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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寻道都江堰

作者 | 迟子建 赏析 | 粟凯东
【编者寄语】

不息的岷江，水色清明，孕育两岸文明；千年都江堰，生机勃勃，引来万代谷香。都江

堰顺应自然，成就神迹；都江堰天人合一，德聚仁和。寻道都江堰：一湾水，一方堰；水倾

城，堰蕴奇。

【披文入情】

寻道都江堰
“道”是主旨，“寻道”是

文脉。

①从羊脖岭流出的岷江，在没有都江堰前，性子是暴烈的。

稍不如意，它就会挟着滚滚洪流，咆哮上岸，为害生灵。岷江

两岸的百姓，饱受水患之苦。秦昭襄王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

前 276 年，蜀地迎来了一位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郡守——

李冰，他似乎是专为调理岷江的性情而来，历时十八年修建的

都江堰，成为他的旷世杰作。从此后，岷江变得温顺了，它滋

润的巴蜀大地，无有饥馑，仓廪殷实，稻谷飘香。（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李冰修建了都江堰，都江堰成就了李冰。）

都江堰的巨大作用——调理

岷江，润泽巴蜀：自然的和

谐。

②4月的川西平原，一派清明。这时节是可以不出太阳的，

因为金黄的油菜花已经把田畴照亮了。淡淡的雾霭里，隐约见

得鸟儿一闪一闪地掠过。它们的身影是暗淡、模糊的，但它们

的叫声却是明朗、活泼的。看来大地上最知春的生灵，是它们

啊。

③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时，太阳时隐时现着。忽明忽暗的

天色，让视野中的岷江不停地变色。阳光照耀着它时，岷江是

浅绿的，绿中还泛着微微的蓝；而天色阴郁时，岷江是青绿色

的，绿中掺杂了淡淡的紫。不管岷江的颜色怎么变，有一点却

是不变的，那就是它的清澈纯净！

④这些年，关于被污染了的大江大河的报道，不断地见诸

报端。所以能够看到水色灿烂、洋溢着芬芳之气的河流，我有

一种惊喜的感觉。李冰正是握着岷江这饱蘸墨汁的笔，书写了

人间奇迹。（文章的情线——“惊喜”：于水的清澈纯净，于

李冰创造的人间奇迹。）

景色清明，水色灿烂，这是

都江堰“道法自然”的神迹。

⑤都江堰的核心工程渠首，选择在岷江的自然弯道上。都

江堰海拔七百多米，而成都平原的平均海拔在四百多米，形成

了天然的坡降，得以进行自然灌溉。渠首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引水口和飞沙堰溢洪道。鱼嘴将岷江分为

内江和外江，内江流入川西平原，用于灌溉和人民的生活用水，

外江泄洪排沙。内江进入宝瓶口后，就像一个少女被束了一条

飘逸的腰带，使她的气质变得端庄典雅。因为人工开凿的宝瓶

口，以其恰到好处的宽度，控制着进水量，使多余的水无法进

入成都平原，而是经飞沙堰分流到外江。由于内江处于凹岸，

都江堰工程之“道”——利

用自然规律，成就典范。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2/3

外江处于凸岸，根据弯道的水流规律，表层水流向凹岸，底层

水流向凸岸，自然把岷江中的沙石淘入外江，解决了排沙问题。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利用地势和水流的自然规律，并没有大动

