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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马南飞，我怀抱欢呼的身段。

我在自己的热望里做文章。只是写字这东

西，说到底是些无趣的笔墨，凑得漂亮些了就换

点文绉绉的叫好声，不得赏识了就挨着穷酸。他

说，这些不辨乡音的畜生都没有怀才不遇，到时

风光不也是这些成日里说不得志的文人的么？我

于是与街坊的一众调笑他，戏他像守寡的愚妇。

韵脚和意象就捏着前人的去，这样满心寡味

的文章有什么痛快。可是蝉鸣总是孜孜不倦，借

鉴指不定会没落。就悬而未决地依附着这些流行

的噪声，到头来还落个美名。这些我曾当是文学

思辨与他谈起。他盛些酒给我，叮啷响作一起。我

好像开始不嫌他的碗总是油腻，只当喝不惯这涩

味地推开。他不以为然，多时只是闷头，很斯文的

样子。要是出些动静，就只是怨这雨来的丧气。

是下雨了。就很浮躁地打响，雨的国里坐落

着灰扑扑的城。

天暗了一点儿下去，好像更脏一些，溅来的

泥点就扎在揭开门帘的我身上，若是我恰恰地迎

着光亮，就笑滋滋地把我坦诚在雨下的一层皮倾

轧，再被石阶上煎得油热的草（这时大嚷情怀的

诗人该欢快地唱起他们的颂歌，这是天赐的细

润！）一点点焗熟，剥下。设若这样———我就必须

和他待上一会。哪怕是两个恪守着没劲的人。

他不愿多说的样子，斜斜瞥我一眼。我就意

思沿着碗口咂了一口，却一引就一晃地扑来，酸

腻冲得我险些缺氧，像被径直吞下还咽下去的花

骨朵。可是后味竟是一股子咸湿，闻起来是明艳

艳的潮臭，像浑浊的肉色后海被鸥鸟拍打着挟

起，排山倒海地灌过来，趁机啄食我一丝不挂的

静脉。我倒是很尝得惯这平摊着搅动成泥的咸

腥，甚至于有冲动像祈着黄土朝圣的亲切。天知

道他的苹果酒是这样味道———真是离奇的苹果，

赤裸裸地躺在碗乌黑的缺口里，实在是对内里惊

艳的亵渎。于是我缩回手，不住地觉得浑身又脏

得发紧。

雨花亮堂堂地把碗里晃晃的酒映成鼠灰色。

他才晃到我跟前，袖边儿有被打碎的蛋花屑和浓

密的烟草烧成的、黑洞洞的烂口。我开始嗫手指，

吮指肚上瘦而浑圆的纹路，越鲜明、粗陋。他就笑

我，轻轻地嘘，手腕处是贫瘠下陷的肌肤，鱼肚白

的一斑胎记虚虚地就露出来，他极快地遮住，我

嗤了一声，然后喉咙就忽忽地被草腥味啃咬，像

烈热的沙土攀上嗓子眼，生出燥痛，就不再作声。

他也是，把碗收拾着搁进一张钩着酱黑的粗树叉

的破渔网。我就旁观，虽然清楚自己举动的拙劣。

后来我问起来苹果酒的咸是怎么一回事，他

先是归于良种，以焦沉的太阳比喻。后来说是不

慎掺了黏腻的豆瓣酱，就在油锅里熏腾到浓稠和

饱满，沉着没有稀释。他说话的时候鼻音呛着破

腔的烟味，像被急着赶走、还嚼着作物和枯草的

羊群，虚浮却很利索，嘴唇花花的死皮被带动着

掷去很远。我一直没有全信，大概是不甘自己爱

上的只是变质的豆瓣酱。

再后来他颠颠地熬到如今，从齐门特的年青

浑成一汪知礼，躺进沉厚的行板。

做父辈的中年人，酣沉在故乡与民族。

