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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了解江西泰和蜀口村的故事，必
须从蜀口村的月亮说起。是月亮这一枚
通灵的宝玉，折叠了蜀口的秘密——

首先，蜀口的月亮是有姓氏的。它
照在蜀口村的古民居、古祠堂、古樟树
和四处成片的茶林上，其实就是照在蜀
口村的一本立体的族谱上。那族谱的封
面标示了它的姓氏，乃是复姓欧阳。

姓氏或许隐藏着一块地域的文化密
码。比如李姓多来自陇西，黄姓的祖先
是春申君黄歇，吉安的周姓往往与三国
时的周瑜有关，曾姓多是曾子的后人……
蜀口的月亮姓了欧阳，那是蜀口文脉久
远的证明。欧阳修、欧阳珣、欧阳守道……
每一个名字都增添了欧阳二字的分量。

其次，蜀口的月亮是有年份的。据
载，南宋建炎年间，礼部尚书欧阳德祖
任满还乡，从万安常溪顺赣江而下，发
现此地自然蓬勃，便在此立基，至今已
有近千年历史。由于地为沙地，不能种
水稻，蜀口世代便以种甘蔗和茶为生。
同时，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读书人的后
代，农作之余办教育、兴科举。蜀口的
子孙在科举之路上斩获颇丰，仅明清时
期就有进士 21 人、举人 28 人，官居尚
书、翰林院大学士、侍讲、左侍郎等190
多人。建于明永乐九年 （1411 年） 的欧
阳氏总祠“崇德堂”内，到处高悬“父
子进士”“兄弟尚书”“三世宪台”“朝天
八龙”等牌匾，记录着这个村庄父子二
人、兄弟三人或八人高中进士的荣耀。

士子中最为卓越的代表是明嘉靖二
年进士欧阳德。欧阳德官至礼部尚书兼

翰林学士，遇事侃侃持正，不避权贵，
在当时有着极好的官声。他还是明代十
分重要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弟子，“江右
王门”的杰出代表之一。

丰厚的文化积淀让很多文化名人与
蜀口村往来密切。王阳明任庐陵 （现江
西吉安） 县令时，就常到蜀口村做客，
还在村中讲学一个多月，并留下墨迹。
村中兼作书院的祠堂——复亨堂的堂
名，相传就是王阳明所写。

除了王阳明，本邑吉水人解缙也常
来村中访友饮酒，谈诗论文。后来解缙
担任内阁首辅，主编《永乐大典》，蜀口
村的学子欧阳俊、欧阳贤等都受邀成了
该书的编修。

二

很多地方的月亮只在天上，但蜀口
的月亮也在水中。蜀口四面环水，东南
临赣江，西北靠着从井冈山发源的蜀
水，是十分典型的、翡翠一般质地的南
方水乡。每到月夜，天上的月亮和水中
的月亮交相辉映，蜀口村银光闪耀，有
着童话和仙境一般的美。

可老实说，过去蜀口的月亮，像一
块蒙尘的老玉，是有几分陈旧和灰暗
的。因为地势不高，得了水利的蜀口也
常遭受洪水侵袭。淹在水里的庄稼坏
了，泡在水里的路烂了，村子到处泥泞
不堪，道路通行艰难，蜀口人进出村
子，难免怨气满天。

蜀口洲人赖以为生的经济作物是甘
蔗和茶，可传统的经济方式也会不断经
受考验。泰和糖厂因种种原因倒闭，蜀
口的甘蔗就种不下去了。茶叶种植技术
得不到更新，茶叶品种不优，茶园面貌
老化，产品长期靠摆地摊销售，如此生
产能力和销售水平，怎能养活一村三千
多男女老少？

璀璨的科举文化只代表过去，有着
千年历史的茶换不来钱，进出村的路没
法修建，防洪堤也无法提升改造。蜀口

村守着“聚宝盆”过着苦日子，成了令
所有人尴尬的贫困村。

怎么办？老玉要时时盘，才会有包
浆。月亮上的灰尘要时时擦，才会越来越
亮。贫困的帽子要摘掉，一个村庄要想振
兴，首先要改变思维，更新理念——

围绕蜀口的建设，泰和人抛弃了
“洲”的旧称，引入了“岛”的概念。

蜀口过去被称为“蜀口洲”。洲，乃
是农耕文明背景下对水中陆地的称谓，
总是有几分木讷和土气的。

而同样指涉水中陆地的“岛”却是
野性的、梦幻的、风情万种的，想想蓬
莱仙岛、鼓浪屿、西西里岛就知道了。

泰和人将“洲”改为了“岛”，还在
岛前加上了时髦的“生态”两字。如
此，“蜀口洲”就成了让现代人怦然心动
的“蜀口生态岛”。

围绕“生态岛”理念，泰和人开展
了一系列旨在擦亮蜀口“月亮”的举措：
筹措资金完成防洪堤建设、道路硬化美化
工程；优化传统茶业的同时，大力培育柑
橘、板栗、花木、蔬菜养殖产业；开发古村
文化旅游和农业生态旅游，全力构建食、
宿、行、娱、购、游等配套服务体系……

