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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欣

“太美了，变化太大了，回去我要给先生
说，今天的金佛山不再是畏途巉岩，我要约
他再来看看。”9月5日晚，在结束了为期两
天的南川大金佛山178环线文学采风活动
后，重庆市作协散文创委会主任、冰心散文
奖得主吴景娅意犹未尽。虽然初秋时节暑
热依然，但采风路上那些令人感动的大美山
水画卷，依然令她回味流连。

9月4日—5日，“展文学风采 写178
故事”知名作家大金佛山178环线采风暨作
品展示文明实践活动，吸引了包括许大立、
李燕燕、吴景娅等10余位作家相约南川。
本次活动由重庆市作家协会、重庆日报主
办，中共重庆市南川区委宣传部、重庆市南
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南川区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

采风期间，作家们的足迹遍及竹林、湖
畔、溪流、山边……亲身探索山水画卷中的
生态秘境与文化瑰宝，体验生态美景的独特
魅力，领略田园乡野的自然风情，寄情山水
间，用心用情礼赞新时代山乡巨变。

178环线绘就大美山水画卷

作为我市文旅资源大区，南川的文化积
淀非常丰富，历来都是文艺家们寄情山水、
采风写生、汲取艺术营养的创作宝地。此次
采风的大金佛山178环线，是一条正在自驾
爱好者中悄然出圈的新创旅游路线。

“环金佛山一圈大约有178公里，大金
佛山178环线因此得名。”南川区人大常委
会一级巡视员蒋建介绍，178环线串联起多
个乡村景点，沿途有喀斯特地貌、峡谷、溶
洞、石林、瀑布等多种景观，风景绝佳，珠玉
连缀，共同绘就了一幅大美山水画卷。晨间
朝云初露，黄昏落日熔金，公路向大山深处
蜿蜒，自然秘境令人惊叹。

这样的美，在作家们抵达采风首站金山
湖畔露营基地时，就展示出无与伦比的魅
力。基地所在的平坝前，一片连绵的群山拔
地而起，山如斧削，壁立千仞，山下便是碧蓝
如玉的一汪湖水，山风猎猎，天高云淡，大美

无言。
世间的万般美好逃不过作家的敏锐

捕捉。市作协副主席李燕燕是第一次探
索178环线，她说沿途的山风时时拨动着
自己的心弦，“来之前我做过功课，看到视
频里山林起伏晃动，我知道那是山风。我
在露营基地邂逅了真实的山风，阳光灼
人，山风好像也不安分，时而善解人意，时
而搞怪调皮，游人来了又去，山风永远在
这里。”

“我看到一些树的颜色正在变浅，它们
是水杉，最浓郁的绿已经抵达季节深处。”山
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如海一般的水杉，
让诗人冯茜颇为感叹，“盛夏时，阳光待它们
很好，用翠绿将树叶蓄满，准备在秋天‘唰’
一下变成金黄。树叶变色的事情一直是个
秘密，温暖干燥的树林，知道所有植物的秘
密，这是多么幸福。”

“这里有静谧的溪流，也有激情的漂流；
有凌厉的峭壁，也有热闹的飞拉达；有茂密
的竹林，也有勤劳的笋农。”一场酣畅淋漓的
山中漂流，让作家吴越感受到了178环线深
处不一样的大山情怀。“金佛山是大自然的，
也是人类的，天人交融和谐，是这里万物的
相处之道。”他说。

吴景娅对金佛山并不陌生，她曾在冬日
进山访雪，也曾在春天前来看望漫山的杜
鹃，“冬山凛然，春山迷濛，夏山妩媚，秋山明
静。”此次为178环线而来，她说自己品尝到
了大地的真情实感，“大地有大地的清香温
存，也有大地的桀骜不驯。”她尤其感动，在
这里吹到了堪比黄金的凉风，看到了古人都
看过的干净星空。

市散文学会副会长郑劲松的本职工
作是服务于高校博物馆。在他眼里，金佛
山不仅仅是风景名胜区和纳凉避暑地，更
是一处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喀斯特
特征明显的生态文明观测地、文旅融合创
新的样板。“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大学地
理科学学院袁道先教授领衔建设的国家
级观测站就在金佛山，我此行除了作家身
份外，同时也是博物馆工作者。这样的身
份让我对金佛山充满敬畏。我好奇金佛
山的山形地貌和土石、草木、林泉以及特
有的其他动植物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与
自然的关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更值得打
探、研究和书写。”

