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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口这个神圣的宝地，因丹江源被世
人称赞为秦岭明珠。

这片山水走出的达官显贵、文人雅士，
无论漂洋过海，还是身居大都市，心所至梦
必达，无不把这片土地回拜。以擅写家乡秦
岭著称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贾平凹，一个天
寒地冻、雪花纷飞的日子，特意从古城坐班
车到黑龙口，感受老秦岭魔鬼般的道路，体
会神话般迷人福地黑龙口的风土人情。

车到了黑龙口老集市，香喷喷的锅盔，
竟吃出了虱子，贾氏没想到的是，卖主回答
得很干脆：“你想想，冬天里起面，酵子发不
开，在炕上要用被子捂，能不跑进去一两个
虱子？”听罢，不以为意，吃得满头大汗，一边
吃，一边夸。

贾氏笔下，一鲜艳女子下了车，冷得在
阳光里使劲跺脚，使劲地搓手，接着有节奏
地迈着步子走进豆腐店。男店主把一碗嫩
乎乎、热腾腾的豆腐放在她面前，头贴着她
的耳朵，嗅着她的秀发，殷殷地说，边吹边
吃。女子挑起一大块塞进嘴里，妈呀一声捂
着嘴，烧得咽不下，烫得吐不出，惹得满屋人
笑得前仰后合。女店主笑着告诉女孩，用舌
尖边滚边咽，又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面
食铺卖主高声吆喝：“细、薄、光、煎、酸、汪。”
细薄光者，是面条的形，煎酸汪者，是面条的
味，吃者一时围住，供不应求。

贾氏回到西安，优美的散文《黑龙口》问
世，一时神州大地妇孺皆知“黑龙口”，天南
海北游客爆棚，黑龙口人腰包渐渐鼓起来，
南京还出资在丹江源架起一座友谊桥。

如今，黑龙口的豆腐干漂洋过海，也成
了本地人送给远方亲人的最好礼物。从北
京、上海回家的老乡，走时，总忘不了带几个
又圆又大的锅盔，分享给亲朋好友。

说起黑龙口，故事真多。祖辈一直传
说，老秦岭山底是一片汪洋大海，每隔几年
就从岭底的垭口喷出大水，汹涌奔腾，一泻
千里，使沿途泛滥成灾，村庄、田园很快被淹
没。水德星君便派了四条龙镇守，两条绿龙
总是形影不离，一条黑龙勤劳勇猛，一条褐
龙拈轻怕重。每至喷水，黑龙便将头深入垭
口使劲地吞水，两条绿龙在距垭口东四十里

处也拼命地吸水，阻挡水向下游蔓延，而褐
龙却在绿龙东边的一个土墩上睡觉。有一
年干旱，大地寸草不生，老秦岭底海水也变
浅了，黑龙把头伸进垭口艰难取水，然后喷
在天上缓解旱情，谁知褐龙却不断吞空中的
雨水，两条绿龙见状，跃身而起，箭一般直冲
云霄，将褐龙压到土墩上，并搬来两个塔，一
个压住褐龙头，一个压住褐龙尾，从此，一直
风调雨顺。这便是鹤城境内的黑龙口、二龙
山、东龙山及东龙双塔。

垭口在黑龙口凤凰山。凤凰山在老秦
岭之脊，海拔近两千米，东西走向，前低后
高，横亘于流峪和蓝峪之间，磅礴雄浑，宛如
一只凤凰的头冠，凌霄南坡，高高地仰起，俯
瞰着商洛山水。凤凰山沟壑纵横，瀑布成
林，池潭成群，像天河飘落大地，纳泉汇溪，
千回百转，汇聚于峡口深潭处，过细沙，淌白
石，流入丹河，这就是美丽的丹江源。

