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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是白云的家，树林是鸟儿的家，泥土是种子的
家，我是祖国的花朵，祖国是我们的家。”沐浴着秋日的暖
阳，漫步在滨河沿岸的步道上，听着林间嬉闹欢唱的鸟
鸣，依偎在身旁的女儿不由自主地呢喃着新学的课文儿
歌。我一边欣喜地赞美她能置身其中，情景交融，活学活
用；一边也把自己的身心尽情融进这晚秋的柔光里，细细
享受它短暂的温和。

抬眼，树上的叶子金黄金黄的，在阳光和秋风里尽情舞
动着，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丝毫没有即将要离去的忧伤。

或许它们觉得自己的一生是无憾的，精彩的！
因为树是深深爱着叶的，春天积蓄力量使叶发芽，夏天

倾尽全力使叶繁茂，甚至凋零的秋来了，也要矢志不渝坚持
把叶再次高高举起，让叶在美丽的晴空里再次绽放自己。

短暂一生，树给叶的不仅是生命，是动力，还有全心全
意的成全！

那么，叶爱树吗？当然！你瞧，满树的叶正身着金色盛
装，衣袂飘飘，深情而依恋地跳着最后一支舞，这正是叶在
临别时对树的深深眷恋……

思绪被林间欢快的鸟鸣带回，我和女儿默契地相互指
唇不语，立在树下静静聆听这些小精灵绝妙的吟唱。

叽叽喳喳、吱吱啾啾，晴朗的、明丽的、缤纷的、清脆的
鸟鸣，携着林间红黄相间、绿意葱茏的美景，弥漫身心，萦绕

于耳，这是大自然最美妙最动听的声音了！
鸟儿们娇小的身姿在林间、在河边、在树梢穿梭雀跃，

不是几只，像是几百只，甚至更多。这些精灵，应该是在这
儿安了家。它们或钻进人工设置的鸟巢里小憩，或扎进林
边的河里觅食，或飞上枝头眺望蓝天，或三三两两上蹿下
跳、追逐嬉戏……它们似乎没有烦恼，没有忧愁，寄情于山
水，抱眠于林间，自由随性的生活令人无限向往。

此刻，心灵安宁恬静，思绪海阔天空，情感温柔丰富，甘
愿化作一棵树，天天聆听这天籁之音。全身心沉醉于神奇
的大自然，每个人所收获的感悟各有不同。我不知道六岁
的女儿今天得到了什么感悟，她突然愉悦地跑过来，拥抱
我，亲吻我，然后静静躺在我怀里，向我柔柔表达着爱恋。

每个孩子都自带独特光环，他们来到世界的使命，首先
是以自己的方式发光，尽力温暖着给予自己生命的母亲。
而我的女儿就是这样，一个清透的眼神，一个撒娇的表情，
一次任性的嬉戏，都在温暖着我的岁岁年年。

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力量。繁忙之余，不管大人还是
孩子，置身其中，共享自然赋予我们的美丽、快乐与安宁，身
心都可以得到释放与平静，找到与自然的和谐之法，建立起
与自然的情谊，与身边人的情谊。

这就是秋天的宁静之美，美在一份明澈，美在一份沉
淀，还美在它的意蕴与豁达。

宁静之美
段 阳

秋深了，我忽然想到了故乡的山野。
洋峪川，这个地域性的名字里具有一种充满野

趣的力量，此时，它正在秋天的映照之中。映照是
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像环绕着大小洋峪的二龙
山，令一群好爱爬山的人们的涉野之秋栩栩如生地
展现在眼前。

在峪口两股水流的交汇处，我们首先享受到了洋
峪河的乐趣。草荫河岸，有绿苔覆于水石之间。潺潺
的河水蜿蜒向北而去，河面上优雅的空气在流动，处处
都能感受到草木的芬芳。

