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偶然的骑行，令我对杨柳河产生了强烈
的亲近愿望。那是某年早春二月骑车去金华采
风，恰值白日微暄，菜花盛开，眺望杨柳河口，河中
小洲一片金黄，目光漫溯，岸边竹林、枫杨、茅舍，还
有劳作的农人倒影水中，远处淡褐色的牧马山缓缓
伸展山形，一江碧水似乎就从山间静静流泻了过
来。天开图画，人行画中，此景此情好似一幅悠远
的川西山水长卷，令人心情舒展振奋。

杨柳河，流域甚广，跨温江、双流、新津三地，
在岷江水系里常一笔带过，似有若无，情形有些尴
尬。比起岷江支流的金马河、羊马河、西河、南河
来，杨柳河在气势上小了许多。不过，水运繁华的
年代，杨柳河也别有一番独特的喧嚣，由此沿岸累
积起沉沉的人文风情。当然，这一切早已风行云
散，从前的胜景已然化作了一段段悠远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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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到杨柳河水运，还得要从双流
的彭镇说起。彭镇位于杨柳河畔，始建于
明末，原名永丰场，后来因为丹棱望族彭氏
的一支迁到永丰，遂改名彭镇。这彭家相
当了得，清时出了三个进士：彭端淑、彭肇
洙、彭遵泗。三兄弟文采斐然，皆为蜀中大
文士。长兄彭端淑更是声名赫赫，他的《为
学》一文今日的中学《语文》课本仍在选读。

彭镇在清代大约很是繁华，它是典型
的因水而生，杨柳河的水运让彭镇与他乡
紧紧联系在一起，四乡八邻的物资由此集
散堆起场镇的兴旺。彭端淑对彭镇的繁华
记忆犹深，1763年他对彭镇的第一桥撰写
过一篇碑文《第一桥记》，其中曾谈及彭镇
水运与商贾之盛：“舟楫往来不绝，四方商
贾蜂拥蚁聚”。语义虽简，其中透出来的街
市之喧嚣也足令人神往。那时，彭镇的夜
晚颇饶诗情画意，水码头上每日停泊木船
几十艘，灯火映照江水，河风吹拂，灯影散
乱，别有朦胧迷离之趣。记得当地有民谚
描绘此景：日来千人拱手（喻拉船），夜来万
盏明灯。真是绘影如真，仿佛就在眼前。

不仅彭镇，杨柳河沿河上的几个场镇
水运时代都相当兴盛。双流这边黄水，新
津的黄泥渡、岳店子皆是凭靠杨柳河水运
聚合成场镇而后兴旺的。黄水与成都南面
驿路交集，市面另有一种繁华。黄泥渡开镇
的历史更其早远，唐代即是杨柳河上重要水
镇，清清河水中分场镇，家家邻流而居。那
时它有一个漂亮的名字“丽江镇”，就此，小
场镇蕴含的种种风情令人玩味咀嚼。黄泥
渡上游不远的花源白云渡，唐时也是相当有
名，此处烧制的青瓷是南方青瓷的早期代
表。它的遗址今天依然保存在杨柳河畔的
林盘里。此处何以唐时会烧窑？简单说，背
依牧马山好取泥，靠水利于通航销瓷。

