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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流芳布袋坝
□王朝阳

南溪宽阔的河面和两岸葱茏的绿树，留住了一
段历史的沧桑剪影。

明朝天启丁卯年（公元 1627 年）六月的一天，
太阳高悬于蓝天，显得格外闷热。

在离开京城前往江南浙江永康的一条山道上，
树草茂盛，行人稀少。一位 50 来岁的官员此时正
匆匆赶路，伴随他的只有简朴的行李和几个贴身的
随从。官员的眼神有些暗淡和疲惫，但眉宇间透着
一股凛然的正气。

这便是担任工部屯田司郎中带理节慎库，也就
是相当于现在农业部、工业部下面的司长（正厅级

干部）的周凤岐。因为拒绝向当时专权的宦官魏忠
贤行贿，反遭诬陷而罢官，回到了故里永康高镇村。

周凤岐11岁时父亲去世，24岁时，母亲也离开
了这个世界。好在他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即使家
境窘迫仍然得到一些好心人的救济。在他父亲的
门人——会稽高斗惠的收养和资助下，周凤岐完成
学业，42岁时中进士，49岁时选调进入工部屯田司
任主事，后升为员外郎，相当于现在的副司级干部。

仕途一帆风顺，可谓踌躇满志，然而这样的时
光过得很快。周凤岐感觉自己清贫为官、正直为人
几十年，也颇受同僚敬重，对得起浩荡皇恩，可面对
群魔乱舞的官场，他却一筹莫展。噩梦来临时，他
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做的只有迎风独立，
不与奸人同流合污。

离开政治漩涡的刀光剑影，周凤岐终于踏上了
故乡这片熟悉的土地，心头感到无比的热烈与温
暖，虽说罢官有些失落，但他并不后悔，反而觉得故
乡的山水最能抚慰和平静心灵。

拜谒了族中长辈，祭祀了父母，周凤岐心境平
静了许多。在串门走访中，他了解到全县正在发生
旱灾，水贵如油，估计一年粮食丰收无望。一种为
民请命的责任意识顿时在周凤岐胸中激荡，这种激
荡掀起的波涛，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他想，在
京城奈何不了奸臣，在家乡至少还可以为乡亲们做
点实事。

周凤岐毅然捐出自己为官攒下的一些积谷赈
济饥民。其实一向清廉为官的他，留下的钱粮也不
多，但周凤岐知道自己少年失父，青年丧母，全靠好
心人鼎力扶持才有今日，因此对乡邻总怀有一颗感
恩的心。

当然，赈济之举只能解一时燃眉之急，要想改
变百姓受灾受穷的境况，还得从如何确保旱涝保收
措施上想办法。高镇村处于华溪与南溪之间，如一
块木排漂浮于水上，自古以来，大雨来时都要遭受
洪涝灾害，晴天时又饱受干旱之苦。“唯一的办法就
是拦坝蓄水，加固堤岸。”从小就了解乡亲们耕作之
苦的周凤岐，立志要改变现状，做点实事，为子孙后
代留下点什么。大伙儿一拍即合。

“暴雨来时，洪水淹没农田。干旱来时，又无处
引水。这种日子受够了，大人，您就带着我们一起
干吧！”即使罢了官，村民们仍然敬重和相信周凤
岐，并请他出面主持大事。“好吧，待我仔细察看地
形，确定筑坝修渠的地方，再作定夺。”周凤岐认为，
没有实地看过，不能随意决定。

经过实地考察，周凤岐确定可以在沙田村附近
水流较缓的地段筑坝拦水，加高堤岸，然后从坝的
上游引水灌溉，这从科学角度考虑也是对的。

周凤岐把奏章呈报上去后，朝廷最终同意并责
成地方官督办。为加快进度，他亲自发动乡民挖深
河床，挑石筑坝。

每天，周凤岐总是早早来到工地，高挽裤腿，和
百姓一道清理河床，把一些大的卵石搬到岸边，垒
砌堤岸，同时从不远处的山上采来大石，滚入溪中，

作为坝基。为增加坝的稳固性，他们还在溪中打上
松树桩，编成毛竹簾，加上很有黏性的黄泥裹着草
皮，做成堤坝的雏形。

这个完全依靠民间力量修建的堤坝工程坚持
了两个多月，没有要官府出钱出人，全村老少起早
贪黑地干，一条前无古人的拦水大坝基本成型。坝
上，一口深潭蓄水而成；坝下，浅浅溪水缓缓而去。
这种十分简陋却实用的大坝硬是利用百姓一双劳
动的手修筑而成，奇迹就这样诞生。

