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府河上游 5 公里处有一小镇。此处
沟渠汇集、涛声澎湃，大小桥梁交错，杨柳
垂堤，翠竹笼笼，鸟声鸣鸣，至今这一带也
有古香古色味儿。这就是来由神秘的成都
北门洞子口场镇。

说它来由神秘，其一是它与道家李老
君以及道教张道陵有关。明代曹学佺的

《蜀中名胜》“道教记上”说:“后汉永寿年间，
李老君与张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
出，老君升座，为道陵说南北斗经，既去，而
座隐地中，固成洞穴。”《博物志》说得更神:

“唐高骈帅蜀时，取罪人以绳绊其腰，令探
浅溪，绳两日方绝，出青城山洞天观门矣。”
历代诗人还有诗句讴歌，如宋京诗云:“君不
见青羊老人飞下天，口宣至道朝群仙。地
中神仙捧玉局，异事秘怪于今传。鬼城坤
隅地有穴，俗说西与岷山连。嵯峨古观森

伟象，老柏惨澹含风烟。令威已去城墩在，
人物自改名依然。亳州宫廷焕星斗，真皇
行幸祥符年。所记得地近京邑，此独隐晦
遐方偏。安得老人浇此心，还我澹泊同古
先。”此洞今日在哪里呢？《成都县志》载:“城
北有玉局庵。”经实地查考，距洞子口场南
附近有一所由庙改建成的五块石小学，
1980 年我随市区文物普查队专家去时见其
梁柱上，还写有“玉局堂住持僧朱定徒”字
样。其二是因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乡人
引杨思堰水灌高田，水越沙河之上的桥，桥
中筑有暗渡于中，每日里流水淙淙，也可称
为洞子。1983 年编定的《成都市金牛区地
名册》采用了此说。洞子口场历代还有古
迹于此，如场外的汉代赛云台，长达两里的
杨柳堤，稍远一点的诸葛亮九里堤，以及场
内的泰山庙等。

洞子口场镇自古十分繁华，早在清代，
赵氏经营的赵凉粉等土产名物，以它那黄
凉粉麻辣、白凉粉酸甜吸引着省内外食客
(抗日战争时，曾有人在成都用飞机载运凉
粉到重庆待客。据赵金山追忆：其父制作
时未放蒜，叫带回重庆再放，以防变味)。如
今其凉粉的制作方法早已传遍各地。但现
在连同洞子口的陈凉粉在内，也不同于先
前味道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洞子口归太平乡
管，强人曾次金住黑松林独院内(今西金厂
区处)，每到夜晚他的爪牙出动抢劫，闹得
四邻不安。到抗日战争时期，城内人疏散
到洞子口的人多了，曾次金又扩大了在街
上的办公地方，借用府河的天然屏障，挡
死了通往新繁、彭县、新都方向的行人。
强人四方把口子，筑围墙扎寨门，专抢过

往的流动商客和贫苦百姓。他以“严防奸
细”为名，设公堂，犯下了累累血债。名为

“太平乡”的洞子口，成为成都市郊极为黑
暗和混乱的地方。人称洞子口为“抢人
口、杀人口”。

解放后，罪大恶极的这个强人于 1952
年被人民政府枪决。从此洞子口才真正太
平。1956 年，凤凰乡、站西乡、太平乡合并
为一个乡，人们珍惜解放后的太平日子，便
定乡名为和平乡;1958 年建公社时定名为
和平公社。镇上新建的卫生院大楼、中学
大楼、商业大楼、文化站茶园等分布场镇四
周，横跨府河的铁桥人称新桥，连通了西北
桥、茶店子金府路。交通的四通八达使洞
子口再也不是一处封闭的古场镇。昔日不
成街的泰山庙、文光庙、福德庙，现已定为
街名。昔日乡镇企业成都洞子口牛肉干
厂、鞋楦厂、酒厂等也云集于场镇四周。为
更好管理好场镇居民，到上世纪 80 年代又
建立了洞子口街道办事处，所辖 4 个居委
会，共 1.5 万余人。每逢赶场天，这座府河
的上游第一镇热闹非凡。如今的洞子口早
已沧海桑田，没有一个种田人存在了。

来由神秘的洞子口
□郑光福

方
地地

2023年12月12日
星期二

08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Literature&Arts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范湘鸿 美术编辑：钟辉

第一次来鲁迅故里，我最想吃的绍兴小吃，自然是咸亨酒
店的茴香豆。站在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前，花 10 块钱，
买一袋孔乙己当年的心头好，以了却我儿时的一个馋愿，那就
是亲口尝一尝茴香豆的味道。

