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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猛洞河
景青

    今夏似与漂流结了缘。七月
在武夷山漂了九曲溪，那碧水丹
山，竹排溪流还历历在目；八月又
踏上了古老的湘西大地，拜读了
源远流长的猛洞河风光。
    在张家界去猛河洞的火车
上，导游一再关照：猛洞河漂流高
潮迭起，险象环生，必须无条件听
从筏工的指挥，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听得我头皮发麻，汗毛肃立，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当年 “黄漂”、
“长漂”的壮烈场面，导游还关照
我们，猛洞河滩险浪急，加上落差
大，必须穿上防水衣裤，换上草
鞋。见我们一行中有四个戴眼镜
的，又告诫我们必须将眼镜固定
住，要不一个浪头扑来，眼镜会不
翼而飞。我们只得唯唯诺诺，依计
而行。好在当地人靠水吃水赚钱
都有招数，不仅为我们准备了防
水衣裤，连固定眼镜架的猴皮筋

都准备好了，只许掏钱就行了。
    胆战战坐上橡皮筏，怯生生
抓住安全纽，猛洞河漂流宣告
开始。
    且不说一路上那风光景致，
也不说即将来临的刺激而生成的
复杂心情，单说历经的被筏工称

之为老大老二的两个险滩。那“老
大”的水势落差竟高达6米，而且
水急流长！皮筏过险滩时呈45℃
冲浪而下，一路上水流湍急，河道
轰鸣，雪浪扑面，溅珠迸玉，将我
的心提到嗓子眼。浪花不仅打湿
了全身，还一个劲儿朝裤管里钻。

    青山夹岸，绿水长流，莫名
的涧泉瀑流，从莫名的山上飞
流直下，加上漂流者的一路惊
呼，使百里猛洞河动静交织，声
情并茂。
    河水平静处，那颗泯灭已久的
童心复苏了，情不自禁地用水枪

和水瓢玩起了水仗。好在河中礁
石上常有“武器”出售。一旦我们
“寻衅滋事”，训练有素的当地人
就朝你兜头泼水，让你避之唯恐
不及。我们在超越一群中学生时
偷袭了他们，立即招来猛烈的反
击。坐在前面的女孩竟不顾危险

扑倒在皮筏上，拼命用水瓢向我
们泼水，终因身单力薄，加上不
得要领，竟将一半的水泼到了自
己和同伴的身上。见斗不过我
们，只得悻悻作罢。傍晚在回张
家界的月台上，她突然认出了我
们，对她的同伴说：就是他，就是
他！可见白天的事还让她耿耿于
怀哩！
    前方有一挂飞瀑，那群中学
生要求筏工将皮筏撑到飞瀑之
下。谁知那瀑布冲击力极大，直砸
得伞倒人歪，差点儿将皮筏砸翻。
我有心数了一下，那挂瀑共有12
股水汇集而成，其冲击力之大，可
想而知。
    皮筏载着我们冲险滩、穿
瀑布，越激流，一路惊呼、一路
险象却情趣无限。四个小时后，
我们终于漂完了猛洞河最精彩
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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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杭州驱车90公里抵达诸暨牌
头镇，这里就是浙东旅游胜地斗岩。斗
岩山百峰争奇，千岩竞秀，民间早有
“北泄”（五泄）“南岩”（斗岩）之说。
    斗岩占地约6平方公里，以峰险、
岩陡、洞奇、佛大而著名。我们从牌头
环山渠道口入内，沿着一条用鹅卵石
铺成的羊肠小道而上，约离山脚300
米处，建有一亭，名头路亭，内置石桌、
椅，供游人小憩。再往前行，位于“群猴
迎客”石旁，一双层圆形石亭伫立于岩
壁之上，此亭名为“心印亭”，亭子石柱
上镌有“雨霁斗岩千瘴耸，云起古寺万
松低”。意在告诉行人，斗岩诸峰耸立
云间，白云古诗还在山顶。
    站在心印亭内，近在咫尺的诸暨大
佛就在眼前。诸暨大佛系斗岩山一绝 ，
它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天然弥勒大佛。
佛像高81.6米，由头、胸、腹三部分组
成，其高度比四川乐山大佛还高21.4
米。该大佛为全尊坐佛轮廓，头大、身
小，腹部隐入树林中。佛像头宽30米，
高37米，慈眉、善目，面部微笔，一脸祥
和，给人以佛光普照之感。
与心印亭正对面，还建有
一座高台，名 “九天琼
台”。游人要上这“琼台”，
需在这悬崖绝壁上，手扶
铁栏棚，沿着86级铁台
阶攀登才能登台。琼台建
在一座高 19米的小山堡
顶端，外围三面用铁栏围
起，内有三间一统的廊
架，廊柱上镌刻着“步天
梯琼台赴宴、列仙班西天
朝佛”。廊架内悬挂着一
面大鼓，我们中的年轻少
壮的，一个箭步窜上台，
擂得大鼓咚咚响，声震斗
岩山峦。一座名山古寺的
“登闻鼓”悬挂在半山之
中，也可称斗岩一奇。
    斗岩还有奇处，系建
在斗岩山顶的“龙王殿”，
是迄今全国仅有三家龙