下一步就要着手开挖水渠，以便于灌溉，使修
建的大坝真正发挥作用。怎么开挖呢？周凤岐想，
这条渠道要流经每家每户田地，但从哪里开挖，都
必定触及每家的一部分田地。农民大都以田地为
命根子，谁愿意无偿献出这块地呢？而如果没有这
条渠，让水从这块田流经那块田，也不现实。

周凤岐于是召集大伙儿商量，有人建议，每户
献出两平方米地，有人建议抓阄决定献出多少田
地。还有人建议田地多的人多献点出来。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

“我看不如这样，从坝脚到高川北面，用一匹马
来圈地，事先在马的屁股上绑一只石灰包，包下面
开一个小口，让石灰从小口中撒下。马随意地跑，
跑到哪儿，石灰就撒向哪儿，哪儿就是开渠的地
方。”一个年长的村民说。沉默了一会儿，大家竟异
口同声地说好，这个办法比较公平，比抓阄什么的
合理多了。

第二天，周凤岐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匹
马，并在马的屁股上绑起一只石灰包，包下面开一
个小口，让马在大伙儿的田地间任意地跑。

“你们的马慢点跑！我的田啊⋯⋯”大家正聚
在一起看马怎么跑，忽然听到带哭的喊声，不禁循
声望去，原来是村里的一位老婆婆，她无儿无女，丈
夫又死了多年，仅靠半亩薄田度日，可能是看到自
己的田地将被马的石灰撒到，既心疼又焦急。怎么
办？大伙儿商量定下的事总不能半途而废吧，但孤
寡老婆婆确实困难，如果把她的田地划掉一块，岂
不要了她的命？

这确实是个两难选择，大家的事不能耽误，但
确实有困难的村民也不能吃亏。周凤岐想，马要
跑、石灰要撒，这是不能改变的，但马要怎么跑，却
是可以控制的，只要不让马踏进那老婆婆田里就
行。于是，他心生一计，向求助于他的老婆婆密授。

第二天，只见那老婆婆手持一根长竹竿，站在
自家田里，等马快要过来时，竹竿横扫过去，惊得马
儿绕开了，石灰就没有撒到她的田里。水渠如期开
挖而成。看到清清溪水流到自家田里，村民们露出
了久违的笑脸。

而自从修了这道拦水大坝，高镇村一直没有发
生大的水灾，庄稼一直收成很好。以前，高镇村民
在沙滩种粮就像赌博，明知下注输赢都没有把握，
但仍然下注，因为这是生活所迫，如今堤坝修成，百
姓心头悬着的担忧不见了。

布袋坝（因马后绑着装有石灰的布袋而得名）

被大水冲坏后，又几经多次修建，至今还是一道美
丽风景。那缓缓的流水声，正带领我们翻开历史的
书页，那隔世的回响，正让我们梦回千年，感受生命
鲜活的色彩。

一年后，魏忠贤倒台，周凤岐接到一纸调令，从
家乡起身回朝，这次是礼部郎中，副部级干部。此
后，他又辗转各地任职，直到最后带兵与张献忠对
阵，几经浴血奋战后被俘，壮烈赴死。周凤岐再也
没能回到故乡，但他忠贞朴实的情怀，就像南溪清
水，一尘不染，清澈透亮。

