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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上的山？建华兄。”“昨天，哎！重庆热，这
里凉风绕绕，安逸。”在仙女镇碰见老熟人邵建华，他一下
子点出了仙女山夏日的凉爽——风。

风，这仙女山调温的手，迎来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重庆
避暑纳凉的人们。

炎炎夏日里，在仙女镇的街头巷尾、东西南北，每一
寸土地上都躺着一个“凉”字，这“凉”用山上的“风”在输
送，山上的绿地、花草、森林、雀鸟虽处炎夏七八月份，却
好似置身于山下三四月的季节，到处草碧天蓝、鸟语花
香，特别那遍布的凉爽与惬意，使人们临夏如春、清凉舒
爽，有人说这就是仙女山的魅力，这儿的仙女常化作清风
陪伴在人们身边。

按常理，山高自然凉。我认为仙女山的凉似乎另有
玄机，建华兄对仙女山情有独钟，当年他在区旅游公司当
过副总，我便问他，山上的风从何来，这空气中流动的凉
爽，好似原因特别。

“这种风，当然特别，不然，怎么会送你上青云？你找
找吧！”他有些神秘又似在点拨。

看着旅游车、公交车及各种私家车，一辆接一辆，牵
起线线在穿梭，络绎不绝地吞吐着如蚁般的人群，我以为
是这些车这些人流动的风，可他们的风分明带着热气
啊！他们倒是来找凉的、找那特别的“风”的。

仙女镇流行的羊肉火锅、豆花饭、土鸡汤，尤其是这
夏季产出的嫩包谷及各种新鲜蔬菜，这也像是风呀，它们
不仅招待着南来北往的游客，还把“新鲜、原生态、绿色食
品”吹到全国各地。那种舌尖上的风看不见，却时时萦回
在人们的食欲口味里。

仙女镇那色调优美、造型别致、风格各具的洋房、别

墅、民居小区、商业楼盘，也是一种风吧！那些建筑与绿
树的搭配，人居与自然的融合，仿佛处处打着清爽适宜的
标签，每个窗口都吹拂着自然的元素，那个销魂的“凉”可
谓睡在里边、玩在里边、吃在里边的生活天堂。七色花
园、仙女天街、时光小镇、仙山流云，哪一处不是“风儿轻，
月儿明，树叶儿沙沙响……”

仙女们的衫、仙女们的裙，直接转化着身于现实中姐
儿、妹儿们的漂亮身材，大妈、老奶奶们也宽裙大袖、万分
飘柔，至于仙女镇的爷们，老中青少都喜欢飘着文雅的衬
衫、T恤等衣裤彰显轻松自在、休闲适宜，少有几个光膀
子着膝盖裤逍遥于夜市摊上，尽情放下凡尘，品烧烤、嗨
啤酒，让夜风在身上抚摸个够。

仙女山上的云、仙女山上的雨都带着风，它们幻化成
诗、画，飘在仙女山人的窗口、阳台、月下，还有他们的梦里。

“站在仙女山文化接待中心，你选个角度试试，看千
峰相围、泗水归槽，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理？”在一个老者
的提示下，我突然看出了什么。

前方两公里外，不是有一个硕大的天生桥群吗？它
正处四山相抱的中央，那些千万年的山势、雨势、水势，会
朝着中间那个漏斗一样的地方流去，漏斗穿透到了地心，
带走了泥沙，剩下的地质露出了喀斯特的风骨，溶蚀成了
带有国际范的自然奇观，人们把这镂空的岩体叫“天生
桥”，这天生桥实际是一个由三座形似石桥的岩体相互依
连的桥群，人们赋予了它们漂亮的名字，叫龙桥。而此时
水以瀑布、溪流等形式在桥下流淌，时而舒缓，时而湍急，
继而又抑扬顿挫，如一曲“风”的歌唱、一曲“母亲的乐章”
腾越在山谷。它被所有的人慕名、倾心，人们从四面八方
赶来参观、朝拜，它刮起了意外的“国际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把它写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人把它当“重庆名
片”的“靓丽风”。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儿的山也算高吧！平均
1200米的海拔，集原始森林、草原、溶洞、溪流、瀑布于一
体，有着险、秀、雄、奇、幽等众多景观特色，植被是西南绿
色基因库的“宝藏”，水质是国家自然保护区一级水优良

“标准”，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是重庆中心城区的100倍，而
仙女流传的美名，就更是让人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是的，那云中仙女，那美丽而多情的仙女，谁不踮着
脚尖仰望，而今仙女已经下凡，她已来到了人间。

