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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古镇 酉水上地老天荒的水墨画 
作者：魏东   出处：www.shuhuayanjiu.com   时间：2012-03-21 14:59 

大溪镇位于渝、湘、鄂三省（市）结合部。贯穿全境的渤桂二级路拉近了其与酉阳县城的距离（不足90千
米）。悠悠酉水河源远流长，巍巍冠军山雄奇壮观，再加上境内的三桥锁双江、笔架山文化，绘成了一道旖旎的山

水画卷。在这里，民族风情浓郁，旅游资源丰富；在这里，金樱子色美味醇，千里油茶美酒飘香。 
  我前往大溪镇的时候，越野车刚抵达大溪镇外，一场雨不期而至。那碧绿如黛的酉水，迅速被这“嘀嘀嗒嗒”

的雨声改变，依偎在群山的臂弯里，仿佛停止了流动…… 
   
  那座老桥，那个老码头 
  被春雨梳理过的大溪，空气格外清新。四周高低起伏的山峦，以及近处的村寨、密林、庄稼，都笼罩着一层湿

漉漉的水雾。河湾畔那一丛接一丛的竹林里，传来鸟儿们欢快的叫声，令人心驰神往。这样的景色和韵致，恐怕也

只有在传统的中国水墨画中才能得见。 
  乡间公路的尽头，是一座高高耸立的青石拱桥。石拱桥飞架在酉水河上，河的对岸就是大溪老街。令人惊奇的

是，石拱桥另一侧的桥墩，却落在孤峰突兀的冠军山山腰，而通往镇上的公路在过了桥之后，还必须绕着山腰转一

圈，才能抵达镇内。看来当年的建设者们颇具匠心，为了减缓坡度对行车的影响，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山势落差的关

系，将公路桥设计成了现在的模样。细心的话，你还会发现桥头的石栏杆上镌刻着“人定胜天”的字样，一望便知

是那个年代的作品。 
  冠军山的脚下是一条浅浅的泥水溪，泥水溪和酉水清浊分明，两水交汇处就是大溪的老码头，当地人称“下码

头”。怪石嶙峋的岩缝间，泊着几艘破旧的小木船，船尾驮着蓬松的渔网，逐着水波漂荡。通往下码头的梯道逼仄

而陡峭，全都由青石条砌铺而成。也许是近年来少有人行走的缘故，石梯道背荫的一侧长满了青苔。站在低处，不

经意地朝上看，只见坎壁的边缘上顽强地生长着大量的藤蔓植物，那炫目的绿色几乎遮住了来时的路。 
  冷清的下码头空寂无人。靠近水边有一根木柱，上面用红油漆描出了水位线标记，煞是惹眼。木柱孤零零地杵

立着，提醒我们下游的酉酬镇正在建设电站。一旦酉酬电站建成蓄水，日益逼近的水位，就会以令人心悸的速度，

浸淹眼前这临水的老码头，也就是说：处在酉水上游的小镇大溪静谧的日子不多了。 
  有时候，我在想，无论我怎样拼命地去追赶，却似乎总也赶不上城市前进的步伐。 

  土家快餐与“都卷子” 
  大溪虽小，但若是碰到赶集的时候，倒也十分热闹。一条窄窄的街面上，密密麻麻挤满了半新不旧的房子。丁

字路口是小镇的中心，那里集中了小镇上几乎所有的饭馆和商店。店铺的那些白色蓬布伸出街面，就像天上的云

朵，一片连着一片，十分壮观。蓬布下面挤满了四面八方来的村民，他们采购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也把自产的农

副产品摆在街面，任人选购。 
  几个半大的孩子，把书包垫在屁股下面，叫卖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野生笋。这种白竹笋应该是酉水流域独有

的，因为我从未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出于对一切春笋毫无原则的偏爱，加上价钱十分公道，另外我也想解放一下孩

子们，让他们多腾出一点时间去关心自己的学业，我买下了孩子们所有的白竹笋。很快，这一大堆鲜嫩欲滴的白竹

笋，或炒或烧，迅速变成了我们中午餐桌上的美味。 
  过了中午，生意逐渐冷清下来。这时候镇上的老板们就开始约上相邻店铺的同行搓麻将、玩纸牌，再不就是一

杯浓茶润着喉咙，嘴里嗑着瓜子，闲聊着时下流行的话题。不过质朴的大溪人，真正做起事来，却一点也不拖泥带



水。 
  车站对面的小餐馆，老板和掌勺的都是李师傅一个人。孩子放了暑假，也在店里帮着父亲洗菜端盘子。李师傅

待人和气，当他听说我来自重庆，话匣子立马就打开了。“当年我就是在重庆学的厨艺，也在星级大饭店干过！”

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妄言，李师傅抡起炒菜的大勺，夸张地上下飞舞，手则不停地颠动铁锅。不一会儿功夫，

