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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里捡麦穗的婆婆说自己87岁
了，看见稻子烂在田里可惜，捡回去刚好
喂家里养的那二三十只鸡。

我们进屯时就和她聊了几句，出屯
时太阳已经下山，她还佝偻着身体继续
捡着。

她捡的是颗粒归仓、珍惜粮食的习
惯与美德，我遗憾儿子没跟着来受教，也
愧疚自己生活中偶尔的浪费。遥看那尊
活过87个春秋的身体，心想人家时时刻
刻都有这份“当下净”，才得以益寿延年，
我这修为还需默默耕作以当自励。

水磨坊是古屯的地标，坐落的地方
前有流水，后有靠山，侧有护山，远有秀
峰。来过无数次，每一次都这里坐坐，
那里摸摸，在静默中和她无言地交流。
早年间因为工作关系，到过很多城市去
推介本土旅游资源，稿子自己写、妆发
自己弄、舞台自己上，无论在哪个推介
会的现场，这个水磨坊都是必提的。水
磨坊承载着六百多年的水利工程，“鱼
嘴分流”的方式自明代以来就自流灌溉
着2000余亩田地。“两河绕田坝”的态
势，把江南韵味的“水口园林”结合到村
落入口区，山水、田园、农家融为一体、
相互映衬，成就着“水绿秋山明”的水墨
神韵。

这个屯也是常来的，隔几年来拍一
组照片，我走进她年年岁岁的古朴，她见
证我寸寸流光的改变。有时候坐在屯门

口那两棵苍劲的古柏树下乘凉，有时候
弯着腰去闻秋田里最新鲜的稻香，有时
候由北向南顺着中轴线走，一路致敬瓮
城、汪公殿、关圣殿、练武场、古戏台，有
时候目光掠过数百座石头民居，为蕴含
古人智慧、攻守兼备的八个巷道阵暗自
惊叹，深感在这古朴又专业的八卦阵中，
会让每一个只接受新生事物洗礼、对传
统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人深感自己学识

浅薄。
总有人说，这里的石头会说话，身着

宽袍大袖的屯堡人就是活化石，说但凡
进了镇内，岁月的吟唱能萦绕耳畔很久，
让你去了还想来。

我可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
一年两年，隔三差五，也许为了买几

个鸭蛋、买一兜做清明粑的毛毛花，也许
为了看春天的菜花、秋天的麦浪，也许为

了留几张随着光阴流逝而年年变化的影
像……我总是来了又来，也不管这里的
山水和花树是否厌烦和嫌弃我。

常常以为光阴一分一秒流逝都那么
微不足道，却恰恰正是这寸寸年华在不
停地考验、塑造和打磨着我。她毫不吝
啬地予我糅杂着快乐和伤痛的成长，每
一次雕琢都比上一次认真、比上一次深
刻，让我哪怕只是重踏一个无比熟悉的
小山村，看到无比熟悉的风景，心中漾过
的思绪，每一次都有自己敏锐捕捉到的
不同。我见证了自己更加敏感，仍会哭
泣和叹息，但目光所及早已不再仅仅局
限于自己。也见证了自己更加豁达，更
愿意共情和理解别人，把所有事情往乐
观和体面去推进。

结束创作后，抬眼四望，但见夕阳
正好，秋色撩人，正前方的云彩美艳无
比，于是在秋光之中，我继续前行，这些
年，偶尔会对光阴生出“千金散尽”之
感，对“坐看云起”之类的词饱含远远的
敬畏和致意，觉得和自己的生活没有半
点关系。岁月的洗礼让我从莽撞无畏
蜕变得小心翼翼，对一切小安稳无比珍
惜，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呵护到自己都觉得可笑的地步。这不，
后视镜中的自己正嘴角上扬笑话自己，
秋光之下，竟看到了几分踏过荆棘、见
过风浪的舒展和自如，这是不是秋光中
最好的照见？

今日云景好 秋水共秋光
□胡芳丽

滚流跌千尺，轰雷震九霄，狂澜倒卷
云，雄鹰惊峡谷。

秋日，在滴水滩瀑布的上游，就是安
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索镇月亮
湾村果姆当河段。

“滴水滩瀑布”以被誉为西南第一
高瀑而得名。这是目前还属于没有开
发的野生瀑布。发源于贵州省六盘水
的果姆当河河水沿关索岭悬崖断面滚
流而下，终日飞舞，浪花四溅，雾气弥
漫，时时卷起千层浪，如万马奔腾，气势
磅礴，可谓是大自然神奇力量的绝妙之
作，仿佛在诉说千百年来所见证的历史
与变迁。

