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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茵香水镇
◎史永峰

茵香水镇位于秦岭北麓宝鸡东
南鸡峰山下茵香河两岸，是一座新兴
的乡村小镇。

茵香河原本是巍巍秦岭中一条
无名小溪，顺鸡峰山脚峡谷而下，经
石鼓山而汇入渭河。关于茵香河，未
曾见文人骚客半点墨迹，其两岸草木
茂密，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香气袭人。
像一位深藏阁中美丽娇羞的少女，
隐藏在秦岭腹中，看鸡峰山上云卷
云舒，观石鼓山下流光溢彩，默默流
淌了千百载春秋而寂寂无名。两岸村
民，沿河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
耘于两岸山坡沟梁之间，聆听着谷底
潺潺流水，日复一日，过着鸡犬相闻、
隔河呼应的日子。

当时光的脚步迈入 21 世纪后，静
静的茵香河不再沉默了。乘着乡村振
兴的东风，借天台山国家风景区的光
芒、鸡峰山“雄鸡报晓”的神威和石鼓
山青铜器的鼎铭钟声，依托茵香河万
古流淌的清澈甘泉，两岸建起了一座
融古朴的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于一体
的新兴乡村小镇——茵香水镇。

茵香水镇依山傍水，风景秀美。这
里的山村别墅古朴典雅，充满田园风
情，楼堂馆所高大恢宏又古香古色，音
乐喷泉，彩光琉璃，龙飞凤舞，不逊现
代都市繁华。青山绿水，郁郁葱葱，小
桥流水，竹林桃园，颇有“小桥流水路
萦纡，竹里茅茨是隐居”的情致。

我常于闲暇携妻带子或呼朋唤
友到茵香水镇，置身于山水茂林间，求
得一份宁静。春天里，来这里看满山遍

野迎春花的金光灿灿，欣赏草木
萌发的勃勃生机，呼吸着清清爽
爽的空气，感受万物生命力的
顽强与旺盛。当然了，最惬意的
享受，是在山桃花红遍两岸之
时，走进村民新居，围坐在庭院
的石桌前，品尝主人在一阵锅碗
瓢盆交响乐后呈上的山鸡、青菜
和面皮、搅团、千层饼等一大桌农
家菜肴。与友人举酒对盏、海阔神聊，
感受陆游那“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
客足鸡豚”的豪爽。

夏天的茵香水镇决然是纳凉避
暑的好去处。茵香河畔，花红草茂，凉
风习习，流水潺潺，清澈见底，不急不
缓，如少女悠闲漫步，绰约优雅。游客
三五成群，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络绎
不绝。街边商铺错落有致，远远望去，
俨然一幅清明上河图的景象。这里既
无城市的闷热拥挤，亦无山乡的荒凉
孤寂，清清爽爽又热热闹闹，实实在在
闹而不烦、静而不单，闹中有静、静中
取闹也。最好是在登临鸡峰山、游览天
台山风景之后，于人困马乏之时来这
里休闲小憩，会让劳困全消而忘乎所
以。更美妙的是傍晚时分，临河择一平
坦之处，支起帐篷，铺开一方毡布，取
出水果零食和啤酒与亲友野炊、露营。
黄昏的小镇上空，晚霞四射，彩云飘
飞，时聚时散，似群龙飞舞，又似神仙
聚首，更像是天上的街市，车水马龙，
五彩缤纷，与地上人影浮动的夜市相
映成趣，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明快、线
条清晰分明的油画。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大自然万
紫千红，茵香河两岸五彩缤纷，最壮
美的自然是满山遍野绚丽多彩的树
叶。黄的金光灿灿，红的似火焰燃烧。
秋风吹来，沙沙作响，随风离枝，当空
飞舞而飘落，自由任性。帅男靓女，欢
歌笑语，争相摆拍，千姿神态，万种风
情，欲把秋色永留。置身于这样的情
景中，犹似进入一个童话的世界，美
妙而奇幻。

冬天的茵香水镇万物静默，唯
茵香河水汩汩流淌。一场瑞雪过后，
漫山遍野银装素裹，千树万树梨花盛
开！青年夫妇领着孩童，少男少女，
成双成对，个个打扮得光鲜亮丽，拍
雪景、堆雪人，孩童欢呼雀跃，小镇充
满生机。任步武书法艺术馆内，人流
涌动，墨香四溢。

这，就是茵香水镇，一个承载着
乡村梦想的小镇……

风雅宝鸡
◎王连想

大凡到过宝鸡的人，都觉得宝鸡
是一个来了就不能走、也不想走的城
市。不仅因为优美的自然风光，还有厚
重的历史文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宝鸡的话，我想“风雅”这个词再恰当
不过。

宝鸡是一座因路而建、因路而兴
的城市。1936 年，陇海铁路通至宝鸡。
1956 年，百座隧道、千座桥梁和涵洞为
支撑的宝成铁路贯通，穿越秦岭，打破
了入蜀难于上青天的局面。后又进行
了全线的电气化改造，使这条铁路成
了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鸡的交
通发达，网系完善。因其处在西安、成
都、兰州、银川四省会（首府）的交通中
心点上，因此众多的公路铁路在此交
会。这里也成了连通东西、贯穿南北的
一个重要的集结点。

