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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万州的苎溪河中，有一块长42米、宽10米的自然
天成的巨石，似一架古琴平卧在河上，人们称这巨石为

“天生桥”。流经桥下的河水，瀑布飞悬，如雾似雪，声若
响雷，这一奇观，被人们称为“仙桥虹济”“石琴响雪”，成
为万州的古八景之一。相传诗仙李白曾游历于此，人们
又把这块巨石称为“天仙桥”。

天仙桥内侧石壁上镌刻有“石琴”字样，桥外侧石壁
上镌刻有“响雪”“天僊桥”字样。“响雪”为清雍正年间夔
州府杨本源所题，“石琴”为清同治年间亚拙山人所题。
明万历年间，四川督学杜应芳在《天生桥》诗中赞曰：“灵
根穿地起，神斧划天通。龙卧雷奔壑，鲸吞雪濆空。平能
舒险仄，坚不受磨砻。应与银河接，还期黄石逢。”

小时候，我经常看见络绎不绝的外国游客对着天仙
桥不停地拍照，并发出赞叹声。1984年，我在四川师大图
书馆资料室看到一个资料，美国柯达公司将20世纪30年
代收入《世界风景集》的“仙桥虹济”照片，在旧金山展出，
我才知道天仙桥的鬼斧神工和“石琴响雪”的自然造化，
早已声名远播，儿时常常洗衣、嬉水、游泳的地方，竟是大
自然赐予万州人的绝佳景观。

苎溪河的水，随季节变化而不同。春夏，水流激越，浪
花飞溅，如遇洪水，湍急的河水漫过巨石，

飞溅跌落，水声震耳欲聋，如雷
嘶吼；秋冬，河水淙淙，涟漪
清澈，岩缝间流水叮咚有声，

酷似琴音，如歌如诉。
汛期来临，长江水
灌进苎溪河，天

仙桥水域即刻成为孩子们的天然游泳场所和嬉水之地。桥
的内侧，上游不远拦河坝跌落下来的激流，在这里形成水珠
飞舞、旋流鼓泡相融交织的景致。我们在浅浅光滑的河床斜
坡上疾速漂流，体验在激流中跌宕起伏的快意和瞬间失重的
刺激。桥的外侧，顺势而下的河水，漫过桥中间的缝隙，在天
仙桥外侧跌落出高差近10米、宽约20多米的瀑布。

瀑布与桥体自然天成的水帘洞有着超乎想象的自然
美、形态美和声色美，令人叹为观止。游泳时，我们最喜
欢长吸一口气，在水波浪涌中，一个猛子扎进水帘洞。水
帘洞内瀑雨飞舞，流光彩幔，迷离梦幻，瀑声轰鸣。这是
一种瀑布外体会不到的别样景致。

儿时游泳，最刺激的就是桥上的“跳水”表演。“跳水”
有“栽飞燕”“栽镰刀”“跳冰棍”等姿势。“栽飞燕”“栽镰
刀”技术要求高，如果经验不足或脚下不稳，入水时不是
头部而是胸部接触水面，必然“轰隆”一声，加速度的冲击
力作用到胸部和肚皮，不但胸部和肚皮难受发红，还要被
伙伴们嘲笑好几天。

在我眼中，大哥是“栽飞燕”“栽镰刀”的高手。他姿
态优美，动作娴熟，一套动作下来，赢得旁观者喝彩。面
对落差十多米高的河面，“栽飞燕”时，他双脚腾空扑向空
中，挺胸仰头双手展开，形似飞燕展翅，落水前双手收拢，
手比头先入水。“栽镰刀”与“栽飞燕”大体相同，不同的是

空中需挺胸收腹，身子呈弯曲状，双手碰
脚尖，临近水面，身子再拉伸入水。

我是在天仙桥左岸岩石低矮处的
边坡上开始学“跳水”的。我学着大哥
的动作也做过几次“栽飞燕”，由于不
得要领，起跳离岸边太近，身子不敢

腾空，空中又不会收腹，结果肚皮先于头部触及水面，肚皮又
红又疼。从此，“栽飞燕”“栽镰刀”与我无缘，我只敢“跳冰
棍”了。“跳冰棍”也叫“跳秤砣”，起跳高度可以自己选择，低
的离水面两米多，高的十多米。起跳后，在空中，一手捏住鼻
孔，一手护住下身，头朝上垂直入水。