文旅融合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

178环线绘就了大美山水画卷，也带动
了当地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金佛山沿线群
众共同走上乡村振兴致富路打开了新局
面。蒋建表示，当地居民通过开办农家乐、
民宿等形式吃上了“旅游饭”，提高了生活水
平，改变了过去高远边穷的面貌。新时代乡
村振兴的新气象在此蔚然大观，新时代山乡
巨变期待着作家们来书写呈现。

“新时代山乡巨变”绝非7个简单汉字
构成的宏大叙事，它是当地居民生活里实实
在在感受到的好事。采风团入住的民宿云

端·听竹里位于金佛山半山腰，此处视野极
佳，风光甚好。一间村民旧宅与民宿为邻，
宅子主人是位年逾八旬的老太太。

“过去没有修公路，下山赶场太恼火了，
只能走山路，弯弯绕绕，一来一去就要一天
时间。”晨风中，早起干活的她一边抹苞谷一
边对记者说，“国家好，政策好，日子真是越
来越幸福了。”

这些可触可感的改变为178环线文旅
融合发展写下生动注脚。基于环线设计的

“大金佛山178环山趣驾”路线以世界自然
遗产金佛山为核心，串联山王坪、金山湖两
大山地户外运动大本营，环山移步皆风景，
融入非遗、民俗、乡土风情、漂流、飞拉达、滑
翔伞等丰富体验。系列旅游产品成功入选
重庆市2023年度国内文旅宣传推广优秀案
例、2023年文化旅游系统最佳实践案例，荣
膺“全国体育旅游精品线路”，文旅经济持续
向好。

“一湾又一湾，一山又一山，这个笋子不
简单……”“方竹笋飘香在金佛山，我们的日
子比蜜甜……”正是秋笋丰收时节，金佛山
20多万亩野生方竹林深处，有劳作的笋农
正在放歌。这山歌清冽如泉，泉水甘甜，歌
声越过竹林而来，凝聚着富起来的村民心中
的喜悦。

“交通搞好了，方竹笋也更畅销了。”笋
农们告诉采风团，如今借助电商平台和畅通
的公路，方竹笋除了销往北京、上海、成都等
全国各大城市外，更远销韩国、新加坡。

“金佛山让我看到山乡之变、时代之
变。”作家李立峰在笋农手把手指导下采了
不少鲜笋，他感触颇深，“文化的软实力可以
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旅产业的发展带动
了金佛山整体经济的进步，历经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的奋斗，山里公路四通八达，饮水
工程如同玉带穿山越岭，连接起千家万户。
我们来到这里、记录这里，今天的书写，是为
明天留史，是向人民致敬。”

作家瞿庭涓曾在不同季节到过金佛山
的北坡和西坡，但体验178环线还是头一
回。她赞叹，178环线以自驾线路为骨架，
串珠成链地串上了金山湖、风吹岭、山王坪、
龙崖城、茶树村等景点，得天独厚的生态禀
赋，不但带来了“大片级”的视觉享受，而且
能让游人尝到自然风味、听到淳朴山歌、品
到乡村情结。“期待加强全线统筹规划和文
化赋能，完善‘一键游178’旅游线路的功能
与服务，在这条线上推出更多差异化、场景
化的文旅产品。”她说。

“我来过金佛山很多次，春夏秋冬都来
过。”作为一位热爱大自然的作家，重庆新闻
媒体作协名誉主席许大立连连赞叹，“南川
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尤其是近年来，当地的
巨大变化更体现在经济社会、城乡建设、文
化艺术等诸方面的深层次的演变中。随着
大金佛山178环线的开通，南川文旅资源的
领域又一次得以大大拓宽，经济文化价值提
升的同时，造福了百姓，也为绿色经济的纵
深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李燕燕

一

想象中的山风，来自手机里的“大金佛
山178环线”。

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卧在青绿的高
低起伏间。镜头的摇移，不经意地展现出
各种细节。比如，山林枝头的摇晃，像某首
山歌的节奏。