秋日，我们一行从贵州省安顺市关
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索街道办往北
关索岭行，只见公路旁有一喀斯特盆
地。在它的底部竟有七八个喀斯特漏
斗，周围一层层碧油油的梯田像一圈圈
彩带绕着落水洞愈远愈高，活脱脱像一
个个巨大的螺壳印模，曲线流畅自然，
盆地边缘，布依族村寨半隐在树荫竹影
中，俨然一幅喀斯特高原的田园风光
画。继续前行2公里，只见果姆当河在
一片古树林中打了一个弯。显得那么
惬意和懒散。水平如镜，那棵棵树干粗
大而枝干稀疏的老树在河畔河涯，显示
出苍劲朴拙的姿态，或立，或卧、或斜，
云影、树影共同徘徊在波光之上。树
下，以藤竹作材料的直径为2.5米的古
老水车咿咿呀呀地旋转着，把河水送往
四周梯田。

一条清清浅浅的溪水，便静静地穿
行在密林草丛的山谷中，两旁绿树连依，
藤萝缠绕。树影、花姿、岩石共同铺就了
一条深邃绝美的山谷。这小溪，犹如小
家碧玉，温婉可人。

溪水深处刚好淹没过膝，沿溪有美
不胜收的自然风光。不止一次，同行的
小花蹚进溪流，或撩水花，或坐山石，或
嬉戏拍照。她的脸上，每一块肌肉都放
松，露出会心的微笑。这微笑，只有回归
自然，在轻轻松松的大自然之旅中才能
显现。

沿着一条羊肠小路进峡，路旁石芽
成林，密密麻麻，如踞虎、如卧狮，如驰
马、如脱兔，散布在山间的层层稻田之
间。突然，峰回路转，水声大作，果姆当
河像一匹猛兽，因前进的道路被阻隔而
狂怒起来。它左冲右突在山间劈开了一
个宽3至5米的峡口，奔涌而出。滚滚的
水浪沿着一稍微倾斜的壁，展宽它的瀑
面，坠入清潭。瀑高约20余米，瀑流两
侧的峰壁，千孔万穴，争奇斗巧，最高的
大孔穴可达10余米。洞中回声隆隆，如
鼓震耳。

“滴水滩瀑布”由10多个险潭和七
级瀑布组成。

第一级瀑布由碧波荡漾的深潭悄悄
地消失在峡谷之中，在草丛中寻觅小径，
转过一山，又逼近果姆当河。只见它沿
着岩崖的节理，陡转了两次方向，边坠落
边转向，每一次都撞击岩石，浪花飞迸，
水流激散，最后变成一团浪花与泡沫，倒
入深潭中去。

第二级瀑布三折两下，总高约 40
余米。

我们一行沿着果姆当河岸往下走一
段时间，到达连天瀑布，从连天瀑布往
下，途经树林茂密，杂草众生，激流险滩，
大大小小有几十个瀑布，到达第二层冲
坑瀑布，高160米，深感“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我想李白如果见到了滴水滩瀑布，
便不会把这两句诗赠送给庐山了。

山径越下越陡，两侧山峰越高峻，忽
然一块巨石把峡谷分成南北两涧。果姆
当河从北涧泻下。奇形怪状的石芽环拱
着这块巨石。攀上跳下，深得登山情
趣。一屏陡立的嶂崖高悬头顶，那斑斑
驳驳的石钟乳，像灵蛇，似祥鸟，与蒙茸
的藤蔓相间，附在岩壁上。

我们站在一块三面临涧的小山上，
第三级瀑布迎面展开它的雄姿。它高约
30余米，瀑流中高花耸起一巨大石柱，把
瀑流分成两半。石柱激起巨大的浪花水
沫，把我们的衣服都淋湿了。下坠的果
姆当河受石柱的遏阻在咆哮跳荡，震耳

欲聋。
高潭瀑布为第三层瀑布，高 130

米。西侧的斜上方就是横跨峡谷著名的
坝陵河大桥。

在丰水期，气势恢弘，有雷霆万钧
之势。

要想近距离欣赏它可不是件容易的
事情。

我们顺着溪流前行。在这宁静而神
秘的山谷里，植被茂密，林丰草盛，只有
我们几个人踽踽前行。凝视溪水中漾动
如碎金一样的阳光，我们的听觉、视觉、
嗅觉、触觉都变得非常敏锐起来。每一
缕风，每一道光与影，每一声鸟鸣，都渗
进了灵魂。

