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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老院子 ▋ 周开学

冬季，到光泽乌君山来看雪
▋ 王建成

提起三峡，许多人可能就会想到宏伟的三峡
工程、旖旎的三峡风光、告别故土的百万三峡移
民……其实，在三峡库区，带有三峡符号的还有
很多很多，它们一样在讲述三峡故事、三峡传奇、
三峡历史，它们见证了三峡的变迁与发展，三峡
老院子就是其中的一个。

红木黑瓦，古色古香的三峡老院子多半是四
合院。除了大门柱是用坚硬的石头精心打磨而
成外，其余全是用各种木材做成，加上屋顶的黑
瓦，就成了三峡的标志性建筑。只要你走进三
峡，只要你稍作停顿，这样的老院子随处可见。

三峡老院子里的各间屋子既相互独立，又互
通互连。老人们说，这样的老院子往往住着一个
大家庭，平时大家在屋里互相走动，亲情更浓。
即使是老院子里住进了外姓人家，也因为这种独
特的房屋结构，人与人在相互往来中加深了理
解，可以很快融为一家。淳朴的三峡人认为，只
有家才能遮风挡雨，才能共同抵御灾难和邪恶，
才能温暖如春，没有家就没有一切。

三峡老院子的天井中，大多有一口老井，里
面汩汩涌出甘泉。在井的旁边，一年四季都放着
一把木椅子，一只大土碗。每当夜晚来临，劳作
了一天的人们喜欢围坐在井边，听他们的长辈磕

着烟袋锅讲老井的故事、老院子的故事、三峡的
故事、江水的故事、三峡人的故事。渴了的时候，
大家就轮流用这只大土碗舀起水来，尽兴地喝。
在平时，不管有没有人，老院子的大门是不上锁
的。因此，走累了的路人可以自由地推开大门，
在井边的木椅子上坐一阵，用大土碗舀水往口里
倒，歇息好了再惬意地离去。

三峡的老院子最令人难忘的是它的各式门
窗。这些门窗形态各异：有长方形的、正方形的、
圆形的、椭圆形的、扇形的，还有其它一些组合图
形。门窗上雕刻的图案更是让人叫绝：有凤凰、
有飞龙、有狮子、有老虎、有山茶花、有映山红、有
江船、有风帆……有的人家还从河滩上捡来斑斓
的贝壳和珍珠，把它们镶嵌在门窗上，历经岁月
流逝而毫不褪色。三峡老院子的每一扇门窗，几
乎都是一件艺术品，三峡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让
后人景仰。

只是，因为三峡工程这个中国人的百年梦
想，从2010年开始，三峡工程连续进行175米试
验性蓄水，三期水位漫过了很多三峡人曾经的家
园。如今，你要是问起三峡人他们的老院子在哪
里，他们会平静地告诉你：三峡的老院子一半在
岸边，一半在江底，但永远在三峡人的心里！

有这样一架彩虹，横跨于古徽州与浙江的崇山峻
岭间，是无数徽商走向成功的桥梁；有这样一条纽带，
飞度千山万水只为寻找人间天堂，沿途写满了传奇与
辛酸；有这样一程心路，承载着千载历史的寄托，繁华
了一朝又一朝的旧梦……这，就是至今仍保存完好的
徽杭古道，西起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伏岭镇，东至浙江
省临安市马啸乡，南连清凉峰，北依黄山，全长 15 公
里，一路峰无不奇，石无不怪，泉无不吼，村无不古，四
时如画，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是历史觅踪者的福地。

在那个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山是闭塞的屏障，
古徽州的男儿们，为了谋生，不得不用脚步开辟出一
条通往外界的生路。一代代的徽州商人，他们肩挑背
扛，将一担担的茶叶、山珍从这条古道上运出，远赴异
乡，奋迹商场，最终成就了“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
的佳话。著名的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曾是从这条
山道上走出，著名学者胡适从这条山道走出，无数的
徽州人从这里走向天堂。

一座又一座的山崖，延伸到蓝天凹，眼前豁然开
朗起来。这个能让心灵为之震撼的地方，是徽杭古道
上的至高点, 海拔高达1050米。地如其名，一片广阔
的凹陷而平坦的大草原静静地躺在蓝天白云下，看惯
了一路的崎岖，忽然走进这样一个广阔的空间，好似
敞开了心门，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涌上心头。

