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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稷乘生气，
山陵入碧霄。
回眸十万柏，
终古耸高标。

二

驭龙人朅去，
禘祫羡箫韶。
云出千峰翠，
波平一阁遥。

黄

陵

古

意

□
孙
兴
华

有一种情愫……
是袅袅的炊烟，
是淳朴的村庄，
是芬芳的泥土，
更是碧蓝如海的天空。

绵延起伏的塬坡，
茁壮成长的庄稼，

青翠茂密的树林

欣喜之情油然而生。

喜欢家乡的夏雨霏霏，

更喜欢家乡的那份纯粹。

是您留住了我的脚步，

是您让我忘却了忙碌的疲惫。

情

愫

□
侯
锦
华

在天空布满群星、云影
纸做的月亮，越来越高，越来越薄
这些还不够

无边无际的黑试图掩盖
宏大的叙事
而细节正在蔓延扩张
一些微小的存在暴露了秘密
一阵清风，几声虫鸣
竹林七贤的传说，窸窸窣窣的响动
在寂静处留下更加明显的证词

夜，有沉甸甸的心事
也有宽广的胸怀
容许一个人，在思想的国度遨游
在地平线上
犁开一片天地
撑一只船，滑向崭新的黎明

夜 的 语 言

□周益慧

夜读《茶经》，有平利雀舌微苦
乘一片两片夜色，从汉江上游踅出
穿越千年丝绸古道，款款进入
汉水修辞，把我案头摆放的汉语
掀翻。一块上古饮品地理
从大巴山里窜出异香

这些拥有皇室血统，走出
深宫的高贵女子，风姿绰约
让前朝后世的人们惊讶
赞叹，谈茶色变。一枚银针
扎进了五千年文明深处

我口含余香，妄想一杯清茶
能有多大容量。而安康
明前毛尖，却轻易地搅动了
世界贸易的胃口

夜 读《茶 经 》

□姜华

无数玉米苗
萌芽拔节
竞相生长
大豆谷子高粱
这些人间佳木
正在把美味酝酿

枝头鸟鸣
宁静幽远
白云舒卷绿荫扬
硕果累累的惬意中
蜜桃杏李应时熟
瓜果青蔬便得尝

小河蜿蜒
缎带缠绕
旷野绿韵意茫茫
一望无际的大地
像烟波浩荡的碧海
涌动美丽动人的风光

弯月皎洁
夜色苍莽
一片蛙声报纳凉
清风在山川间穿梭
时光掀开了帷幔
农家小院清风阵阵香

夏 日 乡 村

□马科平

一见到瓦屋，就觉得过去的岁月还
在。别小瞧它陈旧、低矮、卑微甚或破败，
低眉耷眼，只瞅着脚下的土地，那烟笼瓦
屋，雾漫山野，雨敲瓦板的叮叮声分明告
诉我们，那才是乡村的标志、城乡高楼的
祖先，也是人们无法抹去的乡愁。

无数人的童年，正是从瓦屋的庇护
下，在村口的目送中走向远方。

江南的山村，路是石路，溪河是水路，
田舍分明，阡陌有序，丝毫不乱。唯独烟
雨和瓦屋缠绵不清，厮守着这片宁静，恪
守一年四季的日子，把生活打理得如此丰
润。莫名其妙的雾气一来，雨丝就来，与
瓦上的烟火气交融涂抹。

一会儿，天与地、雨与瓦屋之间便开
始了叙说。瓦檐横一眉羞涩，门窗斜一抹
雨帘。烟岚雾霭，总喜欢把山川、树林、梯
田、木桥、村庄一股脑儿吞没在梦里，若隐
若现，只可见水墨画般的轮廓。即使雨停
雾散，瓦屋上还冒着几缕青烟，山坳里还
窝着一片浓雾。

