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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道武当山

2018年10月15日，我离开武汉，来到了向往已
久的武当山。说起武当山，我是有着很深的渊源
的，因为它不仅是座道教名山，而且还是赫赫有名
的武术圣地，是中国内家拳的发源地，我习练多年
的八卦掌正是源自武当派。提到武当派，就绕不开
武当派的创始人张三丰，张三丰是武当山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影视剧中的张三丰仙风道骨，武功高深
莫测，是个神人。而真实的张三丰，也确实是个半
人半仙的存在。他生于1247年的南宋，14岁考中文
武双状元，18岁担任博陵县令，33岁辞去官职，在武
当山出家为道。他是太极拳、太极剑的创始人，是
内家拳开派宗师，是武林泰斗，又是长寿奇人，有人
说他活了200多岁，跨越了宋、元、明初三个朝代，也
有人说 170 多岁，有个稍微靠谱的资料显示是 141
岁。他的高智商、高武功、高长寿都充分说明张三
丰绝不是普通人。他开创的武当派博大精深，形式
多样，除太极拳以外，还有八卦掌、形意拳、武当拳、
武当剑、武当轻功等等，也相继出现了数不胜数的
武术大师，如董海川、杨露禅、孙禄堂以及武当剑客
宋唯一、李景林等等。董海川师从武当派的碧氏三
霞（碧月霞、碧灯霞、碧尘霞），最后以八卦掌传世，
成为八卦掌开派宗师。董海川自创立八卦掌以来，
门下高手如林，如：尹福、程挺华、张占魁，梁振甫等
等，他们每人又根据自身特点，自立门派，尹福是尹
氏八卦，程廷华是程氏八卦，以此类推，所以八卦掌
也是门派分支最多的一个拳种。我的武术老师就
是程氏八卦掌第四代传人，我作为第五代传人，来
武当山更像是一次寻祖问道之旅，故名“问道武当
山”。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
“仙”字，群峰叠翠，云雾缭绕，变幻无穷。故有“天
下第一仙山”之称。武当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
等胜景，风景名胜区以天柱峰为中心有上、下十八
盘等险道及“七十二峰朝大顶”和“金殿叠影”等，由
于景点太多，我只能从印象最深的几个景点讲起。

先说逍遥谷，我是从太子坡一路走入逍遥谷
的，一开始好像还有几波游人，随着脚步的深入，整
个峡谷就剩下我一个人了。逍遥谷四面环山，树木
葱茏，溪流淙淙，峡谷的三块巨石上镌刻三个红色

大字——逍遥谷，大字下面有位仙人雕塑，斜卧在
溪流边上，一派逍遥自在模样，我的心一下子放松
下来。我喝了几口矿泉水，然后静静感受初入山中
带来的愉悦。由于没有了游客的喧哗，谷底溪流的
水声也显得格外清脆悦耳，也许过于惬意的缘故，
我竟然斜躺在石壁上睡着了。大约迷糊了二十分
钟，我被几声撕心裂肺的叫声惊醒了，原来不远处
有几只猴子，其中一只用苦大仇深的眼神看着我，
我忽然觉得后背发凉，郦道元《水经注》所云：“猿鸣
三声泪沾裳”果然不虚，猿猴的叫声真是凄厉。我
从青石上站起来，很友好地向猴子招了招手，但它
们好像并不接受我的好意，一溜烟向着树间逃去
了。

接近中午时，我来到了紫霄殿，紫霄殿始建于
北宋宣和年间，是武当山八大宫观中规模最大，保
存最完整的道教建筑之一，紫霄殿规模宏大，气场
强大，大有皇家宫殿的风范。我看了一下介绍，原
来明永乐皇帝称帝后，投巨资北建故宫，南修武当，
武当山成了皇家的家庙，进行了大规模重修和扩
建。紫霄殿门前建有护城河，建筑布局对称，两侧
以配房等建筑分隔为三进院落，构成一组殿堂楼
宇、鳞次栉比、主次分明的建筑群。我把殿里殿外
完整看了一遍，然后继续攀登在上山的路上。大约
下午三点左右，到达了南岩。

南岩是真武大帝得道飞升之“圣境”，也是八仙
之一的吕洞宾修道之地，这里还留有他的一首诗

《题太和山》：“此是高真成道处，故留踪迹在人间。
古今多少神仙侣，为爱名山去复还。”这是全唐诗里
唯一的一首写武当山的诗。

南岩是武当山36岩中最美的一处，也是景区观
光车的终点站，再往其他景点，只能徒步行走了。
上面的酒店和餐馆很多，我在一个叫做太极会馆的
酒店住下来。没想到的是，这个会馆竟然是个山景
房，室内的装修完全是中式风格，紧凑而精致，床头
上方挂有两幅清代山水画，虽是复制品，却是实木
精装，床内侧的沙发上摆放了一套干净而别致茶