山风从屏幕里，携着清凉与畅快，吹进
了我的心里。于是，在我的心里，便生出一
幅幻象：山风穿行于林间，吹动这个季节盛
开的金盏菊，把它们的天真绚烂带上；拉扯
山里人的衣角帽檐，把他们平实真诚的欢
乐带上；拨动古镇屋檐下悬挂的风铃，把碰
撞发出的清脆音律带上。最终，山风徘徊
在178环线的起点，等待前来探寻这条线
路的客人。

真实的山风，在炙热的阳光下，穿梭于
金山湖畔露营基地——这是我们行走的起
点。

这里的山风来自哪里？或许，金佛山
和柏枝山是它的家乡，它有一颗不安分的
心，时时都想着出去逛逛。

它经过山间的观景台，拂起一个女孩
的发丝，它觉察了女孩的心事，轻吟着安慰
她放下烦恼；它路过满是回忆的天星小镇，
爱上站在溪水里欢叫的孩子，水花溅起，落
在孩子的脸上、身上，山风轻飘飘过去，不
动声色地吻干了那些水渍；它掠过镶嵌于
山间的金山湖，听见了旅行车里游人的感
叹——这片碧绿太美了！它已听惯了外来
的人们惊艳之余用“碧玉”之类的词汇形容
湖水，于是，它轻盈地在车窗外打了一个
旋，提醒人们：它最了解这里的一切。

金山湖畔露营基地，山风再次显现出
各种形态。

它时而善解人意，轻抚露天坝里的人
们热红的脸颊，适时为他们带来渴望的清
凉。它时而调皮捣蛋。瞧，它俯着身，小跑
着冲进人们特意在空地上搭建的遮阳棚，
于是，桌上的纸巾突然像蝴蝶般飘飞，有人

忙着按住那只山风幻化的蝴蝶，却又不经
意打翻了盛着小半杯水的纸杯。

水顺着桌沿流下，像一条从山崖滑落
的小溪。热情的龙老师正大声讲着他和许
老师一路循着清凉的山风，在溪流边安营
扎寨的故事。

热爱摄影的龙老师酷爱溪水。在许老
师绘声绘色的描述里，退休的龙老师则像
个孩童，咚咚的溪流能让他随时停车，然后
兴奋地奔过去，在里面快乐地翻滚好几个
回合。

不知为何，只要讲到溪流，我总是联想
到山风。

也对，山风与溪流总是相伴而行，你
看，那条无名小溪边，一枝新发的芦苇花上
稳稳停着一只红色蜻蜓，那双有着大自然
亲绘的精致网格图案的透明翅膀，正微微
颤动着，那是山风温柔的抚摸。

二

在178环线，山风穿行的林间，有着太
多大自然的馈赠。比如美丽的山花，珍贵
的草药，还有大片的方竹笋。

金佛山方竹笋鼎鼎有名，是众所周知
的南川名特产。其实，从植物学上说，方竹
笋也并非南川一地所产，它们生长在中国
南方，只是因为最早采集于金佛山而得名。

所谓“方”，据说这种竹笋的形态“外圆
内方”——国人处世的至高境界，无意与之
契合，饶是有趣。

有诗云：“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
是清欢。”向食客传送“清欢”之意的笋，每
每与春天紧紧相接。金佛山一带采笋，恰
在巴渝暑气未消的初秋季节，也令一般人
称奇。

方竹笋初秋出笋，自山上到山下，依次
萌出。林间山风常常唤来阵阵山雨。雨水
侵入土层，出笋更快更多。从9月上旬至
10月上中旬，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是方
竹笋的采收季。

178环线的民宿，还在沿袭古风煮油
茶。若有客至，一定劝其多少尝一尝。一
碗风味独特的油茶，自带一段往事。

据说，早年的山民们在山野深处劳作，
这碗有油有盐又有茶的粗犷饮品，能够让
出力的人肚子不饿、腿脚有劲儿，外带不犯
困。一碗有故事的油茶，让世世代代的山
民开山辟路，有着停不下来的勇气。

初秋时节背着背篓上山的采笋人，是
不是都喝过一碗母亲或妻子亲手熬煮的油
茶，然后在山风的陪伴下，开启一整天竹林
里的劳作？

山风吹拂，一碗咸咸的油茶，唤起了对
过去的回忆。过去的故事，也是今天178
环线游的一部分。

民宿、露营等留住了远方来客，山里原
有的一切，都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隐
于大山深处、曾世代沉寂的村落，已然徐徐
展开一幅关于乡村振兴的山水人文图。

