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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料峭寒意中有暖气回
阳，天色也清朗了许多。几个朋友来了
兴致，相约去青城后山踏青。

青城后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逶
迤的山岭，并不巍峨，却也林木森茂，层
层叠叠，在水雾流岚中有娇柔之美。进
入山路，跨过清溪桥，小车在山间蛇
行。两侧杂树繁多，参差错落，绿色之
下左右拐转，有柳暗花明的妙趣。

青城后山空气清润，清流与草木疏
密交错，是很多城里人的休闲度假之
所。故而洼地山腰间多民宿，或别墅规
格，青瓦白墙，亭台阁榭，有旧时富贵人
家的调调；或农家小院趣味，院子里花
木草果点缀，周边菜地青葱。

春节虽过气息犹在，家家门上贴着
春联，廊檐下大红灯笼高挂，就连屋前
的观赏树木上也缀上了小灯笼，在深深
浅浅的枝叶间如同山花点点，平添诸多
喜色。

盘山行走数公里，青城后山山门赫
然在目。山门巍然而立，重檐歇山牌坊
式建筑，飞檐斗拱，雕梁画栋，上有游龙
数只，三层檐三道门，古旧而厚重。后
山多湿气，历经风雨，原本艳丽多彩的
山门有些泛旧，但“青城后山”几个古隶
金字倒是精神不减，沉稳悠然。

一行人在山间随意行走，抬头望，
满目灰色调，天空是灰白的，远山是天
青色的，有云雾缠绕，更显绰约的层次
感。后山林木密集，植被杂多，是一处
天然的生态氧吧，其间多四季常青灌
木，间或有修竹劲松。不过，后山春色
来得迟钝了些，小路边、近处山坡上，一
些落叶树仍旧一番苦冬之色，光秃秃的
树枝举在半空，如同僵硬的骨架。

有小溪自密林泻出，击起一片飞
白。水缓处，泉水清澈，水底碎石如温
玉，纹路清晰。临岸而立，有冰凉清爽
的水汽扑面而来。与枯枝般的树木表
现不同，水岸周边翠竹楚楚，杂树枝繁
叶茂，一身青葱的绿色。也许，早春的
青城后山并不张扬，无声处胜有声，只
是一点点孕育，一点点铺开，让春光春

色道法自然。
徒步上山，一路阒静。林子里偶尔

响起几声清脆的鸟鸣，回声嘹亮，更觉
山空。枝叶掩映处有人家，青瓦木廊，菜
畦篱笆，周围并无杂乱弃物，出乎意料的
干净。空气也是干净的，澄明透亮，肺腑
在翕张之间能感受到山野的脉动。

草色遥看近却无，那是画中的虚
幻。后山稍显苍黄的草色中，远看是不
见春色的。脚下的浅草，才吐露出微微
新色。野艾蒿是春天里的乐天派，寸余
个头，一小丛一小丛，打开的叶片交错
如精工的剪纸。婆婆纳是另一种姿态，
细小的茎部匍匐在地，擎着对生的蓝
叶，柔媚得如同一位托腮嘻笑的女孩
儿。辣子草、繁缕也吆三喝五出来了，
各有各的姿态，各有各的风貌。

在这深山中，春色终究是藏不住
的，全从地下冒出头来了。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
开。也许气候条件变化了，深山的桃
花、梅花并不比外面晚。在枯藤缠绕的
灌木丛中，一株梅花树脱颖而出，没有
虬枝老节，纤细的枝条高高举起，果断
而干脆。叶子还没长出来，枝头已经缀
满了梨花白。山间的梅花应了时令气
节，并不浓妆艳抹，只淡淡地打开细小
的花朵，在全无花意的天然林间，自顾
自地向早春做了最坦诚的表白。

桃花也是开了的。人面桃花相映
红，桃花尤喜与人亲近，总在人境处妖
娆。在一条通往人家的小径旁，一株桃
花桩长出诸多新枝，青绿色的枝条上，
有殷红的桃花渐次绽放，艳如红唇；有
的打着骨朵儿，犹抱琵琶半遮面，娇羞
如邻家小女。花不多，有几树梅花桃
花，足见山间早春的诚意。

太阳出来了，通透而亮堂，山岭仿
佛披了一层釉。下得山来，在一处院坝
中歇息，有热气从体内漫出。于是慌忙
解衣透气，不料山风微起，林子里的阴
凉直逼毛囊，令人陡地收敛动作。

