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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国文化里的
□ 乔忠延

蛇

巨龙腾飞，金蛇狂舞，欢歌笑语中，又一个蛇年蛇年
来到。

按照传统的十二生肖顺序，蛇年紧随龙年之后。在悠
久的中华文化里，虚拟的龙脱胎于实有的蛇。龙以蛇而
生，蛇因龙而荣。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龙早已成为国人
的精神象征之一。而蛇图腾也同样曾存在于中华民族悠
久的历史文化中。让我们在阖家团圆的新春，共同品鉴内
涵丰富的蛇文化。

生肖里为何有蛇

在十二生肖中，蛇不是最凶猛的，可是如果选一个最
为可怕的动物，非蛇莫属。原因何在？虎虽然凶猛得多，却
在偏远的高山密林里活动。倘若问谁见过老虎，除了在动
物园观赏过，在野外不期而遇者少之又少。相反，在农村
生活过的很多人都见过蛇。蛇，身体细长，与农村割草捆
麦子用的绳子几乎没有两样，肤色多与生存环境的颜色
贴近，常常在人们身边潜行却很难被发现。一不留神，或
走路踩在脚下，或割草抓在手里。当蛇怒目圆睁着要缠
绕、攻击人时，你不被吓得惊叫出声才怪呢。让人害怕的
蛇，说不定已经在你家的墙洞里、房梁上、屋檐下，悄悄潜
伏不知多少年了，你说恐怖不恐怖！

空口无凭，有千年文字为证。《晋书·乐广传》曾有杯
弓蛇影的记载。乐广有次请朋友在家中欢聚饮宴，之后一
位好友居然卧床大病。乐广闻讯赶紧前去探望，问及病
因，才知道是好友饮酒时，总看见杯中漂浮着一条小蛇。
喝干酒，杯中则不见蛇影，如此好几条小蛇下肚，钻胃穿
肠，岂有不病之理。乐广听毕一笑，将好友带到家中，指着
墙上高挂的一张蛇形弓，说是此物作怪。好友疑虑打消，
病体不治而愈。可见古人曾多么恐惧蛇，恐惧得年深日
久，恐惧到见蛇影而自危！

可就是如此令人恐惧的蛇，居然位列十二生肖，其因
何在？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很久之前蛇和青蛙是好朋
友。那时蛇有腿，而青蛙没有腿。没腿的青蛙很勤快，帮着
先民除害虫，保护庄稼。蛇则懒到极致，吃饱了就躺着，若
有人惊扰了它的美梦，张口就咬。土地神十分恼火，就向
玉皇大帝控诉蛇的罪状。玉皇大帝查证后奖勤罚懒，砍掉
蛇的四条腿赐予青蛙。蛇受到惩罚，反省过错，每次反思
都要蜕掉一层皮以示自新。蛇为了将功补过，拖着长长的
躯体钻洞、潜伏，不声不响地捕食老鼠和害虫，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何止死而后已，死去的蛇还将自己的器官“捐
献”给人类作药治病。正巧玉皇大帝要册封十二生肖，悔
过自新的蛇就跻身于这个光荣行列。

这个答案该列入优秀答卷，但却是一个完全虚构的
传奇故事。审视蛇的家族传统，它能列入十二生肖，其原
因或许在一个奇字。大凡动物或走或跳或飞，要靠足、靠
爪、靠翅膀，蛇无足、无爪、无翅膀却能行走如飞，快起来
连人都追赶不上。说蛇行走如飞，并不夸张。有一种金花
蛇，从这棵树到那棵树，根本不用下到树根再爬上去，它
不断在空中扭动身躯，很快就落在了另一棵树的树梢，被
称为飞蛇。蛇的生存能力强得奇怪，可以在地上跑，在水
里游，在洞里钻，在树上飞。蛇在人类先祖眼里就是最神
奇的动物之一，神奇得让人们既害怕又羡慕。