我们尝试着采方竹笋，是在金佛山南
坡。茂密的竹林遮蔽了午后刺眼的光线，竹
梢随着山风的节奏摇曳，竹笋从掉落的满地
笋壳中凸起，让人满心满眼里都是它们。

然而，也不是每棵笋子都能采。就如
一位喜欢采野蘑菇的朋友所说，什么东西
都要“留后手”。把蘑菇小心翼翼地挖出
来，还得像给小孩盖被子一般，把浮土和苔
藓轻轻填上——只有如此，来年雨后才有
期盼。当地人在一些竹笋上穿了草叶，意
在提醒采笋的客人，它们是被特意预留，将
来要长成竹的。

笋壳是嫩笋的保护衣，上面有细细的
小刺，采笋人在刨去笋子基部的泥土然后
折断的一瞬间，会被笋壳轻轻咬一下，疼！

但这并没有让兴趣满满的外来客停下
手里的动作，不多一会儿，便是满满一大
袋。

这时，有人讨论起现采的方竹笋的做
法，龙老师拿起刚采的一棵笋，伸到他们跟
前，让他们闻一闻那天然的清香。

见多识广的龙老师又打开了话匣子：
新采的笋呀，千万不要洗不要沾水，直接剥
掉笋壳，切片，然后下锅炒，加点油盐就好，
鲜得来……

原生的鲜味只需最简单的料理。在山
民家里，现采现剥的鲜笋，直接烤熟就能吃。

山风带来朴实美好的情歌。竹林里，
世代长居于此的大爷婆婆对唱着。

这是山里流传已久的歌谣。我们听不
懂他们究竟唱了什么，我们却为他们的歌
声叫好。

有人说，其中一首歌，讲的是阿哥阿妹
携着手到竹林里采笋的情景。一把伞，一
支扇子，一人为另一人打伞，一人为另一人
摇扇。约会的地方，就在日常劳作的那片
竹林。曾经的爱情，就是那样简单。

遥远的岁月里，谁记下了那些曲子，谁
记下了那些歌词，谁传下了那些直白热情
的山歌？

没有人知道。就如时时在侧的山风，
它看见了许多，听到了许多，记下了许多，
千百年如一日。这或是永恒。

三

在178环线，山川、溪流、花草、树木，
漂流、飞拉达、滑翔……山风，是一切的倾
力打造者之一。

30多年来，山风与阳光，共同塑造了山
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里那一棵棵笔直
挺拔、直耸入云的水杉树。没有人想到，这
里曾是一片荒芜的“石头山”。

向往美好的人们向“石漠化”发起挑
战，“用锤子砸，用钢钎敲，40厘米深的树
窝，每人每天就要打二三十个。”作为数十
年努力的回馈，“石头山”最终化为一片绿
色林海。

如今，林间处处可见避暑纳凉的人，以
及帐篷和吊床，儿童游乐设施也在逐渐完
备。行至兴来，满头银发的许老师被快乐
感染，瞬间化身顽童，在路边玩起了“水
枪”，喷得几个人欢笑着闪躲。

山风见证并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地壳运
动，眼见沧海桑田，一片极有特色的生态石
林慢慢形成。各种知名的和不知名的灌木
环绕石林，彩色藤蔓悄然爬上了造型各异
的石头。一块山石就是一个小世界，想象
总是没有边际。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市作协副
主席、茅盾新人奖获得者）

山风吹过

□文猛

城里有城里的派对，乡村也
有乡村的派对。

乡村的所有派对中，赶场绝
对是最宏大最热闹的。说赶场，
知道的人不多，说赶集、赶街、赶
圩，知道的人就多啦。演艺圈的
艺人风光无限时参加一个活动后
又紧随一个活动，也会用“赶场”
来形容，演员们赶着风光的戏场，
我的乡亲们从田间地头沟湾坡坪
走向热闹的乡场。

大家都有自己的舞台。不管
是过去还是现在，赶场还真的是
场面上的事情。

穿戴是需要想的，特别是小
媳妇大姑娘，庄稼地里那身行
头是上不得场面的；心思是需要
想的，哪把弯镰刀该磨了，哪把
锄头该淬火了，篮里鸡蛋该换钱
了……赶场不是看场，不是玩场，
赶场重在那个赶字，赶季节，赶农
事，赶心事。