“跳冰棍”也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天仙桥的右岸斜
坡离水面最大高差有十多米。“跳冰棍”时，我们往往是由
低往高起跳，而且越跳越高，不断超越自我。我最后一次

“跳冰棍”的经历，至今心有余悸。小学五年级时，我们几
个小伙伴约定，“跳冰棍”从桥面至斜坡来回循环起跳。
完成一次“跳冰棍”后，迅速游到岸边，爬回桥上，再次起
跳。十多个回合下来，当起跳点移至桥边石壁的最高处
时，站在石壁悬崖边朝下看，我的心跳开始加速，越看越
心虚，想打退堂鼓。小伙伴们一个接一个跳了下去，我也
不好意思退场，在大家的催促声中，我闭上眼睛，一咬牙，
硬着头皮跳了出去。在空中，我的心一直悬着，感觉时间
过得很慢，呼吸变得困难。我痛苦极了，正要不由自主发
出一声惨叫时，只听“轰隆”一声，水花四溅，身体终于落
入水中。上岸后，我获得了伙伴们“勇敢”的赞誉声。其
实，他们并没有发现我起跳时的胆怯，更不知道我在半空
中的失态。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逞能“跳冰棍”了。

夏天涨水，天仙桥水急浪大，常有溺水事故发生。父
母是严禁我们私自下河游泳的。只要有传言“河里又淹
死了娃儿”，母亲总是第一时间从单位跑出来，焦急万分
地到苎溪河边来找寻我们。我们多次被母亲抓了现行，
被“押解”回家后，挨骂、挨打是少不了的。

三峡工程蓄水后，天仙桥已淹没于水下，“石琴响雪”
胜景也消失了。然而，天仙桥上惊心动魄“跳冰棍”的情
景，依然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如昨，“石琴响雪”景观依然是
老万州人思兹念兹的乡愁记忆。

（作者系重庆万州区文旅委二级巡视员）

天仙桥上跳冰棍
□熊刚

二愣子致富
□殷贤华

二愣子的爹娘去世得早，留下二愣子一个人过
苦日子。

二愣子没什么文化，迷信烧香拜菩萨。有一回，
二愣子梦见菩萨对他说：“二愣子，多来跪拜，心诚则
灵。”二愣子这下对菩萨更加深信不疑了。镇上有一
座老庙，平时来烧香拜菩萨的人不多，但二愣子几乎
每月都要去跪拜一两回。

二愣子拜菩萨的样子很虔诚，口中念念有词。
二愣子恳求菩萨保佑自己时来运转，不但发财，还能
讨上老婆。

有乡邻劝二愣子：“二愣子，你家的地都荒了，还
是干点正事吧！”二愣子生气地回答：“你少管闲事，
可别把菩萨得罪了！”

镇政府乡村振兴工作组派来的帮扶干部小郭苦
口婆心劝道：“二愣子哥，天上不会掉馅饼，拜菩萨是
没用的。要想过上好日子，得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啊！乡邻们都说你学过厨，手艺不错，不如在镇上开
个餐馆，如何？”

二愣子两手一摊，斜着眼嘟囔：“你们这些当干
部的，说得倒轻巧！除了住的这套房，爹娘没有给我
留下任何钱财，这哪行啊？”

小郭拍胸脯打包票：“只要你肯干，肯定行！至
于缺乏资金，我来帮你申请无息贷款。”

二愣子听了，寻思了好一会儿，才勉强点头答应。
第二天清晨，二愣子急匆匆找到小郭，哭丧着脸

说：“不行啊不行啊，我昨晚做了个梦，菩萨告诉我今
年不适合开餐馆，如果开餐馆将赔得血本无归！”小
郭听了哭笑不得。小郭正想好好开导开导他，但二
愣子早跑得没影了。

接下来的好几天，小郭找二愣子谈心，只要提到
开餐馆的事，二愣子就摇头，根本听不进去。

一周后，小郭兴冲冲地找到二愣子，高兴地说：
“二愣子，大喜事，大喜事！菩萨昨晚也托梦给我了，
说我的帮扶对象时来运转，今年开餐馆肯定能致富！”

