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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多次来到彭州瞿上地——海窝子，但每
次都来去匆匆，从来没有在此过夜。2024年金秋
时节，我却有机会在此过夜，并与当地文化名人舟
歌等行游考证地名由来，我这才真正地了解了当地
的一些风土人情，我更多的是了解这里古蜀地名由
来，蚕丛及鱼凫到海窝子称谓的众多历史传闻。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成都市金牛区搞过
几年文物考古工作，熟悉这1.5公里长的古镇，不
愧为古蜀王建邑都的地方。

记得我与省市考古队长沈仲常、苟治平等专
家前来彭州瞿上地、海窝子一带考察。在竹瓦街
了解到这里全省青铜器出土最多，沈仲常老师讲：

“这应是从瞿上迁埋于此的，说不定那时这里也是
瞿上领土。”他又道：“第一代古蜀王蚕丛（古羌民，
也称‘蜀山氏’）从汶川大山顺河谷而走来，他们在
海窝子住了若干代，他们称此地为瞿上。这地名
应是一个蜀族的地名。为什么叫瞿上？是古蜀瞿
人纵目而称瞿上的。这个蜀族群，他们在大山里
生活久了，便顺山道水道来到这山水平原交界地
方，他们留居此地很久，人越集越多，因此这海窝
子便成了第一代蚕丛王立业之地，也成纵目人久
居之地。”

后来蚕丛王老去，便由他之后的鱼凫王接替
为首领。他也传位多代后人。鱼凫王不仅在此以
打鱼狩猎养蚕织衣为生，他们还在湔江河谷大量
开田地种养为业，且主要以种谷物为主，久之便以
农耕为生了！今天不少考古学者都一致认为，彭
州这海窝子就是古蜀人蚕丛及鱼凫多个王朝在此
扎根建都称帝的地方。他们大兴农业，从此地向
南发展，开掘疆土。他们在此改变了蜀地文明史，
是蜀之先王最先出现的地方之一。

1984 年我得到一本彭州众多地名专家学者
编写完成的《四川省彭县地名录》，有近 300 页。
细读后我更加得知海窝子的神秘与神奇，以及这
方土地更多的人文历史和几千年不断变迁的情
况。“通济公社位于彭县北部，龙门山脉前山区的
天台山麓湔江之滨。东界思文，西接小鱼洞，南连
新海，磁峰，北邻大宝、白麓等公社。”“此地先属彭
县新兴镇所辖；新兴镇的新场位于彭县城的西北
湔江西畔。由于新兴镇驻地在海窝子，此地就称
新兴场了，也简称新场了。”这本彭县地名录还载
说：此地“命名通济场，取其地处‘三河七场’的中
心，湔江渡口的要津，有接济交通、发展经济的意
思”“新场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其前
身又叫殷家场”，其场地址也在古瞿上领地之中。
它距今海窝子场南约2.5公里。新兴场的兴起又
是因废了之先的殷家场，而新建便又称新场，又叫

“新兴场”。不管这古场镇名称由来咋变化，它从
古至今始终在湔江河谷两岸的上下游动，它一直
是随时代的变化而沿湔江两岸上下移动。由此变
化，瞿上地这一带也肯定是古蜀族人从汶川大山
迁徙而来，他们首选此地，他们落脚于此地，在此

“一年成聚，两年成邑，三年成都”。因此，我们可
以说这瞿上海窝子是最古老的“成都”。是的，这

海窝子是上风上水“蚕丛纵目”群居于此，后蜀人
便约定俗成，便将此地叫“瞿上”了，它的中心地带
便叫“海窝子”古都邑地了。

《华阳国志》载：“蜀王鱼凫田于湔山”，虽仅8
个字，一个“田”字便说明鱼凫王部族已开始在此
地种粮为生了。清光绪《彭县志》载：“湔山即阳平
山”今这海窝子顺湔水周围的山名称可为阳平
山。这“阳平山”应是太阳可照射的有山有水有平
坝与山交界的地方。

从以上这些古书记载和专家们的考证，便让
后人知道了“瞿上”之人、之地、之都城的由来；更
知道这里是蜀人开始种田种地为生的地方。想来
那时鱼凫称王后，他便带领古蜀人在此成片的种
田搞农业，让瞿上人安居乐业，过上又打鱼又种田
的好日子。他们在海窝子是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世居此地。后代人生活好了，他们又有追求，他们
又开始“衣食足而礼仪兴”。他们信“神”在缅怀祖
先时，必然想到开出瞿上海窝子基业的各位先蜀
王们，于是这海窝子周围便又建有一些祭拜先祖
先王的祠庙，蚕丛祠、鱼凫庙等遗迹在这一带时有
发现，也引来不少传闻故事。

