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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香 一 瓣

老巴县 最重庆
传承文脉，续写文明
主办单位：重庆市巴南区委宣传部

上游新闻-重庆晚报

那些年曾有过的梦想

古镇的道路，阡陌纵横
街角处花树
抖擞着初夏气质，砖瓦若丛书
沉甸甸的分量，大河
在旁，庄严地流淌
只为记载那些年的事情

斑驳深巷中，屋檐匾额下
遥望往昔，行迹与云色
昨晚的细雨，将岁月筋脉洗涤
从门牌边走过时
就会感受到啊，你们的目光
饱含从未消泯的热忱

月亮田的蛙开口了，调清扬
古老之地沉醉新的耕耘
我来，印证传奇，觅数亩美好
亲近激发生命活力的星斗

中午的太阳，给石墙上的
文化脊梁涂染金色，长江宽阔
微澜起伏，远山如墨
站在这个地方，观此镇气象
如虎踞，如狮蹲

更似乎一只巨大的飞鹰
左侧新区，扇动对明天的希望
右边，历岁月磨砺的街巷
扇起来自根系的力
旧屋，古树，沧桑而不老

喜欢看，卖白糕的店主
满足的笑，中学生踢球的呐喊
走进那些宫庙，端碗凉虾
仿佛与当年的他们弦歌一堂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周成芳

晓凤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动态：“您还记得曾经的梦想吗？
产生梦想的原因是什么?那些梦想都实现了吗？”

这话题一抛出，评论区顿时热闹起来。有的说父母是教师，
自己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的说在电视上
看到当军人能保家卫国，曾梦想走进绿色军营；还有的说成为救
死扶伤的医生很光荣，也想做一名白衣天使……

这话题也勾起了我的兴趣，我想起了那些年曾有过的梦想。
读小学三年级时，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我的梦想》，好

多同学写将来要当警察、教师、医生……这些职业在我身边比比
皆是，我感觉一点儿也不够档次。我在书本里读到牛顿、爱迪生
等科学家的故事，感觉他们才是我的偶像。我大笔一挥，在作文
本里写下：“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科学家。”其实我对科学家的概念
完全模糊。家里三亲六戚也没一个跟科学家沾边。我也根本不
懂要如何实现这个梦想。没多久那个崇高的梦想就被我抛到九
宵云外。

小学五年级，安徽马戏团来小镇演出。演员们个个武艺高
强，不但可以像孙悟空一样连续翻好几个跟斗，还可以在肩上扛
着一根板凳，脚踩在十米高的钢丝上自由地走来走去。一些比
我大不了多少的女孩在头发上系一根绳索，拴在很高的铁架上，

整个身子吊在高空中，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我连看了几场，顿
时热血沸腾。我给当时正上大学的哥哥写了封信：“我的梦想是
当一名杂技演员。”那之后我开始练习弯腰、倒立，在学校操场上
天天翻双杠。上初中后学习任务重了，也懒得再去运动。翻跟
斗的技术没见上涨，体形却迅速横向发展，杂技演员的梦想就此
夭折。

上初中后，受语文老师的熏陶，我渐渐爱上写作。习作经常
被老师当成范文在全年级朗读。初二时我的文章《我的路》在全
校征文比赛中获初中组第一名。看到自己的名字登上大红的光
荣榜，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在日记里大胆写道：“我的梦
想是将来当一名女作家。”我将日记偷偷珍藏，内心明白，那个梦
想就跟当科学家一样遥不可及。

大学毕业后，我为了生活四处奔波。为寻找一份月薪600
元的文员工作，天天穿梭在省城各大人才市场。日子一天天过
去，我递交的求职信几乎都音讯全无。漂泊他乡，居无定所。
我感觉自己已经没有远大的抱负了，只求能尽快找一份能解
决基本衣食住行的工作。现在想来，那算是我最接地气的一
次梦想。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报上看到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

试的通知，顿时有了兴趣。举着小旗，带领游客饱览祖国的大好
河山，这导游工作想想都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我靠着学生时代
积累的写说基础，顺利通过口试，笔试，从全市2000多名考生中
脱颖而出，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民间大使。

几年的带团生涯让我逐渐意识到，旅游业的发展，能推动当
地经济的发展。我想起了家乡小城，那里也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却因缺乏宣传和打造，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我又有了新的梦
想———回到家乡成立专门的旅游公司。

