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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武场古镇
□赖韦君

去年金秋时节，到陕北采风，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陕
北的农村，并且住进了农民的窑洞，这是一种全新的体
验和感受。历史上，围绕陕北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战争
场面，就像奔腾不息的黄河，时刻冲击着我的心扉。

体验·窑洞的不眠之夜

来到陕北，最想的就是住窑洞，这缘于一种情
结。从小就在影视剧里见到过窑洞，当时延安是新中
国的摇篮，毛泽东就是在窑洞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
岁月，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住窑洞不
仅是为了体验这独具特色的民宿，更是为了感受革命
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感谢佳县朱官寨镇政府，
让我们实现了盼望已久的愿望。我被安排到一户普
通农民的家里，走进大门，宽敞的院坝，一排六孔窑洞
呈现眼前，房东大嫂把我引到两居室的窑洞里，外间
是厨房和饭厅，里间是卧室。窑洞的空间很大，特别
是那扇宽大的玻璃窗，不仅使室内光线明亮，而通风
效果也好。墙面粉刷雪白，靠窗的地方摆着沙发和电
视机，家具电器一应俱全。靠壁的土炕宽大，整齐地
摆放着被褥。这不是我在影视剧中看到的窑洞，更像
城市里一个精装修过的两居室房间。而我们偶尔见
到残留在山坳路边的旧窑洞，早已无人居住，窑洞前
的荒草在风中摇曳，似乎在诉说着陕北过往的岁月。
房东大嫂五十多岁，穿着干净大方，黄土高原的阳光
和风沙并没有使她皮肤黝黑粗糙，反倒脸色白净，身
材匀称。我发现她使用手机比我们还熟练，并像年轻
人一样时髦地取了个网名“青青”，让我深深感到革命
老区的人民，已过上了现代文明的生活。

当晚我睡在窑洞的炕上，有种全新的感觉，这就是
陕北农村的生活，具有浓厚的民俗文化和乡土气息，使
我彻夜难眠。现在正是深秋季节，陕北昼夜温差很大，
室外已寒气逼人，可窑洞里却温暖如春，这种冬暖夏凉
的窑洞，体现了陕北人民的生存智慧和生活方式。

这一夜浮想联翩，难以入睡。

瞻仰·世界最小的司令部

第二天一早，朱官寨党委书记王和平带我们去
瞻仰毛泽东曾经住过的窑洞。走到村口，他指着一
处破旧的窑洞对我们说，当年毛主席来到这里，因为
连续四天四夜的行军，已经精疲力竭，走到村口的殷
家沟，毛主席实在太累了，于是决定就在这里休息。

王书记继续领着我们向山上走去，由于朱官寨
正在开发旅游路线路，上山道路正在施工，道路泥
泞，凸凹不平，不时还要避开运石的车辆，十分难
走。不久走到一处山窝，只见一排五孔的窑洞，这便
是当年中央机关的所在地阳坬，分别住着毛泽东、
周恩来、任弼时，窑洞虽然经过修缮，但基本还保留
着当年的原貌。王书记告诉我们:“毛主席到来前不
久，此处刚遭到胡宗南部队的袭击，到处是断墙残
壁，老百姓腾出来的窑洞，破烂不堪，又长年烟熏火
燎，窑壁、窑顶都已乌黑，光线很暗，白天写字也看不
清楚，毛主席不得不经常搬个小凳到窑洞外借着太
阳光看作战地图。”就是在这破烂、狭小的窑洞里，毛
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着席卷全国的解放战
争，难怪周恩来称这里是“世界最小的司令部”。