好风凭借力，我要上青云，这是苏东坡的话吧！
仙女镇人，等来了“风”，这是他们前世今生的缘。他

们眼光如风、思想如风、行动如风，张二毛家的荒草地流
转变成了“芳草地”，李大狗家的柴山林变成了“雪岭仙
山”，王幺妹家的石梁子变成了“富雅云庄”，教书匠传建
银说：“过去的洪荒地成了如今的金山银山，过去的乡巴
佬成了当下的城里人。”仙女镇人凭风而上，他们实现了

“我欲上青云”的志向。
建华兄是当年开发仙女镇的第一批年轻干部，因开

拓创新出色，他被调任市里工作了。前年退休后，平时就
待在市里，夏日他便上山歇凉，冬日便来山上滑雪，对于
山上一年一度的森林节、音乐节，他更是不想错过，他那
颗年轻的心永不褪色。

“找到了吗？你寻的风。”建华又问。
“找到了，它哼着悠扬的曲儿，不仅在山上，还流在你

我的心里。”我回答，并指了指那有水就有风的地方，一朵
祥云边正冒出一弯新鲜的月儿，一半边清晖好像建华风
中的嘴，把笑歪得老高。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假日，遇雨，人车汹涌。行走汉中，去拜将坛，走定军
山，谒武侯祠，拜谒革命纪念馆……一入汉中城，见缝插
针，时而西汉东汉，转眼三国鼎立，车过身又是红军来了。
好一个乾坤颠倒，时空错乱，最大的感觉是“穿越”了一回。

一
不论当下美景，不说风物胜境，单就人文论，就让初

来汉中者膜拜得无以复加。
西汉时期，汉中城固人张骞，奉武帝之命，两番出使

西域，开辟横跨欧亚大陆之交通要道。艰辛备尝的外交
官，成为陆上丝绸之路开疆者，中原与西域交往，使得两
地经济、文化水乳交融。这是汉中的骄傲。

东汉以降，宦官蔡伦在封地龙亭，用树皮、渔网、竹子
压制而成“蔡侯纸”。造纸术的诞生，成为古四大文明之
首，为中国文化传播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纸圣”造纸的千
古佳话，至今仍在汉中蔡伦墓祠景区经久相传。这是汉
中的荣耀。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曰：“栈道千里，勇于蜀汉，使
天下皆畏秦”。闻名于世的褒斜、金牛、陈仓、子午、米仓
等栈道，自三千年前始，次第延展于汉中南、北山涧川谷
之中，成为古代货运、驿站、铺递、关隘等政治、军事、经济
的重要交通枢纽。这是汉中的荣光。

褒斜古道南端褒谷，有石门隧道。隧道内外壁及谷
口南北山崖间，遗存摩崖石刻十三种，统称为石门汉魏十
三品，其中汉隶大字“石门”“石虎”摩崖石刻，视为书法瑰
宝，为后人临摹、景仰。这是汉中人文尤为耀眼的光芒。

至于汉中名贵的朱鹮，乃当今世界发现的唯一野生
朱鹮种群，在陈忠实先生笔下，华美惊艳得无以复加；勉
县武侯祠内，那一株亭亭玉立的古旱莲，拥有“植物熊猫”
美称，因其珍贵、独特、秀丽，而成为“汉中市花”……

二
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次年，刘邦在汉中被项羽

封为汉王。兴汉胜境中，刘邦以退为进，励精图治，选贤
任能——萧何足智多谋，张良激流勇退，张骞凿空通西
域，李固耿直为人臣……尤其是大手笔的拜韩信为大将，
拉开楚汉相争序幕，最终建立西汉王朝。

汉中，汉家发祥地。
两千两百三十年后的五月，我与家人，拥抱汉中。挤

过推前涌后的人流，冒雨走进古老而又年轻的拜将坛。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汉中“择良日、斋戒、

设坛场、具礼”（《史记 淮阴侯列传》），拜韩信为大
将。坛场遗址，历经千年风雨，经多次修缮而“风雨不动

安如山”。
迈过古色古香的汉阙大门，见辽阔的棋盘广场上，亭

台水榭、烽火哨台、汉代石刻画像等建筑群，与苍翠园林
景观交相辉映。

广场后方中央，呈秦汉时期覆斗造型的坛场平地而
起。覆斗正中位置，“汉大将韩信”花岗岩塑像，巍然屹
立。铠甲裹身的大将韩信，左手握宝剑，右手执将印，目
视远方，英气逼人。

执大将印的韩信，忠心明主。史载“兵仙战神”上任
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夺取关中，进而北伐东进，逐鹿
中原……这位来自淮阴，曾受胯下之辱的将才，志盖群
雄，纵横天下，被誉为“汉初三杰”“国士无双”，最终却因
功高震主，惨遭杀戮。

