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 镇 金 蚕 说 丝 路
文/李思纯

池河镇是子午道南出秦岭位
于石泉县境内的山谷口 ，也是子
午道向东南下去安康 、向西北上
去汉中分岔的拐点。池河谭家湾
为古直洲城遗址 ，当地人称“汉王
城”。一九八四年 ，谭家湾一个叫
谭福全的农民 ，在古汉王城边的
池河畔淘金 ，捡到一枚栩栩如生
的汉代鎏金蚕。

这枚长5.6厘米 ，首尾九节 ，
体态优美 ，做工精致的鎏金蚕的
出土 ，尚属全国首例 ，举世仅此
一件孤品 。随着它穿越时空地
讲述丝绸之路更为古老的和 曾
经湮没的历史 ，让人们再度把 目
光聚集到汉水流域这个号称秦
头楚尾之地——石泉。

坐卧秦巴腹地的石泉 ，与川 、
陕 、鄂毗邻 ，受其蚕丝技术影响 ，
加之距离“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
较近 ，从古至今 ，一直延续着种桑
养蚕的传统 ，也一直是丝绸生产
和丝绸商贸的繁盛之地。

石泉究竟有多 少 年的兴桑
养蚕史过去一直是个谜 。近年
来 ，专家学者根据池河谭家湾发
掘的鎏金蚕孤品 ，将石泉的养蚕
史推到了 2000多年以前 。

相传公元前 121年 ，张骞省
亲城固途经池河驿站 ，见池河遍

兴 桑麻 ，丝 织 作
坊 众 多 ，村 寨和
睦相 安 ，一 派 世
外 繁 华 。回 朝
后 ，将 陕 南 之 地
养 蚕 织 丝 、安 居
乐业的见闻尽报
于汉武帝 。汉武

帝 大为 高 兴 ，随
即在朝 中提 出 奖

励兴桑养蚕制 。

但对于如何

奖 赏 蚕 桑 兴 盛
者 ，满朝文武百官说法不一。有
人提出加官进爵 ，有人提出奖励
金银布匹 ，有人提出奖励土地房
屋……汉武帝均不满意。后张骞
上奏 ：古有夏桀时期蜀王蚕丛氏教
人蚕桑的最关键性举措 ：作金蚕数
千头 ，每年岁首蚕月时节给家家户
户送一只金蚕 ，供民祭拜供奉 ，使
得所养之蚕繁孳无灾而衣食无忧 、
民富国强 。蚕月 过后又回收入
库。我泱泱大汉何不效仿蚕丛氏

之做法 ，筑造千枚鎏金铜蚕 ，奖励
全国各地优秀蚕桑丝织大户 ，既可
显我朝皇恩浩荡体恤百姓 ，又能
复兴桑梓巩固社稷。

汉武帝一听 ，大喜 ，随即铸
千枚鎏金铜蚕悉数奖励于各地
方州 府上报 的养蚕丝织大户 。
此举一出 ，黎民百姓无不拍手称
道 ，而陕南受此鼓励 ，蚕桑和丝织
也更加兴旺了 。

石 泉养 蚕历

来就讲究一些忌
讳 ，如 ：关蚕门 与
开蚕门 、望蚕讯 、

赶庙会 。在 民 国

《濮院志》一书中 ，
还可 以找到相关

的详细记载 ：蚕农

蚕事开始 ，民间一
切交往停止 ，称“关
蚕门”；蚕茧采罢始
恢复交往 ，称“开蚕
门”。“望蚕讯”就是

开蚕门后亲朋走访 ，询问双方收
成 ，互致慰问庆贺 ，大都携带鼓气
馍 、麻花 、水果等互相馈赠。民间
至今还流传着望蚕讯的民谣：“开
蚕门 ，头插花 ，提着竹篮看老妈。”
祭蚕神是人们赶庙会除了祈祷丰
收以外的另一个主题之一。

石泉蚕丝素以 “细 、圆 、匀 、
坚 ”和 “白 、净 、柔 、韧 ”为特点著
称 ，又被丝路商贾称为 “白 厂丝”
而闻名。“蚕桑之利 ，莫盛于安康 ，

尤以石泉为甲”。

2000多年前 ，随西域 “北方
丝绸之路”的拓展 ，西南 “南方丝
绸之路”的开辟 ，我们的祖先利
用在秦 巴之 间 通往长安的子午
古道 ，将这里的蚕丝 、丝绸及蚕
桑文化 ，传播到世界各地。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 曾经
照古人 。