或许，人们对这种神奇、神秘动物的敬畏感，是蛇能
成为中华民族远古图腾的原因，也是蛇位列十二生肖的
重要原因。

历史悠久的蛇崇拜

人们神奇的敬畏感让蛇身价百倍，超凡脱俗，形成了
年深日久的蛇崇拜。楚汉相争，刘邦取胜，古代盛传他斩
蛇起义的神秘故事。《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当亭长
时押送一批民夫去骊山为秦始皇修造陵墓，一天，探路者
回来说，前面有大蛇挡道，不敢通过。“高祖醉，曰：‘壮士
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后来，
有人看见一个老妇人在斩蛇处哭泣，问她哭为何故？老妇
人答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
之，故哭。”据推测，刘邦当上皇帝后自知出身低贱，便以
斩蛇之勇炫耀超人的胆魄。堂堂帝王借助斩蛇立威，此蛇
虽死犹荣，将蛇族带入“高光时代”。

借助蛇树立威望，刘邦不是首例，更早的记载在《山
海经》中。书中写道：“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
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
化为邓林。”巨人夸父与太阳竞跑，追到最西面也没赶上，
眼看着太阳落下。口渴难忍的他，喝干了黄河水和渭河
水，还是干渴难忍，欲赶往北面的大泽喝水，未到即渴死
于中途。他掉下的手杖化作了一片桃树林。

夸父为何与太阳赛跑？这可能说明了中华先祖曾观
测太阳、研究天文。可在那洪荒时代，由于条件局限归于
失败，只留下像灼灼桃花一样旺盛的心志，激励后人。然
而，《山海经》的作者觉得还不到位，便竭力拔高夸父的形
象。拔高的手法是以蛇衬托，让夸父“右手操青蛇，左手操
黄蛇”。这气魄世所罕见！

在中国的创世神话里，人祖是伏羲和女娲。《风俗通》
中有女娲造人的神话：“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

黄土作人。”还有另一则神话，说是洪水泛滥，先民尽被淹
没，唯有伏羲、女娲兄妹存留世上。天帝命令兄妹二人成
亲，这才繁衍下众多华夏子孙。传说中的先祖伏羲、女娲
是何等身材、容貌？《楚辞·天问》写道：“女娲有体，孰制匠
之？”王逸注释：“女娲人头蛇身。”而郭璞注释《山海经·大
荒西经》也同样认为：“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
日中七十变。”观赏古人为伏羲、女娲所作的画像，二位先
祖都是人面蛇身，而且两条蛇身扭结为一体，难分难舍。

传说里，中华先祖是“人面蛇身”，足见炎黄子孙对蛇
的崇拜由来已久，历史久远到混沌初开的荒渺时期。

考古发现中的蛇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
今的文明。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
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
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窥一斑而知全豹，将蛇文
化作为望远镜，就可以瞭望到上下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

放眼北国，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瓮，腹部饰
有花纹。这些花纹红底色，黑彩道，有的两道，有的三道，
纹路与蛇颇为相似。据专家考证，这些彩陶瓮距今五千年
左右。

纵目南方，在吴越地区曾发现三国两晋时期的不少
墓葬。墓中盛行陪葬瓷器魂瓶，亦称“魂魄瓶”“谷仓”。这
些瓷器上的浮雕图案多是鸟和蛇。为何要把鸟和蛇装饰
在“谷仓”上？农业耕种最怕虫害与鼠害。虫害多发生在水
稻生长过程中，嫩生生、水灵灵的叶子时常被小虫蚕食，
导致粮食减产。鸟雀可以啄食这些害虫，是庄稼的卫士。
一旦水稻成熟，老鼠乐享盛宴的时光来了，它贪婪地填饱
肚子，还要放肆抢掠，把稻谷藏进自己的洞穴。而蛇是老
鼠的天敌，即使老鼠钻进洞穴，蛇仍然可以跟踪追击。将
鸟和蛇雕塑在被誉为“魂魄瓶”的谷仓上，意在保卫粮食
安全。

远眺西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
蛇纹彩陶壶。陶壶上的蛇纹用黑色描绘，蛇头圆大，略微有
点尖；蛇颈微细，卷曲处稍稍有点粗，细长的尾巴舒展开
去，显得很有力气。这条蛇生动传神，看似素描，却不乏写
意之韵。此壶属于马家窑文化类型，距今约五千年。在西南
四川的出土文物中，蛇形装饰也没缺席。三星堆遗址中出
土了蛇鹰阴阳形器，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过蛇形石雕。

