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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潮流总是将人裹挟着走，任何人
难以跳出来。自然，当前全民旅游的大背
景下，我捡空也去了一趟重庆的开州。

说开州，其实大家还是更加习惯称她
为“开县”，如同许许多多的本地人和一些
年纪大的人一样，还是不自觉地在不同场
合称我们的家乡为“达县”，而不是使用标
准的“达州市”名称，尽管达州市已经建市
整整20年了。

只要提到开州，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那
里是“一代军神”刘伯承的故乡。刘帅在
开州的家乡叫赵家场，距离开州城只有28
千米。那里山清水秀，视野开阔。故居背
靠小华山，面前的浦里河清澈见底，缓缓
地绕山而过。1986年刘帅去世后，一部分
骨灰回到了家乡，安葬在故居前的两棵黄
桷树下。这位从贫苦农民家庭走出来的
一代名帅，最后又回到了生他养育他的故

土。
当下的开州城，是重庆市8个三峡移

民整体旧城搬迁之后的一座新城，一座完
完全全的滨湖新城。城市规划很好，因为
三峡水位的回升，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汉丰
湖。湖的核心地段形成了风景非常好的
半岛，被评为“巴渝新十二景”。在这个半
岛上，勤劳的开州人不仅建了一座很好的
滨湖公园，还建了规模不小的“开州国学
院”和“开州举子园”。国学院古色古香，
有“文笔塔”“文渊阁”“文峰耸秀”大牌坊
重点文化建筑；内部的建筑与设计，有点
仿山东曲阜孔庙的感觉，其中有孔圣人塑
像、“万世师表”牌坊、“孔子赋”。参观国
学院时，我们正逢一群身穿汉服的小朋
友，手捧《诗经》正诵读《小雅·鹿鸣》：“呦
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
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

燕乐嘉宾之心。”童声稚稚，书声琅琅，颇
具有画面感。在举子园内，展示了开州历
史上参加科举考试的历史，还原了当年科
举考试的现场场景，让人深深地感觉到

“十年寒窗苦”的艰辛，“一举成名响”的不
易。纵观整个国学院与举子园，可谓“古
籍幽幽”“古曲流觞”“文氛脉脉”“文气冲
冲”，我大中华文化的气场足足的，牛！

在国学院的北端，就是湖光山色的汉
丰湖。汉丰湖是因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
工程建设而形成的世界上独具特色的人
工湖，东西跨度12.51千米，南北跨度5.86
千米，由境内两江汇成，常年蓄水在170.28
米以上，水域面积15平方千米。虽然是人
工湖，但汉丰湖四山环抱，湖面开阔宁静，
水质清澈。湖岸独特的滨湖湿地、风雨廊
桥、国学院文笔塔、滨湖公园、城市规划
馆、历史文化陈列馆、刘伯承纪念馆等等
与开州城浑然一体，湖光山色、烟波浩渺、
渔舟唱晚，构成了“城在湖中，湖在山中，
意在心中”的美丽画境。

尽管重庆与四川“分家”20多年了，但
是我们发现，生活在开州的人们与当年同
属四川时期一样，生活习惯、语言表达方
式等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仿佛依然还是真
正的一家人。特别是在语言方面，不仅说
话声音，而且使用方言，还是一样的。重
庆人叫“抄手”的小吃，开州人与达州人一
样，还是叫的“包面”。他们去重庆办事，
绝大部分是从开州经过达州再南下重庆
主城区。好奇的我，一探究竟，原来是经
过达州去重庆主城区，路途更短、过路费
更省一些。他们对达州境内高速公路上
的“徐家坝”“达州”“达州南”出口，绝不会
混淆。当然，如果要去城口，万州、开州的
人，还是与过去一样，必然还是经过达州、
再经过万源去，这些方面始终没有改变。

提到现在顶层设计了要建设“万达开
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双方都是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

开州朋友主动提出：我们民间先走起
来、动起来、热起来……

那，我们呢……

絮絮叨叨话开州
□令狐飞雪

8 月公休，邀几家亲友前往湘黔大
地，历时7天，行程2000多公里后安全返
回，领略了沿途美景。回家后，颇感回味
眷恋，便梳理记忆片段，形成此文。

红色教育篇

8月6日，我们驱车到达遵义会议会
址，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儿时便知晓遵
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就会唱“遵义会议放
光彩”的歌谣。怀着“朝圣”的心态，我提
前在家观看了电影《血战湘江》，百度了
遵义会议相关资料，重温了那段史诗般
的峥嵘岁月。进入会址后，人多、时间晚
等问题丝毫不能降低我们的热情，大家
兴致勃勃地在巨幅七律《长征》诗墙体、
会议旧址前驻足观看、拍照合影，在会议
纪念馆里现场感受我党、我军和中华民
族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近距离感知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
结、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那镌刻
在纪念馆墙体上的“遵义会议伟大转折”
的巨幅标语仿佛在提醒我们：遵义会议
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
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革命走向胜
利的伟大转折。在贵阳息烽集中营革命
纪念馆，我们参观了4个展厅及忠斋、义
斋、孝斋、猫洞刑讯室、《抗争》铜铸雕塑，