再回眸池河，我们不仅看到茫
茫古道终端的身影 ，也依稀看到中
国丝绸的原点。有人说中国“丝绸
之路”起点在长安 ，源头在子午道
南端的石泉。这种说法虽然没有
确切的历史考证 ，但是 ，离长安最
近且水陆通运 、蚕桑丝织业发达的
石泉是“丝绸之路”重要的后方基
地之一 ，这一点却是非常肯定的。

一声鸡鸣 日 破江 ，半城炊烟
半城桑 。

一只蚕锁住浩淼岁月 ，一座
城已破茧成蝶。如今石泉池河古
镇已是全国蚕桑标准化示范基地
中心区、省级蚕桑生产基地、西北 蚕
桑第一镇。池河的百姓因为蚕桑
养殖实现了家庭富裕 ，石泉也由此
创新了丝织 业的发展新路子 ，蚕丝
被、蚕丝枕 、天蚕酒 、蚕沙枕等产品
逐渐成 为享誉省内外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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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露以后 ，天气渐渐凉快
下来 了 。连雄鸡的鸣唱也如
同梦呓一般 ，颤巍巍的 ，透着
清秋的凉气。侧耳静听 ，不知
名儿的 虫子在或高或低的地
方鸣叫 ，远远的 ，近近的 ，有着
一丝深远的古意 。

白 露 是 一 个 美 好 的 节
气。《月 令七十二候集解》：“八
月 节 ，秋属金 ，金色 白 ，阴气渐
重 ，露凝而 白 也。”农历言：“斗
指癸为 白 露 ，阴气渐重 ，凌而
为露 ，故名 白 露。”古人将 白露
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 ；二候
玄鸟归 ；三候群鸟养羞。”在这
个节气之后 ，正是鸿雁与燕子等候鸟南飞避寒 、
百鸟开始贮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的最佳期 。在
北方 ，庄稼成熟了 ，小麦也该播种了 ，农 民又投
入一个美好而丰收的繁忙时节 。

“ 八月 八 ，冬瓜南瓜回了家。”“白露天气晴 ，
谷米 白 如银。”青青涩涩的玉米 ，经过春夏的疯
长 ，此时已裂开了 嘴 ，红红的缨穗被风吹起 ，晃
来荡去 ，真像戏子的胡须 。那些缠缠绕绕的豆
蔓 ，早已停止了 生长 ，风干在玉米杆上 ，豆荚鼓
囊囊的 ，装满 了 花色不一的豆子 ，谁家的老妈
妈 ，坐在门前 ，端着一簸箕的豆角 ，一一剥开来 ，
像是在检阅初生的婴儿 ，庄重 、缓慢。把每一粒
豆儿都仔细端详 ，把秋天阳光的滋味慢慢咀嚼 。
玉米收获了 ，被剥光了衣裳 ，黄亮亮的 ，堆满了院
子 ，每一个棒子都颗粒饱满 ，庄户人摩挲着这些
成熟的老玉米 ，那如黄土褶皱般的老脸瞬间舒展
了许多 ，满脸透着欢喜。

这个季节 ，很容易使人想起 《诗经》中的那
首诗来：“蒹葭苍苍 ，白 露为霜 ；所谓伊人 ，在水
一方。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溯游从之 ，宛在水
中央。”那个宛在水中央的美丽倩影 ，一直在心
中微生波澜 。这是个编织爱情和传说的季节 。
而对农 民来说 ，爱情是什么呢？爱情就是这一
颗颗颗粒饱满的玉米 、豆子 ，还有麦子……喂养
着他们 ，给他们力量 ，使他们温暖 ，咀嚼一生一
世回味不完的幸福和浪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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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山 起舞 ，江 河欢唱 ，

