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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卫华
···

（一）

每个人都喜欢夸耀家乡，金窝

窝，银窝窝，不如自家的狗窝窝嘛，

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也不例外。记

得上世纪70年代在外当兵时，与

战友相见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

哪里人？”我会自豪地告诉他“我是

浙江人”，于是就能听到一声赞叹：

“浙江人聪明！”我的虚荣心得到极

大的满足。继而人家再问“浙江哪

里？”我告诉他“浙江淳安”，人家听

后不知所云，只好反复向人解释，

或说属杭州地区，或抬出上世纪50

年代末建造的新安江水电站向人

阐述，才能给自己的籍贯作个大致

的定位，弄得自己言犹未尽，听的

人似懂非懂。人家连你的家乡在

什么地方都弄不清楚，还怎么向人

夸耀呢？久而久之，就为家乡的知

名度太低而甚感自卑。

后来，回到地方工作，常常出

差在外，遇上来过淳安的外地人，

说起淳安来，说话含蓄的还好，说

淳安的县城很小很小。遇到没修

养的大呼小叫：“淳安那地方落后，

脏，连个公共厕所都没有，没有公

园，没有广场，逛个街只需五分钟，

根本不像个县城。”自己想想也是，

当时的排岭镇，弹丸之地，就那么

一条街，长不过百来米，屈指可数

的几家商店，没有一栋超过四层的

楼房，全城人口不足三千，三层楼

的百货商店算是标志性建筑，号称

百货大楼。于是，更羞于在人前显

摆家乡了。

改革开放后，淳安县城就像刚

出落成的大姑娘，不仅长大了，城

市面积超出过去好多倍，而且长高

了，许多几十层的高楼大厦拔地而

起。最重要的是长漂亮了，成了国

际花园城市；爱干净了，被评为全

国卫生县城；讲文明了，被授予为

全国文明村镇；招人喜欢了，成了

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爱打扮了，

每天都在换着新衣裳，让人目不暇

接，很有一日千里的感觉。记得有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香港看见

许多干净美观的免费公厕，回来后

很想向县里提个书面建议，可还没

等我形成文字，县政府已决定在县

城建造一批公共厕所，不出几个

月，一座座崭新的公共厕所就在千

岛湖装点起来了。

千岛湖原名新安江水库，1958

年国家兴建新安江水电站，将境内

建县1700余年的淳安县城、遂安

县城及周边80余万亩的山川、土

地、村庄淹没，迁出移民近30万，

形成一个大型湖泊。

两县合并后，县城迁至排岭半

岛，面积30余平方公里。1980年，

浙江省建设委员会顾问余森文老先

生在视察新安江水库时，听取淳安

县委、县政府的汇报后提出：新安江

水库是世界上最美最大的人工湖，

这样好的自然风景资源，世界上少

见，要把它建设成一个世界上最好、

最美的水景风景区，要把它搞成一

个划时代的湖，并建议将新安江水

库更名为千岛湖。淳安县委、县政

府对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1940

年按照中共上海局的指示为打通浙

皖地下交通，设法调入淳安担任浙

江省第四专员公署专员、保安司令

兼（新安江）街口水力发电站指挥，

对新安江有着深层次了解的老先生

的意见非常重视，当年就向省地名

委员会提出请示，1984年12月15

日正式获准。1991年9月13日，经

浙江省民政厅批准，又将排岭镇更

名为“千岛湖镇”。

随后千岛湖镇很快成为千岛湖

旅游的集散中心、接待中心和服务

中心，名声越来越响，成了举世闻名

的人间仙境、旅游奇葩。每年都有

上百万的游客前来观光，许多有钱

人涌进千岛湖镇购房定居，投资兴

业。特别是淳安生产的农夫山泉，

远销全国各地，就是边远山区的3

岁小孩，也知道“农夫山泉，有点

甜”。

现在走到哪里，提起千岛湖还

有谁不知道呢？还有谁对淳安说

三道四呢？哪个不是翘大拇指!