卖茴香豆的女子，头戴印花布头巾，腰系土布小围裙，身
穿青花印染布衣裳，布布的、素素的，颇有古越情趣。热情好
客的她，免费让我尝尝茴香豆。我没洗手，心里想吃，却不好
伸手。我就问她，孔乙己当年吃的，是碟中的新鲜豆，还是袋
中的老豆子？她说是袋中的茴香豆。这就不急啦，我想等到
吃午饭时再慢慢品尝。

临别咸亨酒店，我环顾“孔乙己”与“典藏原酒”几个招牌字样，
还有那一坛又一坛绍兴老酒以及伙计们的民俗打扮。我忍不住
问，孔乙己是在这地儿吃的茴香豆吗？女子一愣，随即点头微笑。
我接着问，孔乙己故居在什么地方？我想去看看。她抿嘴一笑摇
摇头说：“晓不得。”我心想，孔乙己是鲁镇人，你也是本地人，怎么
就不晓得呢。我又问迎面走过来的中年妇女，她也摇头说不晓
得。她俩耳语一番，随即瞄我一眼，然后捂着嘴，嗤嗤地笑了起来。

失望的我，离开了曲尺形大柜台，准备找家馆子吃午饭。
走到鲁迅广场，回头一望，咸亨酒店上空悬浮着如山的云团。
青瓦脊、白云脊，看似相近如画，实际相隔十万八千里。天高
云大，仰望之中，我仿佛看见大先生，捏着纸烟，吐着烟篆⋯⋯

咸亨酒店旁边，有一面极富江南特色的马头墙。白墙壁
上写有“多乎哉？不多也！”几个黑色字样；白墙根下立着两尊
黑漆铜像，分别是孔乙己和邻舍孩子分享茴香豆的情景。看
着骨痩如柴的孔乙己，再看他长手指捏着的那枚茴香豆，我不
由得心头一紧，于是对夫人说：“孔乙己这么悲惨，还把自己舍
不得吃的茴香豆分给娃娃们吃，而且一人一颗，还好几回。我
觉得，孔乙己挺善良的。”

唉，我边说，边把袋子中的茴香豆捏得哗啦响。其实，我小
时候就馋“这一口”。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多想从孔乙己五
指罩住的碟子当中抠一颗茴香豆来尝一尝，只可惜远在西南边
陲的大山深处，没得那个条件，解馋之事，就成为我儿时的渴望，
也成为我花甲之年希望了却的一桩心愿。时至今日，我都不晓
得茴香豆到底是什么“豆”，也不晓得茴香豆到底是啥子味道。

今天对头啰，我俩就在附近寻家馆子解解馋。行至十字
路口，往右拐，百十来米，但见古色古香的木楼上，悬挂着一排
充满怀旧感和烟火气的酒招。那轻轻飘摇的酒幌子，特别是

“三味酒楼”几个大字，一下子就魅惑了我的味蕾和脚步。登
上二楼，我去洗手，夫人点菜。在靠窗木板餐桌旁落座后，我
才发现斜对面是一张阔气别致的八角桌，而桌后贴墙的博古
架，放着一坛坛大小不一的绍兴黄酒，可谓琳琅满目。

我撕开包装袋，拈出一枚茴香豆慢慢观赏，琥珀颜色，椭
圆形态，表皮油亮起皱夹杂沧桑感。我将其举过额头，慢慢放
入口中，裹起一咬，硬邦邦的！就在硬碰硬之“咔嚓”声中，我
的神秘感在咀嚼的口中摔了一跤。我向着夫人，鼓着腮帮子，
嗯嗯地说：“胡豆，胡豆⋯⋯”绍兴人叫罗汉豆，鲁迅在《社戏》
里有所描述；北方人喜欢叫蚕豆；巴蜀人普遍叫胡豆。

不多久，菜来啰，一份古越酱鸭，一盘腌笃鲜，一碟柠檬腌
萝卜。无酒不欢的我，央酒保打来一盅正宗的绍兴散装黄酒，
啧啧，这味道，巴适得很。桌上，放有辣椒罐，食辣者可自添几
许。有趣的是，鲁迅也喜辣味，我看过《鲁迅日记》，可以说无
辣不欢，鲁迅认为吃辣食、喝烈酒可以御寒。

席间，我又拈起一枚茴香豆品尝其味。入口，咸津津的；慢
慢抿，甜滋滋的；细细嚼，香喷喷的。这种香既有胡豆的酥香，
又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茴香。听店伙计说，绍兴产的茴香，叫小
茴香，它和其他地区的茴香以及大茴香有所不同，加之传统的
制作方法，使绍兴茴香豆独具地方特色，成为绍兴特产，当然，
也托大先生和孔乙己的福，他们让绍兴茴香豆名扬四海。