丹江源这段秦岭，像老爷爷一样慈祥仁
厚，祖辈称老秦岭。

垭口立一石碑，刻有出水口坐标点，书
写“秦岭一流满丹江”，岭巅东侧耸立一绿色
标志牌，两面均书“丹江源”三个醒目的绿色
大字。岭巅正中有一界牌，站在界牌处，向
西一步为西安，转身两步为商洛，西商就这
样山水相依，琴瑟相和，这也是黑龙口人的
骄傲。这里四季云朗山青，奇石嶙峋，峥嵘
俊秀。白天，阳光盈盈，黄昏，夕阳还没有隐
退光芒，月光已洒满山头，璀璨如星。

情深意浓的丹江源人，走南闯北只要听
闻“黑龙口”，便热血沸腾，握手拥抱，乡党两
字喊得响当当。老秦岭人永远割舍不开养
育自己的丹江源、黑龙口。

“松竹易以尽，草莱生不足”“湿重不可
烧，漉米不能熟”。20 世纪 90 年代前，丹江
源连绵的山坡“遥望山尖秃”，湿草不可燃，
饭菜无法煮熟。

在南方工作的弟弟有一篇散文写道：
“那时候缺口粮，也缺柴薪，秦岭不像现在
郁郁葱葱，困难让人失去理智，避过护林
员，上山砍树当柴烧。短短几年，松树、槐
树、杂木树被砍伐精光，柿树、核桃树也失
去了枝头，刚泛绿的野草连根拔起当柴
火，童山濯濯”“苦难的日子特别漫长，每
当上山寻柴时，站在秦岭山上，看着远处
的炊烟升起，年少的梦想随之飘向远方”

“如今，生活在美丽的穗城，常梦见‘农民
无以爨，焚却水车轴。田事更无望，拆屋
入城鬻’苦难岁月的故乡，泪流满襟”。

丹江源群山起伏、沟壑纵横、河溪众多，
因滥伐滥垦、围河造地、斩坡盖房，植被遭到

破坏、河势改变，导致抗冲击能力差。泥石
流、滑坡，决堤淹地淹房，对水利、交通、电
力、通讯、农田造成了毁灭性破坏，恢复难度
极大。因水土流失过大，薄地里长出的庄稼
瘦骨嶙峋，丹江源千家万户都在讨饭，直到
八十年代末生活才慢慢抬起头，人们守家待
地，国家飞播造林。

谈起故乡，无尽的想念，无端的惦记，不
可磨灭的情怀，都源于对丹水的沉迷。20世
纪70年代，那是我的童年时代，山荒水不恶。

故乡大商塬，位于黑龙口老集市东五里
处，是丹江源的第二个塬。村前丹水没膝，站
在水下白石上，细沙从趾缝滑过，痒痒的仿佛
灵魂潜入水中，不由吟诵“我有商山君未见，
清泉白石在胸中”。鱼儿欢快地在脚面游来
游去，它们透明得能看清跳动的小小心脏。

丹江是我们儿时的乐园，东倒西歪的
毛柳像一把把遮阳伞，树根盘虬水中庇护
着鱼儿。小伙伴们不约而同来到河边，撅
起光腚子，在树根里摸鱼，逮住后，在沙滩
上挖个小水潭放进去，然后打水仗，或仰卧
水面，用手把河底细柔的沙子抓出，涂抹在
肚皮上，沙子搓着嫩嫩的皮肤，又慢慢地滑
入水底。

玩够了，再用柳条把鱼穿起来，拿回家
用油炸着吃。我最喜爱鲫鱼，肚圆体胖，肉
质细嫩；九刺鱼常常在静水中或水草里，一
逮就是几条，吃九刺鱼不用摘除内脏，用火
烤一烤就直接吃；最大的是鲶鱼，最难捉住
的是黄鳝，最漂亮的是红翅鱼；河里较多的
是黑鱼，它生性凶猛，喜欢栖息于水草茂盛
或浑浊的水底。