我们在毛泽东曾住过的窑洞前伫立，肃然起敬，
切身感受到当年的艰苦和伟人取得的丰功伟绩，心
里格外激动。照相留影后，才依依不舍地下山。

历史的脚步从这里匆匆踏过，留下了不尽的悲
壮和英勇史诗，而此时，艳阳高照、天空湛蓝，地里的
高粱正红，一片和平的景象。

游览·恢宏的黄河百里画廊

虽然我过去也看见过黄河，但那只是远眺。黄
河在群山中蜿蜒，静静地流淌。当王书记率领我们
来到黄河边，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走近黄河，心里难
免有些激动。现在是北方少雨季节，河床变窄，露出
开阔的河滩，对岸却是笔直的悬崖。黄河不是我想
象中的那样汹涌澎湃，河水也不是想象中那样浑浊，
只是有些浅黄。黄河也因为多年的治理，沿岸植绿
无数，河水逐渐变清。

我们乘游艇渡过黄河来对岸，然后沿着崖壁逆
流而上，这才感到水流的湍急，游艇的马达轰轰作
响，船头冲击出巨大的浪花。仰望崖壁，上面呈现出
千姿百态的图案。黄河百里画廊，实际上是崖壁经
过河水千万年的冲刷和风化，形成了独特的天然崖
壁浮雕。这些浮雕体形态各异，有的像群僧会聚、高
山瀑布、甲骨文书、飞禽走兽等，造型栩栩如生，具有
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就像华夏民族的祖先留给我
们的神秘语言。我们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深深地震
撼，亲身感受到黄河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离开黄河百里画廊，我们又来到黄河边上的千年
古镇木头峪。这个被誉为“黄河第一村”的古镇依山傍
水，历来就是商贾云集之地，村里至今还保存着43座
明清时期的四合院古建筑，古色古香，别具一格。抗日
战争时期，八路军120师曾在此驻扎，坚持敌后抗战。

站在当年八路军浴血抗战的遗址，眺望着奔流
不息的黄河，耳边响着《黄河大合唱》的旋律，我们心
潮澎湃，热血沸腾……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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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之地的景致，从晨曦到日
暮，无论阴晴雨雪，每日皆于薄雾
里若隐若现，好似身披一袭轻柔纱
衣，又仿若空中云雾里缥缈的仙
境。哥哥领着我和妈妈来到古镇

“真武场”时，正值我喜欢的阴天，
既无强烈刺眼的紫外线，也无需撑
着湿漉漉的大雨伞，周身皆是恰到
好处的惬意。

真武场在重庆市江津区，是一
座尚未被开发的“三古”老镇，古建
筑、古码头和古黄葛树。这里，也
是我少女时代生活过的地方。这
里原本是一片荒野，康熙中叶之
后，湖广、赣、闽、粤等省籍的客家
人纷至沓来，开荒垦殖。随着家业
的兴旺，他们开始修建家庙和同乡
会馆，最终将这里发展成繁华的商
贸地。我们走走停停，仔细寻觅记
忆里的痕迹，那些曾经的庙宇和古
宅民居，大多都被新建楼房取代。
沿着青黑色的石阶往下走，在第二
级石阶旁，一扇纹理清晰的石框木
制大门静静镶嵌在斑驳的围墙之
中，显得十分厚重，门上红漆已黯
淡成黑褐色、中央横着古老的铜闩
锁。墙面的石灰杂乱脱落，石砌门
框上的雕花被风雨冲刷得模糊不
清，唯有石刻楹联依旧清晰醒目，
匾文上刻着“万寿宫”“江西会馆”
的字样。这里曾是江西籍客家人
聚会的地方，里面供奉着道教净明
派祖师许真君许逊。綦河岸的古
码头上，福建籍客家人修建的“天
上宫”同样保存完好，他们供奉的
是妈祖。只有广东籍客家人所建
的“南华宫”，已在岁月长河中消
逝，仅余一个摇摇欲坠的石门框，
宛如风烛残年的老人，痴痴守望着
曾经的辉煌。古镇街道上，还有几
条未曾改变模样的羊肠小道，以及
一些竹编夹泥墙房屋，尽管历经岁
月的无情侵蚀，墙面泥灰剥落，部
分竹片裸露在外，但它们依然顽强
地留存下来，见证着这座百年古镇
的兴衰变迁。