我是千岛湖人

章建胜
···

郁川溪，又名瀛溪，发源于白

际山脉歙岭东麓。经沈畈、汇横

源，过郭村至姜家，注入新安江。

主流长30公里，流域面积155平

方公里。期间，“危峰盘行，云岚

嵯峨，飞瀑泻玉，山溪缭曲，田畴

绣错，烟村隐约”。颇类晋代诗人

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所描述的

境界。

老家位于郁川溪源头，门前

的这条溪，乡亲们叫它“瀛溪”。

因一代儒宗朱熹，访乡贤詹仪之

时，在郭村瀛山书院，题“活水源

头”句：“问渠哪得清如许，惟有源

头活水来。”使“瀛溪”名闻遐迩，

也给郁川溪赋予了文化灵韵。

我这辈子几十年间走过、渡

过、淌过多少条溪流?确实很难统

计准确了，但要说数以百计，绝不

过分。我曾经在许多山泉小溪里

濯足，它们留下了我的岁月屐印，

并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然而，

让我终生梦牵魂绕的那条溪，还

是故乡的郁川溪。

郁川溪，是一条舞动灵性之

溪。宋代硕儒朱熹为之兴叹，郁溪

胜迹曾多少次诱动了朱熹的心，古

遂安八景之一的“郁溪渔钓”，就留

下了朱熹垂钓的身影和词赋。相

传这位大理学家路过郁溪，就情不

自禁放杆垂钓，并欣然作《渔家傲》

词:“一道清溪穿柳过，锦鳞钓得旋

吹火。换取村醪夸白堕，水轮大，

夜凉还裹蓑衣卧。青箬疏蓬重补

破，呼儿略转沙边柁。欸乃声中忘

物我。闲则个，磻溪却笑称王佐。”

郁溪胜迹令朱熹留连忘返，又在

“狮象对峙”的高峻石崖上，题写了

“狮象高峻人文蔚起，郁溪长流翰

墨清香”之句。

郁川溪，是一条充满神奇之

溪。在郁川溪下游的甘坞村，上

世纪70年代曾发现了1.37亿年

前晚侏罗纪时期两种鱼化石，据

地质测定，白际山脉形成始于侏

罗纪晚期，距今已有一亿多年。

又因长期受到地壳运动和洪水冲

刷，终于形成了郁川溪流中稀有

而罕见的石群。千万年来与郁川

溪紧密相伴的是散落于溪畔奇形

怪状的石头，这些石头犹如上天

下凡的精灵，充满了神奇与诡秘，

每一块石头流传的故事都给人以

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里有凌空而降的岩石兀立

于斯；有“路到此处忽有屏，云匿

石后流不动”的将军石横空出世；

有尾摆成壑、划鳃成云的神鱼石

溯流而上；有侧耳谛听、引颈眺望

的石鸭群。在这充满了勃勃生机

的石群之间，你能听到广袤的四

维空间中，有芸芸众生的呼吸，慢

慢地吮吸着白际山释放的精华，

滋养着它们周而复始地变化。

如果歙岭是条铁骨铮铮的汉

子，那么郁溪就是一位典雅、娴

淑、温顺的女子。多少年来，正是

它们天仙一般的璧配玉合，才能

使郁溪两岸富足、安宁、大气、醇

厚……生生不息。郁川溪流蜿蜒

在大地上，像一条茁壮成长的瓜

藤，那些被果园、茶园、桑园、庄

稼、大树包围和呵护着的村庄，不

就是一个个结在这条藤上的瓜果

吗?郁川溪水系，宛若一棵大树的

枝枝丫丫，那些勇敢、耿直、上进、

机灵的小伙，那些娟秀、安静、朴

素、灵巧的姑娘，不就是飞翔在林

间，栖落在这棵大树上的鸟儿吗?

中国人文情怀的流传大致有

两种形式，一是用翰墨文章的寄

思，一是用行踪留迹来抒怀。无

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共同的前

提是亲临其境。回归路上，在郁

川溪畔的大型宣传牌上，我们看

到了“怪石、清溪、幽谷、人文”八

字。自然的造化赋予了郁川溪与

众不同的景观与特色，而文化的

滋养则让郁川溪于奇妙中充满了

灵性和美慧。

家乡的那条瀛溪

余书旗
···

家乡一带把春节以外的其它

传统节日都称为“时节”，至于每个

“时节”的来历却很少有人去刨根

问底，但每个“时节”的小吃却是有

选择的，每个“时节”有每个“时节”