之后没有再谋面，我还听说他的痛陈。

对了，我记起来。我走的时候，天空有橘红的

积云，荤成发潮的蛀黄，烂泥路常会踩上沥青。

雨还没停。

有光。

渊海峡财经学院15财管班 杜林瑶冤

几天前，有个朋友跟我说：“幸好你已经去过

重庆了，你知道吗，现在的重庆不再是你去过的那

个样子了，现在的重庆，每天都跟节假日似的，人

满为患，彻底沦陷了。”细想一下，用“沦陷”来形容

一个城市现状，该是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

凌晨五点半，火车到达重庆。在车站吃完早

餐后，我们便打车前往旅店安顿行李，坐上车后，

和司机大哥攀谈了几句，从他言语中了解了重庆

的迷之路况，若非熟识此地，只怕是开了导航也

走不出个道！重庆的地势高低起伏，城市也随之

起伏，用“山是一座城，城是一座山”来形容它，再

贴切不过了，也因此，重庆被称为山城 。山城的

楼房都建的很高，特殊的地势让这些房子看起来

错落有致，看了让人不禁感叹，这是个多么适合

跳楼的城市啊！

可我觉得，让山城沦陷的主要原因大概因为

它还是一座3D魔幻城市。

洪崖洞，一个神奇的存在，它以巴渝传统建

筑特色的“吊脚楼”风貌为主体，依山就势，沿江

而建。看过电影《千与千寻》的小伙伴可还记得，

影片里面有个澡堂，夜景宏伟壮观，洪崖洞的夜

景与之颇有相似之处，因此洪崖洞也被称为是重

庆版的“千与千寻”。这个十几层的楼群每层出去

都连着路，我们跟着导航一路到了地图显示的地

点，殊不知自己脚下就是洪崖洞，这恰好解释了

为什么在重庆GPS没法使用。

山城最有名的莫过于交通工具。长江索道被

誉为“山城空中公共汽车”。早几年，两江的人过岸

都靠着这重庆唯一的索道，后来这样的方式因为

跨江大桥的建成被其他交通方式所取代。“万里长

江第一索，重庆旅游第一站”，索道渐渐成为了一

个旅游观光点，排队两小时，观光三分钟都是常

态，狭小的箱体内载着二三十人，人挤人悬空在江

面上来回走一趟，看到的很可能不是两岸景色，而

是一个个人头。幸运的是，我们在七点多跟着上班

族一起搭乘了这个交通工具，在只有五六个人的

大空间里行动自如，两岸景色一览无余，我们离开

时正好遇上一大波旅游团队赶来排队。

山城的地铁在全国排名也是数一数二的，特

别是轻轨2号线经过的牛角沱到李子坝路段，陡

坡和急转弯模式来回切换，仿佛过山车，更为人

知的是这轻轨从居民楼穿墙而过，停靠在居民楼

内，站点名为“李子坝”，这个场景，像极了刀郎歌

词中提到的“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这就是全

国知名的“网红轻轨”。

这座“网红楼”和“网红轻轨”是同时诞生的，

设计者在设计时早就把这样的构想绘成图，也就

避免了在建轨道时扰民的问题。楼房从外观看起

来已经有点老旧，只是后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才使得这条穿楼而过的轻轨走上网红之路。