宝鸡的声名显赫，不单单得益于
它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更主要的是，
这里是华夏始祖炎帝故里，是世界闻
名的青铜器之乡。早在七千多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活动。上古
时期的炎帝及其部落，在渭河支流的
姜水河畔躬秉耒耜、渔猎采集，将华夏
血脉逐步发展壮大。

《诗经》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揭示了周原一带地域平坦宽阔，水肥
草美。正是如此，周人在周原一带休养
生息，不断壮大，一举东进，成就了周的
霸业，而后造就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
明。作为华夏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周
朝的礼乐制度扩大了周文化的影响。
同时，兴盛的周朝还给后世留下了“周
公吐哺，天下归心”治理朝政的美谈。楚
汉之争，实力较弱的汉军，在韩信“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后，一举挫伤敌军，为
统一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国时，
诸葛亮六出祁山，后因积劳而病逝于
岐山五丈原，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嗟叹。

历史上的宝鸡，其底蕴的厚重，积

淀在陈仓大地上每处遗迹、每件文
物上。

宝鸡的风雅还体现在它独
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中，这里的凤
翔泥塑、西秦刺绣、炎帝祭典、民
间社火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尤其出名的是西秦社火，其
来源于对土地和火的崇拜，后来
逐步演变融合为高跷、旱船、民间
巡演等艺术形式。凤翔六营村的彩
绘泥塑，起源于周秦，盛行于唐代，经
过手工艺人的不断摸索，最终成为融
周秦、汉唐等诸多文化于一体的艺术
形式。其色彩豪放浓艳、醒目明快，反
映出了当地民众质朴、奔放的审美意
识，独具地域特色。

久习书法的人对 《九成宫醴泉铭》
的碑帖应该十分熟悉。这篇由唐代魏
征撰文，记述太宗龙杖导出醴泉、歌颂
唐太宗政治清明的文字，后被大书法
家欧阳询书写，对后世研习文字及了
解这段历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太宗所疏导的醴泉就在宝鸡麟游县
西天台山的九成宫中。

宝鸡还是有名的“诗经文化之
乡”。作为周秦文化发祥地，周公在作
礼、乐规制时，用诗来配合宴饮、祭祀，
诸多诗篇就是在宝鸡完成。描述过秦
征战的 《秦风》，叙述过西周历史人物
的 《雅》，赞扬周人先祖功德的 《颂》，都
有浓烈厚重的宝鸡色彩。《大雅·卷阿》
中“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
彼朝阳”就讲的是凤鸣岐山的典故。现
如今文中“凤凰于飞，翙翙其羽”还被
运用到了宝鸡大剧院的设计当中。众
多学术思想中，张载先生的关学作为
儒家思想的重要学说，对我国文化、思
想、教育等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
的作用。尤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
横渠四句，成为一代代人竭力奋斗的
目标。

一座秦岭山，半部中国史。秦岭在
馈赠宝鸡厚重历史的同时，也给宝鸡
带来了无比秀丽的自然风光。植被茂
密、山势雄峻的太白山，是秦岭山脉的
主峰，也是中国大陆中东部最高峰。素
有“天然凉都”之美誉的关山草原，能让
人体验到茵茵绿草上牛羊成群、鸟语
花香的秀丽景色。位于眉县的红河谷
森林公园，是登太白山的古道之一，山
上林木茂盛，飞泉流瀑众多，有秦岭神
奇第一谷之称。还有“秦岭的九寨沟”黄
柏塬、九峰汇集的九龙山、天然氧吧青
峰峡森林公园……

宝鸡当地的特色小吃不胜枚举，
文王锅盔、西府醋粉、宝鸡茶酥、西府
扯面、岐山臊子面、宝鸡酸汤面……
其中最接地气、名气最大的当数宝鸡
擀面皮了。宝鸡擀面皮以“白、薄、光，
软、筋、香”闻名，其从唐代的冷淘面演
变而来，筋道柔软、香辣可口，是中华
名小吃。

如今，我虽已离开宝鸡，但无论走
到哪里，宝鸡在我心中的位置都是不
可替代的，宝鸡的风雅也时时回荡在
我的脑海之中。待我重返这片热土，一
定要再去瞻仰姜炎文明、复观周风秦
韵、游览绿水青山、再赏青铜吉金。

冰瀑美景挂山间
◎杨春柳

好友梅邀我前往太白县咀头镇
苏家沟看冰瀑，虽是三九第一天，天
却不冷，阳光明媚，蓝天如洗，去赏冰
瀑也是一件趣事。

冰瀑距离太白县城 30 多公里，
每年这个时候，前去观赏的人趋之
若鹜。生活在小山城的我虽也见过
这样或那样的冰瀑，然而真正引起
心灵震撼的还是苏家沟冰瀑。

当车徐徐靠近时，远在几百米
外，就看见偌大一片白色幕布从山
上铺盖而下，给山体披上了一件洁
白的大氅。走近一点，冰瀑又变成了
天上掉落下的一团白云，紧紧地镶
嵌在两座苍老枯瘦的山之间，让静
谧空旷无色的山谷立刻有了柔软的
灵动。我们急不可待地踩着脚下的