干戈，成为举世瞩目的无坝引水的典范。难怪 20 世纪 40 年代，

日军准备炸毁都江堰时，当战机盘旋在半空，他们看到身下，

只是欢腾的河水，并没有预想中的堤坝时，只能望河兴叹，悻

悻而去。那空投下的几颗炸弹，只不过让岷江溅起了几朵灿烂

的水花而已。（日军的望河兴叹，恰好是都江堰与自然合一的

明证。）

⑥岷江流经的玉垒山上，有清幽的灵岩寺，还有为祭祀李

冰父子而修的二王庙。山寺的桃花因为浸染了香火的幽香，而

显得无比地清雅。站在宝瓶口，可以看见身下一棵粗大的皂角

树，它斜斜地插在那儿，无比惊艳。这树大约有二十米高，分

支繁复，树冠阔达。那嫩绿的叶片充满了勃勃生机，像一群飞

翔着的翠鸟。我想疲惫的旅人站在这里，完全可以摘下几朵树

上的皂角花，就着岷江水，洗去风尘。洗好的衣服晾晒在哪儿

呢？自然是不远处飘荡在岷江上的安澜索桥了。（移步换景，

情景交融。）据说，这座桥在唐代以前就存在了，它几经修缮，

在明朝末年，毁于战火。由于这座桥是连接岷江南北两岸的“生

命线”，没了它，两岸的通道也就断了。直到清嘉庆八年（1803），

有一个叫何先德的乡绅，偕同妻子，重修索桥。等桥修好后，

这个腰缠万贯的乡绅已经成为一个赤贫者。何先德夫妇把这桥

命名为“安澜桥”，但后人感激他们的恩德，都叫它“夫妻桥”。

川剧有个名段《夫妻桥》，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我从宝瓶口下

来，沿着岷江逆行，踏上了安澜索桥。这座用木板和粗壮的棕

绳捆扎的索桥，看上去就像荡在岷江上的一个巨大的秋千。那

时恰好桥上没有行人，我晃晃悠悠地走到桥心时，俯身望着这

条流了两千多年依然青春烂漫的河流，忍不住大声叹息了一

声。那是一声最美好的满含着缅怀之情的叹息，我为李冰父子、

何先德夫妇，为那些伟大的古人而感动。入夜，辗转难眠中，

翻阅有关都江堰的书籍，这才知道花间派重要的词人韦庄就葬

在都江堰的鱼嘴之侧。他的词我依稀记得的有“住在绿槐阴里，

门临春水桥边”，“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我一时诗兴

大发，胡涂乱抹了一首诗，把它抄在书的环衬上，以示纪念。

宝瓶口中插皂角，

玉垒山下播青稻。

索桥晒衣趁春好，

古寺听禅待月高。

（文章的情线——“缅怀与感叹”：每一景都饱含历史沧桑，

每一步都是对过去的缅怀与敬仰，更是对千年文化的传承与延

续。）

都江堰润德之“道”——顺

应自然，德聚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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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珠玑】

山寺的桃花因为浸染了香火的幽香，而显得无比地清雅。

我要寻的“道”，不在青城山中，那不过是一个被香火缭绕的道场而已；而穿越了两千

多年时光依然生机勃勃的都江堰，以其独特的光芒，成了我心中最庄严的道场。

【思考探究】

1.请列举文中观点，阐释“都江堰以其独特的光芒，成了我心中最庄严的道场”一句中“独

特的光芒”的含义。

2.请结合自身的经历谈谈你对“道”的理解。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四川宜宾翠屏棠湖学校 粟凯东）

⑦离都江堰十几公里处，便是著名的道教的发祥地——青

城山。一个午后，我们来到那里。由于先去后山看了一座古镇，

所以到了青城山的山门时，已近黄昏。大多数人听说索道即将

关闭，便选择在山下闲坐。我和几个人抱着一线希望，拾级而

上，至月城湖，然后乘船过湖，上岸后赶上了末班的索道，终

于在落日融融的时分如愿地踏入山顶的上清宫。据说道教的始

祖太上老君，就是老子的化身。一部《道德经》，让老子流芳

百世。拜谒青城山的人，有多少是为着寻道而来的呢？而“道”，

真的在青城山中吗？

过渡，引出下文“都江堰之

道”的感悟。

⑧老子说，道法自然。看来真正的“道”，是顺应客观规

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冰是得道者。能够读懂都江堰，也

就能够读懂老子的经书。至少对我来说，我要寻的“道”，不

在青城山中，那不过是一个被香火缭绕的道场而已；而穿越了

两千多年时光依然生机勃勃的都江堰，以其独特的光芒，成了

我心中最庄严的道场。我愿意对它，一拜再拜。（文章的情线

——崇敬与信服。）

“寻道”终悟道：顺应自然，

天人合一。

选自《迟子建散文》

作者：迟子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