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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种的日子，该当忙碌。忙而不茫，或
闲得有趣，自是上好。是日晨起，农人向田，
我们一行文学艺术者则心向终南。阴郁了
多日的天气恰也调节好情绪，与我们不谋而
合，不甘辜负这样一个自带光芒的日子。

沐着朝阳，车驶上包茂高速，径往柞
水而去。穿山越岭，一个小时后，即从营
盘口收费站驶出。十多分钟后，即抵达此
行的第一站终南山寨。

这个以两块巨石板交叠为顶，外围被
绿植环绕的山门，让人大为惊叹。有人
说，两块石板正好拼成了一个入字；有人
说，那是在致拱手礼呢。这别出心裁的创
意，大气而简拙，令人印象深刻。

款款而入，右前方出现二道门，如法
炮制，又是两块石板交叠而成，只是形制
缩小了很多，绿植意趣盎然，更见清秀。
两道门之间，是开阔的广场。广场一侧，
超大超清电子屏幕上播放着游人尽情体
验多种游乐项目的欢乐场面，恍若遇见另
一个时空。眼下，夏风清凉，街巷通畅，游
人舒缓，光阴悠长。

我们自然是乐享这清幽的。快意地
徜徉其间，看到一栋很有年代感的老房子
坐镇，门厅外一副对联：

草木无私哺育秦岭儿女
土石有情庇佑老屋子孙
深情宽厚的基调，让人感受到一种回

家般的自洽来。
我们由此深入腹地，高低错落的民居

以不同的姿态坐等我们光顾。石板地、石
头屋子、石头顶，又处处以多肉或草花点
缀着，自然天成般，真趣横生，让人叹服这
里是将石头用到极致了。

求新乎？立异乎？陪同人员说，所谓
靠山吃山，早年，本地住民穷苦，解决居住
都是就地取材，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山石，
山民们便将大块山石按需分割，尽为所
用，或铺地，或垒墙，或覆瓦。山寨打造
时，取意秦岭老屋与山水相依的设计理
念，保留了传统民居的建筑风格，以砖石
为墙，以片石为瓦，建起这处既遵循传统
又彰显拙朴风情的民宿群。我们暗暗点

赞，相跟着走进一座座民宿探看。内里可
见其大小不一，形制各异，但设施都极现
代便捷，配置得很周全到位，整洁舒适，价
格也较实惠。

走过民宿区，我们沿着石板铺就的街
巷漫步，素朴怀旧的小铺，山乡里的小妹或
大姐在门口迎候，如青石上蔓生的秀草香
花一样，于朴拙坚硬之外给人温情的抚慰。

院门上不时有对联引人驻足：
南坡樵翁挑篾篓翻山越岭长安街头

卖炭喝粉汤
关中冷娃挎褡裢出秦入楚老屋巷尾

买牛吃糍粑
对联白描出山民的日常，充满谐趣。
摘熊胆取麝香剜猴脑打飞鸟饮血茹

毛行恶折寿
种天麻采灵芝收连翘辨七草救死扶

伤向善重生
这一副对联，历数此地的珍禽异兽、

奇花异草，有一种如数家珍的自豪，又将
善恶义理融入其中，自我约制，形成对家
珍的珍惜与守护。

一路游走，各有特色，我们已有了预
约，便不必左右权衡，为取舍而作难，跟着
领队径往那一家特色店走去。素朴对开
的老式木门外，一副洒脱的手书对联直面
相迎：李白借问谁家好，刘伶还言此处佳。

走进去确证一下。内厅还算宽敞，能
够宽松地接待我们这个二十多人的团队。
待饭菜上桌，每一盘都诱人，每一样都适
口，让人不由都多吃了几口，还意犹未尽。

餐后，撞见一队着装奇特的年轻人在
几条巷子间相互追逐游戏，一问，是单位
来这里组织团建活动。这个团队立时将
几条街巷都唤醒了似的，风都更欢快有力
了些。相信来到这里的各色人等，都能找
到自己的点位。

