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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岭瑰宝，画境木王。木王山是个令人向往的地
方。木王国家森林公园地处秦岭南坡，位于商洛市镇
安县境内，距离县城大约 78公里。

进山那天，寒露刚过，正值秋季多雨时节。山里
短暂的停留，使我切身体会到了木王的秋色，的确不
同于山外。尤其是秋雨，更显得特别，往往下起来，
有些柔媚、有些缠绵、有些调皮，且一日多变，让人捉
摸不透，如同孩子的脸。

早起时分，四周烟雨蒙蒙，云雾缭绕，山林若隐若
现，仿佛置身仙境。到了晌午，却是另一番景象。午
后，云开雾散，山涧豁然清朗了许多。瞬间，阳光穿
透若有若无的薄雾向大地铺洒开来，使得山林变得愈
加迷幻。此时，正想着走出房间，欣赏这雨后美景，
头顶却飘过几团云雾，猝不及防下起了太阳雨。且来
势迅猛，豆大的雨点从天穹一泻而下。

山里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没有任何征兆。
秋雨，更是如此，下起来时大时小，时紧时慢，歇歇停
停，往往一直会持续到傍晚。

许是久居北方的缘故，习惯了低矮的山丘，平静
流淌的河水。初次来到这里，便被美如山水画廊的景
象和多变的气候深深吸引。“秦岭最美是商洛，商洛
最美在木王。”前些日子，正巧在一篇游记中读到过
作者对木王的赞誉。身临其境时，果真被这山水灵气
吸引。

山脚下，一条宽大的河谷把山底一分为二，依山
修有两条蜿蜒而宽阔的大路。我停留的住所杜鹃山
庄，就位于河谷的一边，也是这里为数不多的高大建
筑群体。

从山口向里，沿着通往住所的大路，星星点点散
落着几处院落，大都造型古朴，错落有致。一路走
来，似乎是由于秋雨时节，少有游客住宿。大多数院
门和房屋是紧锁的，好像并没有对外开放，萧瑟清冷
之余，更显得隐秘、奇特而幽静。

山谷另一旁的大路，也是有几处房屋的，似乎是
当地的民宿，到了清晨或傍晚，房顶会升起袅袅炊
烟。远远看上去，这里的房屋造型和风格略显单调，

的确比不上杜鹃山庄，只是在这淅淅沥沥的秋雨里，
在这萧瑟幽静的山谷中，平添了几分人间烟火气。

二

山下小住的日子，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了绵绵
秋雨，终了也未见到一个完整的晴好天气。即便如
此，也难打消进山的想法。趁着秋雨喘息的间歇，还
是抽空去了趟双头马景区。于我，也算是入得宝山，
没有空手归。

双头马景区位于公园南部，以地貌奇观和林象景观
著称，大大小小有40多个观景点，因山体形态如双头马
而得名。导游调侃说，天有神马，生有双头。骑双头马
就等于有了双倍的俸禄和双倍的好运，游双头马可以观
赏天下名山之精华，得到福禄双至、事事顺遂的好运气。

对导游的这般说辞，我并没有上心，想着也是景区
吸引游客的噱头，为的是增加游客进山的欲望，听听就
好，笑笑就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水本无情，只是
人有意罢了。寄情于山水，人们总是要为它赋予这样那
样美好的寓意。

木王既然是景点，不足为奇，也亦是如此。
怀着猎奇的心态，我终于坐上了去往双头马景区

的园内接驳车。大约半个小时后，车停靠在了腰竹垭
平台。未曾想，原本是要放晴的天空，瞬间变得阴沉起
来，整座山被笼罩在白茫茫的烟雾里，山风夹杂着雨点
迎面吹来，忽然觉得寒气浸骨，忍不住打了几个冷战。
若不是心有所系，定是要后悔进山的。我在心里喃喃
自语。

从腰竹垭平台上山，有两条路，一条通往跑马梁，一
条去往冠顶峰。双头马景区最值得驻足的地方，要算主
峰跑马梁了。导游说，雨天路滑，跑马梁道路平缓，那里
的沿途景色会更美。作为向导，大家听从了导游的安
排，径直向跑马梁出发。为早点赶到观景点，我们一路
拾级而上，爬坡过坎，穿梭于山林之间，全然忘记了欣赏
沿途的风景。

还好，我与这山是有缘的。登顶跑马梁后，我看
到了浓浓白雾中的巨大石瀑，突兀地出现在了远处的
山崖上，令人感到无比震撼；站在听涛石上，我依稀
听到了远处山谷传来的阵阵巨响，全然忘记了脚下悬