同行者都喜爱溪畔丛丛簇簇的野
花。那七彩的山花，有的地方仅一朵两
朵，有的地方泼墨似的泼出一片金黄，或
一片纯白。它们精致得像小孩子用肥皂
水吹出的彩色气泡，以致于你观察它时
不得不屏住呼吸，生怕一呼吸就震碎了
它们那一身的美丽。

我们时而在岸左行走，时而在岸右
跋涉。光束透过密林照在头顶，透光出
来的小孔犹如少女温柔的明眸，潺潺的
溪水声响在耳畔，如瓦屋中远古的歌
谣。间或，有两只黑白夹色的小鸟，时
而似蜻蜓点水落在溪面，时而又俯冲飞
向空中，蹦蹦跳跳、一起一落，自觉地在
我们前面当起了“向导”，真是人鸟同
乐！偶尔，山谷里云雾升腾，如山村傍
晚的炊烟。突然，一根千年的古藤，如
虬龙自峭岩飘荡过来，同行的小花美滋
滋地攀上它荡起了秋千，看上去像只顽
皮的猕猴。小花一声惊叫，有东西猛砸
在她的遮阳帽上，原来是两只松鼠互相
追逐而过。

从第三级瀑布再向下穿过没腰的
草莽，在石芽中攀行，下降了数十米，站
在第四级瀑布对面，回望第三级瀑布中
的那块巨石，原来是巍巍的山峰，遍体
罅隙，峭立在来时路上。第四级瀑布被
一块块直立的岩石所分割，激流飞溅如
银蛇狂舞，玉龙飞翔。那水花泡沫，上

升100多米，形成连绵瀑雨，站在瀑雨
中，可以望见虹霓映彩。果姆当河左冲
右撞地坠入深不可测的峡谷深潭之
中。轰轰隆隆的雷声从脚下传来，三面
群峰回应不绝，似乎脚下岩体也在震
栗。原来，是第五、第六级瀑布发出声
音，召唤着游人。

滴水滩瀑布是一个尚未开发的险峻
景点。由于它深彻于峡谷之中，多处为
山崖遮掩，时隐时现，有的地方只闻其
声，不见其形，实难窥其全貌，使人愈觉
神秘奇妙。

在观赏第四级瀑布之处，脚下已是
深渊。我们返回第三级瀑布附近的南涧
沿樵径前进。上仰危嶂，下伏深壑。时
有布依族或苗族青年从容走过。行约
700米的山坡路，见两则山峰如黛，回望
第五、六两级瀑布遥挂悬崖，果姆当河似
乎已从狂怒中平息下来。两如一对亲密
无间的姐妹，安静地处于群山的怀抱
中。阵阵水烟从它们脚下的深潭中冉冉
升起，给它们披上一层轻柔透明的纱
丽。两级瀑布共高100多米。逼近瀑
布，则云腾水怒，水佛雪滚，正是“青山遮
不住，毕竟东流去”。果姆当河终于冲出
了关索岭的封锁，跌入坝陵河中形成第
七级瀑布。

第七级瀑布高约120多米，顶宽30
多米，底宽60多米。我们站在坝陵河东
岸的一个山腰平台，正是观瀑绝佳之
处。悬崖上面小峰耸峙，像少妇一对丰
满的乳房，夹护着瀑布。悬流铺天盖地
般倾泻而下，浩浩洋洋。沿崖壁向下展
宽，决石裂岩，群山震撼，如千堆雪卷空，
万斛玉泼地，即使在四五百米外，仍瀑雨
蒙蒙，似春寒料峭，浸入肌骨。

置身于此，峡谷与青山相依、白云与
烟霞相恋，云腾空中、薄雾缭绕，众多山
泉小溪，汇集成清清流水，阳光透亮地照
着瀑布，升腾而起的水雾，泛着绚丽色
彩。瀑布依旧在阳光中咆哮着、怒吼着，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那浊浪滔天、倒卷
烟云、气吞山河的威猛之势，真可谓天下
奇绝。

秋 游 滴 水 滩秋 游 滴 水 滩
□□姚启超姚启超

重化村在当地人的口里，并不叫重
化村，而是叫坉上。清咸同年间，贵州
地方社会动荡，不少乡民为求自保，便
依托地势修筑的守御、瞭望等军事性质
的关塞工程。所以，贵州以坉命名的地
方很多，普定地域上比较著名的就有蓑
衣坉、讲义坉、吴二坉等。