成都市金牛区有座山叫天隳山，也称天回山。
扬雄指出，蜀王杜宇“自天而降，号曰天隳”。这

“隳”字，查字典它应是降落之意，指教民务农的杜
宇王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首居在天回山上，这天
回山的“天”明显是指瞿上人从“天”上而来疏理河
道，治水开垦山下田地。今推理，杜宇王他们从“瞿
上”的海窝子治水开田地而来到天回山，由于杜宇
王他是蜀王，他是神，他是“龙”，便降落在成都坝子
北门的天回山上。想来杜宇王扎根天回山后，他便
慢慢地又向山下移动。不仅史书记有他与丞相开
明王一起从天回山开始向南发展，他们一来到天回
山便开始下山疏通了成都坝子上众多河道，开出了
大片大片的良田。杜宇王“教民务农”，不少史籍便
载有杜宇王“教民务农”的众多传说故事。

在今天双流牧马山、新津等地也有不少古蜀
人留下的痕迹。近年双流已在牧马山建有一处瞿
上城遗迹，也称此地为瞿上都城之地。我想，这显
然是杜宇王开明王从天回山南移而至的。当地人
是依据开明王部落曾驻扎此地，在此教民务农。
蜀后代人怀念先祖时也称此地为瞿上之地了。称
此牧马山地方为“瞿上”，我认为也可以，只不过此

“瞿上”与海窝子“瞿上”有先后之分而已。
历史文物古迹有时也会有所移动！今郫都区

望丛祠内塑有杜宇开明二帝像，1980年我随省市区
县文物考古专家普查此处文物时，我进入墓道洞中
发现砖石，均为晋朝时期的砖石。我以实物为具，向
沈仲常专家请教，他说：“此墓是从都江堰迁移过来
的。”这充分证明望丛祠墓也是随时代移至此的。

在这海窝子古镇上，纵观从古流到今的湔江
河，受益多多，收获多多。在海窝子考游，我还了
解到这里还有初唐四杰王勃在此留下有200字的

《龙怀寺碑记》，清代李调元也留下一些诗句等古
迹遗址……成都的龙门阵，真是摆不完。

风是无声的，但风是有灵性的。它
是自然界中最为常见的元素之一，既有
温柔的一面，也有粗猛的一面。说它粗
猛，可以把大树连根拔起；说它温柔，可
以把草木轻抚得变绿。它和海浪纠缠，
生成波澜壮阔，它与春雨缠绵，生成和风
细雨……

在史书中，在文人墨客的诗文中，留
下了历代众多雅士名士观风、追风、听风
的经典掌故。

两千多年前，宋玉在其《风赋》中回答
楚襄王关于风的问话道：“夫风生于地，起
于青萍之末。”紧接着，宋玉在楚襄王的追
问下，从观风、听风这两个角度侃侃而
谈。他告诉楚襄王：风起后，逐渐扩展到
山谷，到大山洞口开始怒号，然后沿着大
山的山曲在松柏树下回绕。风势迅疾，乒
乓作声，烈火般地飞腾咆哮。隆隆如雷
声，急剧旋转，纵横错交。然后，他又把风
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寓
讽于风，说得楚襄王心花怒放。每次读

《风赋》，都会为宋玉的才华而拍案称奇。
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刘基

曾写过一篇《松风阁记》，讲的也是观风、
听风的事。他在文中提出：“风不能自为
声，附于物而有声，非若雷之怒号，訇磕
于虚无之中也。”并细述其耳闻目睹的风
吹松的形态，用五种比喻形象地表现出
风吹松的声音：“如吹埙箎，如过雨，又如
水激崖石，如铁马驰骤，剑槊相磨戛；忽
又作草虫鸣切切，乍大乍小，若远若近，
莫可名状。”读罢此文，不得不佩服刘基
观察风吹松“形”之入微，描摹风吹松

