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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野

筑梦者
□ 林慧

当晨光初染天际线，

他们的焊枪已点燃朝霞。

褪色的手套里，

紧握着城市焕新的密码。

塔吊在蓝天上谱曲，

以钢梁为音符，

以混凝土为节拍。

那些挺拔的身影，

正在描绘时代的画卷。

安全帽下，

古铜色的笑颜里，

绽放着比阳光更温暖的光芒。

每一道掌纹，

都镌刻着奋斗的诗行。

当暮色轻抚工地，

他们的眼眸依然明亮——

像建设中的大厦里，

永不熄灭的希望之光。

城市渐入梦乡时，

他们有力的双手，

仍在星光下，

编织着明天的蓝图。

看啊，每一滴汗水，

都在晨光中凝结成

——时代的荣光。

“右边发髻高高、眉眼低垂的是新娘，左边头上扬、脸

带笑的是新郎，前边骑马的分别是娶亲娘、媒婆、路总

管。新娘后边跟着送亲娘、上亲（娘家男性送亲者）。”这

一天，政协委员黄承军和巫溪嫁花传承人翻了大半天山，

走进远山树林深处、嵌着木雕花窗户的三合院老民居，见

到了三十多年前母亲口述的“迎亲图”，心有些潮湿。

这是一幅黑夏布底、白棉线“扎”的四方巫溪嫁花。他

屏住呼吸细细鉴赏，图案分五层：最外层四只角分别绣着

“金、玉、满、堂”4 个字；第二层的人抬着 8 台大轿、高举旗

锣伞扇；第三层、四层抬的抬、挑的挑，布满箱柜、桌椅、被

盆等嫁妆；第五层则是夫妻拜堂。蓝、红、紫、白四主色，

66 个人物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不知哪位绣娘用了多长

时间，用八角莲等多种“花母子”（花样），将梦中美好的婚

礼讲述得一目了然。

黄承军用手反复摩挲着这幅绣品，恍惚间回到儿时下

连阴雨的画面。“浓雨中的村庄，烟云中的群山，雨帘中有

花绷子、花架子、绣花的妇女，所有记忆都刻入血脉。我

总忍不住要去追寻与坚持。”从离村专修广播电视编导专

业，到十多年前转岗文物普查与保护，他从儿时的懵懂跨

越到而立之年，巫溪嫁花再度归来时，却有了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新身份。

巫溪嫁花独自盛放在长江重要支流大宁河流域，是锁

在深山峡谷里的大众审美，是镌刻在山水间的文化印记。

可在时代的浪涛中，它逐渐淡出，像从未出现过一样。当

重新遇见服饰、被褥上的嫁花时，淡淡乡愁掺杂强烈的责

任感，黄承军坐不住了。他得知，有唐丽娟这对姊妹花传

承人，以及众多热爱巫溪嫁花的民间高手，仍在坚持收

集、复制和创新。巫溪嫁花并没有真正消失过，只是打了

个盹，转了个场，等待时机再次绽放。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总得有人踏踏实实做些事情，而他责无旁贷。