具，从窗外看出去则是起伏连绵的青山，绿树葱茏
中还有几束鲜艳的红树，与翠绿形成鲜明的对比，
大山的上方则是一抹淡蓝色的远山。我被这一窗
美景惊艳到了，心情顿时大悦，面对这么好的风景，
这么好的茶具，我突然想喝茶，翻了一下行李箱，却
发现忘带茶叶了，酒店和外面的商店也没有买到，
于是，我又乘坐景区的观光车到了山下，在山下的
商店购买了两盒滇红，然后又急匆匆赶回山上。这
个距离不算近，毕竟是徒步走了大半天的距离，如
果不是观光车是根本做不到的。我进到房间，沁泡
了刚刚购买的红茶，对着窗外的山景美美地喝起
来。

待到芳茶饮透，观足了山景，我走出酒店，奔着
南面的景点而去。 崖壁附近以及右侧的石亭里聚
集了很多美院的学生在写生，另外也有来自各地的
中青年画家，他们坐在自带的马扎上对着西边的山
峰认真地刻画着，不知不觉中，也成了风景的一部
分。这里可以通向三个重要的景点，一个是乌鸦
岭，再就是龙头香，还有一个就是金顶（天柱峰）
了。乌鸦岭和龙头香离着南岩都很近，而金顶还有
很高一段距离，也是最难攀爬，最考验体力的一段
山程。我先是在乌鸦岭走了一圈。乌鸦岭在南岩左
上方通往天柱峰的地方，需要沿着一座巨大的岩壁的
石径往下走，然后再折回到石壁的左上方。这时，路
边一位扶着空轿子的中年男人向我打招呼，问我要不
要坐轿，我疑惑地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坐轿子？”他
说：“金顶太高太陡了，你自己最少也要四个小时才能
爬上去，很累的！”我又问了一句多少钱？他说：“800
元。”我略微沉思了一下，他好像以为我怕贵，赶忙劝
导说：“出来玩别怕花钱，也体验一下坐娇的感觉嘛！
如果定下来，明天早上三点起床，我们三个多小时就
能把你抬上去，保证让你看到日出！”我看了一下他们
的年龄，和我也差不到哪去，我还真的不忍心让人家
抬着走，最主要的是我自认爬山一直是强项，不需要
抬，就果断拒绝了。

乌鸦岭的树木异常高大繁茂，藤蔓吊挂在树枝
上，背后的青山则重重叠叠，与树木互为衬托，夕阳
照在树间，不时泛出缕缕霞光。我的心也随之安静
下来，坐在石径边上开启了无限遐想模式。太阳落
山了，乌鸦岭的色调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这时树
木的上方忽然传来几声乌鸦的啊—啊—啊的啼声，

这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很快遍布了整个山
岭，这声音回荡在山谷之间，异常的诡异，让人
分不清是哭是笑，是悲是喜。

我返回南岩的路上又遇到两个抬轿子的轿
夫，他们艰难地抬着一个胖胖的游客，看样子是
从金顶下来的，看着两个瘦瘦的轿夫抬着胖胖
的一个大男人，竹竿做成的轿子颤颤巍巍，在走
过一个急转弯并且陡峭的路段时，抬轿的人倾
斜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拧转着轿竿，坐轿的男人
虽然一脸紧张，却也一幅作威作福的样子，我忽
然觉得有点想不明白，就不能自己走下来吗！
可是转念一想，人家可能真的走不动了，况且，
如果人人都不坐娇，这些抬轿人是不是就没钱
可赚了呢？这样一想，倒也算得上是公平交易，
不存在谁压迫谁、谁剥削谁的问题了。