3D魔幻城市给人的惊喜不止如此，山城还

有许多“网红”，两路口的皇冠大扶梯全长112米，

仅次于朝鲜平壤地铁荣光站，单程耗时两分半。

而轨道6号线的红土地站，处在地下60米，是标准

防空洞深度的3倍，深度居全国地铁站第一。红土

地站分四层，乘坐扶梯需3分多钟，超过了位于重

庆两路口的亚洲第二长的皇冠大扶梯。

川美学院黄桷坪一带的涂鸦一条街近来也

是赫赫有名，这是我国最大的涂鸦建筑群。相较

之下，知名度相对高的厦大涂鸦隧道，只能说是

小家碧玉了。涂鸦街的涂鸦不是简单地在道路两

旁墙壁上作画，最惊艳的在于沿街大部分楼房的

外壁全部是涂鸦，一栋楼一个主题色调，有些虽

然看不出是什么图案，但也不失美感。而川美学

院新校区的罗中立美术馆更是梦幻般的存在，所

有的建筑外侧都用废弃的碎瓷砖做材料，来拼贴

彩色图，绚丽的色彩瓷砖包裹替代了涂鸦的效

果，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来到重庆的第一天我无意间发现，大家在乘

坐扶手电梯时全部都是靠右站，整齐划一，真的

是纯靠自觉的。一阶电梯通常是可以站两个人

的，我去过的地方，有乘扶手电梯时，似乎没看到

过有人会自觉做出这样的举动，甚至在一些地

方，电梯是相当拥挤的。但是这里基本不存在这

样的现象，除了地铁下站后的扶梯人多无法控制

外，其他但凡有电梯的地方，即使人特别多，在电

梯上也都是一阶一人靠右站，左边通道主动留给

后方赶时间的人，因此赶时间的人不必因为要快

速通过而插队，避免了尴尬与麻烦。

起初，我以为只是少数人有这样的行为，在重

庆停留了几天，才发现这是重庆普遍存在的现象。

同行的伙伴还开玩笑说，观察电梯上的人，就知道

是游客还是市民，因为这已经是重庆人民的习惯。

现在的山城，火得不可思议，抖音、快手这类

新兴应用程序的推广流传，使山城的名气飞速上

涨，许多人因为网友随手拍的一个视频，一张机

票飞到重庆，就是为了打卡这个网红地，证明自

己也来过，一传十，十传百。我从朋友的口中得

知，山城已经没有旅游淡季和旺季之分了，景区

每天都是人挤人的状态，穿楼而过的地铁站多了

许多“小红旗”团队，原本普通的楼层在人群簇拥

下，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平静，相机拍下的只是一

群群排队围观的人群。不管是市区还是城郊，旅

店天天满房，走了一波又来一波，这就是朋友跟

我描述的山城“沦陷”的现状，虽然说法夸张，可

它确确实实发生了变化。

暗自庆幸自己早就去过山城的同时，也希望

能保住山城最美的记忆，记忆中的山城，山外有

楼，楼外有路；记忆中的山城人民，乘坐扶梯时还

是自觉靠右站，希望新到的朋友们不要坏了这里

的规矩，希望你们也能遇见山城的美好！

(15级物流管理1班 郑桂芬)

欧洲电影《天堂电影院》里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

不去走走，你就会以为这就是世界。”出门旅行，遇见美

好，得到收获，随后发现一个更大的世界。而在泉州旅

行期间，我遇见的就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那有着海

天风光与民俗特色的崇武古城。

崇武古城，那是一个有韵味的地方。它位于泉洲

湾北岸，三面临海，西连陆地，地势起自大雾山脉，与

宝岛台湾隔海相望，蜿蜒起伏，蔚为壮观。明代守丞丁

少鹤曾有诗句写道：“孤城三而鱼龙窟，大岞双峰虎豹

关”。泉州沿海地区海岸线曲折，地形险要，而近处海

域又遍布岛屿与礁石，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这“崇

武”二字的命名，取得便是“崇尚武备”的意思。“一郡

者设所，连郡者设卫”，之后随着历史的变迁，这里便

建城为“崇武”，成为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在历史的

长河中，抗倭名将戚继光亲临崇武，指挥剿倭，平定倭

乱。崇武古城的军事历史底蕴给这个美丽的地方平添

了一抹独特的亮色，静静地述说着古代城巷间的意蕴

悠长。

走进崇武古城，踏着石砌的台阶，悠然地缓步前

行，触目所及的便是500多件雕工精美、栩栩如生的石

雕工艺品。惠安石雕作为南派石雕的代表，素有“中华

一绝”之美称。在古城墙南侧，“中华石雕工艺博览园”