注视东部，先民用蛇形纹饰来装扮生活用具的时间
更早。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人，就把蛇演变为几何图纹
刻画在各种陶器上。到了良渚文化时期，那时的先民喜欢
将栩栩如生的蛇图形雕刻在陶器和玉器上。浙江余杭遗
址群出土的一块陶片上，饰有蛇纹；浙江奉化名山后遗址
出土的两件陶豆残件上，饰有蛇纹；江苏苏州吴中区草鞋
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鼎盖上，饰有蛇纹；上海金山亭林遗
址中采集到的一块陶片，饰有蛇纹；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
出土的一件陶鼎的腹部与鼎盖，饰有蛇纹；同样是该遗址
出土的两件贯耳壶和一件陶豆上，均饰有蛇纹……陶罐、
陶豆、陶鼎上的蛇纹屡见不鲜，不胜枚举。专家认为，那时
蛇对先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影响，很有可能已成
为先民的祭祀灵物，或部族图腾。

聚焦中原，蛇形态、蛇纹饰在考古发现中仍没有缺
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上就发现过蛇纹。陕西渭南
地区出土的鸟龙彩陶盆，那鸟就是“鸟首蛇身”，纹饰与蛇
别无二致。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拓片《嫦娥奔月》，左上方
雕刻的是一轮圆月，月轮中央伏卧一蟾蜍；画面主体刻着
作飞升状的嫦娥。画面空白处云气缭绕，九星散布。引人
注目的是，这翩然成仙的嫦娥居然也是人身蛇尾。

近年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频频出现在
荧屏上。如果你见过实物，会发现那陶盘上环绕的似乎是
一条蛇。不过仔细分辨，这条蛇已经在悄然变化。它的身体
上不是蛇纹，而像鳄鱼的斑纹；头部两侧的方形似耳，与无
耳的蛇有别；牙齿为锯形，与蛇的牙齿不同；口衔枝状物，
犹似嘉禾。这是一条按照人的愿望正在变化为龙的蛇。

陶寺龙盘发人深思，一下让我想到了画蛇添足的寓
言故事。西汉刘向《战国策·齐策二》记载：

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
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
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
足。”未成，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
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

第一个画出蛇的人，因为给蛇添足失去美酒，而被第
二人享用了。自古以来，画蛇添足者都被视为蠢人，不过，
若是换一种眼光看，这位添足者未必不是富有想象力的
艺术家。画蛇添足，让蛇迈开了向龙转变的第一步，再添
角、添须、添尾……就是当代腾飞寰宇的中国龙。难怪世
人这样概括龙：“牛头马面蛇身子，鸡爪鱼鳞虾尾巴。”

此时再来看那位因画蛇添足而丢掉美酒的人，他非
但不愚蠢，而且目光远大，不为杯酒陶醉，志在创造代表
炎黄子孙伟大理想的中国龙。

话说回来，从陶寺龙盘到画蛇添足，龙的形象在演进
中千变万化，但无论其形态如何演变，以蛇为主体的特
征，却亘古不变。

无处不在的蛇民俗

供奉四方神灵，是民间久有的习俗。若是建庙，无论
大小都会有四方神灵在周边护卫。东青龙、西白虎、南朱
雀、北玄武，早已成为定式。青龙、白虎、朱雀，都是一种动
物，唯有玄武由两种动物组成，一种是龟，一种就是蛇。尤
其在道教庙宇之中，龟蛇合成的玄武形象屡见不鲜。

在民间，曾有信奉“五仙”的习俗，东北地区尤甚。五
仙是狐仙、黄仙、白仙、灰仙和柳仙。狐仙是狐狸，黄仙是
黄鼠狼，白仙是刺猬，灰仙是老鼠，而柳仙就是蛇。蛇怎么
会成为柳仙？这与神话里共工的臣属、凶神相繇有关。相
繇，又称相柳，《山海经·海外北经》写道：“蛇身九头，食人
无数，所到之处，尽成泽国。”相柳，其原型就是蛇。因此，
把蛇称作柳仙顺理成章。也有人认为，柳仙是对蛇的赞
美。柳树万条垂下绿丝绦，微风吹来，条条飘逸飞舞，婀娜
多姿，总让人联想到娇柔的女子。自古以来，文人喜欢用
杨柳腰形容女子纤细的身材，柳叶眉也是古代美女的标
志之一。蛇，身肢柔和，可与柳树、仙女媲美，封为柳仙自
然而然。