我明白了茴香豆的食材，也清楚了茴香豆的味道，但有
一点我还没弄醒豁。我就着黄酒，述说咸亨酒店的桥段，并

奇怪她们为何发笑。夫人
听完之后，粲然一笑，温婉
地说:“你这个迂夫子，孔
乙己是虚构的人物，鲁镇
是虚构的鲁镇，她们咋个
晓得孔乙己住啥子地方？
你还故居呢⋯⋯”一语惊
醒梦中人，我把脑门一拍，
不禁赧然附笑。

我咂吧第三枚茴香豆
时，感觉滋味越发浓厚，咸
甜香酥脆，再呷一口温润香
醇的黄酒，啊，岁月的口感
和“朝花夕拾”的味道！余
味悠长，微醺之中，我仿佛
听到鲁迅塾师那摇头晃脑
的声音：“布衣暖，菜根香，
诗书滋味长⋯⋯”

茴香豆的味道
□魏龙

杜甫草堂
风声与鸟语是一盏灯笼

□冯金彦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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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成都杜甫草堂，有影子从历史
深处飘出来，有雨滴从历史天空落下
来。尽管常常分不清哪些影子来自唐
朝，哪些雨滴来自宋朝，但是依旧会切身
体会到影子和雨滴哪一个砸在身上最疼。

这种疼痛与灵魂有关，与生命有
关，与文化有关。

一个高尚的生命曾经在成都草堂
有过斑斓的日子，并在 59 岁之后，在我
们的怀念中永驻。岁月流逝，我们对杜
甫的仰望也从没有改变。杜甫也没有
任何改变，无论是他在文学史上的位
置，还是他在我们心中的位置，都没有
改变。

时光是一个蜡烛台，杜甫把自己点
亮插在上面，照亮自己的生命，也照亮
了世界。即使今天，读他的作品，也仿
佛有一双手从诗词里伸出来，把我们的
灵魂拎走，我们成了一个空空的壳子，
并赋予了我们另一种轻盈，风一吹就化
蝶而去。

成都有幸，与杜甫相遇并相知。在
成都草堂，他写下 240 首诗，给这座城、
给这段日子。

杜甫写在草堂的作品，是成都的文
化高峰，也是杜甫的高峰。作为杜甫的
代表作品，更是达到唐诗的一种高度。

千年之后，我们在杜甫的诗作中
望远。

我们借此眺望成都的远方。
对于成都，杜甫诗歌的力量，不在

于坚硬，甚至不在于不朽，杜甫诗歌最
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彼此都能够读懂。
一首诗歌重要的是让两个时代没有了
距离，一种与生命有关的感情和思想，
用一个个文字就表达了，简洁明了。在
成都，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大风
怎么吹，打上了杜甫诗歌铆钉的心，依

旧在自己的位置上。
星星的光亮和温暖历史一样遥远，

只能仰望。成都的夜晚太冷，人生的夜
晚也太冷了，杜甫只能点燃文字取暖。

把动词形容词副词，劈成细细的干
柴。于是，我们用杜甫的诗歌取暖。

对于杜甫，身体的前面与后面都有
伤口，但是后面的比前面的更疼，来自
于自己队伍的刀箭是刀刀见血、箭箭封
喉。与屠刀的闪亮相比，那些侮辱与不
实更让他沉重，他一向把尊严看得很
重，甚至宁愿生命凋零也不让思想蒙
尘，名字蒙尘。但是，风太大，并不是每
一个人都能够幸运地从历史深处逃出
来。天才与英雄，要比平常人经历更多
苦难的磨砺。世事皆空之后，杜甫学会
虚怀若谷，学会包容，学会把岁月留下
的伤口当成生命一部分。人生所有应
该放弃的东西，在他的生命里都找不
到，比如功名，比如利禄。他活着，不再
模仿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不追求伟大
与崇高。

至此之后，他内外均是淡泊与宁
静。一个人没有欲了，悲凉就是坐在一
颗星星之上，也望不到他。

杜甫走后一千多年的日子，草堂曾
经被月光整体租用。

唐朝月光曾经是一个租客，临走时
租金没有够，就拿了一本唐诗抵债。宋
朝月光拿宋词当金子没有好使，宋朝月
光就生气了，一生气就不走了，同样的
租金，宋朝月光住了 319 年。元明清的
月光也在草堂长住。这么多朝代住过
之后，草堂已经斑驳了。成都人决定不
再出租，把草堂还给了草堂，把天空还
给了天空。