第二天，我凌晨三点准时起床，向着金顶走
去。这个点的山路上黑的出奇，静的出奇，我真
希望能遇到一帮一起爬山的游客，那样起码不
会担心走错路，遗憾的是一个人也没遇到。开
始的那一段是经过乌鸦岭的，这一段很熟悉，再
往前走我心里就有点没有底了，最主要的是看
不清路，还担心走错，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一
路照着前行。开始的山路还算平坦，越走越陡
峭，越走越曲折，越走越黑暗，除了能看到脚下
的路，其他什么风景也看不到。倒是能听到一
些稀奇古怪的声音，有似鸟非鸟，似兽非兽的叫
声，还有风在树间的沙沙声。我分不清哪是哪，
只是一股脑儿往前走，大约走了三分之一路程
时，我忽然一阵腰痛，也许是连日奔波的劳累，
抑或是受了凉，我的腰椎忽然出现了问题，疼得
竟然不能直立行走。我坐下来休息了一阵子，
然后忍着疼痛继续爬。

时间已经是凌晨五点钟了，天开始有点发
亮，山的形状开始显现出来，树木也基本看出了层
次，我判断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但是山路也愈发
陡峭，而且我的腰痛也愈发严重，我干脆做了一个
很不体面的动作，像动物一样四脚着地往上爬，真
正体会了“爬”山的感觉，我庆幸路上没有遇到游
人，不然我会为自己的狼狈而尴尬。我几乎是连滚
带爬走完了最后一段。

我望见了金顶，看到了峰顶上层层叠叠的宫
殿，我长出一口气，总算登顶了。

金顶的游人不算少，却并不拥挤，我很纳闷，我
上山的时间已经够早了，他们是什么时候上来的
呢？我问了几个游客，得知他们都是昨天晚上住在
金顶的。站在金顶，可以环视七十二峰在云烟处起
伏缥缈，最令人称奇的是太和宫建筑群，设计布局
依据天险随山就势，充分利用山形的起伏，错落有
致，肃穆庄严，在云雾缭绕之中，犹如天宫。可谓
是：“千层楼阁空中起，万叠云山足下环。”

据说，太和宫建筑群比北京故宫的建筑量还要
大几倍，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历经14年才建成，
最上面的金殿是用了三百公斤黄金打造，就连这里
的石台基都能买美国的一条华尔街，最神奇的是金
殿里有盏长明灯，600年都没熄灭过。

金顶是武当山最精华的看点，不登金顶就不算
来武当，虽然辛苦，却很值得。但这次游武当山也
有几个小遗憾：一是由于突发腰疾，耽误了一个小
时，错过了看日出；二是，以前在电视纪录片中，有
很多道士乘着朝霞，在云雾缭绕的金殿周围打坐、
练拳，但这次一个道士的影子也没看到：三是，不仅
没看到日出，就连云海也只是淡淡的一层，尽管丽
日照耀下的七十二峰依然震撼，总觉得缺少了武当
山特有的“仙气”。

值得庆幸的是，在登上金顶之后，我的腰椎痛
竟然神奇般的好了。我舒展了一下四肢，练了一趟
八卦太极拳，顿感神清气爽，又恢复到正常状态。
这也算是武当之旅的一段奇遇吧！ （待 续）

作者单位：区文联

一个人的唐诗之旅（十六）
◎李长三

孙膑和庞涓作为同窗好友，从开始的惺
惺相惜、无话不谈，到后来的反目成仇、水火
不容，以他们所统领的两个国家军队之间发
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一次是桂陵之战，一
次是马陵之战，这两次战役规模之大，影响之
深，都载入了历史，并且围绕着他二人，还产
生了“围魏救赵”、“田忌赛马”“胯下之辱”等
我们现在都能耳熟能详的成语。

在那个战国时期，以“齐、楚、燕、韩、赵、
魏、秦”七国为大，另外还有“越、晋、蜀、卫、
郑、宋、周”等小国或七国的加
盟国，当时的情况就是打打打，
今天这个国攻击那个国，明天
那个国侵犯另一个国，总之战
乱不断，民不聊生。

孙膑和庞涓是同班同学，
共同跟鬼谷子老师学习兵法谋
略之道，由于关系不错，两人还
拜了把子。孙膑谦逊好学，庞
涓骄傲自大，在跟鬼谷子学习
了一段时间后，庞涓感觉学业
已成，可以找地方施展他的学
识，便辞师下山，前往魏国，当
时的魏国在战国七雄里算不错
的，国力鼎盛。在魏国，庞涓得
到了重用，做了统领军队的将
军，这个时候孙膑还在跟鬼谷
子学习深造。

由于庞涓嫉贤妒能与阴险
狠毒，担心同门好友孙膑超过
自己，于是设下一计，给孙膑书
信一封，说自己在魏国得到重
用，邀请孙膑前来共同开创宏
图大业，孙膑轻信庞涓，于是下
山投奔他，不久后庞涓捏造罪
名，对孙膑处以了膑刑和黥刑，即砍断双脚和
脸上刺字。孙膑忍辱负重，装疯卖傻，在齐国
使者出使魏国时让使者把他偷偷带到齐国。