民间对蛇的崇拜很多，江南更为普遍。江苏宜兴人将
蛇称为“蛮家”“苍龙”。他们认为，蛇能带来吉祥好运，形
成了在元宵节、二月二、重阳节祭祀家蛇的习俗，称之“请
蛮家”或“斋蛮家”。台湾排湾人自称百步蛇后裔，喜欢用
蛇装饰自身，不少妇女将蛇纹刺在手臂上，以此为美。排

湾族酋长家里的用具多装饰蛇图案。
天南海北扫描了一圈，却忘了自己本就是在蛇文化

熏陶下长大的。孩童时期生活在乡村，哪怕家里粮食再
少、白面再缺，清明节前一日母亲都会蒸一个雪白的馍
馍，圆鼓鼓的馍馍上盘坐着一条蛇，人称“蛇馒头”。蛇馒
头寄托着父母望子成龙的祈盼。那为何不蒸个龙馒头？因
为在封建社会，龙是天子的专利，平民不敢僭越，民间百
姓就以蛇代替龙表达心愿。

清明节天色微明，我和一群伙伴便拿到了蛇馒头。此
时即使垂涎欲滴，也不能马上张口啃食，而要去村里最高
的白杨树下，把蛇馒头朝上空抛，嘴里还要大声喊出：“白
杨高，白杨高，请吃馍呀树梢梢，让我长得与你一般高！”
同时，双手接住下落的蛇馒头，这才能大口享用。

古典文学中的蛇

何止民俗风情，打开中国文学宝库，蛇同样活跃在其中。
“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在《诗经·小雅》中，女子梦见

蛇能生女孩，说明蛇是吉祥之兆。
“一蛇吞象，厥大何如”，在《楚辞·天问》中，屈原借助

蛇揭示一些人贪婪的欲望。蛇嘴何其小，象身何其大，小
蛇哪能吞下大象。此语流行于民间，变作“人心不足蛇吞
象，贪心不足吞太阳”。

“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李白将蛇写进
《草书歌行》。怀素的草书能够“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
尽中山兔”，狂颠得犹如酒后的李白。不过，李白再狂颠也
还有几分清醒，那怀素的笔墨落在纸面是何状态？“时时
只见龙蛇走”，书法酷似龙蛇起舞，真是水平高超！

西晋文学家傅玄奋笔疾书：“嘉兹灵蛇，断而能续。飞
不须翼，行不假足。上腾云霄，下游山岳。逢此明珠，预身
龙族。”“飞不须翼，行不假足。”快哉，快哉！

让我们穿越时空，再将目光投向伏案写作的柳泉居
士蒲松龄。他正在写《聊斋志异》，写狼，写鼠，写狐狸，写
着写着，写到了蛇，兴趣更浓了。写了一篇《螳螂捕蛇》，不
尽兴；又写一篇《豢蛇》，还不尽兴；再写一篇《蛇人》。《螳
螂捕蛇》中，小小的螳螂居然爬上如碗粗的巨蛇头上，啃
咬不放。蛇疼痛难忍，“摆扑丛树中，以尾击柳，柳枝崩
折”，可就是制服不了微不足道的螳螂。最终，蛇被螳螂割
裂皮肉而死去，这是蛇的败绩。蒲松龄似乎并不甘心，继
续写蛇。

《豢蛇》中，蛇变得驯顺了。一位老道士养蛇，蛇多且
大，大的“粗十余围”，小的“约可五六围”。蛇见到生人就
怒目而视，道士呵斥即乖乖闪到一边，蛇犹如家中的狗一
样乖巧。

再写到《蛇人》，文中的蛇有了人情味。蛇人以耍蛇为
业，他曾经养了两条蛇，分别叫大青和二青。后来，大青死
去，二青也不见了，蛇人不胜伤心。忽一日二青复归，还带
回一条小蛇。蛇人转悲为喜，称小蛇为小青。几年后二青
长得太大，只好放还野外。又过了数年，一次蛇人外出，被
一条大蛇追赶，回头看发现蛇头顶有个红点，认出是自己
养过的二青。蛇人放出箱子里的小青，两条蛇“交缠如饴
糖状”。蛇人将两条蛇一起放走，之后再没听到二青追赶
吓人的闲言碎语。

