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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昭通北端的金沙江畔有一颗璀璨
的明珠——水富。

水富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金
沙江与长江的过渡地带，是长江经济带
的起点，有“中国观赏石之乡”“温泉之
都”等美誉。水富依水而建、因水而兴，
距离四川宜宾市区只要半个小时的车
程。它是连接川滇、出滇入川的重要枢
纽，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港、七彩云南北
大门”之称。南接乌蒙山麓末端与盐津
县相邻，西接绥江县，东、北分别以横江、
金沙江为界与宜宾市叙州区隔江相望，
总面积 439.95 平方公里。地势东北低、
西南高，境内水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45.1%，造就了其独特的人文地理和自然
景观。

最早知晓水富，缘于老家的一个亲
戚。当年，那位好学上进的亲戚，幸运地
走进了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云天化”）工作。那些年的云天化，
在我心中是神一样的存在。我们小孩子
不知道云天化是做什么的，大人说，那是
生产化肥的地方。我们不信，父母叫我
们翻看家里的尿素袋，上面果然有“云天
化生产”的字样，还标明生产地就在水
富。从那以后，我便对水富有了最初的
记忆。后来，有些成绩拔尖的孩子，可以
去云天化中学读书。云天化中学教学水
平高，是全市数一数二的学校，教育资源
也是顶尖的，是云天化集团办的学校，要
是哪家的孩子去了云天化中学读书，那
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曾经，我以为我的孩子没有机会就
读云天化中学，但孩子高考没考好，选择
了去云天化中学补习，也算圆了孩子去
云天化中学读书的梦想。云天化中学舒
适的教学环境，雄厚的师资力量，就连学
生宿舍都是极好的，老师也很负责。孩
子在那里补习了一年，成长进步了不
少。孩子说：“在那里，所有人都在认真
地学习，我不能贪玩，也要好好学习。”

金沙江，这条孕育了无数生命的母
亲河，是水富生生不息的“命脉”，见证
了水富的历史变迁。金沙江不仅为水
富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成就了向家坝
水电站这座宏伟的水利工程，还为这片

宁静的土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成为水
富的又一张亮丽名片和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更为水富这座“滨江城市”增添了独
特的魅力。漫步江边，感受着江水的雄
浑与磅礴，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对大自然
的敬畏之情。

水富，一个神奇的地方，江边多奇
石。印象中，这些年来水富关于奇石文
化的活动是很多的。2012 年 6 月，水富
在西部大峡谷承办了为期 9 天的云南省

“十大文化产业会展”之一的中国首届
金沙江奇石艺术博览会。全国各地的
商家、奇石收藏家和爱好者云集水富，
参观奇石玉雕、编织刺绣、陶瓷茶具、古
玩字画、民间工艺等。会展期间，还举
办了石文化论坛、奇石精品评奖活动、
精品拍卖交易会和文化产业项目招商
会等活动。永善也组织了展团，设立了
专门的展区展位，展示永善奇石以及民
族民间工艺品、书法美术作品等。后
来，水富每年都会开展规模不等、形式
不同的奇石文化展览、交易、商贸等活
动。有一年，我和几个好友相约去看奇
石，收获真是不小。我购买了一个非常
精美的玛瑙吊坠，手指头大小的玛瑙晶
莹透亮，中间一团白色，犹如一个花瓶
图案镶嵌其中，花瓶上一株红色的仙草
花活灵活现，让人爱不释手。那天，我
们逛了很多摊位，但我只看上了这枚奇
异的石头。付款后，店家问我要不要打
孔穿上绳子，我担心破坏了玛瑙的完
美，便拒绝了，就这样带回了家。后来，
我请专业的师傅给它做了镶嵌，一个精
美的吊坠就完成了，又买了一条项链配
上，算是“珠联璧合”了。虽然花费了不
少钱，但那是我最钟爱的一个吊坠，也
是我水富之行的最大收获。