在齐国，孙膑用他的军事才华得到了齐
国名将田忌的赏识，在田忌的举荐下，也得到
了齐威王的重用。

历史上的桂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54年
（周显王十五年)，是齐国和魏国之间的一场争
霸战，当时魏国因魏文侯的改革而变得更加
强大，因而引起了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

国、秦国的戒备，加上魏国派兵包围了赵国都
城邯郸，赵国向齐国发出求援信号，齐国决定
出兵救援赵国，以此维护其在中原地区的利
益，也希望通过救援赵国削弱魏国的实力。齐
王命田忌为统领，孙膑为军师率兵援救，孙膑
认为魏国以精锐围攻邯郸，国内肯定空虚，于
是出计给田忌，率军围攻魏国国都大梁，魏军
将领庞涓听说后立刻从邯郸撤回赶往大梁，孙
膑在庞涓撤回中途必经地桂陵伏袭，致使庞涓
大败，被孙膑擒获，这也是“围魏救赵”这个成

语的由来。
对于孙膑和庞涓的桂陵之

战和马陵之战的发生地，现在
很有争论。桂陵之战发生地，
目前有两个流传比较广的版
本，一是河南长垣西北，二是山
东菏泽东北。马陵之战发生
地，现在也有两个版本，一是河
南范县西南，二是河北邯郸大
名马陵。根据我老家祖祖辈辈
的传说以及我小时候看到过的
场景，我故以为，桂陵之战的发
生地，也有可能发生在济阳区
曲堤街道潘家村和卜家村、沙
窝陈村，金李村一带。

我记得四十多年前我小的
时候，在姜集干渠以西，潘家到
魏铺路的以南，有大片冒着白
面的盐碱地，白茫茫一片，那个
时候是生产队，这种盐碱地是
不能种小麦玉米的，只能种植
耐盐碱的高粱，夏秋时节，一眼
望不到头绿油油的高粱地，风
吹过沙沙地响，很是壮观，像极
了郭小川笔下的那片青纱帐。

那时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把高粱棵底层已经枯
黄发干的高粱叶披下来，塞满竹筐，背回家喂
羊，有时候会在沟边的立面用镰刀挖一个洞，
中间铺上树枝，上面放上偷来的玉米或地瓜，
底下用高粱叶烘烤，烤得半生不熟，我们吃的
津津有味，每个人嘴上脸上黑乎乎一片。高
粱收获后，经常在地里看到青砖和瓦片，有人
说曾在这里挖到过铜矛和铜戈，从高处看，有
两道浅沟的痕迹向西南金李村方向延伸。传
说这就是孙膑庞涓当年大战时，孙膑给庞涓

摆的迷魂阵。
在南边不远的沙窝陈村，也有一个流传

了很多年的传说，村西北角当年有一个小庙，
庙后有一眼水井，井里插着庞涓战败后投到
里面的宝剑，只有剑柄在水面露着，沙窝陈村
的人把绳子拴到剑柄上，几个人合力拉，拉不
上来，换成粗绳，安上滑轮，用十多头牛，也没
拉上来。

在西边不远的卜家村南，有一片茅草地，
中间有一小片茅草叶子长得和周围的绿色叶
子完全不同，是血红色的，传说是当年孙膑和
庞涓在此大战，开始庞涓由于人马众多，占据
了上风，把孙膑的大军团团围住，孙膑只能躲
进高粱地里，眼看就要被庞涓抓住，孙膑急得
仰天长急呼“愿苍天开眼，助我一臂之力”，话
音刚落，只见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倾盆大雨
从天而降，乌云间出现了九条巨龙，上下翻腾，
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用尾巴抽打地面，在高
粱地里拍出了九条弯曲的通道，这时有一条龙
从天上落下来，在地上翻滚，看样子很痛苦，那
八条龙也落到地面，头尾相接，围成一个圆圈，
把那条龙围在中间，圈中金光闪闪，一缕火光
冲上天，原来一条小龙降生了，这时那九条巨
龙带着小龙腾空而起，消失在乌云中，孙膑按
照巨龙尾巴拍打的方位命令军士摆下迷魂
阵。当庞涓的人马冲进高粱地时，立刻迷失了
方向，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冲，而孙膑命令士
兵按照九龙道的指引，东拼西杀，把庞涓军队
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最后不得不溃逃，孙
膑大胜，并擒获庞涓，此处的血红色茅草就是
当年巨龙生小龙的地方。