乡场上要赶的地方很多，但
总有几处是必须要赶的——

铁匠铺。熊熊的炉火，厚厚
的铁墩，四溅的铁花，这里是村庄
农具的“4S店”。在这里，乡民与
火对话，与铁对话，给乡村的诗行
淬火。

我们最爱用“火热的生活”描
绘乡村，这种火热有太阳的温度，
有大地的厚度，有庄稼的香度，更
有铁匠铺的热度。

今天，我们走进老家的乡场，铁匠铺还在，
炉火已熄，铁墩还在，铁花不再飞溅。今天的乡
村，耕田有耕耘机，收割有收割机，乡村的锄头、
镰刀已经成为乡村墙上的摆设和乡村最后的符
号。

邮政所还在，不管时代的洪流如何滚滚向
前，邮政所依然是永远的绿色，那是庄稼的颜
色。在乡场，乡亲们更想通过邮政所的绿色去
关注远方亲人庄稼的绿色。

当年邮政所大门旁边，总有一块小黑板，写
满了一张张贴着名字的字条。找到自己的名
字，就能从邮递员手中取回远方的书信或者汇
款单，那是乡村看得最远的窗口。

如今，有了电话，有了手机，有了微信，小黑
板上的字条越来越少，邮政所里多了一扇叫邮
政银行的窗口。

饭馆一下多起来。不算周围乡村的农家
乐、乡村民宿，单是乡场上现在就有5家饭店，
吃饭喝酒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牵挂。当年我离开
老家读师范之前，乡场上只有一家饭馆——国
营桥亭饭店，那是乡亲们到乡场吃饭喝酒的唯
一去处。

饭店旁边是食品站。我很佩服当年给这些
单位取名的人，食品站在老家人心目中就两个
功能：买肉和卖猪。能够站在柜台边看肉的人
多，买肉的人少，因为那些肉不只需要钱，还需
要肉票。乡亲们在土地上刨食，即便能挤出钱
来，谁手中又有那肉票呢？所以食品站摆着的
肉对于我们来说只是童话。

好在今天肉真成了我们最普通最日常的食
品，这也算是故乡人命名一个单位的前瞻性吧。

我们在食品站买不了肉，只能在食品站卖
猪——家里喂来过年的猪，有一半边肉要交食
品站，不管交的是硬边还是软边，那真正是心头
肉。为让猪增加几斤重量，大人们头天晚上就
会给猪准备好食物，大半夜还起来给猪喂食，等
猪肚子吃得滚圆，就绑了送食品站。

食品站的人看着门前排着长队的肥猪，看
着滚圆的猪肚子，故意迟迟不开大门，就算开
了，那过秤的动作也会故意慢一些，让那些猪不
停地拉屎拉尿。

乡村的日子是散漫的，时间是缓慢的，庄稼
人的生活是散漫的，但在食品站大院内的土坝
上，庄稼人的心情是焦躁的，是急迫的，这种漫
长的等待造成的失望和阴影，会像一粒忧伤的
尘埃，落在故乡人的心上。

现在食品站关门啦，墙倒众人推，那里长出
一片猪草。

食品站往上走，是入场的小路。就在要翻
过山坡的地方，有一片槐花树林，供销社就建在
那里。

在乡场上该卖的卖了，该买的买了，要是还
有那么几个钱，有那么一点好心情，供销社是回
家必须去的地方。供销社选址那里，也是有心
思的，乡场散场，过了这片槐花林，真的就没有
这个店了。

供销社的房子还在，还是草绿的门窗，里面
开着小超市。供销社的企业改制后，房子一直
空在那里，在供销社干过多年搬运工的徐启伦
从银行贷了款，买下了房子。

徐启伦常常端着一个大搪瓷茶缸，躺在槐
花树下喝着茶，槐花初开，一嘟噜一嘟噜的槐
花，给了草绿色的房子一个雪花般的背景。

已经有一条公路从另外的方向通向供销
社，乡场上开着很多的超市，它们的职能和当年
的供销社没有区别。当年你要什么商品，呼喊
售货员，他们给你拿；现在是自己走在琳琅满目
的商品中，想要什么自己拿。

徐启伦依然请着好几个搬运工给自己的超
市搬货。下雨的日子，摆上酒，和几个搬运工喝
着酒，唱着背二歌……

走过槐花林，翻过小山坡，前边就是回家的
路。

我永远记得住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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