经过数年建设，蜀口这个拥有多种

文化和旅游资源的传统村落，成为闻名
省内外的国家 AAAA 级景区，更成为人
们争相打卡的“千里赣江第一岛”。

蜀口美了，蜀口的月亮更亮了。古
村文化、生态观光、水上娱乐、农家体
验、休闲垂钓等元素被注入蜀口，当年
蓬头垢面的蜀口，摇身一变成了T型台上
走秀的时尚美人。

三

在当地朋友的盛情邀请下，我去了
蜀口。我是奔着月亮去的。我想看看这
个村庄上空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我被
安排在名为“一方院子”的民宿里。时在朔
望之间，天又晴好，我看到了月亮——

它从蜀口古祠堂、古民居的屋顶和
许多古樟树的树梢升起，然后挂在了半
空中。天上的星星钻石般闪闪发亮。地
上的蜀口村里，高的是古樟，是收藏了
古老故事的民居，以及有着粮仓和鸟巢
造型的崭新民宿；低的是地毯一般的
草，怒放的花圃，蜿蜒的滨江路，此起
彼伏的虫鸣……因为月光的加入，整个
蜀口生态岛宛若一个梦幻世界。

它在蜀水和赣江水里静静地泊着。
整个水面涌银耸翠，富丽又质朴。月光与
波光相互激荡，将蜀口映衬得分外动人。

可我看到的并不是蜀口月亮的全
部。我竟然还看到了路上的月亮——

那是我第二天早晨起来跑步时发现
的。它是白色的，平面的，像一条小
船，喷绘在深蓝底色、有红白浅蓝三色
线条修饰的滨江游步道上。它只有一轮，
让一心跑步的我猝不及防，脚步踩到了它
的身上，我的脚明显感觉被烫了一下。

毫无疑问，这是一轮人工的月亮。
比起天上和水里的月亮，它当然不算
美，不算亮。可就是这样一颗手工的、
简笔画一般的月亮，同样深深打动着我。

它也许来源于景区设计者的巧思匠
心，也可能是喷绘工人的信手拈来。但
毫无疑问，它代表着人们对蜀口未来的
祝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月亮，这个古老的母体，从来就是
美好的代名词。它是爱，是诗，是理
想，是天堂……我毫不怀疑，月亮经常
照耀的地方，月亮乐于祝福的地方，或者
信仰月亮的地方，都是人间最美的地方。

题图：在江西省泰和县蜀口村，蜀
河水蜿蜒流淌。

邓和平摄（人民图片）
上图：游客在蜀口生态岛旅游景区

体验水上项目。 邓和平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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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重庆合川
涞滩古镇旁，老屋后门不
远处有一块大石坝，人们
就用这三个字给村子命了
名。大石坝其实就是一整
块宽阔干净的石头，总体
呈椭圆形，由东北方略向
西南方向倾斜，别的村少
有这么好的天然晒坝，我
们 常 常 以 此 为 豪 。 大 石
坝，无疑是我们乡愁的重
要部分。

大石坝能够晒近 20 家
的粮食。稻谷、苞谷、高
粱、油菜，有的人家也晒
红苕干。农闲时，晒很多
柴草，有好几家甚至把苞
谷秆和稻草麦草成垛地堆
在石坝上。大石坝西边有
我们家的菜地。两块较大
的 土 地 中 间 有 宽 而 深 的
沟，沟底是狭长的石头。
土地靠近大石坝一边种南
瓜 和 丝 瓜 ， 稀 疏 的 藤 叶
间，扁圆的青黄的南瓜隐
隐可见，让人欢喜不已。

当年为看守粮食搭建
的草棚还在。那些年，暑
假期间，我常常帮二姐夫
看守堆好的苞谷和稻谷，
在草棚里和长脚蚊斗争，和瞌睡虫抗衡。近 30 年了
吧，日晒雨淋，盖在上面的稻草和麦秸凝成一板，竹
木架也脆断塌陷了不少，但它依然挺立在那里，如同
岁月的雕塑一般，安守着故乡的寂寞。

石坝上用錾子手锤打出一条条浅浅的痕迹，是一
家和另一家的界线，丰收时节，远看近看是一块块不
同形状和颜色的粮食。有时有人家忙不过来或外出，
大家彼此帮忙照看和抢收。

