
常常让我们措手不及
所以我四季烟雨，紫气蒸腾
我要让人类的灵感与智慧
不受限制地在巫山流动

作者简介：傅天琳，女，一级作家，
中国作协会员，编审，中国诗歌学会副
会长，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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