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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回龙，看樱花是最好的理由。
小城春早，风从南山掠过，带着柔

暖气息。樱桃树性急又目下无尘，清冽
绽放一树繁花，层层围珠玑，团团带醉
妍，早春乍暖还寒之时，俏争春花首。

回龙的樱桃树分布广，公路沿
线，山谷河川，触目皆是樱花灿烂。
公路边上的樱花开得招摇恣意，南来
北往的过客透过车窗，惊讶山里的樱
花如此大胆泼辣，不管不顾地盛开在
房角、菜地、水渠甚至猪圈旁，坚定且
从容，而周围寒酸凌乱的环境让樱花
略带悲壮的美。

回龙山多沟深，河流众多，溪水多
小桥自然多。有年春天，和友人去探
访响水泉，穿过一段极窄的山谷，眼前
呈现一座石桥，青绿色的苔藓爬满桥
身，弯曲的拱桥宛如身着绿衣的女子，
曲线玲珑侧卧在春色轻裹的山间。

最妙的是，在桥的左边，一株山樱
旖旎缠绵怒放，花开无言，山风有意，
吹弄花瓣心事，纷纷坠落的花瓣如雨
倾身覆桥，绿桥被素白纤纤裹填，半白
半绿半桥半仙，美得令人窒息。

今年春天，县文联组织文艺界会
员春季采风，在五月初终于得以开展，
而此时已错过了樱桃花盛开的季节。

大巴车上，大家纷纷自我介绍，虽
然同居小城，可平时都在各自的圈子
里生活，彼此不熟悉，有的人只闻名不
识其人，现在终于握手相识了。

到回龙后，跟随镇上工作人员走
进沙湾采风。沙湾因沙子多而得名，
以前这片沙土里种有大量的花生，每到花生成熟季节，县城到处可见沙
湾村民四处叫卖，把花生买回家，用大料煮透，那味道，真是香极了。

在唐朝，沙湾属秦楚古道的一部分，南方的丝绸、茶叶、山货经过沙
湾，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长安城。现在的沙湾，依旧担负着南来北往的运
输重任，不时有呼啸的火车、奔驰的汽车穿山而过，而沙湾也紧跟时代
的脚步，修建了人造沙滩、采摘园等网红打卡地，新的建设者用新时代
的思路，让沙湾焕然一新。

工作人员带大家走进采摘园，一树树红红的樱桃鲜润润挂在枝头，
男同志拉低树枝，女同志伸出纤手采摘，红彤彤的樱桃在众人的手里传
递，大家笑闹着，分享着樱桃甜美之际，摄影师举着相机“咔咔”拍个不
停，樱桃树可能也没想到，自己丰硕的美好留在众人的回忆里。

回龙镇和柞水溶洞相邻，故而此地居民大多具有经商意识，水
源村农民开办农家乐，于是小城人的周末，大多都是在水源的山坡
上度过的。

山上多樱桃树。有年春天，樱花开时，我约三五个朋友在树下喝
茶，微风吹过，花瓣如雪。阳坡人唱歌，阴坡人听歌。阳春、“白雪”和山
歌，是水源春天三道最美的景色。

朋友被歌声打动，放下茶，循声而去。
她说：“这天籁之音者，定是我未来夫君。”
我们倚花斜望，见她走到一个白衣男子面前，歌声停止。
良久，歌声又起，是男唱女和之音，如青鸟穿林，如万泉齐鸣。
我们知道，这满山的樱花，又成就了一对鸳鸯。
若干年后，又见樱花，美丽如初。只是两个人的烟火，早已清

冷消散。
朋友的感情世界，樱花不懂，身为局外人的我，更是不懂。那些缘

起缘灭皆樱花的旧情往事，都如花开又花谢了，只剩下满山遍野的樱
花，温柔地等风来，等雨去，等云散，等生活在别处的人，再次握手言
欢。那些来自樱花的缘，注定难以释怀。

回龙的初夏，风吹雨不落。樱树无花亦无果，只剩绿叶慰藉满怀寂
寞，过三季清净无为的日子。

大美回龙，胸怀樱花。来年，若是有闲，定会再赏樱花，只是明年
的樱花是新妇，是树梢绽放的新希望。生活，总是不断地忘记，又不
断地想起。

不只樱花会想你。其实，我更想念樱花，想念从前，想念满树果子
红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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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山