便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荟萃石雕精品的主题公园。全园

占地面积约9公顷，地形起伏有序，石径纵横，绿茵片

片。那些艺术风格不尽相同的石雕艺术精品，或小巧玲

珑，或巨伟壮观，与古城、大海浑然一体。走进园区，石

雕动物园、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人物雕像、十二生肖园

以及二十四孝园，件件石雕，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集中

展示了“中国石雕之乡”石雕技艺的新成就。

在细细品味过石雕技艺的匠心独具后，我随着有

些拥挤的人流一起走进了古城门，抚摸着古城墙，感受

着六百多年来历史变迁的厚重感。长度约为两千多米

的花岗岩古城墙承载着小城的历史，见证了小城的过

去，把历史的记忆一直留到了今天。对于这个有着文化

底蕴的小城来说，那一块块石头便是小城的灵魂。昔日

的古迹城墙之下，遍布的野草，泛着干净的绿，而那斑

驳的城墙就如同古城的典籍，徐徐的风吹过，便是在翻

过一页页的史册。

在老街的两旁，便是朴素的民居，石房子、红砖厝、

老木屋都没有太多的装饰。一条条小巷藏于一座座民

居之间，院子里不时飘出鱼饺蒸熟时的香味，喝着一碗

口感清甜的花生仁汤，赏着眼前的风景，便是最悠闲的

古城时光。

登上崇武古城的最高处，便可以望见金沙碧水的

“半月沉湾”和“西沙银蛇”这两个纯天然的海滨浴场，

它与半月湾、西沙湾和青山湾相连，形成旅游度假的胜

地。礁岩崖上的景观则是依形取势，循石造型，创作出

古朴、粗犷和具有残缺美的“大地艺术”岩雕群，与古

城、大海浑然一体，气势磅礴。

一年四季，古城的美景四时变换，不变的却是那份

民俗特色。崇武古城中最为独特的风情当属闻名中外

的惠安女。黄斗笠、花头巾、银腰带、短上衣、宽裤筒，配

之那精巧艳丽的头饰，可与蓝天白云相映衬，随大海波

涛而起舞。而那惠安女的奇特风情，给古城的风光增添

了几分魅力，几百年来，引得无数游人于此遐思，在此

观赏。

海蓝、沙美、石趣、城古和那独特的风俗民情，共同

构成崇武古城丰富而深邃的旅游内涵。且在这座美丽

的古城里，观景听涛，独醉那一分的海天一色，独品那

一分的古韵悠长。

(海峡财经学院18级会计学班 吴泓磊)