西部大峡谷，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
地方。当踏入西部大峡谷的那一刻，仿
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只见四周
群山环抱，翠绿的山峦连绵起伏，像是大
自然张开温暖的怀抱，将这片神奇的峡
谷紧紧地拥在怀中。曾几何时，西部大
峡谷带着深藏在金沙江谷底 2380 多米、
出水口温度高达 85℃的神奇温泉，从“山
青”“峡急”“水险”的金沙江河谷走来，后

到群峰起伏、蜿蜒天成的玛瑙山，用自己
的美丽和魅力，成就了西部大峡谷独有
的“一江（金沙江）、一水（温泉）、一站（向
家坝水电站）”。在这里，人们可以忘却
疲惫，放松心情，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
赐。它像温暖的港湾，是人们远离喧嚣、
回归自然的心灵栖息地。因为向家坝水
电站的建设，原有的温泉位置淹没在库
区，现在的温泉是后来开发的。除了传
统的温泉、鱼疗等项目外，还逐步开发了
很多新的水上项目，比如飞龙迷幻、超级
漩涡、夏威夷水城、六彩竞赛滑梯等，要
是你来到这里，能享受到吃住行“一条
龙”服务。记得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我
和几位好友在水富街上游玩了一天，疲
惫不已，决定去西部大峡谷泡温泉。一
群人在温泉里放松身心、畅游嬉戏，好不
快乐。这里有形态各异、风格独特、功能
不一的浴池，如花瓣池、牛奶池、醋池、中
药池、鱼疗池、情侣池、亲子池等，散落于
奇石之间、花草树木丛中。我们各取所
需，选择自己喜欢的池子。劳累之余，躺
在温度适中的池子里，温暖的泉水包裹
着身体，所有的疲惫和压力都在这一刻
渐渐消散，身处其中，如坠梦境。闭上眼
睛，静静地感受着泉水的抚摸，思绪仿佛
飘向了远方。在这里，时间像静止了一
般，只有那无尽的温暖和宁静。

铜锣坝，水富市的一颗绿色明珠，素
有“避暑天堂”“天然动植物园”“鸽子花
的故乡”之美誉，总面积 32.37平方公里，
1999 年 5月被正式评定为国家级森林公
园，是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自然生态旅
游目的地。平均海拔 1500米的铜锣坝国
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 96.17%，全
年平均气温 14.3℃，空气清新，气候宜
人，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绝佳康养旅游
休闲度假胜地，被誉为滇东北的“绿肺”，
是洗涤心灵的“天然氧吧”。这里，绿树
成荫，鸟语花香，空气清新，让人仿佛置
身于人间仙境。森林中，小溪潺潺流淌、
清澈见底；溪边的野花在微风中摇曳生
姿，散发出阵阵芳香。走进铜锣坝，仿佛
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假日休闲，邀上
三五好友，来这里领略大自然的神奇美
景。抑或独自一人，带上帐篷，来这里露

营，畅享属于一个人的宁静，远离城市的
喧嚣，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

邵女坪，宛如一颗温润的明珠，在金
沙江畔散发着宁静而迷人的光彩。走
进充满民族风情的旅游度假小镇邵女
坪，这里风光旖旎、碧水涟涟，漫步沙
滩，可以与一湾碧水亲密接触，在江边
烧烤，可以畅享美好人生。邵女坪紧邻
向家坝水电站库区，小镇一面依山、三
面环水，有高峡平湖的开阔壮美，也有
小集镇的熙熙攘攘，是一个风景迷人的
湖滨花园小镇，“山上有果、镇里有花、
湖边有景”是它的真实写照。邵女坪春
季百花争艳，生机盎然；夏季空气湿润，
清风习习；秋季落叶纷飞，天高云淡；冬
季温润少雨，气候宜人。小镇不仅拥有
湖光山色，更有丰富的娱乐项目，比如
抹泥巴、打水仗、竹竿舞、长街宴等极具
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在邵女坪，你可
以赏花、踏沙、喝茶、烧烤、划船……尽
享休闲惬意，还有手工黄粑等特色美食
让人流连忘返。