二愣子狐疑地盯着小郭问：“真的，没有骗我？”
“真的。”小郭点点头，“你若不信，不如再到庙里

抽个签，验证一下？”
这话正合二愣子心意，二愣子马上露出笑脸：

“这话中！”
于是，小郭陪着二愣子来到庙里。二愣子连抽三

签，签签都是上上签，二愣子拜谢了菩萨，高高兴兴而去。
在小郭帮助下，二愣子的餐馆正式开张了。随

着生意越来越好，二愣子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小
郭介绍了一个叫小梅的姑娘过来帮忙。小梅勤快乖
巧，餐馆的生意更加红火了。二愣子一天到晚忙生
意，不再到庙里烧香拜菩萨。一年后，二愣子不仅还
清了贷款，还娶上了媳妇，媳妇就是小梅。

新婚之夜，小梅对二愣子说：“你有今天的幸福，
多亏了帮扶干部小郭啊！他其实也是我的帮扶人。
你到庙里抽的那些签，全是小郭安排好的。小郭说
得对，要想过上好日子，得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啊！”

二愣子听了如梦初醒，一把抱过妻子，羞愧地低
下了头。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我庆幸一些场合的羞于启齿，
也庆幸另一些场合的口无遮拦。
我庆幸一些人没走进我的破绽，
也庆幸一些人让我漏洞百出。
原本不必这样小心翼翼，
而我却一直这样小心翼翼。
我一边吃药，一边醉酒，
一边修补肉身，一边救赎灵魂。
一边克服毛病，一边变本加厉。
竭力戒掉的陋习，正与我言归

于好。
真正值得庆幸的并非综上所述，

而是在越来越自恋的年龄，
越来越爱我的老婆。甚至
把她的絮叨当成醉酒的解药。
譬如我从不曾为她写诗，
而倏然悟道，我所有的诗歌，
原来都是为她而作。
她也从来不读我写的诗歌，
而最终发现，她才是
我一生唯一的读者，
而我是她一生中，
唯一的一个错别字。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重庆京剧院副院长、一级演
员、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获得
者周利是我的干女儿，她父亲是我
同学。周利是我看着长大的，乖
巧，聪明，讨人喜欢。我有一个儿
子，没有女儿，所以一直把她当成
亲生女儿疼爱。

2021 年央视春节元宵晚会
上，周利演唱的尚派京剧折子戏受
到观众的高度肯定和赞许。不久，
中央电视台又播出了她主演的京
剧《秦良玉》，再一次展示了她作为
尚派传人的艺术水平。

周利结婚的时候，宴席上，她母
亲对朋友们说：“我怀起周利的时候，
她干爹送了一幅油画给我们，画中一
条船上坐着一男一女，迎着太阳的光
辉在江中划船。我挂在墙上天天看，
结果生了一对龙凤胎，利儿还有一个
弟弟。”朋友们听了，笑称周利原来是
他干爹画出来的美女。

婚后不久，周利怀孕了，她对
我说：“干爹，我也要给你们生一对
孙儿。”周利怀胎五个月后，一天晚
上，我梦到她生了一对双胞胎。便
半夜起来画了《一家亲》，画中有两

只大鹤，两只小鹤。第二天，我把
画送给了她。后来，周利竟然也生
了一对双胞胎，是两个儿子。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

《食味人间成百年》首发
□罗晓红

6月10日，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李燕燕的新书《食味人间成百年》
首发式，在重庆市新华书店沙坪坝
书城举行。该合集由《食味人间成
百年》《杂病记》《老大姐传》《师范
生》《老厂记》《她们》六个非虚构作
品组成。

《食味人间成百年》以食物为线
索，叙写川西生活百态，在看似细碎
繁杂的家常中书写普通百姓美好坚
韧的生存特质；《杂病记》运用了跨
文体的笔法，将来自田野、从民间涌
动出来的生命体验，与更为宏阔的
背景勾连；《老大姐传》以“一叶知
秋”的笔法还原了努力生活的人们
的背影；《师范生》关注“师范生”这
个特殊的历史群体；《老厂记》带领
读者走进半个多世纪前的“三线厂”
过往；《她们》则是一篇向女性长辈
致敬的心意作品。

李燕燕作品《食味人间成百年》

画中巧 □武辉夏

鹤立图

唯一的错别字 □王老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