最有意思的是，赤脚走在沙滩上，不经
意间就会踩到晒暖暖的乌龟，把它翻过来放
在软沙上，它的四个爪爪在空中乱挖乱刨，
就是翻不过身，徒增许多乐趣，一顿美餐后，
把壳挂在墙上晒干，过路的司机常买回去滋
阴潜阳。

洁净的砂砾上成群结队的螃蟹竖起八
只脚，快速的跑来跑去，擎在前的螯足不
断寻觅着食物。一旦被螯足钳住手指，就
赶紧把手塞进水里，抚摸它坚硬的壳，它
很通性，慢慢地松开咬着的手指，然后收
回螯足，钻入水里的石板下。饿了撕下螃
蟹肥嘟嘟的腿，生吃起来，味道咸油。然
后把缺胳膊少腿的螃蟹扔在水里，也不知
它往后的命运如何。这是我们山里孩子
的野性，也是一种生存能力。

夏夜的晚上，坐在河边，把脚伸进水里，
凉丝丝的江水在脚面飘来荡去，就像慈祥的
母亲用手来回抚摸着，温馨而甜蜜。有时，

一群女孩趁夜色深，穿着花裹兜钻进水里洗
澡，我们几个伙伴便悄悄地趴在远处的石背
上偷看，被发现后，就会疯也似的乱跑，不小
心被石块绊倒会嚎啕大哭，那些女孩边笑边
说：“活该！”

如此美丽的丹江源，也曾被重度污染
多年。八十年代中期，凤凰山脚下的中坪
村，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铅锌矿，在村口丹江
河边，配套建成硫酸厂。不几年，山沟里、
河旁、路边矿渣堆积如山。工业废水的排
放经地表水或地下水的渗透而进入水体，
使得水体环境受到污染，加之森林采伐造
成水体中浮游物与溶解物增加，丹江源受
到严重污染。随着矿区深挖，源头千万池
潭变浅，无数沟岔的溪水消失，源头水位不
断下降，千年流水在石上击出的痕迹越来
越清晰，成为万古褶皱。河水变小、断流，
泥水臭气熏天。庄稼变得又矮又瘦，苞谷
棒不足一拃长，麦穗像白色成熟的茅草穗
子，轻飘飘地摇曳在枯瘦的麦秆上。岸柳
泛黄枯死，大白杨枝叶越来越稀疏。水是
大自然的神韵，来不得半点梗阻、破坏。丹
江源的龙脉被斩断，成了荒山滩头，井水时
常断水，人们只好到山坡一滴一滴地接着
浸水。被污染的丹江源头，最终给人们带
来巨大的灾难。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深
富内涵、极具韵味的金句润物无声地融入生
活之中，人民呼吁：不要金山银山，还我绿水
青山！商洛人民开始治理山水，绿化、净化、
亮化丹江源，增加水土涵养，还原地下水脉，
拓宽河道，加固河堤。“水浅连沙去，松青待
鹤来”，经过十几年奋战，丹江源头恢复了昔
日的生机勃勃，重新呈现出“碧波万顷游人
织，青山不老竞风流”的无穷魅力。

山生水，水养人。丹江作为南水北调的
起点，“一江清水供京津”也倒逼丹江两岸人
民实现绿色发展，“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
成为绿色发展的新引擎。如今，甘甜如饴、飘
逸如带、晶莹如玉的丹江，不仅滋养着丹江源
人，而且浩浩荡荡、一路欢唱着流入京津，供
养着远方的同胞。

随着丹江源返璞归真，成群的鲤鱼、鲢
鳙、鲫鱼……让游人赞叹不已。如今的丹江
源是国家级湿地公园，是高含负氧离子的天
然氧吧，是中国气候康养之都，是陕西全域
旅游示范区。