我们跟着领队去水边茶吧，进行茶话
交流。品着清新的陕南毛尖，临水观云，
望山听鸟，由着清凉的夏风撩动秀发，轻
抚面颊，任话题扯远了，又拉回来，时古时
今，或庄或谐，好不惬意。得空，我将随手
拍的山寨小景发圈分享。片时，长安数位

友人私信追问，求发位置。我不禁欣然，
既为之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色与美味而
喟叹，又为之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品质与特
质而激赏。

续茶时，我提起在山寨里看到几处标
有“三姓街”的路牌，不知何意。导游小姐
姐说，之前这里是个村子，村子有三大姓，
街道名就叫“三姓街”，这里环境很好，但
村子比较穷困落后，山寨的邓总之前是做
房地产的，投资把这里拆迁改造了，原来
的街名“三姓街”给保留沿用了下来。

“这里村子被拆迁了，那村民都搬到
哪里了？”

“从入口过桥顺河道往上走，给村民
都新建了安置楼，一家一户的独立小院，
现在好多村民也都在自己小院里做起了
民宿，做得好的回头客又推荐亲戚朋友
去，周末假期一般都要提前预订。”

“那村民算是过上好日子了，真正脱
贫致富了哦。这样的拆迁改造才真正惠
民利民呢。”

“现在很多村民都在县城买了房子，
把这里做成民宿出租，村民的日子让城里
人都很是羡慕。”

“哦，这个山寨设计得很特别，看似中
式传统风格，又感觉跟别处不同，很多微
景观很有格调，细节做得很有特色。”

“这是柞水有名的民俗文化研究者、
山居建筑传人方周旺教授的原创设计。
方教授从前期策划、规划设计到具体施工
环节，都严格把关和指导。线缆都在前期
基础工程时做了预埋，所以整个山寨看不
到电线纵横交错、斜拉乱拽现象，保证了
地上建筑的整洁清净。”

不说不明，听这样一说，顿时了然。
一路走来的清新俊秀与赏心悦目，原来都
源自这种追求极致的设计和一丝不苟的
落地执行。不禁对这样的企业家和设计
师暗生感动和钦敬。

茶歇后，大家移步河边的乡村振兴馆
作书法绘画交流。门外对联已透出雅趣
逸志来：

抚琴煮雪月下松鹤作伴

隐鳞藏彩终南捷径堪行
一楼为乡村振兴宣传场馆。上到二楼，

南北通透的大型书画间依水而建，自然风徐
徐吹送，天然空调让挥毫泼墨的书家画家们
尽意挥洒，乐享其中而不觉暑热辛苦。

告别宜居的终南山寨，驱车七八分钟，
即到了一家农家老屋。宽敞的两层小楼
房，带偏房活动亭台，配上花草点缀，显然
已被打造成精品民宿。这个小院应该是一
家示范点，大概也是因修路等因素影响，现
在还没有人入住。年轻的二代主人带我们
参观完后留了电话，我随即发给朋友。令
我心动的地方，想必朋友们也愿前往。希
望通过这样的传递，让更多人了知这里。

午后，我们抵达当晚驻地，名为“孝义
文化体验园”的综合园区。当晚，一场星
空下的水景晚会又带给我们意外的快乐
体验。我们团队的吹奏说唱与当地特色
的渔鼓、变脸等共同成就了一场难忘的晚
会，为我们的夜梦添了一分幻彩。

翌日，我们别了山寨，奔赴以木耳种植
为产业的金米村。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的打卡地，恍若桃花源般雅致干净。露天
或大棚木耳一块块分列在田间，像一块块
长势良好的庄稼一样，令人感觉踏实安心。

在基地展厅里，我们了知了木耳的多
种栽培方式：椴木栽培、地栽、塔栽、大棚
吊袋栽培等。看到了多种木耳品种：木
耳、玉耳、金耳等。而以木耳为主要原料
开发的众多食品更是让我们开眼：木耳肽
空心挂面、木耳酱、添加了木耳多糖的啤
酒、木耳巧克力、木耳益生菌等。而在前
一天的晚宴中，我们已品尝到了木耳、金
耳、玉耳，木耳空心面和木耳多糖啤酒等，
平心而论，口感都很平和适口。如此，以
木耳为龙头物产的柞水县，真可谓是将小
木耳做成了大产业。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购买了多袋木耳，
带着柞水货真价实的地道土特产，与柞水
的陪同者们就此话别。