青城后山的早春，就是如此不经意
不刻意，一切都那么散淡和淳朴。

青城后山探春
□郭发仔

一路北行，出四川广元市到
陕西阳平关火车站，约40分钟到
达。下车后，我随当地人指的方
向，来到嘉陵江边。

嘉陵江把陕西阳平关镇一分
为二，自东向西流向远方。江东
是属于大巴山脉的子龙山，传说
三国时期赵子龙曾经在此领兵作
战，江东边是秦岭的余脉。高大
连绵的秦岭阻挡了从西伯利亚呼
啸而来的寒风，造就了汉中和成
都两大平原，自古就有“国宝天
府，鱼米之乡“的美称。

阳平关，这个在中国古代历
史上曾经声名显赫的关隘，被视
为“蜀之咽喉，汉中之门”。蜀汉
时期被称为阳安关，在陕西宁强
西北。宁强意为“宁羌”，古代曾
是羌人活动的地方。宋代阳安关
改为阳平关。它西通阴平（现甘
肃文县），东控汉沔（现陕西汉
中），北上可攻陕南重镇汉中，直
达关中，南下可抵广元剑门关，沿
蜀道直达成都。从三国时期开
始，在这里发生的战争不计其数。

翻开地图会发现，在陕西和
四川有三个叫阳平关的地方，陕
西宁强县有阳平关镇，还有个阳
平关火车站，是上世纪50年代建
宝成铁路线时设的一个站名，通
过此站可下成都，上西安、郑州、
上海、北京，过陇海线与兰青、兰
新线衔接。三国时的阳平关，则
在现在的勉县武侯镇。

阳平关镇南靠鸡公山，北依
银屏山，中有子龙山。绕城而去
的嘉陵江为秦蜀水路，江上千帆
竞过，川流不息。上行船只可逆
行至陕西凤县，下行船只顺流而
下可直达重庆，进入长江航道。

春去秋来，岁月变迁。闲暇
之际，去阳平关的老街走走，体会
岁月沧桑；到阳平关火车站看看，
让人回味曾经坐绿皮火车的记忆

片断；还可以抽身到嘉陵江边，看
滔滔江水日夜奔流，多少英雄豪
杰尽付谈笑中。

过古蜀道以南的四川中江
县，也有个阳平关。该阳平关建
于221年。据 1931 年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刊载：“阳平关在四川中江西北三
十里，蜀汉后皆为重镇，明末毁于
兵战。”

这个阳平关，位于中江县城
西七公里的凯江河畔处，为古时
中江的水陆通道。古代帛氏奴、
蜀王程道养、清朝的李永和等历
代农民起义军，都曾把当地的天
台山、鸡冠山等作为屯兵练武、安
营扎寨的地方。鸡冠山腰的三清
洞，是神奇绝世的喀斯特溶洞，洞
长四公里，洞内钟乳悬挂，石笋林
立，洞口由小河、田野构成的道家
太极图案浑然天成。此溶洞融自
然景观、人文景观与悠久的历史
文化为一体。

这里有近年发掘出来的“阳
平都理”之印、东汉崖墓和白莲教
碑，有晚清名士李福源的“容海
园”遗址，有上世纪50年代轰动全
川的“天龙湖”。如今，当地政府
在乡村振兴的引领下，以自然和
人文景观为依托，打造乡村旅游
业。曾经的村道土路全都被硬化
成水泥路，十里牡丹花海迎接省
内外宾客，各具特色的乡村农家
乐星罗棋布于各景点要道之间。

原阳平关乡已于 2019 年撤
乡，现为中江县富兴镇阳平关社
区。流经境内的凯江河，曾是中
江至罗江的水路交通要道，有过
兴旺和繁荣，不过，航运在明末
中断。

站在中江原阳平关乡的大桥
上，我没有找到雄关漫道的踪影，
只有这不舍的日月，逝者如斯的
凯江水从脚下流过。

寻古阳平关
□赵至奎

������ ������������������	�


���
���

�	
�������
������������������ !"#
��$%&'()*+,-./01�234

567�� 89:;<�=#�>?@AB

�������C �# �D�E# ��FG ���
HIJ ��	�	��
���KLJ ����������MNO �
�	
��

PQR ��	��
�����S T ������	���UVR ����������

W X �	
���
������YZ[\ �	��
��



	
��
���

����� �� ��� ����	
����������

����	
������������ !"#$%&'()
*#+,-./

����0����	
���������

���	0��	
123	
14567	
89:;<	

(=/


��0����� �� �>

����0 ?@A��BC�DEFG �HIJKLMNO
�P �	
�H1�	��H

����0�����������

����0����	
������������ 
QR./

�������	
��
�������������

STUVWXYZ[\]^
_`ab(cd

��� ����	
��
������������
������������
 !"#$%&'()*��
+,-./0123456'
1789:��;<�=>?
@ABC' DEF2GHIJ
KLM9N�� O1�P��
: !QR��STU