心怀辽阔，森林和溪流才能饱蘸笔墨
山风吹过之处，诗句与山峰一起走进风景
欲望矮下身来，将笔墨再拓宽
在杉松和杜鹃花之间
为那些被岁月剥蚀的文字让路

无须查词典寻找更多的修辞，云海、摩霄与鸟鸣
形成林涛飞瀑，才是天竺山最动听的赞美
也是秋天过后，留在秦岭南麓的牵挂

天竺山，让卑微的草木获得诗意的引领
千万棵树在大风的喧哗中，统领自己的天空和领土
让一些现代诗行，大梦已殇

对于天竺山和山阳，我的诗句显得浮华和粗糙
我的文字，对草木和仙山的叩问
如此杯水车薪
因为商洛，天竺山才适合品读和朗诵

仙娥湖

这湖水绿得可以篡改天空与山峰
或者深藏于内心
仙娥湖，以秦岭和丹江的名义
对大自然在这里的具体表现写下客观的诗句

与商洛拉近一些距离，便于观察枫叶飘落
聆听鸟语，思绪从湖心岛、溪岸桃花开始酝酿
阳光踩着湖水，从第一节照耀
接下来一阕一阕的实词填进山水和时间的空白
我不与这里的一滴水一棵草纠缠

也不让思想纠结在落笔之前
我知道，凭我的岁数无法理解
一湖水和一座山亘古不变的爱情
或者我理解，也是来自史书
我知道，生活也有深浅
水波荡漾，不一定非要借助风力
山和水碰撞，就能溅起火花

放弃修辞的困扰，站在仙娥湖边
望着湖水和茫茫群山
多么雄浑的气势，多么辽阔的画卷
多么干净纯粹的碧绿与纯白
我望着湖水，湖水看着天，天空下山水绵延

金丝大峡谷

一抹飞瀑，一声鸟鸣，能否咬碎
塞满岁月的石头，从秦岭的山水截取一段
为阳光和时间引路

如此巨大的画卷经过时间的手呈现出层次
神、奇、险、雄，以不变的承诺
在商洛绿色的画布上画出了景异物奇
这里的一线天、马刨泉、石生树、石燕寨
像一个人的一生充满了跌宕
充满了惊奇和未知
气势磅礴的锁龙瀑布、白龙湖、翰墨岩
像一个人在尘世间的神秘和命运
在哪一个转弯处都不会走失

一道道记忆的豁口露出峭壁上的惊涛与心悸
又悄无声息地隐藏于这片辽阔之中
远处，丹江蜿蜒而来，时间是一堆废墟
月亮是现在金丝大峡谷最奢侈的晚餐

天地之间，时间不吝啬，也不会厚此薄彼
金丝大峡谷一路走来，纵横捭阖
敞开宽阔的胸膛，经受雨打风吹
在岁月中抱紧了骨头和命运

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

雨水刚刚过去，层次分明的森林、瀑布、峡谷
清晰地呈现出厚重的原始特征
有着岁月走过的痕迹
每一棵秦岭冷杉、高山杜鹃上的
风声与尘土，试图掩盖时间踩出的脚步声

风吹过秦岭和朱家湾
慢慢审视一路走来与岁月擦肩而过的山水、建筑
隐于尘世的深红或者深绿
我已经爱上这片山水和清新的主题
它朴素的姿态，明澈的眼神让我无法躲闪
而此刻时间盗走了火柴，把几颗孱弱的星星
留在天空，藏在泥土里的阳光
时时刻刻想挣脱束缚，完成一次涅槃

阳光成串地挂在白栎林，鸟鸣是大地散落的
黄金，铺在岁月走过的路上
可以苍翠的内心必须承受此刻云海泛滥
必须承受草叶的絮语，不经意念出露珠的秘密

松涛和瀑布在这里汹涌，是牛背梁最浪漫的合唱
思绪慢慢厘清道路的纷乱
云朵和雾岚压低了仰望
那些高山草甸、冷杉林带、十里杜鹃、冰川遗迹
编织着不屈的图腾，让牛背梁一路走来
成为多样性与独特性汇聚的深山秘境

