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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三台县城郊有三座远近闻名

的佛塔，分别是位于城东东山公园的东

塔、城南玉林乡的南塔和城北王家桥北

岗山的北塔。

东塔最为古老，建成于明万历三十

一年(1603年)，南塔最年轻，建于清同

治十三年(1874年)。三座塔中，离城最

近的是北塔，如果去江边散步，不经意间

北塔就会进入眼帘，于是升起有朝一日

一定要登临北塔的冲动。

金秋十月底的一个下午，难得的秋

阳像一团温暖的火焰，再一次点燃了我

游登北塔的热情。于是我约上老友，兴

致勃勃地来到了王家桥北岗山下。

时令虽是深秋，盘曲而上的山路两

旁，竹林、树木仍然苍翠挺直，树丛里偶尔

闪现几朵野菊花、五色梅、银莲花，以及一

些不知名的花儿。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们

就登上了山顶。山门紧闭，里面却犬吠不

断。站在北塔山门前，可以望见大半个县

城。凤凰山与长平山则如县城一道天然

的绿色屏障，远山之下隐约可见涪江。

据史料记载，北塔由清嘉庆年间三

台县知县沈昭兴组织修建。塔身坐北朝

南，为九级六边形内部楼阁式塔结构，外

形挺拔秀丽，向上每一层逐步收缩，壁内

石阶盘旋而上。说北塔是一座佛塔，其

实是不准确的。北塔的修建，与佛寺有

关，但又并非建于僧院寺庙之处。乾隆

庚午年（1750年），位于琴泉寺后山顶的

惠义寺塔毁于一场大火。清嘉庆丁卯年

（1807年）沈昭兴到任三台县知县，才有

了重建惠义寺塔的想法，原址重建还是

另选他处，他心里也暂时没有答案。

嘉庆十八年（1813年）春，沈昭兴从

京城公干回到三台任上，便与三台各界

人士商量重建惠义寺塔之事宜。大家都

说，三台这个地方自唐代以来，教育发

达，人才辈出，先后涌现出了苏易简、姚

希得、蹇彝、张翀、白贲、王任等众多俊杰

贤才。沈昭兴深为感慨：“昔之梓州光光

如彼，今之三台寂寂如此，盖此塔为风水

之所钟，昔巍然而今荡然也。夫善恶感

应之说，可以惩劝冥愚，辅佐治理，贤者

犹存而不废，况有裨于人文化成者哉。”