布袋坝风光 王子庭 摄

东南佳胜，赫灵方岩。浙中驰誉，五峰奇观。

白垩移来，福寿之山。峭壁幽谷，落瀑飞泉。停云

留响，韵逸万年。

五峰逶迤，环拱寿山。灵芳钟毓，仙霞流丹。

状似城郭，峻崖回环。形如花瓣，立仞插天。嶙峋

石壁，姿态万千。石间涵窟，窟纳浑涵。壁生幽

谷，谷生幽玄。峰藏瀑布，瀑含峰间。峰峰有瀑，

瀑瀑高悬。其形如练，其象若帘。

由西而东，五峰绵延。“固厚”如屏，并峰比肩；

憨态藏巧，石洞毗连。“瀑布”叠翠，跌宕银泉；风生

萍末，气荡晴岚。“覆釜”隆顶，巨锅宛然；紫气氤

氲，聚散云烟。“桃花”峥嵘，壁削朱岩；其形神似，

其颜灿然。“鸡鸣”啼晓，橙麓俯瞰；云低日近，声过

崇峦。

五峰飞泉，春日宜观。“一泻春秋”，珠落九

天。断崖以泄，百米喷溅。飘如浪奔，坠似波翻。

流霞飞彩，凝辉浅潭。岩珠若牛，伏沙卧滩。复称

“天蜜”，神话说传。孺子渴饮，帝遣蜂仙。馈以酿

蜜，清冽甘甜。亦名“天墨”，缘起龙川。授业传

道，文祭祖谦。墨尽笔枯，接瀑磨砚。瀑水有灵，

千载流传。

丽泽祠前，瀑落“珠帘”。书院空灵，幽谷以

建。院环五峰，五峰环院。人文千载，世代承传。

飞珠散玉，银花照眼。万缕丝线，千条琴弦。袅袅

轻音，重重垂练。虹帘似锦，白水如棉。织若天

成，散如弓弹。

“龙湫飞瀑”，复谓“斤线”。拾级松亭，“印月

三潭”。其潭深邃，望不可探。斤线始及，流长源

远。峰外直通，公婆仙岩。瀑流破壁，贴崖急湍。

潭水澄澈，一痕碧涵。水色天光，倒映山岚。波光

照影，美轮美奂。

“桃花”以接，足登石卵。修竹茂林，浩渺云

烟。循崖跌宕，双峰相间。水石相搏，激浪滔天。

奔腾澎湃，万壑腾喧。“鸡鸣”喷涌，拾级飘散。波

折三叠，谷口相衔。形似马尾，状如长鞭。水声隆

隆，蔚为壮观。

峰生造化，瀑出天然。飞泉妩媚，春水娇妍。

竦闻天籁，静听鸟喧。墨堆峰顶，雨落山巅。云涛

雾海，及地接天。探施万类，泽布尘寰。游人络

绎，接踵摩肩。逸境若此，孰不留连。

（庚子新春于永康）

五峰飞瀑赋
□胡潍伟

自 2015 年对口支援工作启动以来，永康和四

川理县两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市委、

市政府紧密结合理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动担

当、积极作为，建立了帮扶工作机制。市主要领导

每年都带队赴理县实地考察援建项目实施情况，

共商对口帮扶大计，全方位开展援助。笔者有幸

参与其中，亲历一些事情，聊以记述。

东西协作，战略部署。永康理县，结对帮扶。

闻令而动，全力以赴。星夜兼程，风雨无阻。医疗

卫生，优势互补。言传身教，投师带徒。扎根农

村，送医到户。白衣天使，精神永驻。名校名师，

组团服务。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精准施策，调控

有度。捷报频传，欢欣鼓舞。开堂讲学，经纶满

腹。走访调研，胸有成竹。谆谆教导，殷殷嘱咐。

再创佳绩，全城瞩目。产业扶贫，农牧开路。深入

一线，讲解技术。结构调整，效益显著。品牌特

色，不断巩固。猪价高走，社会关注。稳产保供，

心无旁骛。祸起疫情，境外输入。安全屏障，牢牢

守住。城乡建设，全面提速。项目推进，如火如

荼。人才支撑，资金扶助。功成有我，不亦乐乎。

天赐宝地，一方净土。青山绿水，田草林湖。山川

异域，自然禀赋。休戚与共，一起守护。两地交

流，为民造福。蜀道之难，全然不顾。飞石如常，

塌方如故。不畏艰险，不问归途。千里之行，不言

辛苦。真情传递，真诚付出。并肩携手，干在实

处。全面小康，共同进步。

永康理县结对帮扶
□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