商洛册页商洛册页（（组诗组诗））

鲁绪刚鲁绪刚

故乡，是一个温馨的摇篮，是一杯醇香的美酒，是一
首温情的乐曲，是一缕浓浓的情思。每个人对故乡都有
着特殊的感情，随着岁月流转这份感情愈发深沉，带着
余音的往事时常浮现在眼前，浮现在梦里。

城南刘湾村是我的故乡。村西温情含蓄的流峪河
缓缓注入村北热情奔放的南秦河，两河交汇的北岸有龟
山，龟山根部一道石梁朝东南盘亘河滩。平时河水不
兴，夏季洪水暴涨，巨大的浪头被石梁一挡，洪水就改变
了方向，凶猛地扑向东南岸村庄。经年遭受洪水威胁，
刘湾村人下决心炸掉石梁，从此河水安澜，百姓安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刘
湾村群众拉土造田大干特干，硬是用手推车将河滩垫起
造出几百亩农田。修建厚实坚固的河堤，栽种固堤柳
树、杨树、槐树，规划网格式灌溉渠，将村西流峪河、村北
南秦河之水引入。村西的羊湾地统一为旱地，村北的前
河地地势高的为旱地，低的为水田。得益于丰沛水源滋
养，小麦、玉米、高粱、大豆、水稻连年丰产。连片的荷
塘、鱼塘和一望无际的稻田，让人感叹在秦岭之中竟然
会有江南水乡美景！

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稻子快速地生长，人
们戴着草帽扛着铁锨走向自家稻田，一渠水早到者
先浇是不成文的规矩。稻田里插有稻草人用以驱赶

成群的麻雀，时间长了麻雀识破是假人也就不怕了，
胆大者站到稻草人头上将粪便拉在上面，向其他鸟
儿显示它的勇敢，田间时常响起石头敲击铁锨声和

“噢——失，噢——失”的吆鸟声；灵巧的燕子时而在
高空飞翔时而掠地而过，吃害虫保护庄稼；身姿轻盈
的蜻蜓时而在人头顶飞来飞去，时而悬停于眼前，欲
伸手去捉，“嗖”地一下便飞得无影无踪；孩子们拿着
长长的带叉的树枝，上面沾满蜘蛛网用来捕捉蜻蜓，
用自制的弹弓装上石子打一群刚从稻田起飞的麻
雀，偶尔打中一只就羽毛四散地掉下来。

夜晚的荷塘和稻田是青蛙和昆虫的天堂，悦耳的蛙
鸣声仿佛在进行一场声乐比赛，鸟叫声虫鸣声此起彼
伏，人们坐在 间塄上吸烟、喝茶、聊天，聆听着大自然美
妙的交响乐。萤火虫闪着萤灯在漆黑的夜空飞来飞去，
为这交响乐配上美轮美奂的灯光，天幕中星星和萤灯一
闪一闪的，分不清哪个是星，哪个是灯！

清澈的渠水静静地流淌着，长而茂密的水草清晰可
见，水草随着水流轻轻摆动，犹如飘逸的裙带。行走渠
边听见前面“扑通”一声，准是晒太阳的青蛙跳进水里。
秋冬季节河水、渠水小了，堰渠和荷塘里野生鱼儿长大
了，有人拿着水桶、盆子去逮鱼，常常收获颇丰。有鲫
鱼、鲶鱼、五色鱼、黄辣丁，也有鱼塘换水时溜出来的鲤

鱼、草鱼、鲢鱼、武昌鱼和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刘湾村从山东寿光引进无公

害日光温室大棚蔬菜。种植的反季节蔬菜在冬天隆重
上市，销路广泛价格美丽。经过几年的发展，刘湾大棚
蔬菜远近闻名，刘湾人过上幸福生活。

后来，流峪河、南秦河河床下降，水田变为旱地，曾
经的荷塘、稻田、苇园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沪陕高速
公路自村前经过，蔬菜大棚全部拆除，前河地开发为住
宅小区，北边是环城南路，站在村后天榜山山梁向北望
去，大片农田建起林立高楼，使人惊叹城市发展的速度。

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展多种经营，靠勤劳致富过上小
康生活，家家住上楼房，用上自来水，水泥路面干净整
洁。生活好了，人的观念也发生变化，重视教育、重视健
康、爱护环境，村子建起干净卫生的公厕、器械齐全的健
身场地，每当夜幕降临，跳广场舞的人们跟随音乐扭动
腰肢，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愉悦。