因为一个人，喜欢一个地方。我喜
欢水富，因为水富有我的一个好伙伴
——卓姐姐。卓姐姐和我们有着共同的
爱好——看书、写作。我们是在一次文
学交流会上认识的，卓姐姐温婉、豪爽，

每次相聚，她都很照顾我。在那年的金
沙江流域文化采风活动上，我们一起从
永善县乘船，沿金沙江溯流而上，直达巧
家县。我们愉快地相处了一个星期，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前年，我们应卓姐姐
之约去宜宾市看望任老师。那天到了水
富后，卓姐姐就邀请我们先到她家里吃
饭，并且亲 自 下 厨 ，热 情 地 款待了我
们。因为水富有许多认识的、久闻大名
的文朋诗友，所以每次去水富，我都感觉
分外亲切。临别时，卓姐姐“下次来，一
定要提前联系我哟！”的叮嘱，一直回响
在耳边。

水富，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不仅有
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丰富的历史文
化。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川滇文化的
交融与碰撞，领略到不同民族的风情与
习俗，品尝到川滇美食，燃面、水粉等特
色小吃让人回味无穷。

去一趟水富吧，带上你的家人，共度
一场浪漫之旅，去泡一泡温泉，洗去全身
的疲惫；去铜锣坝国家森林公园感受一
下原始森林的宁静；去邵女坪旅游度假
小镇体验一次江边烧烤的美好，尽情享
受水富带给你的惬意与快乐。

让我们一起走进水富，领略她的风
采，感受她的魅力。

昭 通 有 个“ 北 大 门 ”
周 菊/文 张广玉/图

难 忘 的 绥 江 苞 谷 粑
何 群/文 罗 洪/图

如果说有一样食物必须在生命里
留下永恒的痕迹，那一定是绥江苞谷
粑，一道承载了我童年回忆的美食。
在我出生的村子里，苞谷粑被称为苞
谷粑。那是母亲给我做过的最好吃的
食物。

前不久，我去绥江出差，因为想念
苞谷粑的味道，花了 20 元的打车费，就
为买 1 个 2 元的苞谷粑。在朦胧细雨
中，我漫步在故乡的街道上，慢慢地咀
嚼着手里的苞谷粑，想起小时候的种
种，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总是
对这片土地饱含泪水，因为生命里最重

要的东西都在这里！
小时候家里穷，苞谷粑便成为了一

家人的主食。收成不好的年景，甚至连
苞谷粑都吃不上，更不要说吃大米饭
了。我的老家在绥江县中城镇一个名
叫大团岩的普通村庄，城里人都称大团
岩的山为高山。读书后，我觉得大团岩
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如今看来，则
更像一个富有诗意的“梦”。

很多时候，我都想用温婉的笔触去
好好地描绘我的家乡以及讲述那些刻
在骨子里的故事，可每一次提笔都觉得
世间所有的文字都略显苍白，无法用我

拙劣的文笔去叙述清楚。或许只有深
深地爱过和感知过，才能深切地感受到
那种敲击灵魂的力量，留白，有时也未
尝不是一种美好的遗憾！

在不通公路、不通车的年代里，村
里人出行都是靠走，谁家要是有人生
病，只得请人抬着去 23 公里外的县城。
记忆里最深刻的，莫过于在不通电的日
子里生活。在我四五岁时，家家户户用
的都是煤油灯，父母每天忙得如陀螺一
样，忙完地里、家里的活计后，晚上又要
点着煤油灯用石磨把苞谷磨成浆。因
为只有磨完苞谷，一家人才有晚餐、第
二天的早餐以及中餐，日子就这样年复
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苞谷与石磨发
出的声音如同生命的进行曲，陪伴着我
们成长！