我毅然背起行囊，回到久别的家乡创业。我每天搜集整理
相关资料，培训讲解员，撰写导游词，并根据多年的旅游从业经
验，精心组织策划了旅游线路。

时光飞逝，转眼我返乡创业已经十多年，在家乡的土地上已
站稳脚跟。丰富的人生阅历，为我积累了更多的创作素材。我
在辛苦创业的同时，也一直致力于文学创作，所写文章陆续在各
地报刊杂志上发表，并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

当我收到省级作家协会会员证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激
动。虽说距离心目中真正的作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也算终
于实现了初中二年级时的梦想。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每到一年高考季，脑海里就出现莘莘学子们匆匆忙忙的身影，还
有那一双双饱含希望又略带焦虑的眼睛。高考，与青春有关，与梦想
有关，它会让曾有过此经历的人终身难忘。

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当时我在巴县永兴公社寨子坡知青
场当知青，立马和几个知青同伴请假回城找书复习。没有老师指导，
同伴们互为师生，遇到难题，把不懂的题收集一起，谁回城就请他找
老师解答。从9月接到通知到12月开考，时间紧迫，尽管白天劳作
辛苦，晚上我们在知青场上的一间空房子里支起桌子挑灯夜学。冬
夜寒冷，大伙找来柴禾在屋中燃起炭火驱寒，在微弱的灯光下啃那些
已经淡忘了的课程。

记得那年高考时间是12月下旬。开考头天，我们公社100多名参
加高考的男女知青背着铺盖卷走去赶客车，区政府安排大伙们在粮站
的一间大粮仓里打地铺。第二天高考开始了，共考了两天，科目只有
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门。时隔46年，考了些什么都忘记了，奇怪的
是有两道题却记忆深刻。一是语文试卷中的默写毛主席的诗《蝶恋

花·答李淑一》和物理试卷中的“木球掉入水中”的力学计算题。其实，
许多人考完4科心里却没底。出了考场，我又回到知青场继续干农活。

转眼到了1978年初春，有天上午，大队张书记突然跑来知青场，
通知我到公社开会，寨子坡就我一个知青去。当我赶到公社时已近
中午，来到公社的小会议室，见一向威严的公社刘副书记笑容可掬请
我入座，并向我祝贺。天啦！我中榜了！我恍然如梦，不敢相信，从
公社出来，我一路小跑回到寨子坡告知我的知青伙伴们。

接下来是等候录取通知书，没想到，带着期盼的等待感觉好漫长。
3个月后，那封点燃我心中梦想的一纸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狂喜的心
情无以言表。寨子坡的伙伴们为我欢呼雀跃，有的提议厨房马上生火办
席，把保管室的高梁酒抱出来，办夜宴庆贺。寨子坡上灯火通明，欢声笑
语。知哥知妹们真的是情深似海。

那一年高考，那一年奋战，那一年期待，那一年欣喜，如今历历在
目。回味起那段青春的岁月，那种为梦想而坚持的勇气与力量，至今
都会心怀感动。 （作者系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

回味我的高考往 事 回 首
樊开源

巴南区丰盛古镇，美丽、朦胧又神秘的巴县老院子；历史悠久的
碉楼，眺望丰盛全景；背景的彩色森林，云雾缭绕，像神仙居住的地
方。最美五月，天高云淡，我从南坪驱车直奔丰盛古镇，走进场口，我
被古色古香的气韵迷惑了眼睛。

我们坐在古镇的老茶馆，啜一口盖碗茶。清晨的雾气刚散，此时
的老街更像一个淡妆旗袍美女，无言之中显出她奇妙的韵致。这样
一个古镇，让人有些琢磨不透，琢磨不透为什么历尽沧桑，她仍是那
样清新婉约，有一种质朴又无法复制的美。

丰盛古镇安静得像一个世外桃源。给人的模糊影子是黄土色，无论
老房子还是老院子，都是土黄色木墙，错落的在淡淡的阳光下，仿佛还保
持着多年前的旧颜。吸引我的首先是古镇的地面，一块块的石头被岁月
的脚步磨得光滑发亮。完整的石板街有福寿街、十字街、半边街。古镇
有小桥，桥下是荷塘，睡莲已经开了，摇曳着初夏的风情；有建筑，是古老
的木雕技艺，孤独而绝美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有小店，门口叮叮作响的
挂饰，或者琳琅满目的手工编织品，无一不传出一种浓郁的怀旧气息。