观看了一幅幅惨烈的图片，听取了一个
个悲壮的故事，感悟了一段段艰难的革
命历程，让人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了
那段暗无天日、血雨腥风的年代。

人文风景篇

一路风雨兼程前行，一路优美风景
和人文画卷相伴。从息烽集中营出发，
我们先后到甲秀楼、黔灵山、青岩古镇、
西江千户苗寨、凤凰古城和张家界国家
森林公园。作为贵阳历史见证和文化发
展史上的标志性建筑，甲秀楼设计奇巧、
匠心独运，朱梁碧瓦、飞檐翘角，与旁边
的翠微阁遥相呼应，与景区外的林立高
楼相得益彰，成为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
的聚焦点。黔灵山公园随处可见的清泉
怪石、种类繁多的植被、灵动可爱的猕
猴、湿润凉爽的气候，让人印象深刻、流
连忘返。行走在青岩古镇的青石板上，
禁不住感叹似水流年、物是人非。尽管
千户苗寨是千百次从网络上、朋友圈领
略过的美景，可现场带来的视觉盛宴和
心灵震撼，远远超出了想象，大家在始料
未及中惊叹连连、啧啧称奇。进入凤凰
古城，大家沿河逆行而上，贪婪地欣赏漂
亮得奢侈的美景。同行3位美女不再矜
持，换上苗族盛装、摆出各种姿势开始拍

照，显得风情万种、笑得花枝乱颤。素闻
“张家界归来不看山”，现终有眼缘领略峥
嵘崔嵬的天下奇山的独特魅力。我们饶
有兴致地听讲解、赏风光，道路左边峰林
争奇斗艳、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无不让人
感叹造物主的神奇和大自然的魅力。

尴尬笑料篇

出门在外，各类问题、尴尬情况总是
在所难免，唯有以不变应万变、化问题于
无形，然后在开怀大笑中继续前行。梵
净山的闭门羹、进不去的土司城、导游团
长的忽悠、不许出的蚕桑馆、盗版的民俗
演出，一路上“状况连连”。特别是廖哥

“蹩脚”的普通话，成为了旅行途中的“调
味剂”。在武陵源用团餐时，伙食太差让
大家心里不太高兴，饭还没吃完服务员
便开始收拾桌子。同行的廖哥忍无可
忍、彻底爆发，用蹩脚的川普说：我们还
没吃完，你把潲水桶搁（音：课）在桌子
上，啥子意思？第二天早餐，由于饮食太
差我们同行的6个人出去吃饭，留下3位
在酒店用餐。可怜的廖哥想多吃一个鸡
蛋服务员都不给，再次发飙：我们走了6
个人，节约了6个鸡蛋，你一个鸡蛋都舍
不得给，啥子意思？真可谓“天不怕地不
怕，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经典的川普
差点让我们笑岔了气。

美食购物篇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行的全部内涵，
排在第一位的是吃。一路走过吃过，印
象最深的恐怕要数酸汤鱼、血粑鸭、三下
锅、卤猪蹄和小舅母子烤鱼了。黔灵山

公园附近的侗家老坛酸汤鱼，“先喝汤后
吃鱼”让我们充分品味了酸汤的鲜美。
青岩古镇满大街的卤猪蹄，咸香适度、粑
糯爽滑的卤猪脚蘸上调料让人回味无
穷。凤凰古城的血粑鸭，制作工艺复杂、
色泽口感俱佳，算是让吃货们饱了口
福。在大庸府城富正毅店的三下锅，我
们自选核桃肉、肥肠、牛肚等原料，配上
自带的二锅头兑红牛，来了个酒足饭
饱。在万州小舅母子烤鱼店里，蒜香和
麻辣两种口味的烤鱼一端上桌，配上养
胃的小蒜（团葱）肚条汤，早已饥肠辘辘
的我们来了个“疯狂大扫荡”。此外，重
庆綦江高性价比的茅草房餐饮、湘西苗
家的土家腊肉和土匪肉、凯里的酸猪脚
汤、遵义的大杂烩小吃，还有让小胖敬
酒、劝小胖抽烟的画面，都让人印象深
刻。

情谊分享篇

短暂的湘黔之旅，让大家释放了工
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开阔了视野，深化了
情谊。其间，我们乘坐了号称“天下第一
梯”的百龙天梯，58秒让326米的垂直高
度天堑变通途；一起观看了湘西赶尸节
目的戏剧化、光脚行走在锋利的刀刃上
等民俗文化表演，也一同遭遇了“人在囧
途”的困难，威贤水土不服遭遇肚子狂泻
差点滞留遵义，小胖在天子山上直呼走
不动了。值得一提的是，硬汉张叔拖着
老迈的双腿与我们争锋，在众人劝他保
重身体不游金鞭溪和十里画廊的情况下
毅然前往，硬是没有叫过一丝苦。

期待下次再同行!

湘黔行散记
□熊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