还有一篇《蛰蛇》，写出了蛇的神奇。一私塾挨近野
外，厕所紧靠石壁。有个书童如厕很长时间不见出来，先
生去看，惊奇不已。只见书童“起空中二三尺，倏起倏坠，
移时不动”。原来，“壁缝中一蛇，昂首大于盆，吸气而上”。
真是奇观！蒲松龄笔下的蛇多种多样，篇篇精彩。

魅力无穷的《白蛇传》

明代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关于蛇的最完
整、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

冯梦龙小说不仅扩充了此前的一些传说故事，还赋
予白蛇少见的人性。由白蛇变化而成的白娘子爱上了许
宣，与他结为夫妻。白娘子虽几番被道士、高僧窥破真身，
仍痴心不改，真情不移。然而，世人仍把她视作妖孽，最
终，白蛇被镇压在雷峰塔下。冯梦龙最初本是借助白娘子
的故事，劝说世人不要像许宣那样贪色着魔，何曾想到他
的妙笔，激发了民众对白娘子的怜悯之心和对爱情的渴
望之情。无数人口耳相传，又经过文士的整理和改编，故
事演变为家喻户晓的《白蛇传》。

《白蛇传》中的白蛇白娘子，一心一意爱着许仙。（许
宣在新演变出的故事中，已改名为许仙。）白娘子与许仙
成婚，不再给许仙带来麻烦，二人过着幸福欢乐的家庭生
活。故事里的矛盾和冲突皆来自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仙
的蛊惑。许仙听信法海的劝说，在端午节让白娘子喝下雄
黄酒，现出蛇形的白娘子吓死了许仙。白娘子冲破重重艰
险，取得灵芝仙草，救活了夫君。然而，许仙再次受到蛊
惑，被法海软禁于金山寺。白娘子带着小青与法海斗法，
水漫金山寺，许仙趁乱逃出来，有情人才重又团聚。这一
来，纯情的白娘子更为世人喜欢，不仅在故事中讲述、弹
词中传唱，还在戏台上演出、电影中放映。《白蛇传》被公
认为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中最为动人的一个。

姑且不说其他形式的《白蛇传》如何动人，仅戏剧中
的白娘子形象就醉人心田。醉人的不仅是颜值，更是白
娘子善良的心灵。我的家乡流行蒲剧，每次唱《白蛇传》，
乡村宽阔的戏台都会爆满。当那白娘子亮相一唱，顿时
安静得如同杳无人迹的空谷。至今我还记得白娘子的几
句唱词，“自从你离为妻悄悄出走，哪一夜我不等到你月
上高楼。对明月思官人我空床独守，思官人常使我泪湿
衫袖。我把咱夫妻情思前想后，怎不由我女流辈愁上加
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二愁咱夫妻情恩爱难丢，三
愁你茶饭不可口，四愁你衣服烂无人补绣。”不待演员把
白娘子思念许仙的唱段唱完，台下已爆出山呼海啸般的
叫好声。在我看来，人们大声叫好固然因为演员的唱功，
更因为演员以白娘子白蛇之口，唱出了世人心中对真挚
爱情的向往！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许多与蛇相关的地名。深圳有闻
名全国的改革开放前沿蛇口，武汉有扮靓诗词的蛇山。南
京不仅有蛇山，蛇山下还有蛇山巷。以蛇为名的村庄那就
多了，蛇盘村、蛇塘村、蛇骨村、蛇伸头村，分布在全国各
地。北京周边更是把带有蛇的地名多样化了，有蛇鱼川、
蛐蛇梁、蛇水湾，还有青蛇岭。辽宁大连有蝮蛇成群的蛇
岛，此外广东汕头、湖南永州、福建漳州等城市，都有蛇城
之称。

蛇地名、蛇风俗、蛇文化，从古至今，与我们相携前
行。感谢中华先贤，他们创设了十二生肖，将动物与我们
的生命密切关联在一起；他们创造了生肖文化，传给了我
们民族和谐共生的精神基因。