千片万片的瓦本来是脚下的泥土，
经过那粗糙、老茧突起的手脚踩踏、揉搓
加工，用模板弓成弯月，再经过烈焰涅
槃，就有了它的前世今生，成为响当当的
坚实瓦板，盖在房屋顶上。一块一块卧
为槽、覆为盖，密密叠加，形成天地之间欢
笑的波澜。

阴晴笑天颜，雨雪轻歌吟，迎送农家
人早出晚归，燕子来去。尽管瓦片在上，
可它总是俯视脚下，庇护农家人的生活。
屋檐下正是燕子搭窝、生儿育女的好所

在，既可遮风挡雨，又能贴恋人家。人听
呢喃而觉祥和，燕闻人声而倍感亲切，簸
箕状的燕窝儿装满了安全感。

母燕飞出巢穴冲进雨帘，没在烟雨
中。当它叼虫回巢，扑棱两下，一窝雏鸟
夸张地张大红喙，争相呼母喂食。黑黑的
瓦屋、斑驳的老墙，红泥砖墙撑满家家世
俗烟火，兜住的是每家每户的喜怒哀乐。

檐下石坪地面，雨水乱溅，雨声潇然，
把几只肥鹅、鸭子、公鸡、母鸡逼到墙根，
挤挨在那一溜儿干爽处，不敢吱声。被淋
得个个扬长脖子高抬头，压低屁股直挺
身，本能地让雨水顺毛溜下，或抖一袭彩
衣，把雨水抖落干净。

下雨的日子，农家人也是闲不住的。
男人们开竹筒、削竹篾，编框编笼，或锯木
打眼做木活，凖铆乒乓斧锤响。女人们缝
缝补补，搓鞋绳、纳鞋底，做不完的琐碎家
务，扯不尽的家长里短。孩儿们得以空前
地释放，疯玩追撵，把楼板踩得山响，打闹
无常，招来大人的斥责——屋外再大的雾
霭雨雪，也给屋内热腾腾的生活降不了恒
常的温热感。

瓦屋无疑是人畜安身立命的主体，
但房前屋后多留有空地，农家人便充分
利用空间，搭个简易猪棚粪寮，多用竹瓦
覆盖，将碗口粗的竹筒对半分开，铲去内
腔竹节，凹作槽，覆为盖，一块块咬合。
或用杉树皮平铺屋顶，上压石块、木头，
风雨无虞。

雨敲黛瓦，妙语连珠，叮当清脆悦耳
响；雨击竹瓦，笃笃乱弹，木鱼声声心无

绪；雨落树皮瓦，噗噗低吟，高高低低、上
上下下无处不弹奏，无处不诗情。屋后坡
地的竹林争相弯腰低头，轻柔地摩挲着屋
瓦，拂扫那无赖的烟霭。待云雨走后，才
直起腰杆，弹起竹尾，柔柔地环护人家。

在这雨雾不休的日子里，房前屋后巴
掌大的菜地瓜棚，伸展的南瓜藤叶趁人不
注意，偷偷地爬上屋角，几天后便在瓦槽
里卧了个南瓜。屋子主人不忍心拔开藤
芽的任性，由它们开花结果。村路上石巷
子，耕作归来的农家人披一袭蝶状般的棕
黑蓑衣，头戴油纸香味的斗笠，肩扛木犁，
牛轭、牛链随步晃荡，敲打犁铧叮当作
响。牛在前，人在后，不用吆喝，牛蹄声
声，一同弹奏熨帖的乡曲。

村头池塘的水面养一塘浮萍。农家
人用竹篙隔成一片绿、一片红，红萍、绿萍
都是顶好的猪饲料。红绿之间泊满水珠
粒粒，银珠闪闪，水气雾气永远拢不走水
底的秘密。

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无意记录它的
足迹，唯在土墙上留下它的履痕。露出
的是斑驳的稻草屑或沙砾，留下的是云
山雾状般的淡墨图景，仿佛在默默叙说
着过去的岁月。