这些传说在我们这边流传了几百年，真
实也罢，杜撰也好，却在我们这边妇孺皆知，
流传甚广，并且和其他传说一样，共同汇成了
我们当地的社会人文发展史，并且会随着我
们时代的变迁而继续流传下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间过去了两千
多年，当年惨烈的战争也随着时间而落幕并
尘封，其实这两场战役到底发生在何处，已不
再显得那么重要，我们看重的是给我们后人
留下了“田忌赛马”、“围魏救赵”等经典的典
故成语，能让我们在看到这些成语时，大脑里
会浮现出当年的情景，会想到古人的智慧与
才能，这就足够了，你说呢？

作者系曲堤街道潘家村人

我的村庄，名字以“道口”为后缀，不知具
体是因了哪条古大道，但我的村庄一直是镶
嵌在徒骇河边上的，如果村庄是我的根，那徒
骇河便是滋养根的源泉。我对徒骇河有着太
深的感情了，一时提笔，竟不知从何说起。

其实，我们这一带的人管这条河叫“土
（海）河”（音），我一直以为这是方言的缘故，
其实不然，《惠民通史》中记载：“徒骇河，俗称
土河，‘土’谐音‘徒’，古人尚古，俗以禹迹徒
骇河称之，明清时期渐成为正式河道名。”《禹
贡校论校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记载：“古
时黄河最大支流，又称武水、会水、俗称土河、
源河。”《山东通志·东昌府河川》记载：“古漯
河，黄河支流也，俗名‘土河’，亦曰徒骇故
道。”《商河水利志》中这样记载：“现在使用的
徒骇河一名可能在历史上以‘土’会‘徒’，或
者漯、土、徒读音相近，借用九河古名演变而
来。”……可见，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土（海）
河”名字也未必不正确。

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徒骇河陪伴了我
的成长，我见证了徒骇河的变迁。

如果我的童年是“坐井观天”，我的村庄
便是那口井，徒骇河便是那一片天了，这足以
让我满足。徒骇河边长大的孩子，浑身上下
都透着泥土的气息，我们在水草丰茂的河滩
里，捕捉肥硕的蚂蚱，用狗尾巴草串成一串，
拿回家喂猫，或者烤烤吃；在河边的沙滩上，
捡拾脚掌大的贝壳，挖战壕、堆城堡、打水
漂；将长得一节一节的藤蔓草，结成长长的
绳子，从桥栏上伸下去，看着它随着流水飘
动，撒手之后，迅速跑到另一侧的桥栏上，看
着它漂过来，然后漂远，仿佛那草绳载着我
们许下的愿。

光着脚在河边蹚水，太阳照在宽阔的河
面上，散作满河的星星，波光粼粼，意识出窍，
竟觉得这就是大海，那是我第一次幻想大海，
后来，我得知徒骇河是通向大海的，对，就是
我们家门口这条土河，它是通向大海的！我
可以从这里出发，乘着竹筏像孙悟空那样，去
寻找大海，路途很遥远，会遇上风浪，可终归
能够到达！年少时的梦啊，像朵永不凋零的
花……

河涯里的庄稼地高出河滩大约一两米，
汛期地里的水可以排到河里去，遇上河水暴
涨，一般也不会涨到庄稼地那么高，如果真的
涨到庄稼地里来，还有大堰这道屏障。在我
们村的庄稼地头上，也就是河滩那里，不知是
谁在什么时候堆起了一块四四方方的高地，
与庄稼地齐平，中间隔着一条大约一两米宽
的壕沟，像极了一个小岛，站在上面就像站在
船头，可以看见不一样的河面，不一样的桥。
夏天，一放暑假，我们就由学生变成牧童，牛
也与我们一样，开始享受假期，我们牵上牛，
带上长绳、铁橛子，
到河滩，找一块目
之所及尽是茂密鲜
草 的 地 段 ，
在 核 心 处 ，
砸 下 铁 橛
子 ，将 牛 栓
下 ，它 们 开
始 吃 ，我 们
开 始 玩 ，它
们是半自由
的 ，我 们 也
是 半 自 由
的。

“岛”上

微风习习，蝉鸣、鸟鸣混成夏日特有的交响
曲，小孩子拿着树枝戳蝉蜕，大孩子依在树下
读闲书，有时候一些男孩子会去河里捉鱼，再
到地里偷掰几个玉米棒子，找个合适的位置，
架起篝火，上面烤鱼，下面焖玉米……我觉得
最有意思的是用小刀在光滑的树身上刻字，
刻“早”字、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刻自己的
名字、刻“仇人”（打了架的同学）的名字