北国的10月底，早已不见秋天的影子。在一轮又一

轮寒风的拷打下，就连树上最后一片泛黄的叶子也摇

摇晃晃飘然坠下。为追秋天的尾巴，带着诗和情怀，我

去厦门采了一回风。

抵达厦门岛内时，已是夕阳西斜，抬头望着远方，

天空中浮动着的大块云朵被夕阳的余晖映衬得嫣红。

凉爽的秋风舞动我的衣袖，吹翻我的衣角，迎着风，发

丝在身后翩翩起舞。

我将临时住处选在曾厝垵，夜晚的曾厝垵街灯火通

明，吆喝声、讨价声、喇叭声，不绝于耳。拥挤的街道上坐

立着各种各样的店铺，从古代的古色古香到现代的简约

炫酷，每家店铺都以独特的形象展现在游人面前。碳锅

酸菜鱼、油炸八爪鱼、奶茶烧仙草、沙茶面、起司冰淇淋、

椰子饼，琳琅满目地摆满了摊架。凉风习习，我虽穿着单

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却感到丝丝温暖和满足。

第二天，为了一睹南普陀寺的芳容，我和同伴起了

个大早，但还是在人流中被冲上了公交车。南普陀寺坐

北朝南，依山面海，建筑采用古代宫殿式的重檐飞脊大

屋盖，饰以杏黄硫瓦，统一协调。踏进寺中，我便折服于

菩萨观音金灿灿的宏伟佛像。一路向前，依次路过天王

殿、大雄宝殿、大悲殿、藏经阁。殿阁依山层层升高，层

次分明，俯仰相应。东西两侧依次升高的回廊，回护三

殿两侧，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寺中香火鼎盛，游客络绎

不绝，信士们忙着烧香拜佛、占卜算卦，只为求来年的

平安幸福。或许被信士崇高的信仰打动，又或许被南普

陀寺的庄严壮丽吸引，站在寺庙的中心位置，那时那刻

我的内心纯澈透明。

从南普陀寺转到厦大，穿越芙蓉隧道回到酒店小

憩后，走过曾厝垵狭窄的街道，直上天桥，就是沙滩了。

赤着脚踩在柔软的沙滩上，脚印一深一浅地向前延续。

靠着海边的栏杆旁，看着脚下涌动的海水，不停地撞击

着岸边石头，激起浪花四散，水珠滴溅，前仆后继，生生

不息。伸出手，触摸着飞溅的浪花，亲吻着岸边的海风，

向远方眺望，只只帆船比赛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里畅游。

深蓝的海仿佛深邃的眼眸，似要引我入怀中。俯仰天地

间，迷失大海中，急着化作一条尾鱼，甩动着闪烁着金

光的鱼鳞，与海融为一体，随它翻滚，四处流浪。

顺着环岛路走，摆拍了几张搞怪的照片。听着驴友

们兴奋地大喊“漂亮”，开心地笑出了声。按下快门的那

一刻，比着剪刀手背对着我的他们也在我的生命中留下

了或深或浅的印记。在厦门旅行指南中，看到了厦门必

去的中山路。于是启程，向着中山路步行街前进。到了目

的地后，不免让我有些淡淡的失望，中山街人声鼎沸，我

站在街头，看着人来人往，却无法融入其中，仿佛一道无

形的玻璃门将我与热闹的人群隔离。我挑着蜿蜒的道路

随意走，不经意的发现了沙坡尾。沙坡尾又有“玉沙坡”

的美称，然而真正提高我兴致的是这里与众不同的点

心。不同于嘈杂的曾厝垵街和中山路，这里的环境优雅

静谧，点心小巧精致，店家热情豪放。找一家敞亮的店，

一边吃着菠萝包芒果冰淇淋，一边喝着甜而不腻的水果

茶，惬意地坐下歇息许久。一天的疲惫都随着冰淇淋的

融化，随着入口的菠萝包的焦脆松软而消失殆尽。

漆黑无人的街总是让人胆战心惊，回到酒店已是

夜里十点，简单收拾下，入睡。伴着朝阳的升起，我们来

到鼓浪屿。没有买各个景点的联票，因为我觉得鼓浪屿

最有趣的就是它独特风格的街道。鼓浪屿与厦门岛隔

海相望，站在船头，听着风拂过耳边的呢喃，嘴角勾起，

张开双手，闭上双眼，向他靠近。登岛后，眼前的鼓浪

屿，就好像个硕大的海上花园。街道、房屋依山而筑，蜿

蜒曲折的小道连接东西南北，藤蔓悄悄爬上了墙，繁花

似锦。西式建筑的壮丽让人不免惊叹，环视四周，拍婚

纱照的人们或莞尔一笑，或低头私语。用了将近三个小

时，我逛完了整个鼓浪屿，手中翻转的镜头记录着这个

岛的繁华荣盛。

旅游结束。我坐在回程的动车上，回忆着旅途的美

好。在这段征程中，遇见了不一样的自己，遇见了梦中

的厦门，遇见了形形色色来自世界各地的有趣的人。不

知不觉，我仿佛抓着秋风的尾巴，爬上它的肩背，随它

一起四季轮回。

渊16级财务管理2班 高珩冤

远乡杂记

山是一座城，城是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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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潮记
美丽而神奇的潮井坐落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一个名叫威远的小镇上，这里依山傍水，天然的