黄承军参与寻觅老虎帽、猫猫鞋、罩沿、门帘、枕头等

嫁花宝贝，近十年收录了 108 个“花母子”（花样）及相关作

品的内涵、风俗和故事。“这是送子观音手持柳枝、净瓶骑

麒麟，象征驱走苦难，送来新生。”“这幅绣在幼儿两片式

抱裙上的迎亲图有 104 个人物，每个人的表情动作都不一

样。”如果不亲手触摸这些嫁花，根本无法想象乡村传统

婚礼的庄重、热闹。讲到“老鼠嫁女”门帘绣时，他的双眼

放光，说民间视腊月二十四这天为老鼠的婚期，人类要轻

言细语，“人吵老鼠一天，老鼠闹人一年。”这体现了巫溪

人良善和谐的天性、人畜包容共生的理念。

与中华四大名绣相比，巫溪嫁花或许寂寂无闻，但在

黄承军的眼中，也自成体系，别有风韵。无论服饰、布料

用品皆可绣，底布多为粗布，颜色以红、绿、蓝、青、白为

主，线一般有棉和丝两种，单件绣品多为两种颜色，有双

喜、福、寿等字样，有凤凰、蝴蝶、蝙蝠、鸳鸯、飞燕、麋鹿等

动物，有葫芦、梅花、蟠桃等植物。因为反映婚嫁和用于

嫁妆的更具代表性，所以刺绣在巫溪叫嫁花。

巫溪嫁花随意而粗犷，蛇绣着绣着就长出 4 只脚，麦

穗绣着绣着就扭起了腰，花瓣延展成飘带，祥云生成花朵

的样子，一片叶子四方连续，一个万寿字八方连续。绣娘

们跟随内心，张扬着浪漫，唱出自己的《诗经》《山海经》。

黄承军感知着巫溪嫁花的心声，看不见的力量催促他不眠

不休，去整理、解读、记录、宣传和争取，为申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准备了大量翔实的基础佐证材料。申报申

请、初审和审议、专家评审、公示、审定，一路过关斩将。

2021 年 5 月，挑花（巫溪嫁花）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听黄承军讲巫溪嫁花的故事，方知申遗成功远非终