顺着古道，登上那边的山头，登上安徽与浙江的
分水岭，一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画面陡然
展现于眼前，那边是钱塘江支流的发源地，这边是龙
川河支流的发源地，大好河山就在我的一抬首间尽收
眼底。

入冬以后，徽杭古道就渐渐安静下来，静若处子般
美好。落叶安安稳稳地躺在泥土上，晒着冬天暖洋洋
的太阳，候鸟也已渐渐往南迁徙，鸣叫声越来越远，越
来越少。当纷纷扬扬的雪花在山间起舞的时候，也就
是徽杭古道冬季最美的时候。晶莹剔透的雪花，一片
一片地将光滑的石板路铺满，曾经那重重叠叠的脚印，
曾经那艰辛辉煌的历史，都渐渐淹没在这厚厚的雪花
中。在漫天雪花里，在漫漫古道途中，有一个诗意而又
应景的地方，名叫下雪堂，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处上雪
堂，只闻其名，便浮想联翩。遥想千百年前，在这人迹
罕至的冰天雪地里，也许偶尔会有晚归的游子往家赶，
或许他们并不是荷包满满，或许他们并不是学成归来，
只是单纯地带着一颗惆怅的心赶回去与家人团聚，过
一个热闹的徽州年。那一串整齐而孤独的脚印，承载
着多少的思念、期盼、辛酸与落寞。那些有志青年的奋
斗史，只有这千里冰封的山知道、路知道。

人人亦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有谁知道，这古
徽州通往天堂的古道，是多少徽商用他们无畏的脚步
和坚定的毅力，于悬崖峭壁和荒郊野岭间开山劈石，打
出的一条黄金通道。对于徽州人而言，这就是“茶马古
道”，这就是“丝绸之路”，这就是走向光明的雄关大道！

冬季，到闽北光泽县的乌君山来看雪景，是一件
非常惬意的事情。

乌君山，是我家乡闽北光泽县的一座名山，位于
城东北约15里，海拔1640米。山高林密，岩奇崖嵬，
沟壑纵横，景致处处，有双猴石、会仙岩、老人峰、飞泉
崖等大小景点上百个，连绵大小山峰30多个，为县境
东北一道屏障，自古有“东南名胜”美誉。元代光泽籍
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黄镇成就曾入此山观雪，欣然而
吟下有名的“乌君霁雪”一诗：“谁把琪花洒碧霄，千岩
万壑总琼瑶。支颐正好吟诗句，莫遣东风一日消。”勾
勒出了乌君冬雪的美图，道出了雪景的真正内涵，为
此成为乌君山的标志诗赋，为后人千古传扬。

正值深冬，风雪初霁，为入山观雪，我起了个大
早。

风雪中的乌君山，雪随山形、沟壑、深谷、岩石、树
木、小溪的不同塑出不同形状的雪景。那远处如洁白
壮阔的海洋，风雪从谷底团团而起，扑天盖地而来，如

波滔汹涌，蔚为壮观。近处山壑深谷，又如层层白色
的阶梯，起伏连绵。抬头看那高大的崖壁没有了往日
阴森的模样，如一张洁白的宽大幔布。时不时一阵阵
雪崩的轰响，泛起了雪雾迷茫，翻翻滚滚，盖过山壑谷
底，让人看了惊心动魄。

雪还在轻轻地下，一片一片，飘落在半空，飘落在
地上，与天地融在一起。我不愿撑伞，任雪花一片片
地飘落在我头上、脸上、身上，头脑感到格外清醒。

乌君山的雪，给人美丽，给人无穷的魅力，同时也
给人不同的享受和感悟，给人不同的希望与憧憬。让
我知道，人生中总会有美丽，让你可遇不可求。人生中
总会有希望，让你努力了就会实现。我感谢上苍，赐给
乌君山的雪景，让人生的季节如此多彩美丽，让我在人
生的晚年有这么美好的心情，久久地徘徊在这里，不忍
离去。

为此，我要大声地告诉世人，冬季，到我的家乡光
泽乌君山来看雪！

徽商路 古道情
▋张也/文 杨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