重化村所在的化处镇文笔山，是
一座孤峰，呈南北走向，东西北三向皆
是悬崖峭壁，南面虽是缓坡，但已高垒
石墙，难以翻越。从化处镇街上到坉
上去，仅有一条之字形石阶可通。沿
着蜿蜒的石阶拾级而上，爬到拱形山
门前，难免有些气喘吁吁。山门由当
地青石砌成，宽两米左右，高三米左
右，门已经被人将左右上三方封窄，用
一栅栏门锁关。虽然门已经失去了原
来的宽大，但山门整体看来，仍然充满
坚实、庄严、肃穆之感。停下歇息之
余，蓦然发现山门上镶嵌一青石匾，上
刻“重化村”三个大字。坉上叫“重化
村”，坉下叫化处镇，这二者之间是不
是有所联系？如是想之后，我便催促
族弟们赶紧起身。

不经意的转角处，你就可以遇见一
部深厚的历史——这个说法在重化村
毫不夸张。进入山门后，位于山门顶是
一座转角城楼。城楼有两层。第一层
为石木结构，面向上山小路的墙壁上，
开放有三个射击口；第二层为全木质结
构，于上品茶，既可以密切监视来路，激
扬文字；于上煮酒，既可饱览山下景色，
挥斥方遒。

越过山门，前行百余步，便是重化
村第一进房屋。屋子五个开间，长十五
丈左右，宽大约三丈左右，高两层。房
屋主体为木石结构，左右两边的大山墙
乃长宽尺余的青石砌成，中间采用柱梁
结构，木柱直径尺余，柱础皆为整块青
石雕就，上镂刻有象征吉祥祝福的精美
纹饰。房屋与当地民居一样，设有四尺
左右的吞口。屋内皆用木柱与木枋隔
成两间，不同的是堂屋后面的较窄，用
作厨房。其他的后面一间皆作卧室，前
面一间作会客室或书房。穿过第一进，
有五六尺的巷道通往第二进，沿巷道前
行百余步，便是第二进主屋。其房间布
局与第一进几乎一致。但主屋左右两
边，尚有房屋基础残留，这基础应左右
厢房毁去后所留。越过第二进，又前行
二十余步，便是第三进，房屋布局也与
第一二进大同小异。第三进旁边，也分
散有一些破败的小房子，大概是当时一
些家仆的住所了。沿第三进屋后曲折
的小路，爬行三五十步，便是一方形石
碉楼。碉楼长宽大约一丈二，整体也由
长宽尺余的墩子石砌成，通体银白亮
堂。遗憾的是屋顶不知何时被毁，今雕
仅高丈余。碉门宽四尺左右，高五尺有
余。门顶嵌有青石匾，内容从右至左
为：固我根基；民国壬申年仲春月张云
谷、（张）禹现仝立。门两侧亦有石刻对
联：重修墙屋，化洽乡闾。碉墙东南西
面离地面四尺左右，皆设有射击孔，北
面则开有一拱形瞭望窗，高一尺五左
右，宽八寸左右。碉内生长有一蓬钓鱼
竹，竹林生长旺盛，有不少竹子已经伸
出碉外。竹林的后面，有一圆孔，目测
为天然溶洞。据当地老百姓说，此洞能
直通山下，是坉上失守后的退路。而且
此洞还是坉上的藏宝洞，其中有一层密
藏有坉上的财物。几十年来，或有无数
的寻宝人竟然都没有找到过蛛丝马
迹。距离地面一丈左右的碉墙上，凿有
方洞，当是放楼枕所用，也就是说，这个
碉楼的建制，至少是两层。站在碉楼
前，俯视向南俯瞰三进房屋，只见高墙
大院、屋顶鳞次栉比……远远看去，很
显然，这里不同凡响，这不是一个普通
的建筑群。

从碉楼下来，至第二进时，沿山路
往西南方向上爬行两百余步，半山上突
然空出一块宽大的平地，路边还有一壁

山墙，想当年这里也应有不少建筑。再
往前数百步，抵达南峰的最高点处，亦
有一圆形碉堡。高丈八余。碉堡由青
石砌成，只是所用石头大小不一，不像
方形碉楼那样规整、美观。碉顶亦无
盖，想是在历史长河中毁去。碉门大小
与方形碉楼差不多。侧身进碉，碉墙
上，一样的在四尺左右留有一层的射击
孔，六尺左右留有楼枕的孔洞，距离孔
洞三四尺的地方，亦有数个射击孔。想
这圆形碉楼与下面的建制也差不多，至
少是两层以上。