大小洋峪的景色已经完全入秋了。峪中村落稀
疏现于斑驳树木掩映之间，两旁坡地、沟壑交错如褶
皱纵横。谷部深邃幽静，溪水穿山而过，仿若细长银
带在飘动。

一行人从夹于两峪之间的堡子山山脚处开始攀
登，野花遍布，荆棘群簇生在山道两旁。脚步听从着大
山的指示，左拐右转，迂回向上，终于在一处逼仄的斜
坡地旁，攀到顶部的山庙处。虔诚而立，见庙门紧闭，
苍柏掩映，一番肃穆之气频频萦绕而来。停留了片刻，
众人从山庙后梁的岩石边寻路，继续向二龙山的更高
处攀爬。

山顶羊肠小径曲折如线，伸至远处的云台山。远
峰苍青，脊线逶迤，秋日的烟霞氤氲其间，使得头顶
的天空更加深远辽阔，纯净如洗。天空有片片云朵
飘浮，娴白如花，这番景象令正在抬头深情仰望的人
们，不得不认真思索：高处闪闪发光的，都是动人的
生命力。

乡间山野带给人的可爱如同喜悦一般深深潜伏
于体于心。当我们汗流浃背地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
山头时，洋峪川的清新气息犹如风拂水面，处处都能
感受到河流之息与山林之音。赤杨木的树叶被阳光
照耀得如水洗一般闪亮，一阵秋风吹来，片片树叶摇
晃，闪动着秋天的辉煌，它们在光中喁喁私语，隐秘
地构成了“树林之音”。到处可见矮松的深绿色，榆

树的叶子是透明的柠檬黄，而山林中最为醒目的是
黄栌木偏黄的亮红色，还有宛若采集了阳光亮黄色
的孤独槭树。遍地丛生的荆棘群与紫菀、野菊花、铁
角蕨、千里光、石竹花、山蘑菇等纠缠一起。阳坡的
竹林与板栗林、山楂树杂居而生，背阴面的苍柏林与
山槐林连成了墨深一片。林中光线幽暗，葛藤蔓生，
沉沉下垂构成了罗帐。野生猕猴桃、五味子、山葡
萄、荚蒾藏匿其中。幽暗的深处是秘境，隐藏着许多
的不确定性和冒险性。这种依着光线的角度不断发
生变化的神秘之地，有了不同于荆棘丛的别样感
觉。然而，在整个攀爬之中，人们得到的嗅觉享受就
同树林的讯息一般，不断从幽林深处传来的阵阵芳
香，简直是包含了落叶与阳光共融的那种甘甜又清
冽的奇妙味道，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山茱萸的气息，加
上从针叶树身上弥散出来的挥发性气味，真的是香
不可言。

淙淙小河在两峪间流淌而过，风送来了砂砾岩石
和潮湿苔藓的气息，让人不由感叹着生命的沉重与
旺盛。河水的气息也被澄净的空气运送而来，我们
再次感觉到了一种秋季独有的大山气息。我们在密
林边界，偶尔会听见山鸡的鸣叫之声，树丛里隐约有
野猪的足迹。橡树的叶片闪烁着金属的光泽，给人
一种较为亲切的感觉，深茶色的果粒纷纷散落于树
下，缓慢发酵着倦懒干燥的香甜味。毛茸茸的栗子
外壳已经开裂，但那迷人的果实早已深埋于厚厚的
腐叶层下，难觅其踪。

旷野意趣重生，我们感受到了在阔叶林中穿梭的
神清气爽与超脱凡尘的飘逸氛围，被一种山林给予的
精神层面上的舒畅而打动，倦意全无。

朝阳初升，我们从山脚下起步的时候，道路湿滑，
晨露打湿了乱草，霜气在河周的岩石和草叶上覆着安
静的白气。中午时分，空气中的细微颗粒热烈地活跃
起来，色彩格外绚丽，它们映照着粗犷的山野和乡间村
落。那种不可思议的亮光好似从颗粒内部透出来的一