时代文明走进乡村后，老旧的瓦屋催
生出大片崭新的楼屋——白瓷墙、黛青
瓦、不锈钢栏杆和反光的茶色玻璃，一幢
幢错落有致，比赛似的形成庞大的群体，
把旧宅老屋逼到角落里，显得更加老迈而
孤独，但它们不愿意倒下，仿佛还要守住
脚下的根脉，聆听村口溪流欢悦的泉声。

瓦 屋 烟 雨
□罗锦高

一座城，让一个走南闯北的中年人惦
念已久；一座城，让一个青春少女一而再、
再而三地错过多次后专程赶去投入它的
怀抱，这是哪里？武汉。一座充满魅力的
城市，承载着千年文明，蕴含着无限风情。

武汉，老工业城市，市内江河纵横，湖
港交织，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四分之
一，名副其实的国际湿地城市。交通发
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全国创新改
革试验区，中国光谷在此处致力打造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创业中心——这是我来
之前对它所有的印象。

我们赶到武汉已是下午两点钟，径直
去了江汉路，中国最长的步行街。日清银
行的古罗马建筑风格端庄恢宏，厚重的水
平檐和横三纵三的立面印象至深。午饭
是湖北头牌藕汤，排骨和莲藕软糯且味道
相互浸润，入口滑腻，唇齿留香，名不虚传。傍晚时
分，想到汉江里游船，可惜汛期不开放。我们沿着江
边走，有水性好的人在江上野游，有成群的孩子在江
边浅滩玩水，嬉戏打闹声喧腾着……

不多时，天空飘起毛毛细雨，我们钻进松鹤楼苏式
面馆寻找美味。我本是山西人，爱吃面食，但还是头一
次吃面与浇头分开的。五样小调料，加上主配菜以及
鸡腿、卤鸭或响油鳝糊等，汤汁融在鲜汤里。一座城市
的烟火气息就在这小雨缠绵的街头巷尾升腾。

第二站是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保存甚好，
由许多小暗格组成，千年不锈。曾侯乙编钟气势恢
宏，上面刻有乐律文字，全套钟十二个半音齐奏，可
以旋宫转调。编钟音乐会演奏《离骚》《竹枝词》《东
方红》等，悠扬婉转的曲调散发着古老淳朴的气
息。曾侯乙尊盘、虎座鸟架鼓、鹿角立鹤、天文图像
衣箱等让人眼前一亮，不禁惊叹古人精湛的技艺。
下午奔东湖去，观赏山水相依麿山上的楚城门、《离

骚》碑刻、虎乳子文等，登上楚天台近观
东湖，远眺汉口，甚是壮观！

第三站古德寺有“心性好古，普度以
德”之意，混合了欧亚宗教建筑的特色。
圆通宝殿，古罗马建筑，回形步廊、方柱、
立面墙上的圆窗、长窗却是基督教堂的建
筑样式，佛塔的塔剎，既像风向标又像十
字架。这种多元化的建筑风格吸引大家
竞相留影，朝阳中、站在侧楼的二层、上半
身探出去，以这座精美绝伦的建筑为背
景，定格成永远的回忆。

往黄楼走的路上，天空下起瓢泼大
雨，进得楼内，“白云黄鹤”的壁画映入眼
帘。三楼有唐宋名人的“绣像画”，有崔
颢、李白、白居易吟咏的名句，与李白一样
的感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
头。”精美的诗、词、文、联，使黄鹤楼成为

千古名楼。拾级而上，幻想超尘出世，羽化而登仙，
天人合一，神仙、人物、生灵和谐相处的画面浮现在
脑海。登上黄鹤楼的顶层，万里长江浪淘沙，江风拂
面诗远方。

雨住了，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大江东
去，波涛洗净古今愁。一楼的这两句诗正贴合了此
情此景。下午到访光谷生态大走廊，体验中国首条
悬挂式空轨——采用有人值守、无人驾驶技术运行，
有背向车内、面向车外的座位，脚下是高强度玻璃，
供游客观赏向下的景致，四站往返一个来回。透过
雨打的玻璃窗，眼前是由近及远、越来越被云雾包裹
的绿植，隐约可见稀少的几处建筑。这里未来的科
技壮观景象可任由人们遐想，我与姑娘说，说不定你
下次再来，便是在这里工作的一员。