����VWXYZ[\]=
^_`a YZ[\b2cde
fgSa�������	h'YZ[\
ijefgSa�����
�'kl
fgSa����
h'mnjoU
����VWXYZ[\pq
_`YZ[\ijkl'gSa
�����'mnjoU
���rrqstuvcwx
Abyz{|�}7~����
� ���������
	������h?
c�f�S �����
�
����h?
�d@��f�S �����
�
�
���h?Q�@��f�S ����
�
�
����h?[Y�f�r'�
S �����
�
����h7�_`'
��mnjo�
�:�X���������
�c�f���Sa������

	��h��_`'mnjo

 .
Kefg(h0 �w� �����
���� ¡�¢£X¤¤¥¦
§¨©ª'«c¬¢£�®¯
°7±²³A´d�µf¢£
¶· 
�������h' ¸¹º³A
�µf¢£¶· 
�������h� »
¼¹��½�X¾¿À¤KÁ
µ¢ÂÃ ���	 � �� Ä � �
NÅ�ÆÇCÈ©ÇÉÊ$Ë1
2ÌÍ� ���� � � Ä �� �Î
¹��½�XµÏÐ�ÃNÅ
��� ¡�¹��¢£X¤
¤¥¦§¨©jo� ��cÑÒ
STijklm(���

�ÓÔ'ÕÖ×_`ØÙÚ�Û
ÜuvÝ�cwÞÅ��µß
¼ �S� ��
���	�µS ���
�
�'à� �����	� ��mnjo
����X���	
��
xAby{�f}7~���
�� ����������
��������
_`'mnjo�
�¹�������uvcw
c�fgSa����������h
��_`'mnjo
�¹�������uvcw
Q�@��fgSa��������
����h��_`'mnjo
�����f¹�h��uvc
w<��[Y�fgSa����

�����	h_`'mnjo

�½�X� !"²#$c�
fgSa������		�	�h Q�
�fgSa������		�		h[
Y�Õ%&fgSa������	
	�	�h_`jo�
�ØÙ'()*+*,uvc
w-�V[Y�fg�a����
�������_`jo ���mn
�¹�./i�uvcw�d
� �������
��' [ Y �
�������
��� _`jo
�¹�0B�lÐ�uvcw
xAbyz{�f}7~��
���a���������
� ��
!"!h1c�fgSa������
	����h1[Y�fgSa����
�������1������	����
h1�d@��fgSa�����
�	����h 2Q�@��fg
S a������	����h 3 _
`'mnjo
�¹�4\c�fgSa����
����		��h_`'mnjo
�¹��4l5GÐ�²6c
�fgSa��������		�h_
`'mnjo
�78Y9�:;<uvcw
ØÙ¥cw_`=>�z?®
AQRuvcw � S@ �� A
 B ��# CD�eà�¼f�
Sa����

' àE �����
�h� ��FGHn

�VIJKLMWNOc�
fgSa��������

h ��
_`'mnjo
�PQ'RST��_`¹�
YUÔV®AuvcwÞ¼
�ß¼fgSa����	��'à
Ea��
��	 �WgSa������
�'àEa����� �XgSa���
����' àEa����� �h'm
njoÒ
�ØÙ�*YZ[\i]uv
cw�d@��fg� �����
	��
��h1^_[Y�fg�
�����	��
��h3_`jo
�`a�`×bc%¾def
gX�7hAijk�c�
f���	�������h_`
���lmnoAuvÝ�c
wxAbyz{pf}7~�
����a����	���
��$
$�%hqc�fg�a��	���
��h1 �d@��fg�a
��	�����
h1rst[Y
�fg�a��	������h_
`'mnjo�
�¹�uvwAx¤uvc
w'c�fgSa����������
h_`jo�
�yaPz '{a|}7'~+
P��_`N�en'���'
���� � � Ä �� �N�' N�
eS ���
����'mnjo

���X����¹��'
��i³�' xAbyfz{
ph}7~�����a����
�����
���&��� _`
�I�����<e ������

�
����
����K��e�����
� � Ä 	 �_`' ����p
Y�����7�Ý��pY
���
�ØÙ����;<uvcw
&L� �AuvcwÆwA
.¡ÛÜe¨©feSa�����
������	h_`'mnjo�

*]^_

���� � � Ä 	 � �¢£�
	J�X¤J¥¦J§Q/7
�¨ �D � © �:D � ª �«
¬®¯°±²³ � ´¬N¯
µ¶ �·¬¸¯5G¹ �ºBª
» � �¼� ½¯¾¿�ÀÁÂ
Ã� *Ä �	��������

`IabAZcdefc
ghij� � k � l � m
�ÅÆX�ÇÈÉÊijË_
`c�7Ì'gS �������


��'mnj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