般，在周遭泛着耀眼的光芒。极目远眺，视野的尽头，
可以看到云台山连绵不绝的浅蓝色山脊的轮廓。南山
群峰叠嶂，满目如涛的野生林被雾霭般的光笼罩着，一
片苍茫。

站在山之巅峰，居高临下，西北方向的皇甫川所倚
枕的八里塬坡，遥遥地与天际衔接，交融一体。那朦胧
隐约之像，犹似一片倾斜的灰蓝色画景。中部，从东秦
岭南麓小洋峪背部沙嘴山坡延伸而出的一条龙岭，将
汤峪川与洋峪川一分为二。在绵延起伏这一属性上，
龙岭的风景与水流颇为相似，无限接近远地。台塬、高
桥、楼宇、乡道、果园、坡地、沟岭、水库、河流，豁然入
目。人登高望远，望见的是乡野的质朴与今昔过往，更
是在享受着风与水与山与树与田野与村庄的文化体验
和美学元素探寻。人在山上喊山、深深呼吸，让山林快
意地触动着自己的感官，用全身细胞细细体味，与澄清
气息交流传递着彼此的喜讯，松弛与野性超然灌溉了
全身心。

我们仍在意兴未减地穿越着一大片寂静的竹林幽
径，穿过一大片开满雪色芒花的缓冲地带。下山之后，
在大洋峪村的古老石桥上伫立了一会儿，看细水映照
着周边的绿植，静听鸟禽之声。若有所思地抚摸一下
村口的斑斑石碾子，采摘几颗路旁树上纺锤体的小红
果。同几位与世无争的白首老人安静而坐，相对无言，
沉默如山。

白花花的日光之下，坡脚与村周围的柿子树上果
实繁多。一棵、两棵、三棵、四棵……十月即景，晴空万
里，故乡的自然风情带给人们如愿以偿的亲身体验。
作为洋峪川的土著，我对于故乡一次又一次的深情理
解，不仅仅是一场长情的乡村山野的节气风物的回味，
也是一场对村落故事人情物理的深刻记忆。

回到故乡，再次与它重逢。古老的山林、古老的
河流、古老的村落、古老的血脉大地以及某种与生俱
来的深重执念，令我再也无法移情别恋于洋峪川之
外的他处。

秋野即景
曹林燕

枫叶飘零的晚秋，朋友相约来茶园，这一片茶林稀
疏、单薄。她说“风景适合在远处看”，弦外奏着浓浓的
失望之音。而我，乐得再次“迷”醉在这茶园路上。

第一次来茶海，为寻找茶仙子，我们迷路了，从此
深深地迷上了茶海里的路。这里的路蜿蜒曲折、时隐
时现，走在任何一条路段，都仿若步入梦境，周遭的物
境熟悉又陌生，明朗又朦胧。如宝玉第一眼见黛玉时，

“这位姐姐我在哪儿见过”的那种美好遇见。这种似曾
相识的感觉，让人心里踏实。像老家写满童年的脚丫，
被草木覆盖吞噬的小路，是一道岁月抹不掉，时光填不
满的痕迹，更是刻在心里的光阴隧道，即使被落叶淹
没，荆棘铺满，路旁长满青苔石头，也会像刻满皱纹、长
满老年斑的父辈们一样，带着亲切的微笑为你指引方
向……你可以快步疾走，去看一朵开得正艳的野花，去
摘一颗风干的酸枣；也可以漫步缓行，四处眺望，或低
头踢着一枚石子，漫无目的；你可以想想心事，也可以
什么也不想。

这路，不仅仅是用来休闲漫步的，富水茶园的产业
路，也是蜿蜒于绿色茶海、绵延于万亩茶园的民生路；

是交通带动旅游、融合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
路；是10余家茶企带领农民奔小康的幸福路；是承载
年观光游客 2 万人，带动县域税收增长使命的筑梦
路。站在茶海高处极目远眺，绿波荡漾的茶海中，产业
道路四通八达、阡陌交通、盘曲蜿蜒、绵延不断，像心脏
上的脉络，输送着产业发展的讯息，跳动着茶企希望的
音符，流淌着茶农幸福的歌声。