岳店子位居金华岷江岸边，左近是杨
柳河口，此处可谓天然要津，场镇自然迅速
繁华起来。旧时，岳店子十天要赶四场，相
较别的乡场十日三场要多一场，这恰证明
岳店子商品交易之繁忙。彼时岳店子不仅
承接来自温江、双流的水运物资，以陆路言
之，其物资集散还辐射双流牧马山区的黄
佛乡和永安乡，以及彭山的牧马乡，因而岳
店子在周边邻县颇有名气，连官家也在场
镇设立盐仓吞吐来自五通桥的食盐。下游
来的大盐船泊靠在岳店子，然后将麻织的
盐包子分装至小吨位的木船再溯流至双
流、温江。于此，我们不难想象岳店子水运
时代是怎样一个繁华。那时的岳店子有一
丁字形街，场中央矗立一株巨大的黄葛树，
浓荫砸地，满街闲适意趣。树侧是万年台，
逢节日即唱大戏，锣鼓声声，常常伴了滔滔
江声散去。繁华终有冷寂。1970年代初，
岷江长航终结，与之不远的宝峰场因开发
硝矿渐次崛起，岳店子迅速萧条，水镇昔日
的繁华终成了前尘梦影。不过，开业于百
年前的陈家铁匠铺今日依然坚守在岳店
子，似乎在凭吊一个古老的乡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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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水镇
文脉，大抵可以发现
一个有趣的现象，市
廛繁华外，水镇在某
个时刻总会闪现一
二位星月般的人物
彪炳史册，增添小镇
意味深长的文化况
味。江南小镇不必
细说，深居内陆川西
的杨柳河流域水镇
也同样如此。

新津花源宋时
名新穿乡，抵靠白云
渡有新穿大镇，此镇
宋时相当繁华，为县
东重镇，当时细节今
已难以详叙，只知此
镇有一户定居了三
世的张家出了两个
杰出的人物：张唐英
和张商英兄弟。兄
弟俩青少年时期生
活在新穿镇，后来顺
杨柳河出川考得进
士，开始辉煌的人
生。他们是北宋政
学两界有作为的人
物。哥哥唐英是著
名的史学家，所著

《蜀梼杌》至今仍是
五代史研究绕不开
的著作。弟弟商英
后来走得更远，一时
位居宰相之位。他
不是纯粹的高级官
僚，更兼佛教大居士
（无净居士），所著
《护法论》在佛教界
影响深远，至今仍然
有学者研究他的佛
学思想。张家原籍
在邛州，后来才迁徙
到新津的新穿。我
猜张家可能看中了
新穿镇的繁华与水
运的便利。此地距
成都不远，买舟南下
也可顺流出川，走向
广阔的世界。

不过，新穿镇早
已烟消云散，连新穿
乡名也不存。今天
的花源镇是一座崭
新的乡镇，从前的一
切完全隐藏在历史
帷幕下了。

双流彭镇这边，
清时随着市廛的繁
华，一个刘姓家族也
开始慢慢崛起。刘
家是一个耕读之家，
父亲刘汝钦闲时研
究《易经》，是蜀中易
学大家。次子刘沅
青年时代即中举，以
后却屡试不中。不
过他后来修炼成为
一个百科全书式的
学者，开创了一个流
传百余年，深刻影响
蜀地的槐轩学派，至
今犹有余绪。刘沅
在彭镇的生活大约
中年时戛然而止，此
后他迁居成都纯化
街，开始他另一段更
加丰沛的生活。

1940年代，由于
成康公路（成都至康
定）通车，加上河道
淤塞和纤道植树，杨
柳河水运迅速减少
终至停航。它标志
一个时代开始走向
终结。而此际，岷江
水运离它终结也不
远了。

我每次乘车行
经花源、黄水，脑海
里总会翻腾起一帧
色彩鲜明的画卷：早
春时节，陌上花开，
一只只满载物资的
小木船，沿杨柳河穿
行在初春的田野，倏
忽间，船至牧马山，
丹山碧水，柳丝飘
飘，转眼，木船消失
在杨柳深处，惟余潺
潺水声轻轻拍岸。
这是永不再回来的
风景，每念及此，惆
怅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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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交换离不开交通，而便利的交通
反过来又催熟生产。牧马山发达的旱地农
业，大约正是凭了杨柳河的水运慢慢生长
出来。牧马山属于丘陵台地，纵跨双流、新
津、彭山三县，俯瞰外形极似一块巨大的盾
牌。牧马山是成都平原上一个奇异的存
在，相传远古时代，此山曾是古蜀王国的都
城，这就是《华阳国志》上说到的瞿上古
城。它的具体位置大约在新津花源与双流
胜利乡交界处。