（沈昭兴《重建北塔记》）

经过反复踏勘、选址，选中了距离琴

泉寺二里多地的城北王家桥北岗山顶这

块风水宝地，重建惠义寺塔。

为筹集建塔资金，沈昭兴深入宣传

发动，带头捐出官俸。一时间，县内士

绅、群众纷纷响应，捐款捐物，“募民财以

集成”。随后他亲自挑选精打细算的会

计管理财务，又遴选谭曾长、李浩智等方

正不阿的诸生作管理人员，挑选能工巧

匠作施工技术人员，经过两年的努力，北

塔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落成。

正在沉思之间，北塔山朱红色的大门

哐当作响，随后慢慢开启。我向看守塔院

的何大爷说明来意，他把我们让了进去。

原来北塔并不孤独，围绕它的还有

一座朝阳观。朝阳观什么时候建的，我

没有详考，但至迟在民国时期，它已存在

多年。抗日战争时期，内迁三台的东北

大学教授孔德登临北塔后，曾留下一首

诗：“郭外萧萧野色新，青灯古塔已成陈；

秋风秋雨朝阳观，曳杖寻诗自有人。”可

惜，今日的朝阳观已经明显式微，观门半

开半掩，里面空空荡荡。

我径直来到北塔前，仰观北塔，挺拔

高峻，直插云端，西北角塔楞上的草茎在

秋阳的照射下泛着苍黄的光芒。青天白

云之下，北塔显得更加邈远脱俗。

夕阳西沉，霞光万道之时，我登临了

这座芳声久远的督学之塔、教育之塔、文

化之塔。

北塔门前置石梯四级，进入塔内，一

到五层皆有石龛造像，供游人膜拜。塔内

石砖上，隐隐约约还能看到旧时的铭文，

其中一处铭文为“北塔县令沈昭兴制”。

站在北塔内壁窗孔俯视、眺望，东北面涪

江逶迤，澄江似练；稍稍低身抬头，透过塔

孔，则见蓝天之下，远山如黛，重峦叠嶂，

一幅寥廓江天万里秋的画卷在眼前延伸。

驶达广西防城港市簕[lè]山古渔

村时，夜幕已降临。放眼望去，渔火点

点，忽明忽暗。环视渔村，灯火阑珊，海

味四飘。几户渔家乐透出的灯光，仿佛

在等着什么。一切都静悄悄的，绝无某

些海滨网红景点那种虚张声势、竭力炫

耀的姿态。

客栈离海滩几十米，年逾花甲的老

板见有客来，远远起身笑迎。客栈陈设较

新，价格比想象的更亲民，便生出过了这

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的感觉，立马住下。

为躲避西部家乡的寒冷，一直想找

个温暖、清幽的渔村小住，朋友便推荐这

个古渔村。他说渔村古朴，有近600年

历史，村前的浅海滩涂有数十平方公里，

成片的红树林和无数魔幻般的礁石非常

适合赶海捉鱼虾。渔村树林茂密，村舍

掩映其中，仅居住70多户渔家，民风淳

朴，如桃源中人。简单几句介绍，已吊足

我的胃口。

是夜入睡时，万籁俱寂，偶有隐隐犬

吠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悠然，着实

令人惊喜。

清晨，有节奏的海浪拍岸声将我唤

醒。睡眼惺忪中，我不敢相信这一夜竟

与涛声共枕眠。拉开门，跨入阳台，清新

的海风扑面而来。天空飘着细雨，远望

一片空濛。海浪近在咫尺，拍在公路边

沿。一波又一波不知疲倦地推搡着，极

像一群顽皮的小男孩，不停地相互追逐、

嬉戏。我有点情不自禁了，想跳进浪花，

追逐着它们的追逐。

正在吃早饭的老板见我下楼，便热

情邀我同吃。谦让间，我得知客栈不供

餐食，客人可借用他家锅碗瓢盆自己做

饭，费用给不给都行。老板叫李元甫，年

轻时以打渔为生，长年出海劳作，让他渐

感体力不支，二十年前便在滩涂上搞起

海产品养殖。说到兴奋处，他挥手指向

门前已退潮的滩涂：“你想不到吧，这大

片滩涂，是常熙先祖500多年前发现的，

村里人几乎都是他的后人，现在还有不

少人在搞养殖呢。”问及怎么又开起了民

宿，他满脸笑容：“我是村民组长，得带头

啊！”原来，政府近年加大对旅游基础设

施的投入，倡导渔民节制捕捞，走生态养

殖、旅游致富之路。这时，有客人笑盈盈

提回一大袋赶海的成果，老板对我说：

“要是没兴趣赶海，可到镇上买新鲜的海

鲜，做自己喜欢的口味。品种很多呢！”

驱车出门。滩涂上，或老少相携，或

家人为伴，要么在沙滩上奋力挥铲，要么

在礁石中用力翻找，要么在红树林猫腰

穿行，尽管动作稚拙，但那股认真劲儿总

掩不住快乐。不时传来的欢笑和尖叫

声，证明他们个个都收获颇丰。

我们也收获满满，买回一堆鲜活的

大虾、八爪鱼、柠檬鱼。两人吃一顿这样

的海鲜大餐，很有些奢侈。而这堆海鲜

价格不到百元。

面朝大海，坐在五楼阳台小酌。满

眼海阔天空，双耳涛声依旧，一嘴海鲜滋

润，感觉每一次呼吸，都吐纳着海的灵

魂。微醺中，见有海鸟翱翔，面对触手可

及的海天一色，真想来一个豪放的熊抱。

我想，倘若陶渊明在世，一定会重拾

那一叶扁舟，不辞辛劳地撑入这片星光

大海，续一篇渔村《桃花源记》，后人必迎

风踏浪，千古吟诵。

登临北塔
□魏浩

金阳，四川西南部一个神奇

的地方。

时光回到2018年的冬天，我

第一次踏上这片梦幻般的土地，

足足停留了288个小时。金阳给

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仅仅因

为这里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地理

课、自然课和历史课。

神奇，是因为这里的地理条

件、山水和自然风光，这是大自然

的造化，岭谷奏乐，溪流合唱，景

观奇特瑰丽，让人血脉偾张。

浪漫，是因为百草坡上有上

万亩索玛花，每到夏季索玛花海

与飘荡的云雾相依相伴。

俊美，是因为脚下有一条金

沙江呼啸而过，赋予了它万般精彩

的生命和豪迈奔腾的壮美。“雨中

夜过金沙江，五月渡泸即此地。两

厓峻极若登天，下视此江如井里。”

元人李京曾这样赞美金沙江。

短暂的时光里，我走遍金阳的

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大多村落民

居颇有滇文化的特色，从向岭乡的

葫芦坪子到尔觉西乡北部的狮子

山，从高峰乡到则祖乡，从天地坝

镇到丝窝乡……风景如诗，民风纯

朴，物产丰盛。尤其是认识了约古

和拉哲两位好友。通过他们，我认

识了金阳，了解了金阳的历史文化

和风土人情等，收获不小。

“热情好客暖人心，金阳是个

好地方啊！”有位游客大声喊着，

竖起了大拇指。无论走到哪一户

人家做客，主人都会送上清香可

口的白魔芋饮料，一下子觉得热

乎乎的暖心暖人。三朋四友请

客，火锅店盖不住清香味浓的青

花椒香，金阳“中国青花椒第一

县”的美誉名不虚传。

更让人惊奇的是，在冬天雾

凇笼罩下的百草坡上高高矗立着

一座二战时期援华美国空军飞虎

队坠机事件纪念碑。原来，这里还

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金阳，走过春的妩媚，蹚过夏

的汹涌，掠过秋的高远，凝成冬的

圣洁。我仿佛听见支格阿鲁打马

过河的马蹄声，我仿佛听见日则姆

谷响亮的鼓角声，我仿佛听见岭谷

间传来阿伙部落动人的歌谣。

金阳，我愿化作一朵浪花,一

路追随着你，踏着春天的脚步走

向未来。

金阳印象
□蔡晓明

簕山渔村
□沈治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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