在这里，我仿佛踏进了历史的画卷，顿时有穿越时光的错觉。
我遥想着几百年前的热闹非凡。丰盛镇始建于宋朝，在长江南岸

20公里，东距朝天门码头40公里，是巴南、涪陵、南川三地交界处，所以
旧时称为“一脚踏三县”。明清时因商贸发达而“兴场”，号称“长江第一
旱码头”。昔日，往来行人、马帮途经这里歇脚，逐渐孕育了烧茶水、做饭
菜、住客栈等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建房开铺，沿线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最终形成喧哗热闹之地。每到赶场那一天，市集上百货皆聚，应有尽
有。村民三五成群地从附近村庄赶来，有买有卖，趁便约亲友办些事。
去凑热闹，喝茶聊天，乡邻大事、百家人生尽在场上。丰盛古镇呈“回”字
格局分布，建于平原众阜“九龟寻母”间。其东、西、南、北四方均有通衢
场口，即涪陵场口、南川场口、木洞场口和洛碛场口，场口设有昼开夜闭
的栅子门。古镇周围还有奇石珍品“紫云响石”“地下钱塘”“地下迷城”
溶洞群，以及延绵数里的“彩色森林”等地质奇观和自然景观。清乾隆
《巴县志》载曰：“丰盛乡，世称封门，位平原众阜之中，大镇也”。

岁月的风沙并没有掩盖大镇的光芒，经历了时代的变迁近乎完
美地保存下来。如今的丰盛古镇华丽重现，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国家文物局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镇上有不少“巴县老院子”，规模宏大，呈现“口”字形、“日”字形、

“器”字形的四合院布局，雕刻精美，占地较大。许多还配有碉楼，由
黄泥、石灰和糯米粉混合浇筑而成，成为研究巴渝文化的重要载体。
当我们走进古镇标志性建筑“十全堂”，不禁惊艳惊叹。这里原为富
甲一方、声名显赫的刘氏乡绅刘祝山的商邸，亦是过去丰盛商贾聚首
的商会会馆，是当地有名的“大宅门”。“十全堂”的建筑豪华大气、木
雕众多，是巴渝传统特色，但内设个别布局亦有中西合壁之感。院子
里花草茂盛，鱼戏莲叶，摆有清代家具、木水车、石缸、木轿子等老物
件。走上二楼，居然还有一个秘密的后花园依山而建，小桥流水，别
有洞天，令人感叹此建筑设计之奇妙。

十全堂的碉楼是古镇的至高点。我们从狭窄到仅一人能走的楼
梯上去，视野豁然开朗，这里能看到整个古镇的风光。极目远眺是巴
南山水，近处是古镇的青砖瓦房，摩肩接踵，能看到或圆或方的空间
里，一幅幅流动的生活景象，充满温暖的烟火气。

逛丰盛古镇，不去淘点特产可谓遗憾。街两边全是小店，形形色色，
错落有致。在这样一个散淡的早晨，忽然看见那些儿时爱吃的川渝特产
零嘴，恍惚中真像回到了久远的年代。老咸菜、阴米酥、手工糍粑、炒黄
豆、炒花生，一路吃下去，快乐得像小时候过春节。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
十字街，有家老字号“四合胡豆”，据说传承了六代。“四合胡豆”的老板姓
刘，从18岁开始就跟着父辈学做“怪味胡豆”，至今已经快30年了。他家
的“怪味胡豆”没有加任何化学添加剂、防腐剂，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
从泡豆子、油炸、制糖衣、拌佐料、包糖衣、晒干,一步都不马虎。吃进嘴
里，满是儿时的味道，麻辣回甜，香脆不油，停不下来。

游丰盛古镇，一路都有村民自豪地说这里是长寿之镇，据说这里
90岁以上的老人有一百多名。以前有位田乡长，是丰盛古镇的首任
乡长，德高望重。他也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大善人，场镇上的人们
对田乡长割肉救父的故事至今仍津津乐道，感动着后辈。所以丰盛
古镇也是“孝善之乡”，有孝善协会，传播着孝善文化。在这里，邻里
互助，孩子孝顺，老人长寿，生活幸福。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古
镇吸引我的地方不只是古老的建筑、美丽的风光，更是它深厚的文化
底蕴、传承的淳朴乡情。每一个来这里的人，游走在有几百年历史的
青石板路上，身心都能被蕴藏其间的馥郁灵气所浸润。

丰盛，你的古韵悠悠，一直在我心中挥不去地袅绕！
（作者供职于南岸区文联）

感受丰盛的古韵
赵瑜

诗 绪 纷 飞

在蛙鸣李庄
的季节里

（外一首）
屿夫

去与当年的他们弦歌一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