会讲故事的地方，才能更击中人
心，才能更让人为之神往。

为寻找重化村的故事，我开始查阅
相关史料，寻访乡间耆老。于是我看到
了明末兵部尚书朱燮元《列城善后建卫
世守疏》：

“安庄与普定适中之所，为三岔。
众水至此，始汇为河。织金卧这等酋，
皆由此出犯。臣于三年四月内，牌行参
将范邦雄，在地方铁王旗筑城一座，距
安庄九十里、普定六十里，距河尚十五
里，建高寨一堡，另设山京、下窝、化处、
蒋义、架底五哨以环之。”

由此可知，化处一地，乃历来兵家
必争之地。故在社会动荡时期，化处当
非一平稳之地。清咸同年间，社会较为
动荡，为求自保，响应清代同治元年(
1862)朝廷责令各乡富豪广修村寨，以
防匪扰。于是贵州各地乡民皆择地修
坉自保，以保全村老少安全。

后来问到普定老作家、文史专家蒙
卜先生，他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
就曾在化处镇生活，就去过坉上。后来
与坉上的张景龙熟识后，从他口中知道
了一些坉上的掌故。这些年来，我又多
次到重化村去。关于重化村的历史，我
在《定南旧事》中的‘六上重化村’里写
得很清楚。你可以参考一下。”于是我
翻开《定南旧事》：

坉上的历史可追溯到民国十年
（1921年）以前，据调查，这一座大坉，原
主人叫黄玉安，黄玉安何许人，现今已
无据可查。1921年5月，六区（即今化
处）张虚谷等6户人家凑18两银子从黄
玉安手头买得坉上土地。为了坉上安
全，利于防匪，6户买主会议商定，发展
重化村住家户，凡是6户人家亲友或坉
下居民，要求在坉上居住者，可以提供
地皮，坉上6户人家不得收取分文。从
建坉开始至1932年重修民居，坉上6户
人家均出钱建有茅草房，让坉外人家上
山居住，不收分文。坉上人家至1949
年，曾有几十户百余人居住，是一个人
烟稠密的小村落。

至于重化村的名字由来，有这么一
个传说。话说山下仙人寺的天问和尚
坐化飞升后，有一双鞋忘了火化，他的
弟子从云南云游回来后，把天问和尚遗
存的鞋拿到仙人寺旁的高山上进行火
化，因此此山便被当地人命名“重化
山”。许是后来有人居住后，改名为“重
化村”了。

重化村是一个精致的庄园式的村
庄，它的建筑艺术的考究，它的地理位
置的得天独厚，令人赞叹，更使人遐
想。遥想当年，站在高处往下看，从山
门的城楼开始，房屋鳞次栉比、纵横相
接、排列有序，高高的马头墙高低错落、
黑白相间，粉墙黛瓦、淡雅清秀。人们
在这里淡淡然然的生活、殷殷勤勤的劳
作，流淌着一种久违的随意、闲适和寂
寞，这里似乎永远也没有过热闹和激
情。他们有的在庭前拾掇杂物，有的在
院中喝茶谈天。一切都是那样地平常、
安宁、淡然，并透着一种久违了的寂寥、
随意。在日升月落中，守望着千百年来
的乡愁。

明人刘廷振的《山居》在这一刻突
然跳进脑海，令我情不自禁地吟哦起
来：“水抱孤村远，山通一径斜。不知深
树里，还住几人家？”

天台山即事一律
□岸石

天台山，位于黔中平坝天龙镇，为黔中
名胜。其形孤峻，拔地而起，绝壁百仞。伍
龙寺倚山而筑，盘踞山顶，与山浑然一体；
凭险凌空，雄视四方。被誉为石头建筑之
绝作。寺藏吴三桂所遗朝服长剑。癸卯孟
夏与友人遊于斯，得诗数首，此其一。

灵山拔地接天陔，
古刹摹云赖匠才。
西及乌蒙朝雨到，
东看苗岭晚花开。

将军遗剑匣函锈，
骚客寻幽手摘莓。
铁马金戈成幻影，
伍龙依旧矗天台。

寻找重化村的故事
□孙守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