王殿之一，江南唯此仅
有。在浙东的深山中建有
龙王宝殿，民间有着这样
的传说：相传元朝末年，
朝政腐败，义军四起，朱
元璋和张士诚两支义军
在诸南一带对阵，一日朱
元璋在斗岩山中设下埋
伏，执掌斗岩云雾的金佛
龙王白鲎仙翁降下一股
迷雾，以掩护伏兵，使朱
元璋打了大胜仗。为此，
朱元璋登基后，为感谢金
佛龙王白鲎仙翁相助，赐
以“龙王殿”隶书匾额，殿
正中神龛供奉金佛龙王。
据说，斗岩山自建龙王庙
后，年年风调雨顺，西山
门上“灵雨桑田”的匾额，
正是反映了斗岩山广阔
的沃野田畴，人寿年丰的
美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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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在偏僻的山区农村，交通极不
方便，山里人嘴里吃的菜都是自己种
的。庄户人终日忙于田间地头，三天两
头以素食果腹，日子一久，千篇一律也
就淡了，吃饭也就没了味口了。
    我妈妈却是个很细心又会理家的
人。记得小时候每至家里生猪出栏，手头
宽了些，妈妈便兴冲冲地步行十几里地
到镇上去买那些荤菜回来。买得最多的
是咸鱼，因为咸鱼腌了
盐不容易腐烂能多放些
日子。晚上，妈妈把从菜
地里摘来的红尖尖，和
咸鱼一块炒，刺鼻的辣
椒直呛得人掉眼泪。当妈妈把热气腾腾
的菜端上桌，爹爹早已从酒坛里舀了一
碗酒，乐颤颤地吃上了。我和弟弟更是馋
猫相，直拣鱼身吃，嘴辣得红太阳一般，
“嗤嗤”地直呼气也不肯停一会，爹爹看
了笑哈哈地说：“少吃点，别让盐腌了肠
子！”可我俩好象没听到爹的话似的，依
然吃得津津有味，毕竟吃咸鱼的机会不
是很多，有时候要等半年才会吃上一次。

每回吃咸鱼直到把菜碟翻空，嘴舌辣得
烈火在燃烧，才快怏地离开桌子。接着是
不停地喝水，喝了一碗又一碗，肚子灌得
鼓鼓的像个大肚企鹅，妈妈见了，就开玩
笑似地说：“你弟兄俩夜里别发大水把我
和你爹冲跑了！”（小孩尿床之意），我和
弟弟一听都乐了。
    后来，我去了城里念书，记得妈妈
每月总在我返校时让我带上一大罐菜，

罐里妈妈炸了好多咸
鱼，还有咸鱼炒辣椒，里
面放了点蒜，香、咸、辣
可口，都是我最爱吃的。
    日子一晃二十年过

去了，如今家乡已发生巨变。一条柏油
马路直通县城。挨着村子不远处便是小
开发区的菜场。买菜方便了，庄户人家
再也不愁为吃荤菜而买咸鱼了。每天鲜
活鲜活的鱼在鱼贩的水池里活蹦乱跳
着，今天别说是吃鲜鱼，就是吃蟹也天
天买得到了。吃的鱼虽然多了，但怎么
吃就是吃不出儿时吃咸鱼的那种滋味
和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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