崖陡峭的恐惧……
山里云雾多变，说风就是雨。一阵紧过一阵的山风

吹过，只见远处缠绕在山头的浓雾，聚了又散，散了又
聚，突然天空洒起了雨滴。因为担心雨下大，身边同伴
不停催促下山，即使心里有万般不舍，也只能意犹未尽
地离开了。

人生无完满，缺憾亦是美。这，或许就是天意。

三

木王山是沉静的，更是沸腾的。
在这里，不分白昼黑夜，或漫步山林，或寝室休息，

萦绕人们耳畔的，似乎只有流水碰撞山石的巨响，听不
到其他杂音。尤其在雨夜，在这静谧的山里，那哗啦啦
的流水声，听上去愈发响亮，一路狂放追逐，奔赴远
方，更像是一首万众一心，恢宏大气的战歌，令人热血
沸腾。

木王山是多彩的，更是斑斓的。
经过秋的渲染、雨的滋养，山林披上了华丽的外

衣。那一丛深绿、一簇金黄、一丛浅红、一簇焦褐……五
彩斑斓的山体跃入眼帘，呈现的是别样景致。

我知道，未曾在春日，欣赏那万顷杜鹃；未曾在夏
日，感受大山的清凉；未曾在冬日，踏过这里的冰雪，仅
凭这秋雨中的邂逅，就想用自己生硬的文字，直白的粉
饰，言尽这青山之美，着实是有些轻率了。

于我而言，山水之美，不在其本身，而在心境。走进
深秋里的木王，目光所及，皆是风景。借用南朝隐士陶
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里的诗句来说，那就是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片岭上“白云”。

红尘之中，相遇就是缘。一如在这深秋，走进木王
的山水，听涛声雨落，赏秋色雾景。凡此种种，得失随
缘，无需刻意，愉悦了身心，澄净了思想，那便是最好的
旅行。

万象森列，天开画卷。神奇的木王，藏在深闺，令人
神往。那山、那水、那风、那云、那雨、那雾……一草一
木，一瓦一石，一潭一池，乃至一片凋零的树叶，一丛绿
茸茸的青苔，都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们最好的礼物。

深秋里的木王，云来山更佳，雨过色更浓。

木 王 秋 色
□王保林

秋阳不知秋已高，
晨曦微微寰宇照。
我邀东风与君叙，
温情脉脉似浪涛。

壬寅年·寒露
□春草

透过窗户
我便看见大秦岭
逶迤中起伏
欢快中跃动
蜿蜒中曲折
沉稳中守静
峰峦叠嶂中
秀美
穿云破雾中
奔腾

你有多少鸟语声声
雄性的大秦岭啊
你是万山之本
万石之峰
你危岩绝壁
你陡峭凌空
你是横亘在中华大地上的
一条巨蟒
是亿万年腾云驾雾的
一条巨龙

她是少女般的
葱郁和温情
又是男人般的
健硕与威猛
柔性的大秦岭啊
你温文尔雅
你郁郁葱葱
你有多少薄雾缭绕
你有多少雨意蒙蒙
你有多少白雪皑皑

透过窗户 我便看见大秦岭（节选）

□李永刚

一

秋夜，静悄悄，
我在写入党申请书。
共产党员，应该是怎样的人？
我推开纱窗，
望群星闪耀——

绞刑架下，
李大钊顶着逆风，高呼口号；
集中营里，
方志敏蘸着热血，疾书文稿。

云周西的铡刀，
铡不断刘胡兰的信仰；
歌乐山的子弹，
打不垮江姐的情操。

雷锋精神，
哺育了多少共产主义新苗；
焦裕禄的汗水，
染绿的何止是一个兰考！

为了让实践检验真理，
张志新的忠魂唤醒沉睡的小草；
为了把冬雪化为春水，
孔繁森的生命绽开美丽的花苞。

袁隆平毕生投入科学，
培育出高产的杂交水稻；
张桂梅创办女子高中，
让一只只雏鹰飞上云霄……

二

秋夜，静悄悄，
我在写入党申请书。
共产党员，应该是怎样的人？

群星告诉我：
是特殊材料——

在党的机体内，
党员是一个健康的细胞；
在党的翅膀上，
党员是一片洁白的羽毛。

在党的红旗中，
党员是一根纤维，永不褪色；
在党的歌声里，
党员是一个音符，永不变调。

党员是一滴油，
一切为了机器的运转；
党员是一朵浪，
永不离开大海的怀抱。

党员是千里马，
昂首赶路，永不停蹄；
党员是老黄牛，
埋头拉车，永不松套。

党员是莲花，
出于污泥而不染；
党员是松树，
久经霜雪而不凋。

啊，是钢，是铁，
是火，是剑，
才无愧于
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秋夜，静悄悄，
我在写入党申请书。
攀登人生的珠穆朗玛峰，
灿烂的群星，
就是我的路标！