喀斯特地貌与及奇特的虹吸作用创造出了潮井的自然

奇观。自幼便听父辈们说潮井的神奇，此井每日都“会

涨会缩”，每逢涨潮时，股股清泉汩汩而涌，清澈透亮，

每次都要持续十几分钟后才会退潮。据说，只要到了潮

井，恰遇涨潮，这个人今年就会“撞”大运。

在潮井千百年的潮涨潮落中，还流传了一个凄美

的传说。传说有一位仙女羡慕凡间的生活，于是就偷偷

下凡，与潮井寨的一个年轻小伙成亲并且生育了一儿

一女，可惜好景不长，这件事还是让玉帝发现了，于是

将仙女带回了天庭。仙女被带走后，她凡间的丈夫因为

思念她去世了，两个孩子突然没了父母，日夜啼哭。此

事感动了龙王，龙王决定帮助仙女与孩子相见，让仙女

顺着泉水到潮井，并给了她两条鲤鱼探路。仙女终于与

孩子相见。可是每次时间都很短，因为每次仙女都是鲤

鱼带过来的，于是两个孩子天真的以为只要把鲤鱼留

下，仙女就不会再走了。可是最后仙女却一直没有在回

来了。而那两条鲤鱼被困在潮井里，烦躁时就会不停的

翻滚，所以造就了潮井潮涨潮落的奇景。抱着好奇的心

态，我与几个小伙伴踏上了潮井之旅，想去一睹潮井的

芳容。

为了能看到涨潮的奇景，太阳才刚露出头，我们就

骑着两辆小电驴，顺着路标一路探寻，忽然一阵微风吹

过，一股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深吸一口新鲜空气，真

是令人心旷神怡。突然一片片的荷花闯入眼帘，池中的

荷花数不胜数，姿态各异，有的含苞待放，有的只是花

骨朵，有的艳丽绽放，肥大的绿叶还沾着晶莹的露珠，

在朝阳的照射下，花儿随风摇曳，真是极其美丽。池塘

旁边还修建了一条条的木质栈道和一座座的凉亭，给

人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这美景让我们舍不得挪步，于是我们果断地放弃

了小电驴，将其停在路边，步行进入潮井。沿着栈道行

走，用手去抚摸路旁的荷花，微微的凉意渗入心头，微

风拂过河边的绿柳，枝条随风舞动，河水撞击着岩石

发出“哗哗哗”的声响，两面的青山连绵不绝一直到天

际，一路上偶尔还会遇到几个晨跑的人，听到他们因

劳累的产生的轻微喘息。走到栈道尽头，一幅宏伟的

画面展现在我们眼前，到处都是古香古色的阁楼。碧

瓦朱檐，廊腰缦回，檐牙高啄，亭台轩榭，真是富丽堂

皇。走进里面，穿过一座座石板桥，一条黑漆的柱子、

红漆的栏杆、有两百多米的长廊，终于我们到了神奇

的潮井。

几抹翠竹屹立于泉水之上，影子倒影在水里，使潮

井增添了几分神秘感。一座白玉桥横跨在溪流之上与

之交相辉映。泉水潺潺涌出，沿着沟壑流向田野，孕育

着这方土地。泉水清澈见底，泉中还有几尾红鲤鱼自由

自在游荡，鹅卵石纹理清晰可见，碧绿的水草也在伴随

着鲤鱼晃动。空气里弥漫着泉水甘冽的味道，令我们这

些一直寻觅它的人，不顾形象的趴在井边大口大口的

品味它的甘甜。

为了生活，潮井附近有很多小商贩摆摊，正好也满

足了我们这群饿的饥肠辘辘的人，一人要了一碗炸的

黄橙橙的土豆，配上红彤彤的辣椒粉，真是色香味俱

全。才刚刚动筷，就听见有人喊“涨潮了，涨潮了”，潮井

边也开始人头攒动，我和小伙伴也赶紧扔下筷子，冲向

井边，只见泉水缓缓从泉眼里冒出，先是淹没了井沿，

慢慢的淹没了我所站的台阶，浸没我的脚丫，冰冰凉凉

的令人感到莫名的舒服。一切都在缓缓地进行，大约持

续了十几分钟，潮水又慢慢退去。翠竹，绿树，潮涨，潮

退，交相辉映，正是印证石碑上所写的：绿树长长长长

长青，潮水朝朝朝朝朝落。

艳阳高照，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这个美

丽而神奇的地方。

(金融学院17数学与应用数学班 莫飞)

相遇海天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