雪往冰瀑靠去。
还未走近，一股清凉的气流便

迎面扑来，包裹了我全身。迎面右
边的冰瀑宛若一块块洁白无瑕的
白玉，各具形态，或垒砌，或独处，或
簇拥，宛若一个正在商谈大事的部
落群。再往冰瀑左边走去，甚是气象
万千。仰视，一袭洁白的冰瀑从天而
降，直逼山根，在飞逝的一瞬凝结成
形态各异的冰雕冰挂，半透明状的
玉柱，玲珑剔透静卧其间，圆的，锥
的，椭的，颗粒状的……长的，短的，
细的，屋柱形的……形态呼之欲出，
或抱或依，或扶或搀，或拥或携，或
坐或站，俨然一个和美的大家族。最
大处似有千万个冰挂从崖顶倾泻而
下，远望去像花果山的水帘洞参差
不齐。近视之，宛若太白金星的长须
若飘似静。细密处，恰似黛玉额头的
空气刘海，整齐划一。

我附身在冰挂身旁，侧耳细听，
“滴——答——，滴——答——”的声
音从冰瀑底下隐隐传来，仿佛来自
遥远的地下，又像来自浩渺的天边，
清幽，柔美，许是地心在窃窃私语呢。

冰瀑灼灼的光芒在冷漠枯瘦的
山谷闪烁，站在冰瀑前，我不由感慨，
它就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冰清玉洁
的美人。尽管是因冰缩寒流、川凝冻
霭而成，它的气质与铮铮傲骨似与
天比高。深冬寒夜，它独自屹立。孤寂
山谷，它独自芬芳。悬崖绝壁，它飞崖
凝绝。为它这样的容颜，我们驻足，难
道不乐吗！为它这样的品格，我们
跋涉，又有何不可呢！

前不久去宝鸡参加陕西省残疾
人作家采风活动，我选择了坐高铁。
从咸阳坐上高铁，一路向西，平稳而
快捷，不由得使我心情愉悦，这或许
就是物质条件作用于精神层面带来
的享受吧。咸阳到岐山竟然只用了
半个小时，我不由得感慨国家的发
展确实太快了。

在岐山县周城南门广场举行了
简短的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后，我们
一行人在细雨中参观了周城文化景
区和周公庙。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
来实地领略周文化，虽然天空飘着
细雨，可我们心里却很高兴。周公、周
礼，这些在遥远的历史深处让人揣
摩、尊崇的古老文明，突兀地穿越空
间，真实地矗立于我眼前。平时了解
的许多历史掌故，我都能在这里寻
得踪迹或得到再现印证，这里更有
几天几夜都了解不完的古老文明、
历史礼仪。

当我们一行前往岐山县凤鸣
镇一处扶贫果园参观时，所乘大巴

车在途经一村口“Z”字形路段时，
遇到了麻烦。弯急、路窄、车大，驾驶
员几个来回的前进、后退，就是过不
去。车上下去几位乘客指挥车辆通
行，可几经努力，把所有的办法都用
尽了，还是不行。一户村民家门前的
树，伸出胳膊粗的树枝成了最后的
拦路虎。它挡住了车的前倒车镜，使
大巴车不能再往前，当然倒车回去
也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车卡
了在那里。

村道对面的一位中年男子走了
过来，看清症结后，返身回家拿出铁
锨，奋力高举，撑高树枝，想着大巴
车就可以通过了，可车辆来回试了
几下，比之前能多前行一点距离，但
还是不能脱离困境。中年男子说了
一句话，出乎围观乘客的意料 ：“把
这根树枝锯了去！”

行吗？锯树枝的确是个办法，
但给树的主人怎么交代？……我
们这群外地人还在纠结时，那名男
子已经从路对面的家里扛着梯子、
手持小锯来到树下。他并没有立即
上梯子去锯树，而是掏出手机打电
话。原来电话是打给树主人的，说
明了缘由，得到了对方的允许，男
子抬腿上了梯子，麻利地锯起拦路
的那根树枝。

周公故里，凤鸣岐山。这里的
周礼不仅仅表现在景点上、文化
的宣传上，也表现在乡村一位位
普通村民朴实的行动中。直到现
在，我都不知道那个村子的名字，
不知道那名中年男子的名字，更
不知道那棵树的主人是谁，可他
们纯朴善良、乐于助人的精神一
直感动着我。

这里不愧是周礼文化的发祥
地。看中国，来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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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的风景
◎雷小河

朝 花 夕 拾

步入深冬的宝鸡，依然多姿多彩，充满着生机。这里的文化底蕴深厚，这里的人们

朴实热情，这里的风景如诗如画，这里的民俗丰富多彩，这里的美食数不胜数……趁

着这个浪漫的季节，赶赴一场冬日的“盛宴”，领略这座城市独有的风情。

编 者 按 

共赴一场冬日的“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