一大盘米饭就放在了刚值完班的派出所民警面前。 

李师傅的店主要是卖面条和绿豆粉。面条自是寻常，绿豆粉则不易见到。李师傅说做绿豆粉的工序还是比较复

杂的，要先将大米和绿豆混合磨成面，然后按一定比例兑水调制成羹状，接着将烧烫的平底锅抹上一层菜油，再把

米羹成线状倒入锅中，最后烙成细条状起锅备用。吃的时候把绿豆粉和几片青蔬放入滚汤里烫上几秒钟，就可以用

漏勺捞起，再根据个人喜好，加上心肺、酸菜、肥肠、牛肉、排骨等臊子。“这比城里的洋快餐可快多了，价廉物

美，若是推广开来，一定可以打败麦当劳！”李师傅如是说。 
  身为土家汉子的李师傅还给我们演示了土家族最传统的小吃“都卷子”的做法。“都卷子”初加工的方法和绿

豆粉基本类似，只不过烙成的形状不尽相同，还有就是制作“都卷子”的原材料是野生蕨根粉。“都巴”是土家话

里蕨根的意思，因其要卷成卷来食用，“都卷子”由此得名。这个有着非常神秘名字的吃食，使我有了探寻下去的

兴趣。 
  李师傅当着我的面，十分娴熟地用刀把“都卷子”切成几段，放进蒸笼里蒸热后，再往碗里加上调匀的酱油、

醋、花椒面、辣椒面、姜蒜水、葱花等作料，然后宣布大功告成。热气腾腾的“都卷子”挑逗着我的味蕾，吃得我

们大汗淋漓，却不忍放手。 
   
  酉水河上的土家摇篮 
  听说我们准备租船去下游的酉酬，老李一个电话叫来了他的老朋友李老八。李老八是酉水一带最有声望的船老

大，打小就跟着父亲在酉水上捕鱼、搞运输，独自拥有两艘木船和一艘铁壳机驳船。他浑身上下皮肤黝黑，沧桑的

脸上仅剩一只眼眨巴着，虽然个子精瘦，但线条粗犷，一看就是常年在水中讨生活的汉子。 
  有李师傅相助，我们很快说好了价钱。船刚发动，天空又开始飘起密密匝匝的细雨来，两岸的景色顿时在雨雾

中变得模糊不清。这个季节原本不是酉水的丰水期，但借着雨势，险急的浪涛托举着木船，箭一般朝前飞驰。突然

船首一震，紧接着就传来令人心颤的声音，想来一定是船底与河里的巨石发生了碰撞。却不容我们多想，那笨重的

船身在李老八灵巧的调度下，异常轻盈地行进在险峻的峡谷里。李老八驾驭激流的功力，和对这桀骜不驯的河水的

熟悉，让我们唯有折服的份。 
  过完大半险滩，雨也差不多停了。眼前的江岸上，三三两两的白鹭，或孑然独立于树梢，或双双结伴嬉戏在沙

洲，或蜻蜓点水捕食于江中，或展翅翱翔在蓝天。有些水面平缓的地方，甚至能望见幽深的江底和鱼儿欢快的游

弋。水的高处，总有幽深的洞穴被藤萝掩映着，望不到尽头，不知是昔日土匪的老巢，还是更久远的，存在于人们

传说中的神仙的洞天别府。船越往下行，只要一片梯田出现，一个村寨就会马上映入眼帘。寨子里最引人注目的自

然是土家风格的吊脚楼，这些吊脚楼星星点点地掩映在青山翠竹间，总能勾起你无限的遐想。这里是土家人的聚居

地，是土家族生活的摇篮。 
   
  酉水掩藏的未解之谜 
  酉水发源于湖北宣恩，流经重庆酉阳县的大溪、酉酬、后溪三镇，由秀山石堤辗转进入沅江，而最终汇入洞庭

湖。 
  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大溪的笔山坝发掘出了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群、石器制造场和建筑遗迹。曾有

资料介绍说：这里出土的文物与地处三峡库区巫山县的大溪文化极为近似。两个同名的大溪，莫非真是一种巧合？ 
  大溪笔山坝位于酉水上游地区，与巫山大溪文化遗址相距千里，且有崇山峻岭阻隔。难道这二者真会有某种必

然的联系吗？早年发现的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位于地势险峻的瞿塘峡下峡口南岸。长江三峡在古代是人类难以逾越

的天险，严重阻碍着中原和四川盆地间的文化交流，所以也有“大溪文化不过瞿塘峡”的说法。但在此地发现的酉

水大溪文化，却有充分的理由让考古学家们大胆推测：也许在若干年前，今天生活在这一带的土家先祖，其实也曾

经生活在三峡地区。他们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通过洞庭湖进入支流沅江，再逆酉水上行而来。如果这个推断被证

实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历史上在这一带，曾经存在着一条中西部人口迁徙的通道。它巧妙地避开了天堑三峡，使

中原大地的古人能够非常方便地进入由于地理阻隔而相对封闭的巴蜀地区。 

正是这些勤劳勇敢、憨厚朴实的土家先祖们逆水来到这里，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渔猎和农耕文明。他们在酉水河

的两岸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土家文化。能够在酉水河畔发现大溪文化遗存，对丰富酉水流域古文化内涵，填补

酉水文化序列中的空白，起了巨大作用。 
  在人类历史演进的漫长历程中，还有多少未解之迷，等着我们去揭开；多少地老天荒的悬疑，等着我们去破

译。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沉醉在如画的风景里，和这最后的江水，做最后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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