站在历史的长河
昂起我高高的头颅
丁村古人
陶寺先祖
尧王圣贤德高望重
点亮开启文明之光
上下五千年风雨
铸就我铮铮脊梁
创造出华夏灿烂辉煌
中国的名字从这里启航
响彻在世界寰宇
我左倚太行右靠吕梁
挺胸举起双手
撑起蔚蓝的苍穹
雄浑坚韧是我的品格
汾河奔腾
是我的血液在激荡
浪花涌动
是我心灵放飞自由歌唱
脚下肥沃的土地
是我深情的故乡
历史长河
风云卷巨浪
英雄豪杰显锋芒
大汉猛将霍去病传奇载史册
关羽英勇忠义世人膜拜
晋国称雄霸四方
更有武则天智破千重浪
司马光笔下春秋事
岁月长河永流芳
我的身躯覆盖着
有广袤的森林和无边的草场
我的胸中
有无数矿产宝藏熠熠生辉

黑金璀璨照亮八方
五谷丰盛盈满仓
滋养了华夏儿女共安康
浮山林红柿子繁
古县核桃皮薄肉厚香满园
隰县酥梨玉露香
吉县苹果诉衷长
隆化的小米永和枣
大宁西瓜赛蜜糖
山西熏醋
非遗之味醇千古
杏花美酒
浓郁甘香醉人间
名优土特
繁星灼灼映华天
洪洞大槐树
根深叶茂血脉相连
黄河壶口浪滔滔
那是中华民族
不屈不挠
拼搏奋进的号角在吹响
我用诗和远方
描绘华夏豪情万丈
讴歌神州华彩新篇章
中国
我爱你 情深似海无边无际
山西
我爱你 人杰地灵美名扬
临汾
我骄傲 华夏第一都源远流长
新时代新征程新篇章
在这热土上谱写奏响
高歌
三晋彩云中回响激荡

尧尧
风风

自晋南平阳徙居巴渝沙坪
坝，山河异色，风物殊途，感怀
颇深，遂作文以记之。

一曰天时
晋南平阳，寒暑易节，春燥

秋肃，冬雪皑皑，夏阳灼灼。而
巴渝之地，暑溽冬霪，四时云雾
缭绕，炎夏如蒸，湿气侵骨，偶
见晴空，竟似恩赐。初至渝州，
衣衾不干，足下生苔，恍若居水
泽之中，嗟乎！

二曰饮食
晋人尚面，醯醢为珍，一箸

刀削，一碟老陈醋，足慰乡愁。
渝州庖厨，椒麻辛烈，鼎沸九
宫，烫脍炙肠，初尝涕泗横流，
再食汗透重衫。然时日既久，竟
觉麻辣穿喉，如饮醍醐，快意非
常。呜呼，口腹之欲，亦可驯乎？

三曰风土
平阳地势坦荡，车马从容；

渝中山水盘纡，楼阁参天。或行
千步石阶，或穿百丈隧洞，仰观
轻轨悬空，俯见两江环抱。沙坪

坝者，文教鼎盛之地，庠序林
立，书声琅琅，少年意气，充塞
街巷。虽无故乡桑梓之闲，却有
都市蓬勃之气。

四曰人情
晋语沉浑，如汾水低吟；渝

言明快，似巴峡飞泉。初闻“摆
龙门”“要得”，茫然若闻夷语；
然市井之徒，性直如矢，笑骂皆
真，偶问歧路，必引臂遥指，殷
勤相告。虽方言隔阂，竟觉心扉
易敞。

山川殊异，北原南峦；民风
迥然，北朴南飒。故园迢递，莼
鲈之思未尝绝；然江山胜景，人
文荟萃，亦足拓胸臆。昔陶令适
南山，东坡谪岭南，皆随遇而
安。今吾徙渝州，虽无先贤之达
观，然假以岁月，或可融通南
北，心安此乡矣。

文言简略，然移居之变，非
千言可尽。水土渐服，乡音不
改，唯此间烟火冷暖，自成文
章。

徙居渝州沙坪坝感怀
□ 乔卫东

神 州 中 国 临 汾 放 歌
□ 程德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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