点。巫溪嫁花要掀开盖头，怒放成沁人心脾的地域文化、

持续稳定的生态产业。在美丽的柏杨河畔，有一个巫溪嫁

花主题“博物馆”兼艺术空间，108 个花母子被“请”进去；

10 名培育骨干传承人，带动 100 个人，对传统技艺进行创

新、升华，巫溪嫁花有了世界眼光、时代心跳。

这世界通过婚嫁诞生年轻的新家，通过繁衍让人类生

生不息。黄承军读懂了巫溪嫁花，它们是乡村精神的象

征、先辈的馈赠和托付。这几天，他想为 17 岁的女儿挑选

一件生日礼物，眼前各种 LOGO、抽象图案中，他似乎看到

巫溪嫁花已轻盈登场。巫溪嫁花是重庆的，更是世界的。

巫溪嫁花不只是遗产和乡愁，更是青春与未来。他有一个

心愿：每个女儿的嫁妆中，依然包含母亲和自己合绣的被

面、枕头、嫁衣。巫溪嫁花，终将追赶得上新时代爱情的

甜蜜与理想的高远。

政协委员和巫溪嫁花
□ 余明芳

几个月前，我拨通了在北京工作的茜的电话。没想

到，我们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不久后，茜寄来几册精心

挑选的书籍，这份精神食粮让我欣喜不已。感动之余，我

迫切想回赠一份礼物表达谢意。

送什么好呢？想到乡下表姨家或许有新鲜水果，我立

刻联系了家住万州溪口乡的表姨。表姨爽快地说：“这几

天果子正熟，你自己来挑吧！”她的热情让我心动不已，于

是趁着周末，我踏上了前往乡下的旅程。

溪口乡坐落于长江畔，表姨家是三峡移民户。这些年，

她家盖起了一栋两层小楼，乡村公路直通家门口。山路蜿

蜒却平坦，仅两个多小时，我便抵达了表姨家。一放下行

李，我就迫不及待想去果园看看。表姨笑着带我走向屋后。

从院坝边那棵茂盛的黄葛树往后走，连屋旁的小路都

铺了水泥，干净又平整。表姨说，这些年乡里推进道路改

造，如今去哪儿都方便，家家户户都是这样。果园里，金

灿灿的春橙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树枝，一派丰

收景象。我和表姨一边采摘，一边闲聊：屋后的地过去种

玉米、花生，后来村里发展“一村一品”，改种了玫瑰香

橙。表姨还添种了“二月黄”、柠檬等品种。去年，单是水

果销售就增收两万多元，活儿也比从前轻松多了。

表姨执意留我住一晚，说明天再去寄快递——街上就

有快递点，天天发货。她带我上楼休息。楼下的陈设朴实

无华，可一上楼，推开门，我差点惊呆：客厅吊顶精致，花

冠型吊灯典雅垂落，墨绿窗帘轻掩，地板光洁如镜，木质

茶几和沙发摆放得恰到好处，整个房间整洁雅致，纤尘不

染！卧室同样温馨舒适，堪比星级酒店。宁静的夜色仿佛

涤净了身心，偶尔传来江上轮船的汽笛声，勾起淡淡的乡

愁。那一夜，我睡得格外香甜。

第二天，表姨带我参观了乡里的有机高效农业产业

园。千亩果园铺满山坡，黄澄澄的橙子在绿叶间闪烁。果

树虽不高，却硕果累累，不少枝干被果实压弯，工人们细心

地用撑杆固定。表姨说，乡里有十几个这样的产业园，种植

蓝莓、贵妃枇杷、杨梅、蜂糖李等水果，山上还有中药材基

地。“以前很多荒山光秃秃的，现在满眼是绿，变化太大了！”

她感慨道。

乡里不少人家在修葺房屋，有的白墙灰瓦，古朴雅致；

有的镂空围墙，宛如江南园林。表姨说，许多城里人回乡

翻修老宅，有的为养老休闲，有的经营民宿。长江边的几

家民宿在网上人气火爆，周末房间提前一个月就被订满。

时间飞逝，带着满满的乡情，我赶到乡场给茜寄出两

箱新鲜水果。

溪口的见闻让我心潮澎湃，我通过微信将这份喜悦分

享给远在北京的茜。伴随一张张如画的风景照，我留言

道：“看，这就是三峡的秀美，是我家乡的崭新面貌，更是

乡亲们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在我的记忆里，每逢节假日，母亲都会带领

全家进行大扫除。这样的习惯一年年延续下

来，如同一种传承已久的家风，让我们从小懂得

了劳动的可贵。

年少时，母亲常教导我们：“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天上不会掉馅饼，只有勤劳动、肯吃苦，

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她不仅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有一年，我家的农田遭遇病虫害，

稻子几乎绝收，全家人都垂头丧气。母亲却坚

定地说：“如果不振作起来，就真的败给生活

了。现在补种其他作物还来得及！”说完，她便

扛起农具走向田间，锄去枯死的稻株，补种棉

花、黄豆等作物。在她的带动下，全家人齐心协

力，精心照料田地。秋收时，补种的作物获得了

好收成，不仅弥补了损失，还略有盈余。母亲感

慨道：“幸亏及时补种，让我们的辛劳得到回

报，好日子就是在一次次坚持劳动中得来的。”

待我稍长，母亲的劳动观又增添了新的内

涵。那时，我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十分苦恼。母

亲便利用寒暑假带我们回到乡下，亲自下田劳

作，让我们体会农事的艰辛。她虽年岁渐长，仍

身体力行，让我明白：通过自己的辛勤付出换来

的收获，才最有意义。

母亲认为，种田是劳动，求知同样是一场劳

动，面对困难时，唯有坚持不懈、勤奋努力，才

能突破困境。有一年暑假，为了提高我的数学

成绩，母亲买来练习册让我做题。当我被难题

卡住时，她没有责备，而是耐心开导：“求知没

有捷径，只有多学多练，下一番苦功才能进

步。”在她的鼓励下，我反复钻研，终于攻克难

关。开学后，我的数学成绩显著提升，对母亲的

教诲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工作后，我曾因业务生疏而加班到深夜，渐

渐心生懈怠。母亲知道后，语重心长地说：“平

凡的工作需要点滴积累，就像种田一样，种瓜得

瓜，种豆得豆，只有辛勤耕耘，才能收获果实。”

我调整心态，虚心学习，最终在年底获得加薪和

晋升。母亲的朴素劳动观，让我在职场中受益

匪浅。

如今，劳动已成为我的习惯。每当遇到困

难，我总会想起母亲的教诲：人生有起有落，再

苦再累，也要保持努力进取的姿态。劳动可贵，

人间值得。

母亲的劳动观
□ 钟芳

家风家风非遗情非遗情

橙香千里寄情
□ 钟灵

新图景新图景

提及古镇，总会让人不由得浮现出小桥、流水、人家的

画面，这种感觉似乎只有江南才有。然而，很多人不知道

的是，在重庆也有这样一座充满江南烟雨风情的古镇——

万灵古镇。它坐落于荣昌区东部郊外，当地人曾以“路孔

古镇”相称。

据记载，“路孔”一名源于民间传说。相传明朝时，一

位名叫曾傲的和尚云游至濑溪河一带，发现此地奇山异

水、林密草深、游鱼戏水，一派祥瑞，适于修身养性，便决

定在此建寺修行。他见坡边有六个石孔，似与河中相通，

遂命小和尚向孔中注入糠壳试验。不久，糠壳果然从河中

冒出，于是人们将此地称作“六孔河”。因川南一带“六”