韩信一生，集磨难、屈辱、辉煌、失意和悲惨于大成。
其成与败、功与过、得与失，令人喟叹。虽距今已达2000
多年之遥，因了韩信个人经历、事迹和与之相关的成语、
典故，仍然多达数十条，如匹夫之勇、背水一战、四面楚歌
等等，皆为世人学习、追思、仿效。

三
三国鼎立。汉中风云激荡。曹操两临汉中地。刘备

驻跸古汉台。诸葛亮屯兵汉中，休士劝农，千古华章《出
师表》……弹指一挥间，烽火散尽，遗存汉中境内的众多
文物古迹，成为厚重人文的见证。

我们驱车勉县，下榻汉水之滨。
趁着夜色，来到清风浩荡、明月朗照的江边广场，见

仿古沔阳楼高耸；听周遭乐音悠扬；悠闲的男女老幼，或
散步、或跳舞、或游戏、或遛狗，灯光月影之下，一派和谐、
安详景象。举目夜幕中静水流深的汉江，虹桥卧波，流光
溢彩，熠熠生辉。

遥望汉江对岸，定军山十二峰峦，在月夜里若隐若现。
那曾经在此隆重上演的金戈铁马大戏，可是余韵袅袅？

当年，智慧化身诸葛亮，呕心沥血，辅佐刘备创建蜀汉
帝业。一代名相在汉中，屯兵八载，六出祁山，北伐曹魏，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病逝五丈原，遗命归葬于定军山下……

次日上午，打卡保存完好的勉县武侯祠、武侯墓后，信
步林木葳蕤的定军山主峰。越过那一道仿古山寨大门，驻
足半山腰处的“神兵天降”大型石雕——八匹骏马，载着披
坚执锐的蜀中将士，自西向东奔突。刹那间，仿佛金鸣鼓
擂，战马嘶鸣，杀声震天。老黄忠在此跃马驰骋，施拖刀计
怒斩夏侯渊，取得定军山大捷的故事，涌上心头。

离开勉县定军山的路上，金融职业所系，我记起了那
一枚价值连城的古钱币——“传形五铢”真品，静静躺在
汉中博物馆内。散发出浓烈古旧气息的钱币，精准告诉

后来人：那时三国，各家自行铸币、流通使用，虽是战火连
年，却不乏商贾往来、贸易融通。

“传形五铢”在汉中，是史上众多五铢币中最为特殊
的货币，是三国金融融通流转的物证。

四
时间之车，驶入20世纪30年代。一杆红旗指路引，

陕南红了半边天。
怀揣敬仰之心，虔诚走进汉中之南的川陕革命根据

地纪念馆，把陕西乡党口口相传的“鄂尔款”（鄂豫皖的口
音）在陕南转战斗争的故事，温习、复习、巩固、记忆。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退出鄂豫皖苏
区，奉命向西转移。部队翻越秦岭抵达城固后，鉴于汉中
盆地区域狭窄，加上当地连年旱灾，粮食歉收，大部队无
法久留的实际，指挥员放弃了在汉中立足的打算。考虑
到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川北敌军兵力空虚，且回旋余地较
为广阔，遂决定向四川发展。

从1932年12月始，红四方面军兵锋向南，相继解放
四川通江、南江、巴中等县，逐步形成以通江、南江、巴中
为中心，范围包括23个县政权、约600万人口的川陕革
命根据地，队伍扩编至5个军、80000余人。

至1935年4月，两年多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与川
陕边区党和人民一道，在陕南、川北的崇山峻岭间，与国
民党反动派川陕军阀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川陕
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辞别纪念馆，我被纪念馆大门左侧山冈上的一处景
致吸引。

广场之上，巨大的红旗造型背景墙前，有一尊栩栩如
生的雕塑——巉岩之上，一匹前蹄腾空、后腿站立的银色
战马，仰天长啸；马背上扎着绑腿的红军战士，头戴八角
帽，腰挎驳壳枪，左手挽缰，右手高擎，仿佛正在指挥千军
万马奋勇杀敌。雕塑台座上，镌有“何挺颖烈士永垂不
朽”九个金色大字。

何挺颖何许人？汉中南郑籍共产党员、红军烈士
是也。

1925年，何挺颖投笔从戎，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
战争中担任团指导员。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协助
毛泽东“三湾改编”。在井冈山斗争中，亲自指挥黄洋界
保卫战，“一门迫击炮、一发炮弹退敌兵”的奇迹，就是在
他的手中创造。可惜的是，1929年1月，在转战赣南的
战斗中，何挺颖壮烈牺牲，年仅24岁……一代汉中俊杰，
苌弘化碧，英名永存。

汉中开汉业，汉中多人杰。远古与今朝，璀璨人文，
浩如烟海。

大美汉中，值得寻访，值得穿越。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穿越汉中 □罗毅

仙女山的风 □大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