“声”之到位。遗憾的是，这位洪武元年
拜为御史丞的刘伯温，观自然风是高手，
但规避政治风险的能力却是不足，最终
败倒在宫廷斗争的风浪中。

风也是古诗中最为常见的元素之
一。风本无形，然而随便翻开一页古诗，
总能看到风的影子。它们伴随着诗人的
思绪和情感，使无形的影子变成了具体
可感的生动形象。杜甫有“风急天高猿
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
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白居易写
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贺知章有“碧玉妆成一
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
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从这些经典的诗
句中，让人感受到了风的魅力和坚韧。

说实话，我年少时对风是恐惧的，尤
其是害怕冬天那凛冽的寒风。我家老屋
前面不远处有一条小河，两岸生长着密
密麻麻叫不出名字的杂草杂树。春夏之
际，一片绿色把河水映衬得碧翠。深秋
后，满树的叶子变得酱红橘黄，倒也有些
临风的飒爽。但转眼间到了冬天，树叶
落得精光，北风掠过光秃的枝条，发出萧
萧之声，忽高忽低，忽强忽弱。若是到了
数九寒冬月黑风高的夜晚，偶尔会听得
到那寒风刮起的声音完全没
有了理性，疯狂地裹挟着树
枝枯草，像是魔鬼在搏斗、撕
咬，呼啸声好像要毁掉一切，
胆小的孩子听到这种风声一
般会吓得不敢出声。

毕竟那时年少，对风没
有什么认知。但那风会让我
想到大人们常讲的朔风凛冽
中苏武牧羊的故事，会想到

“风萧萧易水寒”中的慷慨悲

歌之士……现在想来，当年我在部队时
能勇敢地战胜跳伞的难关，临空一跃的
勇气和胆量有一部分是在少年时被那寒
风唤醒的。

尽管这样，年少的我还是有些担心，
那些杂草杂树会不会被冬日里的寒风摧
杀？谁知，熬过冬的严寒，春天里的风就
一改冬日里的粗猛，变得安静、温柔起来
了。当我坐在春风拥簇的乡野里，感受
到清风拂面的惬意，枯黄的小草在春风
的轻抚下舒展出丝丝嫩绿；正在鼓苞的
杏树、桃树、李树在春风的吹拂下发出沙
沙的声音。我们虽然听不懂风语，不知
风对草木说了些什么，但那沙沙声分明
是从草丛和枝头摇曳中发出来的，它们
是那么的欢快，像是母亲在唤醒熟睡中
的孩子。我读过杜甫的“迟日江山丽，春
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诗圣的一首诗，就将一幅风和日丽、万物
欣荣的景象展现在读者眼前，使人整个
身心都沉浸在柔美和谐的春意当中。

从冬到春，风的表现形式是不尽相同
的。夏日的风又有另一番的表现。海上
时常会有台风来袭，狂风巨浪；陆地上时
常会有狂风暴雨。那种风聚集着乌云，大
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态势……不一会儿，
风一吹，云就散了，雨后的天边往往会有
一道彩虹出现，绚烂无比。正如那句老话
所说，“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这夏日的
风虽然猛烈，但也给人一些哲思。

到了秋天，风又挟来一番别样的情
思。当我们看到一阵秋风吹来，树叶纷
纷扬扬随风飘舞时，心中难免会生出些
许悲秋的情结。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风
的理解也就由情入理，如乐观人所说，是
风带着落叶投入大地母亲的怀抱。像唐
朝诗人贾岛写的“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
安”这样的诗句。乍读起来，觉得写得十
分随意，细细品来，却有着撼动人心的力
量，不然怎会成为千古绝句，流传于今？

听风，成了我的一种爱好。我曾写
过一篇短文《秋之韵》，文中讲到额济纳
的胡杨林，在金秋时节，被风点染得如同
油画一般美丽。有人赞美胡杨是英雄
树，它代表了生命的顽强和坚韧，既能在
烈日下娇艳，也能在寒风中挺拔。在严
寒的冬日里，它一面无畏地抵挡着大漠
风沙的侵蚀，一面无悔地绽放出生命的
美丽芳华。胡杨不仅让人领略到大自然
激越壮丽的美，更能让人产生迎风而立
的高昂斗志和无畏精神。人们赞叹胡杨
是“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
倒而不朽一千年。”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风
都会挥洒音乐家的豪情，演奏一曲曲不
同凡响的风之歌。它使大自然显得更为
辽阔、空灵、爽气，它使万物生灵彼此联
结互育共生……且去听风罢！音与色，
天与地，无形与有形，归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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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暖千年
□二莽子