我们来到小镇南面的长江支
流綦河畔，找寻学生时代最喜爱的
古黄葛树。那时，学校午休，我们
三五个好友，在参天大树下，或倚
靠在树干上，或沿着伸向河面的粗
大树干走到尾端，坐下来悠然自得
地谈天说地、嬉笑拍照。

码头处，渡船已不见踪迹，取
而代之的是一座横跨在河面上空
的公路大桥。早年的二十几棵古
黄葛树，只看到几棵从枯树根系重
新发芽长成的新树，虽说已枝繁叶
茂，可总觉得少了些往昔的韵味。
终于，一棵挂着“500年古树”牌示
的黄葛树映入眼帘，主树干上生长
出些许青苔，树枝上绿叶星星点
点，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幽幽散发
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抹绿意，焕发着
生命的力量。我兴奋地呼喊：

“看！这棵树还在，这棵树还在。”
令人欣慰的是，小镇上还有

一处清末客家大族马氏（当
时商会会长马季良）的私宅

“马家洋房”，保存得十
分完好。我们从一扇小
侧门进入，穿过一片长

满杂草的荒园，尽头是一间宽十七
八米、长约五十米的宽敞大厅，大
厅墙壁足足有一米厚。给我们开
门的朋友介绍，这是中间留空的砖
石“空心墙”，当年马会长在此大厅
聚会娱乐、商议事务，空心墙的设
计兼具冬暖夏凉与隔音效果良好
的优点。大厅上空悬挂着一根粗
大的原木横梁，横梁上方是由精巧
小木条搭建而成的花窗，花窗上雕
刻着精致花纹，尽显古朴典雅之
美。厅前大广场四周花台的石砌
已残缺破败。步行一两分钟穿过
广场，一幢由米浆勾缝的青砖墙、
拱形门楣和窗户组成的中西合璧
古欧式建筑矗立眼前。尽管原有
的五层洋楼现今只剩三层，却丝毫
无损它独特的古朴韵味。抬眼望
去，楼顶云雾缭绕，为这幢拥有一
百二十多年历史的古楼增添了几
分朦胧的神秘感。我小心翼翼地
踏上陈旧的红漆木楼梯，每一步都
落脚极轻，生怕稍一用力，这历经
沧桑的木梯板就会被踩塌。每个
楼梯转角处的缓步台都宽敞到能
容纳十几个人，每层楼都有七个四
十多平方米的大房间，房间外围是
两米多宽、四面相通的廊道，廊道
栏杆上的雕花仍依稀可辨。每层
楼有四百多平方米，是我参观过的
古建筑私人住宅中单间房间面积
最为宽大的。主楼后面是两个小
花园，花园鱼池里虽无鱼儿游动，
但水中央假山上依旧灌木丛生，绿
意盎然。

参观完马家洋房，我们请朋友
打开主楼正对面的大门。门外，黄
葛树枝恰到好处地伸展到门框上
方，围墙上也探出半棵枝叶茂密的
树，精心装点着马家洋房的景致。
门前供人们散步的石板路外，几棵
黄葛树的绿荫之下，便是流淌的清
清綦河水。当年，各籍客家人顺着
河流一路南下，最终寻得这片土
地，扎根于此。我赞叹着河水的清
澈，无论水深水浅，都能清晰看到
水底的石块和水草。

哥哥和妈妈说我像个孩子，对
什么都有兴致，什么都要拍摄下来，
难道其他地方没有这般清水吗？我
说，他乡人也好，他乡水也清，他乡
有更胜这里的美景，但只有在这片
土地上，我才能感受到那份放松与
安心。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土、
一片树叶，都是我内心深处最柔软
的眷恋！更何况，这是一座纯粹保
留着原始模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的宁静古镇，在我心中，远胜于那些
经过商业开发的景区古镇。

（作者系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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