路旁的野菊花开得很热闹，繁盛到了极致，花枝举
起一簇簇金黄的小太阳，向深秋的高空朝圣。走了一
会儿，我在菊花丛中一块石头上坐下，路外是灌木林，
有松树和其他杂木，举目远眺，层峦叠嶂、千峰竞秀、色
彩明丽，风拂林梢、清音如波、鸟鸣啾啾。花开无言，人
若淡菊，一颗沾满凡尘的心，在这无垠的清净里浸泡、
漂洗，慢慢安静下来，澄澈而恬淡。

阳光透过树影，斑驳的光影投在身上，仿佛亲人的
目光温润柔和。偶有一枚松针轻轻跌落，或者一片栎
树叶旋转着、翻飞着，跳完生命最后一支舞安然落地，
那样从容、那样淡定。拾起落在脚边的一片，叶柄潮
润，叶脉清晰，还带着母体液汁，流动着生命余味。此

刻它躺在我的掌心，表情平和、舒展，没有别离的百般
不舍，千般眷恋或绵延不绝的无奈。

叶子零零散散地下落，那细微的簌簌声，像知
心挚友促膝交谈的轻声细语温暖熨帖。我们何不
学学草木枝叶，春来即发，秋来即落，去留无意的
大智慧呢。

不知走了多远，真想一直走下去，同事打电话说，
该回家了。在车上，我反复说，我还要来。在这秋季，
尤其在这人生的秋季，你虽已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
退再退，还是常遭嫌弃。总有在日子里打捞起来的、轻
如飞絮的闲愁，似尘如铅，不能与外人道的往事，难以
排解。来这茶园安静地坐一坐，任由那些杂乱的情绪，
飘向云端，任风吹散，或封尘心底，沉入流年。

茶园这绿色“心脏”上血管般的道路，能帮我们清
扫灵魂上的污垢，疏通、熨展心灵上的褶皱。身心困顿
的时候，就来这茶园路走走。茶园产业路，是旅游养心
的休闲路，是放纵才情的诗文路，也是一条迷人心醉的
归依之路。“迷”路在茶海，沉醉于秋风，仰望蓝天、拥抱
大地，便相信，心中有梦、脚下有路！

深秋迷醉茶园路
汪海珍

提起商州名产，除了黑龙口豆腐、孝
义柿饼，还不能忘了黑山洋芋。孙见喜
在他的《贾平凹之谜》中有这样一段：“未
已，饭菜摆在桌上，是正宗的商州‘名特’
吃食：萝卜缨子酸菜、苞谷糊汤里煮着紫
皮的黑山洋芋。平凹笑逐颜开。丹萌讥
他是吃‘忆苦饭’，他却兴高采烈，大吃而
特吃，嘴片子动得打梆子一般。”可见黑
山洋芋的名气。

小镇黑山多山，沟壑纵横，土地瘠
薄，多为砂质土壤，小麦产量低且质量
差，却适宜种苞谷、洋芋。这里的洋芋，
除了一般洋芋富含淀粉、蛋白质和多种
氨基酸等特点外，更有干面醇香、口感特
别之优势。草原上的牧民是牛羊奶养大
的，黑山人是洋芋养大的。洋芋糊汤、洋
芋烩面、洋芋拌汤，炒洋芋片、洋芋豆角
蒸面等，更有那远近闻名的洋芋糍粑、洋
芋丝饼子、洋芋粉炒腊肉……洋芋的吃
法说不完。黑山人一年四季、一日三餐，
什么都能少，唯独洋芋不可缺。

