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一过， 收拾行囊， 同妻
子驱车直奔罗泉古镇。

鱼溪到罗泉大约40公里， 山路
崎岖。 快到时， 路特别烂。 从经过
的两个水泥厂揣测， 应是超载货车
闯的祸。 抵达时， 已快5点了。

从半山腰的公路下到沟底， 古
镇才露出真面目。 车一停进旅店小
院， 我俩就沿街而行。

鼎兴宫、 万寿宫、 盐神庙、 城
隍庙、 绣楼、 保路运动会址、 子来
桥， 从眼前流过。 古朴袭人， 就是
维护差， 目不忍睹。 零星新楼颇扎
眼， 幸好未伤古镇元气。 古街宽仅
三五米， 明清风骨构筑的小镇风韵
犹存。

徜徉在古镇， 门店卖的多是日
用品。 古街住的基本是原住民， 生
活气息浓郁。

小街弯曲深长， 但只铺了不多
的石板路， 不知不觉就走了过去 。
盯着未干的泥路， 正犹豫是否继续
往前， 不远处一座明清建筑的农家
小院和路边隽秀的珠溪河， 拽动着
迟疑的脚步。

一路夕阳普照 ， 一河波光粼
粼。 在林荫道中， 听到不远处飘来
洗衣的捶打声。 好奇又引领我俩前
行 。 路上仅碰见两三个村民 。 在
黄昏的山沟中穿行 ， 静谧得让人
局促。

不知走了多久 ， 天渐渐暗下
来。 宁静中只有我俩的脚步声。 正
思量打道回府 ， 远处传来淙 淙 水
声 。 前 行 百 来 米 ， 发 现 是 个 堰
口 。 不远处 ， 是座小桥 。 终于松
了一口气。

跨过桥， 就爬上对面公路。 沿
公路回到旅店， 夜幕已降临。

在旅店点了三个菜， 边吃边与

老板娘闲谈。 听到我们的遗憾， 她
说， 政府承诺修整公路， 就是没钱
维护古镇， 九宫一寺八庙剩下没几
座了。 镇子有千年历史， 孔明在这
里还屯过兵。 一度因盐而兴， 又因
盐尽而衰。 小镇曾经商贾云集， 四
川保路运动就在这里发起。 再不及
时保护， 等几年你们也许看不到古
镇了。 语气中透出无奈。

抬头望见山顶升起的明月， 她
又兴奋起来： “八点半要亮灯， 可
以出去看看。 还有明天赶场， 最好
买点老百姓种的绿色食品回去。”

吃完饭 ， 又兴冲冲来到街上 。
一盏盏路灯相隔几十米， 勉强照出
人影。 这也叫亮灯？ 不过也好， 安
静昏暗的古镇 ， 才是它本来的面
目， 对习惯了夜如白昼的都市人来
说， 也算千金难买。

壮着胆， 我俩消融在幽暗的古
镇中。

凹凸不平的路白天已走过， 不
影响心情。 唯有冷不丁冒出的狗吠
和远处影影绰绰的人影， 倒是令心
里七上八下的。

还好，有商店零星地开着，间或
把笼罩古街的黑暗驱散。 不时过往
的居民，增添了我俩夜游的勇气。

一阵阵山风拂来， 清香沁人心
脾。 月亮升高了， 斜照在斑驳的风
火墙上。 关门闭户的民居， 已拥着
人们入眠 。 悄悄埋伏的飞檐翘角 ，
轻柔地把那轮明月勾揽入怀。 从路
过的小巷处 ， 瞥见清辉铺满小溪 ，
隐约的远山和茂密的树林， 温柔地
躺在水面安眠 。 这景致 ， 似木刻 ，
似剪影， 又似水墨。

走在路灯时有时无的小街， 有
如走在童年， 走在几十年前故乡的
明月下。

石板路的尽头， 闪着一两处农
家的灯光， 虽有一轮满月壮胆， 还
是陡生回店早早休息的念头。

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山那边
的村民 ， 也许早把带着露珠的蔬
菜摆满小街 ， 热闹将再次把古镇
温暖。 这样想着，步履轻快起来。