的小吃，大多依时令而定，且有一

定的讲究。

立夏那天，大人会告诫孩子今

天应该吃什么，“立夏吃节(家乡一

带称刚摘下未剥外壳的蚕豆角为

佛豆节）不生疖，立夏吃馃汤不生

疮，立夏吃猪肉不生毒(家乡方言肉

毒二字同韵）”，这是每年立夏这天

老老小小都要念叨几遍的一句俗

语。每年的立夏时节，蚕豆熟了，

摘一筐来，连外壳一起水煮后剥皮

吃，又软又糯；馃汤就是用米粉搓

成的“粒粒馃”，佐以青菜、豆腐干、

肉片、香料，或煮或炒，一颗颗晶莹

剔透，状若珍珠，有嚼劲，但不黏

牙。这一天，每家每户的餐桌上都

少不了这三样吃的。

“端午包子重阳粽，十月十五

麻糍浓(浓是软糯的意思）”，家乡的

端午节习俗似乎与文人墨客笔下

的屈原无关，没有吃粽子的习俗，

而是依时令而定。大多家庭的八

仙桌上都摆放着有肉的菜包子、水

煮鸡蛋和自家腌制的咸鸭蛋，外加

新鲜的煮大蒜。因为这时候新油

菜籽开始榨油了，麦子熟了，新大

蒜也开挖了，正是尝鲜的好季节。

家乡的端午节不吃粽子，而重

阳节却家家户户裹粽子，有肉馅

的，栗子馅的，豆腐辣椒馅的，唯独

少有蜜枣馅的，可能也是时令的原

因，蜜枣馅的粽子春节较普遍。相

对而言，麻糍这种小吃在家乡并不

十分流行，只有少数的几个村落有

十月十五下元节舂麻糍的习俗，就

是街上的小吃店也少有麻糍这种

食品。看来，十月十五下元节这个

节日是越来越被人们所冷淡了。

但也有越来越红火的小吃，这

便是米馃和米羹。早先，米馃是逢

时节而做的小吃，一年基本上是两

次，清明节和七月十五中元节，且

都与祭祀有关。也有人家七月十

五做发馃的，发馃的制作并不复

杂，把粳米浸泡一段时间后，磨浆，

加入酵母，加入肉片、豆腐等你喜

欢的佐料，待发酵后便可以上笼蒸

了，那雪白软糯入口即化的口感也

深受人们的喜爱。以前米羹也不

常煮，除了诸如高寿老人仙逝或竖

新房子的那天煮一锅招待前来帮

忙的邻里乡亲以外，只有在大年三

十和元宵节的早上才煮一锅。

如今，农村的日子越过越富

裕，做小吃的时间也越来越随意，

全家欢聚一堂的时候，便是小吃最

丰盛的时候，吃多了大鱼大肉，来

一碗米羮，外加两个烤得焦黄的酸

菜豆腐馅米馃，也别有一番风味。

家乡的时节与小吃

千岛
··

静山尖，又名青山尖，位于威坪三坦村，三坦村是

淳安解放第一村，是淳安乃至浙江解放的孕育之地。

1

把，山比山高的地方，叫“尖”

我熟悉它的锋利，在山脚下

我的村子叫山脚。祖先在那里俘获山泉

打扫它翠绿的肌肤，建造一所适合炊烟生长的房子

然后和爱情制造三个兄弟。一百多年或更久

长辈在那里沦陷，我们在那里解放

照料车马、补给棉被，热爱生活

我的奶奶才九岁，就懂得用油润滑整支红色的队伍

解放军把静山尖的尖收进枪口

对准敌人，他们在静山脚下穿过

马蹄，号角，穿过半个世纪

响在老屋的对白中

2

每一块细心照料过的墓碑

都失去讲故事的能力了

石板也老了，它的诉说变得脆弱

斑驳了。我曾被拉着，在坟垄里

在竹子纤细的手中，探望祖先的遗骨

并学着像一个成熟的家长

埋葬爷爷，埋葬母亲，埋葬一个个亲人

像送他们回家似的，让眼泪保持沉默的隐忍

与静山尖对视，在洋坦里收获他们健在的回忆

3

跟随静山，在它的血肉里寻找血脉

寻找吴的姓氏，寻找山脚的身躯和头颅

追溯祖先。一百多年前了，逃荒变得不太好回忆

荒，在这里是模糊的，是抽象的

是不太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

静山尖比季节还要多出更多的季节

秋天和春天，它都要固执地在山顶开满映山红

那是祖先的血。把浙皖赣都走遍的血

在静山尖的脚上。我不堪地，送走一个个故人

我知道，我的死，迟早要被静山尖包容

我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

哪怕过程复杂得让我一次次远离它

我也要祝福我的身后人

我要在静山尖埋葬自己。

在亲人的身体里，山脚的身体里。

让我再一次贴近母亲，贴近她的温暖。

静山尖脚下

淳安创建省诗词之乡
评估会上有感

卢远民
···

金风万里钱塘水，染得澄鲜染宋唐。
君爱淳诗降黑马，新安抖擞向前方。

临江仙·菊花
蒋樟炎
···

紫艳黄花沾露香，秋风染就芬芳。层英
瘦蕾傲严霜。绮园飘馥郁，姿态现浓妆。

欲与春红争秀色，丰华别具无双。清高
倩影慰重阳。孤标堪傲世，陶令费评章。

我们的副刊是心灵自由自语、交流

交融的空间，我们期待并承接所有美丽

而真挚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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