高山秋湖
瘦了羊羔肥了风，
菱花镜似去年同。
要知多少云消息，
不看蓝天看水中。

四姑娘山
大大方方傻大妞，
羞羞答答小丫头。
云鬟沾雪秋波漾，
玉臂逢晴香雾流。
照相机前无剩女，
名家笔底尽神州。
丈夫不带官腔味，
了却深闺一段愁。

海螺沟红石滩
深藏山脚下，
从不越鸿沟。
白鹭身旁睡，
红霞石上流。
貌虽非宋玉，
功可胜留侯。
忠实于幽谷，
遐龄万古秋。

道孚墨石公园
采风何处去，
奇梦入洪荒。
墨石妆天阙，
明湖带酒香。
看山即是画，
涉足便沾光。
归抖清风袖，
神飞诗满囊。

丹巴选美
花面半遮怀抱琴，
帅男愧不若千金。
晴飔更爱风情节，
涌向丹巴看美人。

丹巴美人谷
仰首蓝天一线中，
四时无处不春红。
西边王母东边女，
一曲锅庄月下逢。

海螺沟避暑
谁赏吾之脸？
天开一画廊。
云波追白日，
花甸牧清香。
杯浅情非浅，
身凉心未凉。
任凭海风急，
国固若金汤！

海螺沟冰川景区
最是难忘初见晴，
格桑花闹后花厅。
鸟鸣幽谷巢深树，
月泡神汤逛古城。
纵恨风斜捅娄子，
仍祈日暖破坚冰。
高台上有留人处，
索挂云空怕折腾。
注：海螺沟景区被誉为都市后花园。

海螺沟冰川
头戴琼花掌托星，
望中黑白两分明。
爱风常把纤尘洗，
一片冰心在底层。

甘孜游诗选
□刘道平

歌
诗诗

彭州的海窝子
□郑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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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风
□钱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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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7 日，“三九”前一天，由于下
雨，8 点钟了，天还没全亮，成都街上还寒意
十足。

可文殊院却很热闹，所有途经文殊院附
近的公交车早高峰比平常来得早，来得快，全
城四面八方的人被“吸”到了文殊院，就为一
件事：赶文殊院腊八节庙会。人们今天首要
任务不是敬香，不是拜佛，而是喝一碗文殊院
的腊八粥！

院内热浪滚滚，但井然有序，人流顺着走
道折转蜿蜒，就像一条热血沸腾的巨龙，上演
着龙年压轴大戏。热浪越过红墙，冲到院外，
辐射到文殊坊，弥漫整个街区，街上的人流像
一条活灵活现的长蛇，一副要迫不及待登台当
蛇年主角的架势。

近在咫尺又不甘寂寞的我，哪还坐得住，
兴冲冲混入人流中凑热闹来了。

一位老师父，一边引导人流高效有序地
流动，一边对身边的人讲：腊八节源于先秦

“腊祭”，先民祭神祭祖，祈求来年丰收。文殊
院作为成都首善之地，之所以把奉腊八粥作
为首善之举，是因为佛祖苦苦修行多年，于腊
月初八悟道成佛，从此每年腊月初八煮粥供
佛，普济众生。

文殊院始建于隋朝，虽几经战乱，仍传承
至今。仅腊八节庙会就延续三百多年了。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传承传统文化使其发扬光
大，而今，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几位小弟子抬着一大锅粥迎面过来了，
这粥独特的清香明显和当年我妈妈煮的不
一样。一位小弟子告诉他：这粥是在传承古
法的基础上，精选大米、糯米、黑米、白砂糖、
红糖、红豆、花生、核桃、薏仁、莲子、百合、枸
杞、大枣、陈皮14种上等食材，配方更加科学
营养，口味更为丰美。经全院僧众和志愿者
上千人努力，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卫生安全，依
靠科学规范的方法熬制，使得文殊院的腊八
粥具有香糯甘润的独特口感和暖胃、暖心和
增福的特色。

原来这是正宗佛系腊八粥，与我以前吃的
大不一样。

我以前在老家吃的叫腊八饭，妈妈说是皇
帝朱元璋倡导的，也叫百家饭（叫花子稀饭）。
说是穷人一年熬到头，要过年了，没什么好吃
的，就把从东家讨的一把米，西家要的一捧豆，
杂七杂八煮成一锅，分给大家吃。

