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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艺术创窟(罗江原
仙女洞)，招聘餐厅服务员
数 名 ，前 台 1 名 ，月 薪
3000 元，月休四天，年龄
25－40岁。
电话：1839884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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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日报网免费同步推送

@致客户
提供相关资料，办理简便快捷。
@致读者
使用本栏信息，请依法签合同。
@关于收费
小格600元/3周 1000元/6周
大格1000元/3周
@关于我们
咨询电话：0818—2377273
19382875827（微信同号）

“达州日报网”将同步推送，刊登在便民
栏的“信息直通车”里。

阵风起松涛 百花送艳香
18008192211 13982804189

团建垂钓休闲民宿

雷音铺云鼎庄园
喝土家烈酒、品土家风味、看土家歌舞

巴山大峡谷水井坡民宿
联系电话：15196868067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生态种植，营养丰富。

联系电话:
18780852111

开江贡米

萼甜甜（中蜂蜂蜜）
品质纯正，产于花萼

山保护区核心区内的野生
花 蜜 。 垂 询 电 话 ：
13882821922（微信同号）

大竹河特产
乡味的向往，在这一

刻绽放——（万源）蒲姐柴
火 红 豆 腐 。订购热线：
15181878807（微信同号）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壮大乡村产业壮大乡村产业
免费刊登，掌上达州同步推送

团建垂钓休闲民宿

旧院黑鸡
出售旧院黑鸡鸡苗，地址：
万源市石塘镇高速路出口
100米（百里坡旧院黑鸡）
刘先生 15348252888

昔日仙女洞
今日打卡地

515艺术创窟

地址：达州市通川区罗江镇仙女洞

“地方·国际”艺术地
文化观光打卡地
会务拓展用餐地
聚会游览下榻地
联系人：王女士

电话：13982877015

电站股份转让
经营中水电站转让股份，
手续齐全，面议。非诚勿
扰。电话：18180198749

欢迎订阅

2024年
《达州晚报》
（全年订阅价200元）

咨询电话：
2382208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余秋雨
先生的这句话，让我一直对都江堰魂牵梦
萦。

成都连续几天绵绵阴雨，终于在我们
到达之际，很给面子地开了眼，却又像个
守财奴似的，总想把自己的金子藏起来，
只亮了些许阳光。吃过午饭，就和百灵哥
计划在附近游玩一番，打开手机地图：三
星堆、大熊猫基地、青城山、都江堰……不
胜枚举。

正陷入选择困难症时，百灵哥说了一
句，要不就去都江堰吧？我的心忽地悸动
起来，对啊，李冰父子那顺天而建、应地而
生的水利工程，那泽被天府的世界奇迹，
我不是念念不忘吗？

草草吃过午饭，便驱车前往都江堰。
一路上，和百灵哥一直讨论着都江堰。“大
饥不饥，蜀有蹲鸱，大旱不乱，蜀有广汉。”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橘柚，
古屋画龙蛇。”“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
如。”谈笑间，好不快活，大概这便是知己
的共鸣吧。

我们错过了景区南门入口，直接跟随
人群上了南桥。南桥是廊桥，上面满铺着
木条，古色古香，极具特色。桥面上顺水
而过的风带来阵阵凉意，神清气爽。举起
手机随意一拍，便是一幅山水巨作。

此时的我，还未领略到这水利工程的
震撼，只觉湍急的岷江水从雪山携带满江
寒意，浩荡而来，呼啸而去。

一路向前，攀爬完一小段石阶后，极
具现代感的售票处映入眼帘，售票处后面
就是玉垒关。玉垒关亦称“七盘关”，唐代
贞观初建造，在古湔山临江的虎头崖上，
扼松茂古道的咽喉，有着“川西锁钥”之
称。诗圣杜甫在此留下了“花尽高楼伤客
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
玉垒浮云变古今”的千古名句。