这趟旅行，遗憾在汛期多雨，错过了武汉多姿多
彩的夜景。姑娘说，心有不甘，我打趣道：“你将来定
居江城就美了呀！”

时光长河中有一条路，它蜿蜒曲折，
穿过山川，越过河流，却又坚韧不拔，仿佛
要触及无尽苍穹。

晨曦初露，朝霞如诗，路便在这朦胧
中悄然延伸。它不为繁华所动，不为寂静
所困，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行者
的脚步。

这生命的悠长之路有青苔的绿意，有
落叶的斑驳，还有岁月留下的深深浅浅的
痕迹。既非古人留下的石板小径，也非现
代都市的车水马龙，它是一条心灵的轨
迹，承载着无数的梦想与希望。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这条路上，它便开
始了自己的旅程。金色光芒将路面尘埃
点缀得如同繁星点点，每一步踏过，都仿
佛能听见岁月的回声。路边野花在微风
中轻轻摇曳，那些被时光遗忘的传说，在
这条路上得以重现。

沿途风景，时而明媚，时而朦胧。有
时，它会穿越一片茂密的森林，阳光透过
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有时，它又
会经过一片荒凉的沙漠，黄沙漫天，却掩
不住那坚韧不拔的生命力量。无论是繁
华还是荒凉，这条路都保持着它的平静与
从容，仿佛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黄昏时分，当夕阳的余晖洒在这条路
上时，它便开始了自己的归宿。金色光芒
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宁静与祥
和。道路两侧的树木不断映入眼帘，像在
迎接新的访客，又像是向路过的人们告
别。一些路人停下了脚步，他们回头望

去，心中充满了感慨与不舍。然而，无论
多么不舍，终究要继续前行。

这条路曾见证了多少过往。孩童的
欢声笑语，青年的朝气蓬勃，老人的步履
蹒跚，都在这里留下了印记。每一个脚
步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铸就了这
条路的厚重与深沉。它带着人们的梦想
与希望穿越时光长河，向着未知的远方
延伸。

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或带着梦

想，或带着疲惫，在这条路上都找到了属
于自己的归宿。匆匆而过的人或许在追
逐着名利与地位，但在这悠长的路上学
会了放下与释然；悠然自得的人则在这条
路上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与路为
伴，与自然为伍，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
与自由。

风是这条路的常客。它轻轻吹过，带
走了尘埃，留下了清新。风中的花香、草
香，还有泥土的芬芳，都在这条路上交织
成一曲悠扬的乐章。这乐章时而激昂，时
而低沉，却都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雨也常来造访。它打在路面上，溅起
一片片水花，也洗净了路面的尘埃。雨后
的路更加明亮，更加清新。雨滴落在青苔
上，发出沙沙声响，仿佛是大地在轻轻地
诉说着前尘过往。

这条路上有欢笑也有泪水。曾经的
挫折与磨难如今都已化为前行的动力；曾
经的欢笑与喜悦则如同路边的风景永远
留在心中。每一步都充满了故事，每一个
故事都充满了情感。

行走在这条路上，有时会觉得孤
单，有时又会觉得充实。孤单时可以看
看路边的风景，听听风的声音，在大自
然的怀抱中欣赏沿途的景致；充实时可
以思考人生的意义，规划未来的方向，感
受生命的价值。