人们在大石坝中间开凿了一条深约三寸宽约两寸
的排水沟，顺着石坝的倾斜蜿蜒而下。我常常认真疏
浚堵在其中的树叶和泥沙，像在经营一项庞大的水利
工程。下大雨时看着浩荡流水，年少的我十分兴奋地
跟着奔跑，有时还用竹木片作船，在狭窄湍急的流水
中疾驰，禁不住生出“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
重山”的感叹。

逢夏秋高温多雨季节，我们喜欢相约到大石坝边
上去看渠河涨水。水涨得越大，往往越是欢乐，完全
忽略了下涞滩临河人家的惊慌和苦痛。每当看见暴涨
的水渐渐退去，我们会带着遗憾往回走。要知道，能
够亲眼看见一条小河陡然变成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江，
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在娱乐匮乏的年代，我们胸中
朴素的欢乐会油然而生。

今年谷雨前回了趟老家，站在石坝上，仿佛觉得
石坝缩小了数倍。有的地方表面上有一层石皮翘起，
看上去粗糙极了；有的地方长了青苔，色彩由浅渐
深，像是岁月留下的淤痕。80岁的莫六叔正好扛着锄
头路过，莫二哥在苞谷地里除草，几株滴水观音在石
坝边的泥土里摇曳，附近的橘柑花开正香。一瞬间觉
得故乡在苍老中蕴含着生机。

那天，随意拍摄年近90的老父亲站在百年老屋门
口。老屋当是清末所建，屋脊梁木粗大，门槛长而
高，斑驳的老墙壁上有两个燕窝，燕子年年春来秋
去，如同家人……太多记忆纷至沓来。我刚刚建好老
家微信群，乡亲们一窝蜂拥进来，文字、图片、语
音，热闹非凡。他们终于找回了失散多年的朋友和童
年记忆以及久违了的故乡，兴奋不已。

这么多年，每次回家，我都会悄悄去大石坝，散
步、拍照、冥想，仿佛寻找一个精神的托身之处，用
一个独立空间来安放心灵，也借此提醒自己，把城市
的日子过得缓慢而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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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近七月中，女儿要拉我去青
海门源观赏油菜花。我心里嘀咕，
油菜花有啥稀罕？哪里都有，何必
千里迢迢。况且，现在甘肃永登苦
水、红城一带的油菜籽即将收割完
毕，门源还会有油菜花盛开吗？怀
着疑虑，我终究还是随她出发了。

车从甘肃窑街进青海，过西
宁，经互助，沿大通河畔的民门公
路溯流而上。祁连山地，一派高远
辽阔。河畔农田里，青稞滚滚，油
菜地里，有的油菜已经结了角，高
坡上的一些地块里，还有稀稀落落
的黄花。我心里想：看来，这次只
有看油菜花开尾巴的份儿了。

3 个小时之后，车依导航指示
拐入一个山口，进入门源辖地。又
行不久，觉得凉风习习，空气里带
着充足水汽，青草的绿色里泛着嫩
嫩的鹅黄。再前行，大片金黄呈现

眼前——门源盆地正是油菜阡陌，
黄花盛开的时节。金黄的油菜花告
诉我：祖国幅员辽阔，物候差异很
大，不能用自己狭隘的生活经验去
判断异地事物。

正前方，楼房栉比——门源县
城所在地浩门镇到了。我们穿城而
过，被路边延绵不断的油菜花深深
吸引。这里的油菜有千年种植历
史，俗有“门源油，天下流”之
说。它不仅是一种农作物，还成为
当地蔚为壮观的花海景观，形成全
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小油菜种植
区域。放眼四望，祁连山、大坡山
围成的盆地里，延绵不断的金色夹
杂着一些绿色板块，形成了一片极
富特色的田园风光。

车行20公里，插入往景区的道
路，几分钟后，便抵达尕大滩游客
集散中心。办好游览手续，我们迫

不及待地顺着木制栈道爬上山丘上
的观景台。这里虽不是最高处，但
也有“一览无余”的感觉。西起青
石嘴，东至玉龙滩，南临达坂山，
北到甘青边境的冷龙岭，50万亩油
菜花海延绵数十公里。这里还能看
到祁连山巅的雪，坡地草原上的牛
羊，星星点点的村庄……高低远
近，各显景致。

浩门河、岗青公路和兰新高铁
像三条巨龙逶迤在浩门盆地里。浩
门河素雅白洁，风姿飘逸；岗青公
路乌油黢黑，行驶其上的各色车辆
像浮动于乌龙身上的彩色云团；青
灰色的兰新铁路钢身铁骨，高速行
进的列车像直刺前方的利剑，刹那
间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相同
的是，这三条巨龙都被金黄的油菜
花簇拥着。我谓此景是“三龙嬉金
波”，妻女纷纷点头赞同。站在浩
门河边，或是公路、高铁的路基上
向两边看，全是铺天盖地的金黄
色，一望无际，令人震撼。浩瀚无
边的黄色是主体，河水和公路、铁
路成了陪衬——三条颜色不同的纤
细飘带，在金黄中流淌、穿越。