山林间植被广而密，时而吹来一阵江
风，还有些许凉意。着短袖的我，让返程
之人发出阵阵赞叹：“年轻真好！”殊不知，
我不敢停，不敢停，一停则恐会感冒矣！
若是在夏天来此，在山间支一顶帐篷，静
谧在这绿意盎然的山林中，细看夜晚满天
繁星，那才真是惬意！

顺着山路，途经松茂古道，真可谓是
“远上寒山石径斜”，石梯蜿蜒而上，山路
陡峭，途中还有轿夫询问坐不坐“滑竿”，
婉言谢绝，趁兴一路攀爬，汗流浃背，猛喘
粗气，终于问顶。“旷野看人小，长空共鸟
齐。”感大自然鬼斧神工，叹蜀守李冰顺势

而为的震撼。
上山容易下山难，可以乘坐索道，亦

可原路返回。对于恐高的我，下山之路，
走得胆战心惊。幸好百灵哥一路和我谈
天说地，多少驱散了紧张、焦虑和恐惧而
顺利下山。途中偶遇一位须眉皆白的老
爷子，独自一人，拄着登山杖，颤颤巍巍下
着梯子，不禁心生赞叹，对自己笨拙的身
姿羞愧起来。

二王庙里祭祀着李冰父子，一代臣
子，改变样貌，改变身份，登上庙堂羽化成
神。自先秦以来，就有传统，根据《礼记》
和《国语》记载，“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
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能捍大患”这样
的人要进入圣殿，成为国家祭祀的对象。
不难想象李冰父子兢兢业业地治理岷江，
应是得到了举世认可。

都江堰修建之前的成都平原水患连
绵，发源于成都平原西北岷山的岷江，以
垂直落差数千米的威力直泻成都平原。
毋庸讳言，都江堰水利工程让成都平原从
汪洋泽国变成沃野千里的良田。这一工
程，彻底改变了成都平原的自然生态，成
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

今天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已经拥有
移山填海的伟力，汹涌澎湃的江水，总会
被高高的水坝驯服。但两千多年前的蜀
守李冰，肯定没有这样的神功伟力，站在
岷江水边，他大概也喟叹过人类的渺小，
但奉命前来蜀地的他清楚地知道，征服岷
江是他必须完成的使命。“无坝引水”的思
路，犹如一颗明星划破岷山岷江的漫漫长

夜。
江心洲的分水鱼嘴，把岷江分为内外

两江，既可以让干流外江的水量减缓，降
低洪水泛滥成灾的概率，又可以保证内江
灌溉用水，免除灌区旱灾的产生。

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都讲究因地制
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二八排沙”“四
六分水”“无坝引水”“自流灌溉”“深淘滩，
低作堰”“逢正抽心，遇弯截角”，无不透露
着先人治水的智慧。在伏龙观东汉李冰
石像上刻着“珍水万世焉”五个字。看上
去，是人在治水；实际上，却是人领悟了
水，顺应了水，听从了水，得出了万事万
物 、子子孙孙都要尊重水 、重视水的理
念。只有这样，才能天人合一，顺势而为。

逆岷江而上，距都江堰大约 400 公里
的松潘，有座赫赫有名的“川主寺”，相传
李冰曾在这里寻找岷江的源头。“川主”的
川并不是四川的川，根据说文解字解释，

“川”是指河川。故“川主”就是“河流的主
人”，俗称“河神”，或者和“火神”相对称为

“水神”。李冰成神，巴蜀大地上，处处皆
有了川主寺。史载千秋，万古流芳。

“川主”是对李冰治理岷江的高度肯
定，李冰在治理之时，变堵为疏，因势利
导，字面并不深奥，但是由治水到治世，其
智慧之光却经久不灭。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何谓
道？水之道？天之道？生之道？道法自
然！顺天而行，顺势而为，“深淘滩，低作
堰”“逢正抽心，遇弯截角”。这便是李冰
之道，都江堰之道，也是世间大道！

秋风吹梦都江堰
□何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