这是一条没有终点、一直向前铺就
到远方的路，它像生命一样不断延伸。路
上的风景虽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但对生命的热爱和追求却永远不会改
变。在这悠长之路上，人们学会了坚韧，
学会了勇敢，学会了珍惜，更学会了面对
困难时不退缩，面对挑战时不畏惧，面对
成功时不骄傲。

悠长之路像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
写满了故事。我们都是这本书的作者，
用自己的经历和感悟，书写着属于自己
人生的篇章。

人生短，路悠长，始终相信，只要心
中有梦，脚下有路，不断前行、不断追寻、
不断成长，就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悠 长 之 路
□王春慧

我的老家在汉滨区
牛山村，村民常以牛山为
骄傲，自称“牛山牛人”。
因牛忠诚、勤劳、奉献的
品格，千百年来在当地留
下了诉说不完的传奇故
事，也因此诞生了一个个
与牛相关的地名，比如金牛洞、牛岔湾、西津渡牛、牛蹄
岭。其中，有一个以“牛蹄”命名的镇，成了我多年来心
心念念想要探访的地方。

前不久，因带队暗访督查防汛防滑工作，才促成
了牛蹄之行。没有事先打招呼，也不要陪同，我们直
接驱车下乡。沿恒紫公路经洪山镇进山，过了石转镇、
乾隆村、漆树沟又开始上山，想着名字中的“石”来运
转，不禁感慨，越是偏远难至的地方，先祖们起的名字
越是好听。

车在山中跑，云在山腰系。抬头见山，低头看云，一
路追云逐雾，山环水绕。不多时，便看到一块写有“凤凰
山麓、茶旅牛蹄，牛蹄人民欢迎您”的硕大路牌竖立在公
路边。遂下车，目之所及皆是自然田园。远山与阡陌相
连若隐若现，近山与村庄为伴，红砖青瓦远近交叠，在晴
空映衬下，薄雾澹澹，山水相宜——一幅和美乡村的水
墨画卷就在眼前，令人心胸顿觉开朗。我深深呼吸着混
杂着泥土青草气息的清冽空气，心中默念：牛蹄——我
终于来了！

翻过山梁进入牛蹄，一扫先前翻山越岭的疲乏，带
着探访的眼光打量车窗外的景致。牛蹄的山称不上大
山，有山的高度，但没有山的陡峭；有山的秀美，但没有

山的骨感。
翻过漆树梁开始下

山，沿路参观京康农业园
区，一垄垄茶树生机勃
勃，山前山后郁郁葱葱。
经介绍得知，2012年，京
康农业的创始人陈鸿昌

从大城市返乡后，在牛蹄镇开发特色优势产业——富
硒茶，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牛蹄镇是我的故乡，当年
回到这里，一方面是想干成一番事业，另一方面想在
发展产业的过程中带动当地的农户脱贫致富，让留在
山里的人也能有就业途径。”听了陈鸿昌的追梦故事，
我敬佩他致富之后不忘乡情，带领群众一起振兴乡村
的事迹。

此次牛蹄之行因完成任务时间紧张仓促，虽然没
有看到“牛蹄”，但看了牛蹄的山、品了牛蹄的茶，听干部
群众讲牛蹄镇近年来的发展变化，收获和感慨良多。这
里人杰地灵，多位企业家和他们的产品影响深远，比如
阳晨牧业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原来的秦东魔芋享誉海
内外，硒谷富硒茶飘香北上广。今天，被群山包围的乡
亲们在党的各项惠民政策引导和扶持下，正大踏步建设
着美丽家乡。

返程的路上我在想，这里的人体现着一种怎样的
“牛”精神呢？大概就是“脚踏实地、敢拼敢闯、艰苦奋
斗、创新发展”十六个字。因为他们的这种精神，也就有
了一批又一批志在四方、勇闯天涯的牛蹄人。他们走出
去，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海阔天空，也为家乡发展带
回了“金点子”和新希望。

牛 蹄 印 象
□朱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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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罩聚宝盆（国画） 习晋

仙境之美 张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