“×××大坏蛋”……第二年暑假，当我们再
来“岛”上，那些字就变大了；第三年，变得更
大了，笔画像开裂了一样，第四年，第五年
……那些字大到模糊了，成了树的一部分，而
我们也像刻在树上的字一样，由清晰的少年，
一岁一岁长大。

架在徒骇河上的生产桥也是一道别样的
风景。据《济阳县志》记载，建国初期，我们村
口的桥是一座木桥，1980年前后，改建为钢筋
混凝土排架桥。

小时候，我们常在大桥底下玩耍，两个桥
墩根之间的横梁是我们休息的床，铺一条化
肥袋子当床单，听着潺潺流水声，吹着过堂
风，悠哉悠哉，美哉美哉；男孩子们会去攀爬
那些从桥底穿过的石油管道，像铁道游击队
一样，嗖嗖地向前冲……

正上方的桥顶上，不知是谁用粉笔写下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道口美
少女，留住青春，永远美丽”“×××，我爱你”
桥顶像一面烟熏的墙，字迹早已泛了黄。

中学以后，我很少去河边耍了，一切关于
徒骇河的美好都被锁进了记忆。而这期间徒
骇河也遭遇了重创，酱油色的河水裹挟着刺
鼻的味道，令人作呕。河滩早已没有了河蚌，
鱼虾也已灭绝，即使有幸存下来的，也没有人
去捕捉来吃了，我们的农田灌溉也
别无选择，徒骇河啊，短短几年之
内 ，竟 成
这 番 模
样 ，谁 之
过？谁之
错？从义
愤填膺到
无 可 奈
何 ，徒 骇
河是我闭
口不提的
噩 梦 ，我

的村庄也因挨着这条臭水河变得黯然失色。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高度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
经济发展模式被淘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徒骇河流域生态环境
日渐好转，河水清了，鱼虾多了，白鹭来了
……

历尽千帆，少年归来，我参加工作了，就
在徒骇河边上。从班上到我的村庄，5华里的
路程，我常骑着自行车从大堰上缓缓驶过，夏
天，太阳从茂密的树林里透下一丝丝斑驳的
光，一路风景，一路清凉。堰堤上的柿子园还
在，高大粗壮的柿子树像一蹲蹲老神仙，几十
年如一日，守望着徒骇河，守卫着我们村。秋
天，通红的柿子挂在高高的树枝上，像一颗颗
小灯笼，映着徒骇河的碧波，甚是好看。

村口的老桥，因年久失修，成了危桥。
2020年，老桥的使命彻底结束了，一架高标准
的现代化新桥横跨徒骇河两岸堰堤，回家不
再绕行了，也不再爬坡了。新桥路面很宽阔，
车辆来往，不必刻意等让。为了安全，两侧的
桥栏建成了实心的，整个桥像一个渡槽，算不
上美观，但很壮观，两岸群众皆大欢喜，我的
村庄又因此变得神气起来。

近些年，政府又对徒骇河进行了清淤，建
设了许多新的涵闸，农田灌溉更加便利，河水
也更加清澈了，古老的徒骇河又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活力。河面撒着渔网，撑着网的竹竿
上，常常有白鹭停留，这北方的河竟有了几分
江南的姿色。大批的摄影爱好者，来徒骇河
拍摄，拍飞翔的鹭群，拍金黄的麦田，拍丰收
的果园，拍太阳照在徒骇河上，如诗如画，如
梦如幻。

见过了大江、大河、大海，但在我心里，
最美、最神圣的还是村口的徒骇河。她像

一位母亲，从遥远
的莘县缓缓走来，
跨过广袤的鲁北
平原，流经无数个
村庄，最终流进大
海。海很辽阔，但
不及母亲的心，她
带着一家人，筚路
蓝缕，披荆斩棘，
历经干涸、枯竭，
洪涝、污染……从
一穷二白到小康
富裕，从荒烟蔓草
到山清水秀，以一
颗泰然平稳的心
对接大海的波澜。

“一条大河波
浪宽，风吹稻花香
两岸，我家就在岸
上住……”乔羽老
先生说过，大河不
是特指哪条大河，
谁家门口没有一
条河呢？这就是
我的村庄我的河。

作者单位：区委
党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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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村庄我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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