今夜星光灿烂

□初红

——唱给党的二十大

秋风就像一位纯洁多情的少女，用一把柔软的
梳子，梳理打扮着美丽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巧绘着壬
寅虎年的金秋风情，让人难以释怀……到了 10月 16
日这天，阳光普照，丹桂飘香，一道来自北京的电波
在空中飞驰，传递来特大喜讯——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了！

此时此刻，大家通过电视收看新闻直播。一时
间，天南海北，长城内外；五指山峰，延河岸边……十
四亿人民不由得齐声高唱起同一首歌：“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犹如三月的春潮在激荡……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欢乐的时刻，只见政府机关的办
公大楼上，窗户明亮，大家重温着入党誓词，胸前佩
戴的党徽在闪烁；一大批产业工人坚守在生产第一
线，他们在那钢花飞溅的炼炉旁，以实际行动一心想
要出一炉优质的钢材，为建设支撑强大的中国贡献
力量；在希望的田野上，一大批农民群众仍在耕耘劳
作着，收获着丰收的五谷瓜果，乐为二十大敬献一份
厚礼；在国境线上的边防哨所，人民子弟兵的意志更
加坚强，夜以继日，保卫边疆；书声琅琅的各大校园，
大中小学生正在紧扣着人生的每一粒纽扣，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发奋学习……这一切，从城市到乡

村，众人心情就像大海卷起的波涛，难以平静。无论
置身何地，眼前都会浮现出这样一幅景象：一串串爆
竹响起来，陕北的腰鼓打起来；一面面党旗迎风飘，
一张张笑脸似春风，呈现出的是同一个画面，表达着
共同的心愿，为党的二十大召开而高歌欢唱。

我怀着火热的激情，沐浴着秋日的朝霞，信步
走在古城西安的大街小巷。一路观察，看到那沸
腾的人流，漫过通衢大街，从四面八方汇集于钟鼓
楼下的广场。大家未曾谋面，终会相遇，自发交流
着对二十大报告的感想，畅谈心中的体会。人群
之中，哪位公民心田里头的幸福绿叶不在伸展？
哪个胸中燃烧的激情不在奔流？爱党爱国的情怀
油然而生，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从党的一大到今天党的
二十大，标志着百年政党风华正茂的里程碑。尤其
是在这非凡十年里，有目共睹的是经历了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由此联想，这

不正是嘉兴南湖红船上的初心吗？不正是南京雨花
台先烈的憧憬吗？也更是爬雪山、过草地“二万五千
里长征”路上的期盼……每个人使命在肩，在前赴后
继中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终于实现了风卷红旗过
大关，取得的成就彪炳史册。

让我们翘首展望——山高水远，大道之行，壮阔
无垠。人民大会堂里，两千多名代表济济一堂，肩负
着全党的重托、人民的期待，建言献策，共商中华民
族复兴之伟业。雷鸣般的掌声中，习近平代表党中
央所作的工作报告，催人奋进，吹响了新征程上的奋
斗号角，立下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年一度秋风劲，人间万物气象新。历史的长
河奔腾不息，亲爱的同志们，在这动人心魄的时刻，
让我们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展望锦绣前程！

啊，明天，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而又期盼的字
眼，请相信吧，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幸福的“赶考”
路上，又迈出了“新长征”的坚实步伐，必将谱写出更
加绚丽多彩的华章！

金 秋 颂 歌
□韩星海

金秋十月奏佳音，都城盛会聚俊英。
蓝图绘就谋福祉，高歌曲成唱创新。
雄才喜举山河壮，伟业欣迎家国兴。
继往开来圆华梦，宏文字字鼓人心。

讴歌党的二十大
□赵亚勇

泱泱国度立东方，茫茫环宇中华强。
欢庆党的二十大，扬帆破浪正远航。

扬帆远航
□孙升

党旗飘扬百余载，江山传承千万代。
英雄人民受鼓舞，隆重盛会于京开。
大河咏歌抒情怀，峻岭起舞添异彩。
忆往昔岁月峥嵘，望未来车轮更快。

喜迎党的二十大
□薛正义

人为攀比苦乐所累，山村却因
攀高变得美好。

有点傲气的农家屋子，多在崖
上坡头落座。先前处在坡底沟角
险象环生的破旧窑洞和土坯房，早
已成为人们的记忆。当下，村里人
腰包鼓了，心劲儿就大了，不光把
房子建在高处，还要盖得气派。