做苞谷粑的程序其实很麻烦。首
先 得 把 干 的 苞 谷 放 在 锅 里 和 苞 谷 一
起煮，等煮得差不多了就捞出来浸泡
清洗，然后再用石磨磨成浆，接着往
锅里加入适当的水，用手抓起玉米浆
搓圆、压扁，沿着锅边一个一个地贴
着放，最后盖上锅盖，蒸大约 20 分钟
就 可 以 吃 了 。 在 那 个 生 活 物 质 匮 乏
的年代里，父母总会在蒸苞谷粑的水
里煮点洋芋或者豆类，煮熟后配上一
碗辣椒酱，以此度过那些饥寒交迫的
日子。

那些年，每到傍晚家家户户都在做

苞谷粑，因为那时家里人口多且都是劳
动力，加之平时根本吃不上鸡蛋、大米
等食物，大约 1 个月吃 1 次肉，乡亲们称
为打牙祭。每次家里做苞谷粑，都是磨
5 公斤左右的苞谷，但也只够 5 口之家
吃 1 天。那时，我们把苞谷粑吃成了各
种有意思的菜肴：把苞谷粑切片与腊肉
一起炒，猪油和腊肉的香味融合进粑粑
里，一口咬下去，满嘴流油，那滋味回味
无穷；将苞谷粑对半切开，加上炒过的
酸菜和新鲜出坛的辣椒酱，酸酸辣辣中
融合苞谷的清香，特别是在寒风凛冽的
冬天里，兄弟姊妹一人捧一个，一边追
逐嬉闹，一边大口大口地啃着粑粑，即
便辣得快哭了、头顶冒“烟”了也不在
乎，吃一个根本不够，必须要吃上三四
个才肯罢休。

不过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母亲将苞
谷粑切成小块，放进酸菜汤、洋芋汤里，
再加上母亲制作的辣椒酱，每每想起这
个味道，我就不由得流口水。这道菜的
做法其实非常讲究，酸菜一定要用冬天
的大白菜或者大苦菜泡的，坛子一定是
自己家的老坛子。锅里放入猪油，油热
后倒入切细的酸菜，再不停地翻炒，炒
出香味后将切成薄片的洋芋放进去炒
五六分钟后加水，待水开后加入切好的
苞谷粑块，再煮五六分钟就可以开吃
了，不仅开胃，还营养健康。

到了冬季，屋外是白茫茫的一片，

我们姊妹几个就在家里奔跑打闹，累
了、饿了、渴了时，就坐在火炉边听父母
讲村子里那些久远的故事。将苞谷粑
丢进燃烧得旺旺的柴火堆里，等两面烤
至金黄时，蘸上辣椒酱大口大口地吃，
再来一杯柴火熬的苦丁茶，觉得日子就
如屋外渐融的雪一样，开春后又是崭新
的开始。

回忆起童年时光，内心总是感慨万
千。小时候，讨厌吃不完的苞谷粑、走
不完的泥巴路、翻不完的大山。如今，
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时间慢一
点，再慢一点，让我不再为所谓的“梦
想”而急急忙忙地奔赴远方，再与家人
一起围着炉火，煮茶、闲聊、烧苞谷粑、
赏四季轮回的明媚风景，在简单纯粹中
品味生活。

后来，我回老家曾多次做苞谷粑或
者去街上买现成的，却再也吃不出当年
的味道。回不去的不仅仅是岁月，还有
那份刻骨铭心的记忆。即便今天的苞
谷粑花样百出，有各种馅料和各种造
型，但于我而言，那些仅仅是一款标价
清晰的商品罢了，不再是陪伴我成长的
童年记忆。

绥江，这片让我饱含热泪的土地，
想起母亲，想起那清甜的苞谷粑，我的
快乐与梦想依然纯粹，我想我这辈子都
会与这片土地“纠缠不清”，无法逃脱，
也无法释怀……

色泽金黄的绥江苞谷粑。

邵女坪。

铜锣坝铜锣坝 。。

水富市水富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