丹江源不宽，丹江源不大，但一直在流，
从早晨流到晚上，从春天流到冬天，从过去
流到现在，一刻也不停息，总是缓缓地向东
奔流，静静地滋养着丹江两岸人。

黑龙口与丹江源
苏安良

雪落秦岭

雪花飘落，穿着棉裘的秦岭显得臃肿
八百里秦川，保持着一种意境
仿佛钟楼上，那口不再激昂的铜钟
万千枫叶正在践踏疆土，时光流转
掸掉身上的尘土，卸去负累
像一个臣子，去实现参见帝王的梦
雪花的孤独，超过了秦岭的高度
在这样的冬天，谁都可以固守洞穴
把生活过得踏实，平静
用歌声和笑声，书写点点滴滴的温暖
想复辟一片自己的阳光草地
追寻一份心情的辽阔，找到一双
飞越千山万水的翅膀
漏洞百出的行囊里，却只装着半块月亮
没有一块岩石能够解释此刻的沉默
雪花一直飘落，在这惆怅的秦岭上
踩下的脚印，又能证明什么

窗外的鸟鸣

鸟鸣声悬挂在窗外，它有落下来或者
不落下来的理由，此刻
阳光像一座桥，将压抑已久的心事
渡出黑夜，我可以将这个冬天
用几只小鸟，草地和诺言涂抹
风会记住这样的时刻，风会把天空再抬高一些
露出隧道，森林及某块远去的云朵
当我们偶尔抬起头，那同雪花一样脆弱的
时光，现在一点点融化，成为
生活中某些善意的谎言，一生中
也许只有这一次歌唱
至少现在听到了它砸向大地的声音

晨 雪

惊叹命运的安排，让夜晚以雪花的形状
掩饰内心的慌乱，与惊悚
它轻盈、柔软。而生活就是一张纸
在上面可以涂上任何颜色
不管怎样揉捏，总会有一些棱角
现在，它站在屋顶或树叶上
显得冷酷，高贵。一缕风在它旁边
仿佛一群孩子在追逐，嬉戏
雪下或者不下，相信翅膀是虚无的
天空是虚无的，只有伤痕
是我们积累的资产
这无声而又暴力的雪，像亲人
又像巨大的石头，将归于泥土
并且为这个世界守身如玉
不像我们，犹如某块攀升的云朵
因牵挂而一再回头
试图用自己的身体，同时间一起老去
试图通过远处的火光，看到自己的前生

冬 夜

灯光守着内心，和四周的温暖
有关乡村的音符，此刻不需要哼出来
已经满盅满碗
夜虫早已晃出藏在雪地里的身体
一遍遍背诵着唐诗宋词
我们都是靠泥土养活的人，村庄
就是我们的根和灵魂
风在窗外固执地摇动着树上的几片叶子
地气慢慢上升，人们睡下
一如时间安静地躺在生活的某个章节
为了某些细小的惦念或暗示
土炕上不停翻动的咳嗽，压制着乡村的疼痛

低处的阳光

他一直在地边走动，偶尔蹲下
扶了扶被雪压弯的麦苗，每一次
把自己的胸脯摁疼
山坡在他的内心，一味地倾斜
他站起来，想伸手抓住擦身而过的风
一只蚂蚁，一片鸟影，一滴露水
都会影响他此刻的心情
都会摇动生活里的那杆秤
雪依然压着时间，他磕了磕烟锅里
那些错综复杂像往事一样的灰烬
挪开身边的一块石头，看见阳光
从泥土深处，喷薄而出

雪落秦岭（组诗）
鲁绪刚

不知不觉来陈家涧驻村四个多月了，
时序已经从夏末走进了寒冬。

这里的冬天，一片寂静。休耕的土
地、凋零的田畴和干枯的树木在寒风中
呈现出些许苍茫。光秃秃的树上，几只
蓝喜鹊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寒风穿过田
野，带走了一年的忙碌和疲惫，而我的思
绪却依然停在初冬的节点上。

一个满是阳光的早晨，我和包扶干
部进村走访。行走在冬日暖阳下的乡村
小道，风儿吹过，有些寒意，空气中有五
谷丰登的气息，也有泥土的芳香，那久违
的乡土情结阵阵袭上心头。