参加工作户籍迁出时，知道自己一只脚已经迈出农
村，在城市有了住房时，知道自己的另一只脚也迈出农
村。虽依依不舍，但村子已然成了故乡。以后，隔段时
间携妻儿回家看望父母、弟弟一家，清明回去祭祖，村子
人过事回去帮忙。村子犹在，亲人犹在，心中割舍不断
的，是对故乡的情谊！

悠 悠 故 乡 情
刘 惜

早就想去棣花镇的荷塘了，因为种种琐事牵绊，一
直未能成行。这天正好有空，天气也不错，我就和妻子、
女儿一起出发了。

从州城到棣花镇，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一下车，我
们就直奔荷塘，此刻正是艳阳高照，当看到百亩荷塘时，
我不由惊呆了，这哪里是荷塘呀，简直就是一片碧绿的
湖面。一阵夏风倏忽扑面而来，全身好像一下子被无数
个冰凉的水分子包围一般，舒爽极了，这正应了一句话：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硕大的荷花像是从湖面升起一般，出水很高，有粉

色的、有白色的，美丽而又馨香。几朵荷花伴着叶子微
微颤动，像多米诺骨牌一般传导着，不一会儿，所有的荷
花、荷叶都舞动起来了，婆娑的姿态，整齐的队列，仿佛
跳广场舞一样。

走在荷塘边，碧绿的水草映入眼帘，还有野芦苇，里
面不时蹦出一只青蛙，溅起的水珠落在荷叶上，如同滚
动在玉盘里的珍珠，晶莹又可爱。鱼儿有时也会露出透
气，但更多的时间还是在水底乘凉。蝴蝶呀、蜜蜂呀等

昆虫在一朵朵清香的荷花上飞来飞去，对于它们来说，
每一朵荷花和每一片荷叶都是停机坪，可以任意起降。

荷塘的周围长满了竹子和柳树，间隔有序，俯仰生
姿，青竹笔直，垂柳婀娜，像是荷塘的卫士和丫鬟。树上
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愈热愈叫，愈叫愈热。荷塘的
一角有一片向日葵，长势喜人，金灿灿的花盘迎着太阳
盛开，仿佛架起了无数个麦克风，太阳热情似火地演讲
着，整个荷塘都是它的忠实听众。

一艘木船从远处划来，上面坐满游客，船夫手持一
根长竹竿，轻轻在荷塘底一撑，船便徐徐前进。沿途全
是碧绿的荷叶，粉、白的荷花，近距离观赏，别有一番风
味。鼓囊囊的莲蓬迎着天空举着，里面孕育着清香可口
的莲子。

船上有一位年轻的女游客，穿着美丽的汉服,眉目
如画，她把双脚放进荷塘里，轻轻地荡着，脸上露出惬意
的微笑，一定是凉爽极了。

湖的东面有一座石桥，造型古朴，精巧别致。凭栏
而望，整个湖面尽收眼底，碧波荡漾，游人如织，与景区

的奇花异木、亭台楼阁巧妙融合，表达出“天人合一”的
古建筑文化思想。

棣花镇是古代南北交汇之地，楚文化和秦文化在这
里融合碰撞，形成一种既婉约又奔放的独特地域文化。
对于文化来说，可能有南北之别，但莲花是没有地域之分
的，同样的莲子，不管种在什么地方，开的花都是一样
的。如果说有不同，只有池莲和野莲的差别罢了，池莲的
花开得大，花瓣圆润，野莲的花小一点，花瓣有些狭长。

对于莲花，古今的文人墨客不乏赞美之词，汉乐府
诗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
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周敦颐在

《爱莲说》里讲道：“莲，花之君子者也。”著名作家叶圣陶
也写过一篇叫《荷花》的散文，他在文中化作莲花，快乐
地跳舞，和蜻蜓对话，与鱼儿交流。

回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把荷塘比作一幅画，
那么绿色一定是它的主色调，荷花也一定是最美的焦
点。荷塘如此，整个夏天何尝不是这样？花团锦簇，绿
意盎然，这是生命的色彩，催人奋进。

荷 塘 夏 色
孔权利孔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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