与“路”同音，后渐被称为“路孔河”，路孔镇也因此得名。

后经历史学者考证，此万灵寺的建造可追溯至东晋咸和元

年，距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历史。为还原历史，路孔镇更

名为“万灵古镇”，取“召万灵之祐，锡九流之福”之意。

乘车前往荣昌时，恰逢阴雨天气，淅淅沥沥的雨丝打在

车窗上，窗外天空阴沉。本以为天公不作美，会影响游兴，

但步入古镇小巷后，眼前的景象却令人惊喜。青砖黛瓦、飞

檐翘角的建筑，长满青苔的斑驳墙壁，古色古香的石板桥，

盘根错节的古树，与烟雨朦胧的天空相映成趣，宛如一幅水

墨长卷。不禁感慨，这座古镇有渝西“乌镇”、荣昌“周庄”之

名，其风韵与文化底蕴令人深深着迷。

沿着与濑溪河并行的青石板路漫步，更能体会古镇依

山就势的布局。木制门店紧贴石板路蜿蜒而下，虽层层叠

叠，却爬坡上坎不觉费力，让人得以从容感受小巷的烟火

气息。

古镇的古典雅韵，不仅在于保存完好的建筑，更在于

这里延续的传统生活风貌。雕花的木窗下，茶馆、食店林

立，老人斜倚门框，岁月的痕迹镌刻在檐额、窗栏与小商

铺中。小镇居民仿佛依然沉浸在古老的节奏里，步履悠

然，耳畔是鸟鸣蝉嘶、风吹叶摇、雨打屋檐，还有街巷中石

板的“踢踏”声与游人的谈笑，声声入耳。

老街上还能看到明朝刑部尚书喻茂坚所建的尔雅书

院，以及清朝“湖广填四川”时移民修建的湖广会馆。据

老一辈讲述，明末清初战乱频仍，万灵古镇人口锐减，清

廷推行移民政策，大量湖广、贵州、江西等地移民迁入，聚

族而居。为联络乡谊，他们集资修建会馆，供奉大禹王，

故民间又称“禹王宫”。

来到万灵古镇的核心区域大荣寨，高耸的狮子门映入

眼帘。作为古镇保存最完好的寨门，其厚实的门板与粗壮

的门杠见证了古镇的坚固与沧桑。从狮子门拐出，便至濑

溪河边。此河发源于大足天台山，属长江支流，曾是古代

大足、荣昌通江出海的重要通道。河上的大荣桥横跨东西

两岸，历经百年风雨仍完好如初。灰白的桥身与碧水相

映，宛如天空之境。河对岸的金色大佛原建于晋朝，曾与

乐山大佛、大足石刻齐名。下游的水车、水闸与河滩形成

的“白银滩”，成为游人观景休憩的好去处。

独自走在万灵古镇的石板路上，感受历史遗留的名胜

古迹。砖石堆砌的建筑、代代相传的故事，积淀成小镇的

文脉。黄葛树扎根砖墙缝隙，为古镇百姓遮阳挡雨，仿佛

时光的见证者。每年落叶生叶，仿佛在诉说古镇的繁荣与

变迁。夏布、折扇、陶器、麻糖、糍粑、油炸白鲹……这些

承载记忆的物事，寄托着人们淡淡的乡愁。

有人说，每一次来到万灵古镇，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恰

如人生。古老的记忆暗藏无数谜团，等待人们去探寻、去

发现。我不禁期待，下一次再来，又会有什么样的收获与

感悟呢？

烟雨万灵
□ 王昊

观山水观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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