村子有多高，水泥路就扯得有
多长，直通家门口。路随村子转，
村由山弯绿树抱，全然告别了过去
那纠缠不清的羊肠土路。往远处
眺望，马路就像变魔术，起起落落
躲闪着，滑过山梁，弯瘦山腰，钻进
树林，绕下山坡，抛向远处模糊的
山口。他们出行有车代步，只要一
发动摩托或轿车，就顺坡下了山、
进了城，再不用担心过去雨天滑坡
房塌之忧，不受土路泥泞难行之
苦。水路电一通达，衣食住行方便
多了。山村独有的秀美与宁静，叫
城里人羡煞眼，村里人却羡慕城市
的繁华与文明，二者看似矛盾，但
村里的青壮汉子却占有两头：白天
驾车进城打工，干着城里人的活，
赚城里人的钱，到夜晚回到村里，
享受着平静的夜，自有山鸟鸣唱，
草虫催眠，如此早出晚归的日子，
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过去盖房，多找高崖陡坡作依
靠，而今建房造屋则瞅准马路才是
发展的依托。时代开放了，农家人
也省略了各自的院落。门前大片
的空地，就是大伙儿共同的院落，
再不需要厚墙隔着，围墙框着，谁
也不防备谁。家家门户朝大路开，
迎来送往的多是城里的游客。村
里人就是不出山也能谋个事干，在
家各有各的营生，各人有各人的活
计。上了年纪的人，自然照看屋
子、孙子、鸡仔，而农家妇女在自家
庭院办起小商店，开起农家乐。撑
起棚屋，摆好桌凳，用竹片隔成篱
笆墙，当空扯开彩条随风飘，无不
吸引着过往游客。

山里人手头宽裕了，邻里间也
少了许多鸡毛蒜皮的小疙瘩，变得
克制而宽容。东家养头秦川牛，老
把牛儿拴在树桩上，供其吃喝，任

其打转，不让踩踏邻家庄稼。西邻
家养几只鸡，既不多养也不放养，
怕啄食邻家菜地，把几只母鸡圈养
在竹篱棚内，每天下几枚蛋供自家
人吃就够了。入夜，门外摩托一
响，东邻小伙把从城里捎带的牛奶
糕点递到大妈手里。早起，小伙在
门外与大妈打声招呼，照看房子、
鸡、羊的事，邻家大妈全承揽下
来。邻里间相互照应的温暖，铺满
了乡村路。

人住得高了，果木果园也跟着
攀升。别提房前屋后见缝插针的
栽种果树，连过去的荒坡秃岭也已
栽满石榴、核桃，还有近几年引进
的樱桃、枇杷，啥来钱种啥。他们
拉上大小塑料管，从沟里把泉水引
上来浇灌果木，不怕树木活不了。
山头山坡树木繁茂成阴，让云雾有
了驻足的驿站，让鸟儿有了归巢和
起飞的故乡。

我是喜欢钻山游玩的一员，周
末约上几个驴友，常从骊山仁宗风
口村经过。这个新村农家房屋，齐
刷刷坐南朝北，清一色的白墙红
瓦，一户一个小院，院内花草争艳，
家居陈设与城市无异。这与小金
的宁家新村，零口的西洼新村一
样，都是原先散居在山谷沟底坡脚
滑坡地带搬迁上来的。我和驴友
看他们住着如此漂亮的房子，半是
嫉妒，半是好奇要进去看个究竟，
顺便讨杯水喝，再与房主聊上几
句，自然就亲近起来，曾听他们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多亏政
府帮助搬迁盖房，要不咱们还在沟
底下烂窑里窝着。”

我们出了风口村，转到一片柿
树林，正赶上老婆老汉采摘柿子。
老汉撑起绑有夹子的长竹竿，对准
头顶柿串，连枝带叶一夹，再使劲
拧拽，哗啦几下摇晃了天空，“咚”
地砸中老婆背上，老汉赶忙问，砸
疼了吗？老伴说不咋不咋，兀自来
回捡拾散落在地的柿子。很快，地
上堆的，笼里满的，框里冒尖儿的
柿子，红艳得连霞光也留恋不走
了。他们采摘的不光是生活的霞
彩，还有农家人的梦。

□罗锦高

攀高的山村
南吕回乡，缕缕风凉。
稻田里，沉穗金黄。
枝头硕果，静沐晴光。
正野花红，芦花白，菊花香。

秋高收获，时见繁忙。
兄劳作，妹递壶浆。
三杯桂酒，共话农桑。
喜摆龙门，吟辞赋，唱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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