罗泉整个古镇建在临水的山沟
中， 由于处于四川省资中 、 仁寿 、
威远三县交界处， 闭塞的交通让罗
泉古镇较好的保留了下来。 古镇绝
大多数是原住民居住， 小镇生活气
息很浓 。 只是旅游设施差了点 ，
旅店 、 餐馆也较少 ， 晚上 8点多
餐馆就打烊了 。 因此 ， 要有一定
的 心 理 准 备 。 不 过 ， 也 正 因 如
此 ， 与那些过分商业开发的古镇
比 ， 更 能追寻到旧时光 。 怀旧的
人， 得赶紧去走一遭。

小贴士

若尔盖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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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古镇

驴友
笔记

“水上长城”九门口
□刘凯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怀旧的罗泉古镇 □沈治鹏

在辽宁省境内有一处国内仅有的 “水
上长城 ” ———九门口长城 。 “城在水上
走， 水在城中流” 的特点使其成为世界文
化遗产。 在金秋时节， 我们来到了九门口
长城。

当车子驶离绥中县城而转向李家乡新
台子村时， 远远地就望见了一条灰色的巨
龙蜿蜒奔伏在崇山峻岭之间， 昂首振须，
气势雄伟！ 同伴说： 那便是九门口长城！

车子越驶越近， 九门口长城开始清晰
地跃入眼帘。 绥中多山， 九门口长城就建
在崇山峻岭之间。 九门口长城距山海关15
公里， 全长1700米， 其南端起于危峰绝壁
间， 与自山海关方向而来的长城相接。 据
文献记载， 九门口长城始建于北齐 (公元
479-502年)， 现存的九门口长城始建于明
洪武十四年 (1381年)， 其后又进行多次修
复。 之所以得名 “九门口”， 是因为在百
米宽的九江河上， 外用巨大条石包砌起8
个梭形桥墩， 形成9道水门， 形成了 “城
在水上走， 水在城中流” 的奇异景观， 因
而享有 “水上长城” 的美誉。 城桥上是高
峻的城墙， 城桥下是用方整的大石块铺成
的河床， 石与石间用铁腰咬合， 形成规整
的石铺河床， 远望犹如一片石， 故而九门
口长城又被称为 “一片石关”。

我们踏着石阶 ， 随着游人从城门而
入， 开始攀爬长城。 九门口长城以砖石砌
筑， 修筑完好， 长城上的哨楼、 烽火台、
战台、 垛口、 围城等军事设施一应俱全，
且大部分完好无损。 走在城上宽宽的马道
上 ， 手抚垛口 ， 两边遥望 ， 但见山峦起
伏， 势如龙腾； 秋色壮美， 分外妖娆， 好
一派塞外秋光啊！ 坐在烽火台上近看， 但
见战旗高悬， 随风摆舞； 九道城门横亘水
上， 如翔龙腾空， 叹为观止！

九门口长城拥有严整的军事防御体
系 ， 在历史上素有 “京东首关 ” 之称 。
1644年，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与吴
三桂所引清兵曾在这里展开著名的 “一片
石之战”。 1922—1924年， 直奉两系军阀
在此进行拼杀。 解放战争时期， 人民解放
军也曾浴血激战九门河谷。 古今战场轶事
使九门口长城更加著名。 1996年， 被国务
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九
门口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东
北地区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时光流逝， 岁月沧桑。 站在秋风飒飒
的长城上， 内心感慨万千！ 暗淡了刀光剑
影， 远去了鼓角争鸣 ， 留给历史和后人
的， 是那以长城为载体的人类智慧和民族
精神。

若尔盖草原， 位于四川省
西北高原 ， 总面积约5.3万平
方公里 ， 总人口 26.15万人 。
若尔盖草原含三省七县， 即四
川若尔盖 、 红原 、 阿坝 、 松
潘， 甘肃玛曲、 碌曲， 青海久
治等， 是我国三大湿地之一，
每年盛夏， 草原草绿花开， 吸
引着大量游人前往游玩。

吴思强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