观景台下的油菜花大田里，农
场职工们用青稞“绣”出了“永远
跟党走”五个巨型大字，碧绿的宋
体大字在金黄油菜花的衬托下，显
得格外明亮耀眼。大块的油菜花板
块里，分布着一些青稞，黄绿相
间，色彩对比鲜明且协调。这些大
色块的构图，给游人以丰富遐想。
尕大滩村像是被围在色彩板块中的
岛屿，在金黄和碧绿中沉浮摇曳。

到门源，步入油菜花海世界，
一路上花迎、花伴、花送，饱览全
国最大油菜花海，领略大自然之壮
美，这着实令人振奋。

上图：兰新高铁一列动车驶过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油菜花海。

成 林摄（人民图片）

赏门源油菜花海
赵智远

赏门源油菜花海
赵智远

北宋赵汴在《成都古今集记》中
明确记载了“成都十二月市”：“正月
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
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
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
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这些每月定期销售四川土特产品的集
会，吸引全国各地的商贾前来赶市。
这不仅活跃了成都的商业贸易，更丰

富了千余年前老成都人的市井生活。
不过，尽管当年十分繁华，“成

都十二月市”却不为今天的成都人所
熟悉。经过精心论证、规划，四川省
成都市锦江区在锦江河畔的东门码头
兴建了“成都十二月市博物馆”，并
于2022年1月开馆。博物馆以“成都
十二月市”为切入点，旨在解读成都
商业文明密码，展望新发展格局下的
城市未来。

该馆包含序厅、场景空间、环幕
影院、尾厅4部分，呈现成都12个月
热闹市集的代表场景，通过“商品·
商摊·商铺 （市从业生） ”“商人·商
币·商路（商因市盛）”“商街·商场·
商圈 （城商共荣） ”3 个单元，生
动形象地讲述成都故事。

不同于传统博物馆，“成都十二
月市博物馆”着重互动性、参与性。
参观者可通过“交子券”互动游戏，
了解水井坊古法酿酒技艺，或与铺户
掌柜互动对话，或对照成都名小吃菜
谱现场点餐，现场还有AR蜀锦汉服
换装体验等多媒体互动。

在这里，参观者可以近距离了解
“成都十二月市”的历史。唐代时，
成都已逐渐形成每月专项集市，即商

品交易会，及至宋代形成“十二月市”
的固定叫法。详细而论，三月蚕市，兴
起于唐贞元年间，每年三月初三在成
都城北举行。城乡官民此时至观“祈乞
田蚕”，或游宴聚会。最初，专卖蚕茧、
蚕丝、桑叶及有关器物，后来慢慢扩大
到一般农具及花、木、果、药材、杂物等
农副土特产品。八月桂市、九月药市、
十月酒市，更为著名。所谓桂市，自然
是与桂花有关。每年夏历八月，成都
满城金桂飘香，桂市如期而至，人们
聚在一起喝桂花茶、吃桂花糕、饮桂
花酒。紧随其后的九月药市，则展示
了成都丰富的药材资源。药市之后，就
是酒市。成都人好游乐，“酒”这个游宴
饮品至今都是四川人的心头好。成都
十月酒市销售的名酒，主要有成都文
君酒、锦江春和汉州（今广汉）鹅黄酒、
荣州（今荣县）琥珀酒、眉州（今眉山）
玻璃春等。这些美酒，被当时的文人
墨客化为笔底诗篇，如陆游的“叹息
风 流 今 未 泯 ， 两 川 名 酝 避 鹅 黄 ”
（《游汉州西湖》）和“鹅黄名酝何
由得，且醉杯中琥珀红”（《城上》）。

“成都十二月市”虽在南宋之后
就断市了，但市集和风俗依然传承至
今。“成都十二月市博物馆”的建成
开放，还原了成都千年繁华盛景，也
增添了潮流时尚。它并非孤立呈现成
都集市商贸历史，而是与周边的春台
市锦、纯阳市集等现代市集，望福
街、玉成集巷、梨花街等传统街区，
天府广场、宽窄巷子、太古里、春熙
路等文化闹市，东门码头、夜游锦
江、合江亭滨江公园等地标名胜区形
成互动系列游览目的地。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
画图。”“十二月市”重现成都，沿袭
千年商业基因，融合新消费新场景特
色，重新“绣织”新月市场景，为人
们展开了一幅成都市场交易繁盛、百
姓安居乐业的风情长卷。

左图：成都十二月市博物馆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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