不过，瞿上城早已远去，在很长的时间
里，牧马山其实处于草莽沉睡状态，到了清
代，因为移民增多带来生存压力，牧马山才
渐渐被唤醒。老实说，早年的牧马山并不
适合农耕，山之两侧虽然环绕府河和杨柳
河，但山上却只能望水兴叹。没有水，农事
大难。幸好历史走到了清代，适于旱地生
长的玉米、红苕开始在华夏引种繁衍开
来。而定居牧马山的移民从远方带来的农
耕技术也促进了山区旱地农耕的开展。移
民在山间开挖出一块块水塘，储存夏季雨
水以作灌溉水源。如此，山间劳作自然十
分辛苦，也养得山民强悍坚韧性格。倾力
的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到乾隆中期，牧
马山农事已成一个远近闻名的农业景观，
新津志书以“牧马秋成”当作地方胜景。出
产的玉米、地瓜、芋子、甘蔗、生姜、红苕、白
苕、落花生、二荆条海椒品质上乘，享誉川
西坝子。丰富的物产最终要走出去交换，
山脚日夜奔流的杨柳河正是便利的通道。
清宣统元年成书的《新津县乡土志》曾就此
记了一笔 ：“（作物）每霜降前后落实。取材
运往县城，溢衢巷。邻境商贩恒来取售，盖
益部之奥区也”。记载虽寥寥数语，也足令
人遐想往昔牧马山农事之繁，杨柳河畔水
运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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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杨柳河。朱鸿伟 摄

杨柳河是岷江的支流，自温江玉石堤
分水，纵贯双流，又从双流桃荚渡入新津花
源，沿牧马山麓流经普兴、金华复流入岷
江。真是派自岷江又归于岷江。这条河全
长120余华里，水运时代是连接温江、双流、
新津三县间的重要水上通道。清宣统元年
成书的《新津县乡土志》云：“河（杨柳河）面
不宽而终年不竭，油、麻、叶烟，舟楫往来相
望。”这是百年前的水运风景，而追溯历史
却久远得多。杨柳河似乎不是自然形成的
河道，我曾怀疑它是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
专作三县间物资航运。看地图，杨柳河曲
折有致，蜿蜒南流，那弯过了几道弯的河湾
颇有齐整韵律，隐隐透出某种定规，好像人
力特意为之而非自然冲刷。此作何为？原
来河道弯曲可减缓水流便于航行，先民早已
知之，也早已运用于实践。只是不知杨柳河
的河湾开凿于何时。杨柳河是运河的猜想
后来在我下乡采风时又得到了某种印证。

新津花源、普兴一带曾流传一则杨柳
河的传说，其故事内核简直是中国版的罗
密欧与朱丽叶。故事照例从遥远的年代开
始。普兴黄泥坝住着杨、柳两姓人家。两
姓因有世仇，子女不得通婚，违者处死。可
是一个叫杨兴的小伙偏偏和一个叫柳香的
女子相爱了。于是柳氏家族将两人捉来要
处罚。可就这当儿，洪水来了，族长只好停
止家法并对两人说：让洪水处置你们吧。
不过，若你二人能制服洪水，就许你们结
婚。两人望着滔滔洪水一筹莫展。那时蜀
水横流，年年闹洪灾，乡民除了登牧马山外
不知如何束水。不知过了多久，杨兴无意
间一句话激发了两人的灵光：唉，要是水有
路，这水就不会乱跑了。于是水消停后两
人开始理水，挖出了一条河道。来年洪水
泛滥时，大水真的顺着河道流走了。于是
河道越挖越长，形成了一道真正的河流。
而杨兴和柳香呢？自然结为夫妇，快乐生
活。杨柳两姓人家也从此泯灭仇怨，世代
和睦友好。后来人们就用杨柳两姓命名这
条河，杨柳河由此传下来。民间传说的底
部常常暗含历史事实，就此是否可以间接
佐证杨柳河是一条运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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