色彩在草堂蔓延，草堂开始生动。
草堂是成都生动的一个具体细节。许

多历史文化名城，只有历史在，文化不
在。比如某古城，古城居民一度将房子
出租开商店，原居民搬离古城，古城成
了一座商城。空房子不住人，伤房子，
历史文化里不住人，伤历史。与月光之
间，日子与日子之间，杜甫草堂仿佛是
一枚螺钉，小心地把这些不相干的日子
连在了一起，把不相干的名字连在了一
起，把不相干的故事连在了一起。历史
与现实之间，杜甫像是一枚螺钉，把不
相干的文化缝合在一起。

生活在杜甫草堂附近的百姓，不去
读历史上的文字，也不把脚下的杜甫草
堂当神去膜拜。坐在门前石阶上两个
下棋的老人，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朴
素与亲切。无论怎么辉煌的建筑，无论
怎么文化悠久的房子，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家。

杜甫草堂是一根城市的肋骨，文化
是一根肋骨。

一旦文化被抽走了，夜就塌了，层
层堆积的夜色就会塌落下来，把我们掩
埋，把希望掩埋。一座没有读书声的
城，还是一座城吗？一座没有诗歌的城
市，还是一座城市吗？一座没有文化的
城市，还是城市吗？杜甫草堂是一盆红
红的炭火，不但让人生很温暖，而且让
成都很温暖。

浣花溪独自向远方走去，千年了，
没有一滴水找回来。

杜甫也向历史深处走去，千年了，
他留下的 1500 首诗歌，依旧在看守人
间，看守着美。但是，除了阳光与月光，
除了杜甫的诗句，成都现在已经和从前
不一样了。我们把杜甫所有的诗句，做
成了一个门环，钉在大门之上。这样，
所有的成都人，都能记住家在什么地
方，灵魂在什么地方。

从成都走向世界，有许多条路：高
速、高铁、飞机、船；从天上、从地上、从
水上。但是，从成都走回历史，从成都
走向未来，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文化，一条还是文化。

什么？你在成都有段河？别
着急，让我慢慢告诉你。

几个月前，我在“成都河湖”招
募小河长的志愿活动中，认领了我
家附近的一条河——西郊河，当上
了二道桥到十二桥段的小河长。
每隔一段时间，我和爸爸妈妈就会
一起去巡河，在不同的时间，河道
的景致都是那么优美迷人、生机勃
勃。

夏日的午后，走在河的右岸，
一棵棵郁郁葱葱的大树映入我的
眼帘。它们坚强地挺立在河道边，
满树的叶片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
别样的光芒，像是才刷了漆一般，
透露着一股鲜绿。站在树下仰望，
只见那巨大的树冠就如一顶硕大
的帽子，绿油油的叶子密密层层，
将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它们就是
这样，为走过的行人遮阴，让游人
能在树下乘凉。树下一簇簇茂盛
的小草丛，像是正在昂着头仰望庇
护它们的大树，一阵风吹过，唰唰
唰地为大树送去它们饱含敬意的
掌声。

秋天来了，河流中也满是趣
味。明镜似的河水中，时不时泛
起星星点点的绿来，那是一簇一
簇的水草，随着水流摆动着柔软
的身姿，为这冰凉的河水平添了

些温暖。它们三五成群，好像朋
友 聚 会 一 般 ，正 欢 快 地 聊 着 天
呢。你听，淡黄色的那簇“哗啦
哗啦”，深绿色那簇仿佛在回应

“呼噜呼噜”。突然，一簇调皮的
浪花翻滚而来，打断了它们的聊
天，然后又“哗哗哗”地蹦跳着前
进⋯⋯

每次巡河的时候，空中总会
有几只白鹭在低飞。它们全身
雪白，就像是将白雪附着在羽毛
上，又似涂了满身的白色油彩，
漂亮极了。我想，它们也许是一
对朋友，正在欢快地玩耍呢。当
我停在岸边左顾右盼，它们也会
在树上停留一下，在那巨大的绿
色树冠中，点缀了两抹亮白。它
们有时还会望着我，“咕咕咕”，
仿佛在说：“让我陪着你巡河吧，
我的朋友！”有时又会快速飞翔
在河流之上，用爪子轻轻拨动河
中的水草，打断那清脆的“哗啦
哗啦”的流水声，溅起一串串晶
莹剔透的水珠。

成都的这段河呵，美得天然，
美得别致！我爱这巡河的日子，我
爱我美好的河！我要用自己的力
量守护这条可爱的河流，为家乡的
绿水青山增添更美丽的色彩！

指导老师：严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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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成都有段河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六年级一班 侯奕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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