在我小时候，黑山是个苦焦地方，人
多地少，土地贫瘠，广种薄收，玉米、小麦
这些主粮欠缺，洋芋是黑山人果腹的最
重要食粮，吃法也不讲究。“洋芋糊汤疙
瘩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这句俗语里，透
出黑山人的乐观和坚强，也表明了洋芋糊汤于黑山人生活的意
义。洋芋糊汤之外，就是炒干洋芋，做法简单，把洋芋去皮、洗净，
大点的一分为四，稍小点的一分为二，鹌鹑蛋大小的就不用过刀，
然后灶膛里生火，在黑陶油罐子里剜点猪油放进烧红的铁锅里，把
洋芋倒进去，翻搅以后，撒上盐、调和面搅匀，倒入适量凉水，捂严
锅盖，中火慢烧，先煮后蒸，半小时左右，洋芋的香味越来越浓，左
邻右舍不时有人吸鼻子：“谁炒干洋芋哩？真香！”揭开锅盖，撒上
早已切好的葱花，再捂三五分钟，锅盖一揭，那滋味，可真是“怎一
个香字了得”！那时候，村里回答别人“身体咋样”的问候时，最常
听到的回答就是：“一顿还能咥两老碗干洋芋哩！”

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后，黑山经济有了空前发展，黑山洋芋
也“换了人间”，产量大增，满足人们食用以外，有了大量剩余，每年
夏至前后洋芋收获的季节，客商纷至沓来，收购洋芋贩运西安等
地，那几年，黑山洋芋着实火了一把。可是，由于手工耕种产量有
限、收获季节晚、农户居住分散收购难、交通不便运输难等原因，收
购黑山洋芋的外地客商一年比一年少，黑山洋芋成了“明日黄花”。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鱼大肉、白米细面吃腻了的人们
爱上了粗粮野菜，黑山洋芋也乘势而上，成了商州城乡居民餐桌上
的新宠。城里单位的人到黑山出差，必有一项分外任务：在黑山街
集市上给自己家里和亲友同事捎些黑山洋芋；黑山人进州城上西
安走亲访友，必带两蛇皮袋洋芋，主人客气时，他们会带着山里人
特有的憨笑，连声说：“自家种的，没打农药没上化肥。”这情景每每
让我想起憨厚朴实的闰土那句“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
的”，其间包含的情意非外人所能意会。

如今，洋芋糊汤已渐渐失去昔日的霸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一
些做工精细、营养美味的新吃法。大盘鸡里洋芋必不可少，干面醇
香的黑山洋芋自然是上选。农家乐的看家菜里少不了一道洋芋粉
炒腊肉，小吃城里卖洋芋丝饼子、洋芋糍粑、洋芋叉叉的小摊食客
络绎，精明的店主们常会告诉你用的是黑山的洋芋。

这些洋芋做的美味中，最值得一尝的当属洋芋糍粑。很多地
方山里人都喜欢吃洋芋糍粑，而在商州，黑山洋芋糍粑独具风味。
夏至前后，挖洋芋到冬至前窖洋芋这段时间里，你随时来黑山，只
要说一句想尝尝洋芋糍粑，热情的主人立说立行：挑些无伤疤、无
虫眼的好洋芋，刮皮、洗净、蒸熟，舀出来倒在提前洗净的“黑山花”
石碾盘或者大石板上，抡起小塑料桶大小的木锤，一下一下地杵，
洋芋渐渐成泥，愈来愈黏糯，直到洋芋泥变得晶亮，与木锤难舍难
分时方可。这过程谓之“打糍粑”，最棒的小伙儿打一场下来都浑
身淌汗，气喘吁吁，若舍不得力气、杵不够火候，糍粑的口感就会差
好多。“打糍粑”的过程常让见多识广的城里人先是目瞪口呆，继而
连声称奇。天下美味无数，如此制作过程的美味却甚为少见。那
举起落下的木锤，那主人额头不断滚落的汗珠，融合力与美，饱含
了山里人的热情与淳厚。远道而来的客人，还不知道糍粑是什么
味，却已被这“打糍粑”的过程陶醉了。将一团打好的糍粑端回家，
切成小块盛到碗里，调上早已备好的油泼辣子葱姜蒜调料汁，再加
些陈醋，什么味？香、辣、黏、糯……主人问：“好吃吗？”客人刚把一
大口糍粑送进嘴里，呜呜作声，连连点头，主人抬手擦一把额头的
汗，脸上露出满意的笑。

亲爱的朋友，还不快来，一会儿盆里的糍粑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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