那时不管年景好坏，我妈妈每年都要煮腊
八饭。妈妈说全家老小都要吃百家饭，穿百家
衣才能消灾祛病。百家衣是用布头拼凑和打
了很多补丁的衣服，而百家饭就是把白的黑的
各种米和红的绿的各种豆（至少要八样）煮在
一起，种类越多，越能体现“百家”，越好。

我妈妈的腊八饭与文殊院的腊八粥不
同，妈妈加了爆烟子腊肉和代表甜蜜红火的
红萝卜。妈妈说过完腊八就是年，有腊肉有
红萝卜，才有年的味道。快煮好时还要加葱

花——吃了聪明，加芹菜——吃了勤快，加蒜
苗——吃了会算账。我不咋懂，也不咋信这
些，反正觉得腊八饭很香很好吃，还曾胡诌了
几句顺口溜：“冬至不冷腊日寒，旧院新添雪
棉衫，窗外蜡梅还没醒，屋里粥香已弥漫。”吃
着念着，年就来了。

今天 ，我子在文殊院大开了眼界：从没见
过这么多喝粥的人，从没见过这么多煮粥奉粥
的志愿者，从没见过这么多的腊八粥！不论你
来得近，来得远；不论你来得早，来得迟，不用
担心你领不到，喝不成。只要你胃口足够大，
喝完一碗，顺着长蛇和长龙继续跟进，就可以
继续领，继续喝。

街坊邻居、外地游人、香客居士、俗家弟
子、妇孺老幼、帅哥靓妹，只要来了，不登记，不
签字，不扫码，不问来路，不问去处，师父们就
双手为你施上热粥，奉上勺子，碗和勺都是一
次性的，简朴不简陋，实在又实用。我捧着，手
上贴实，心里踏实，伫立现场，不舍离去。一个
穿志愿者马甲的小美女忙过来劝我：人太多太
火爆，现场秩序和安全压力太大，劝我领了就
尽快离场。我顺便问她咋这么多人。她说大
家特别喜欢这种献爱心、送温暖活动，从腊月
初一线上送料包结缘开始，庙会已进行整整8
天了，现场送粥已经第三天了。大家参与热情
越来越高，有个婆婆天天都来，她说腊八粥吃
了消灾祛病，文殊院的腊八粥特别灵。她每天
自己喝一碗，再排队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带一
碗回去。我又问这得施多少粥呀？她说去年
突破了30万份，今年肯定又要创新高。只是
工作人员太辛苦了，这些天，院里所有老师傅
小徒弟都在忙这事，还专门招了上千名志愿

者。我问她几点钟开始忙的，她说早上8点开
始施粥奉粥，她6点出家门，7点钟上岗，熬粥
的师傅起得更早。

我心中暗生敬意，嘴里却不知说什么好，
边往出口走，边环顾四周：

两个双胞胎小朋友喝着甘美的腊八粥，在
爷爷裆前身后穿梭追逐，玩起了过年藏猫猫的
游戏。

一串香客喝着热腾腾的腊八粥，分享着佛
家文化慈悲、善良和温馨。

一群外地游客喝着甜滋滋的腊八粥，感叹
成都真好、当成都人好安逸。

一堆老人围坐在银杏下默默喝着香糯可
口的腊八粥，把健康平安善良统统喝进内心深
处。

一对小情侣一边喝着浓稠甜蜜的腊八粥，
一边衬着红墙摆拍“心”，更多的少男少女在排
队等候，爱的狗粮，撒个不停。

一位环卫大姐一边喝着营养丰富的腊八
粥，一边引导人们把空碗放进回收袋里。口中
念念有词：福德当下修，垃圾莫乱丢，行善在身
边，积德在眼前。她的笑容和粥一样甜。

一粒米中藏世界，半边锅内煮乾坤。我捧
着腊八粥舍不得喝，反复品味碗上的字：“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些特殊的事物影响着人
类文明的生长。一碗粥，蕴含着二千五百多年
前菩提树下的觉悟；蕴含着华夏先民对幸福安
康的祈祷；也蕴含着祝福祖祖辈辈血脉相连的
浓浓亲情；更蕴含着悲悯苍生的无限大爱。”

好温暖的粥，好温暖的文字！瞬间，我双
手掌心温暖了，十指尖尖温暖了，心底和灵魂
都温暖了。

腊八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