金秋送爽 ，硕果飘香 。

九百 六十 万平 方公里披上 了 节 日 盛装 ，

十 三亿华夏儿女心 中 寄托 了 美好愿 望 。

啊 ！祖 国——母亲 ，

我们 为 您 贺 岁 ，我们 为 您祝福 ，

我们祝您永远美丽 吉 祥 ！

我们 为 您加 油 ，我们 为 您奋斗 ，

我们祝您永远灿烂辉煌 ！

美丽的西双版纳
文/张来周

少 年时就知道在我国云南
有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西
双版纳 。她就像梦中情人一样
令我魂牵梦萦大半生 ，直到年过
花 甲 ，我专程去 了 西双版纳 ，终
于了却了 自 己的心愿 。

西双版纳夏无酷暑 ，冬无严
寒 ，四季温暖宜人。广大茂密的
森林 ，给各种野生动植物提供了
理想的生息场所 ，其中有被列为
世界性保护动物的亚洲象 ，印支
虎 、金钱豹等 ，还有 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野牛 、羚羊等 。

到了西双版纳 ，就要到野象谷
去看野象。野象谷位于景洪以北
的三岔河河谷内 ，为低山浅丘宽谷
地貌 ，沟河纵横 ，森林茂密。游客
在这里可以见到野象、孔雀还有黑
熊 、蟒蛇、穿山 甲等珍稀动物。

西双版纳的物产很丰富 ，最有
名的就是普洱茶和小粒咖啡 。

西双版纳是 中 国最古老的

茶叶发源地之
一 ，在 勐 海 有
一 株 1700余

年树龄的古茶

树。著名的普
洱茶六大茶山

均在西双版纳境 内 。早在
明清时期 ，普洱茶就是 中
国最古老的茶马古道上的
重要 商 品 ，远销 中 亚及西
亚地区 。版纳的大叶种茶
加工出 的红茶 ，色泽鲜润 ，
香气馥郁 ；绿茶 日 毫显明 ，
汤色清绿 。小啜一杯 ，清
心悦 目 。小粒咖啡是西双
版纳 的重要 的 咖 啡 品种 ，
浓郁的香醇之 中 ，有 一种
特有的回甜 。

傣族的历史悠久 ，有着灿烂
的文化 。数百年前 ，小乘佛教
传入西双版纳 ，成为傣族全民信
仰的宗教 。这里佛寺建筑随处

可见 ，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佛寺 ，
金碧辉煌 ，有的佛寺旁还建有佛
塔。佛寺 、佛塔成了傣族群众生
活的中心场地 ，成为他们心 目 中

的圣殿。

西双版纳

小乘教规定男

人一生 中要过

一段脱离家庭

的 宗 教 生 活 。

凡是男孩在七 、八岁时都要
到佛寺里 当 一段时 间 的和
尚 ，称为 “小和 尚”。“小和
尚 ”在佛寺里生活 、劳动 ，还
要学习佛教经书 ，进行严格
的修身教育 。两三年后可

以还俗 ，还俗过的男子才可
以结婚成家。若未当过“小
和尚 ”的男 人 ，被视为生人
或野人 ，在社会中没有地位
被人看不起 。

傣族是一个好客 的 民

族 ，喜欢客人到家里去 ，但要做
到“一脱二抱三不看”。

“ 一脱 ”是上楼时要脱鞋 。
“二抱”是抱吉祥柱 ，上了傣家楼 ，

迎面有一根“吉祥柱”，客人上楼
后要抱这根柱子 ，表示 吉祥如
意。“三不看”是指卧室禁忌 ，傣家
人都习惯住在楼上 ，而楼上卧室
只有一块隔板与客厅相分 ，几代
人都住在里面 ，用蚊帐分开 ，中
间有一定间隔 ，分门进出 。卧室
是不容外人窥看的。因此 ，游客
无论到傣家参观或做客 ，千万不
要因神秘感而窥看主人的卧室。

西双版纳最有 名的节 日 是
泼水节 ，每年 4月 13日 至 15日
举 行 ，和 我 们 汉 人 “过 年 ”一
样 。节 日 高潮是泼水 ，所谓 “湿
透全身 ，幸福终生。”

过去 ，西双版纳境内的交通闭
塞 ，靠马帮驮运 ，改革开放后大力
发展交通 ，公路四通八达 ，航空水
运也很方便。如果你没去过西双
版纳 ，你会后悔终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