走在通村水泥路上，少了车水马龙
的喧嚣。干净的路面，给人一种温暖和
力量。这里的静谧和祥和，清新的空气，
静静流淌的小河，还有那份令人陶醉的
田园风光，犹如一幅宁静而温馨的画卷
轻轻在面前展开。远远望去，村庄被淡
淡的薄雾笼罩，虽然已是初冬，但色彩斑
斓的秋色在这里还留着无穷的余味。

环眺村庄，一栋栋小洋楼掩映在树
林里，现代新农村的愿景依稀可见。远
处也有古老的旧屋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经过岁月的风雨侵蚀，已经失去了原来
的风采。然而那蜿蜒的小路，静静流淌
的小河，永远不会改变。

整个村庄幽静整洁。各个农家小院，
房前屋后的小菜园格外赏心悦目，白菜、萝
卜、香菜一畦一畦，在初冬的暖阳下生机勃
勃。村子关门闭户的很多，有的场院晒着
粮食，可能出门劳作去了。有的房前屋后
被厚厚的落叶覆盖，证明主人已远离了家
乡。在经过一户养蜂人家门前，看见三十
多箱蜂散落在一片荒地里，虽是初冬季节，
蜂儿们仍然嗡嗡个不停，闹腾得正欢。我
怯怯地走上前去看了一下，因怕被蜂蜇，
只好绕道而行。不远处，一位奶奶正端
坐在门口晒着太阳，看见我们便热情招
手，亲切地说：“都到地里挖地去了，过来
坐……”老人柔和的眼神里充满慈祥。

不远处，机器的“咚咚”声在旷野
里响彻。只见一小伙子穿着短袖，扶

着一台新型的旋耕机在地里忙碌着，
身后被翻过的冬田犹如鱼鳞般的波纹，
在冬阳的照耀下，好像谁用画笔晕染
上去一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小机器，
稀奇中便上去看个究竟。小伙子见我
们走近，便放慢了速度和我们攀谈起
来。经过询问，小伙子才笑吟吟地说
是给别人犁地，收个工钱，一亩地可以
挣一百二十元，一天可以完成二到三
亩地。“不错，不错，不仅帮助了别人，
还能有一份很好的收入……”驻村第
一书记随即伸出了大拇指。听到有人
夸赞，小伙子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初冬的暖阳抚摸着面颊，树叶簌簌
擦肩而落。路边花圃里几束月季已经
凋败，还有一枝未曾绽放的月季十分勉
强地在风中摇曳……此刻，我站在这一
片乡土上，感受到了季节的更迭和时光
的流转。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自己的
家乡。这里的土地，仿佛是母亲的怀抱，
感觉如此温暖而亲切。记得小时候，我
也在这样的田野里奔跑，跟一大群小伙
伴追逐打闹，累了就躺在路边的大树下
睡觉，直到母亲的呼唤声把我叫醒。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
着乡土的气息。这久违的气息，既熟悉
又陌生。我闭上眼睛，用心感受着这一
切。这里有我曾经的记忆，也有我对未
来的期许。

冬日乡村，是一首优美的诗篇。它不
仅仅是季节的更迭，也寄托了对未来的希
望。在这片土地上，我感受到了生命的脉
动和岁月的沉淀。我觉得，无论时光如何
流转，这片乡土正是我心灵的归宿。

冬日的乡村田野，一览无余。树上
叶子黄里透着些许绿意。漫山遍野，黄
红相间，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斑斓迷人。
此时，我感觉这一切是如此的美。美在
自己拥有的这片天，这份朴实厚重的情
感。虽然感觉这里生活很简单，没有世
人追逐的繁华，但这里的山水草木和这
里的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
是这个冬天最美的风景。

冬日冬日乡村乡村
黄瑞华

诗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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