踩一脚油，拐一道弯，车子即驶离了
金米村，但许久许久，我们都未能走出柞
水的山水情长。

柞 水 行
尉迟英子

兄长自南边带了新茶给我，品名
包含“针眉”二字，说是明后绿茶。

我不懂茶，日常饮用多是白开水，再
则泡点重瓣玫瑰或茉莉花，因为听说这
两种花冲水喝了有益身体健康，可舒缓
疲劳，甚至抗衰。茶，自己主动喝的次数
实在有限，怕麻烦，怕苦涩，更怕一颗俗
心唐突了茶固有的诗情雅韵。不懂茶的
人喝茶，总觉浪费，便让兄长留着自己品
尝。兄长笑说，你看你这就不懂了吧，绿
茶可助清心凝神，常喝大有裨益，你嫂子
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带给你的。

原来如此，是否清心都在其次，重
点是兄嫂之心不可负，那就留着吧，哪
怕是只为解渴的“驴饮”，也不算令兄
嫂关爱之心蒙尘。

一个忙碌的午后，顺手拆了茶冲泡。
细长干绿的叶子投进玻璃杯，经过开水涤
荡，起落沉浮间黄绿的茶汤慢慢沁出，近
距离可以闻到鲜明的清香。满头大汗的
不适和疲累带来的烦躁情绪，在茶香中得
到平复。缓缓吹开浮茶，一口微涩，继而
甘甜入喉，数口之后五脏六腑都熨帖开
来，待整杯下肚，竟有几分心旷神怡之感，
种种积郁一扫而空，妙哉！重加了水，再看杯中茶，虽曾经历采摘、焙炒、
揉捻乃至滚水浸泡，却依然叶片舒展，形态完整，仿佛还长在故园枝头。

难怪国人爱茶，几千年茶文化历久弥新，长盛不衰。这茶，太
值得品尝思考了。

观其形，虽遭千锤百炼、历经磋磨，却依然坚守本色，面对考验不
卑不亢，始终保持优雅的状态，云淡风轻地呈现自身最美好的一面，
怎能不令人敬佩；察其色，碧绿清透，既有自身特色，又为白水增添魅
力，茶与水相得益彰，如何叫人不喜；尝其味，微涩带甘，浓淡相宜，消
渴解乏，数泡之后味道淡去，又不至引人沉迷，怎会让人不爱；闻其
香，清新有趣，不甜不腻，淡然悠远，岂会惹人不悦。而且，茶对所有
饮者一视同仁，并不会因为人的美丑长幼、身份地位而区别对待，只
需适量开水，它便会将自己所有的香与甘奉献给喝茶的人。

在省委党校学习期间，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课中有一节是以茶
文化与咖啡文化为主题的，老师主张学生主动参与，因此有幸在课
堂上亲睹擅长茶道的同学现场展示茶艺。识茶、备器、温具、置茶、
冲泡、倒茶、奉茶、品茶，每一步骤均流畅娴雅，在沉浸式欣赏中式
美学的同时，了解茶文化，直观感受茶的魅力。小小嫩叶，不贪恋
枝头安逸，不吝于付出，经由茶道诠释，得到了超越本质的升华。

茶不自弃，终绽光彩。大抵人生亦如是，只有坚守初心，经得
住成长路上的重重考验，受得起命运起伏，耐得了内外煎熬，真正
专注于正确的事，做到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收获自
己独有的那一份芬芳。

思及此处，再品杯中茶，感受竟又不同起来，那是无法道尽的
豁然开朗和轻松。手机铃声恰好响起，徐小凤极富质感的嗓音传
来：“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可先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
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是兄长来电，关心我近况，顺带问有没有尝茶，我笑答：“尝了，
好喝，而且这次终于把茶喝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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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杨贤博时，他正在院
子里抱着一个大扫帚扫院落。
满脸汗迹的他放下扫帚，在水
龙头冲了一下手，招呼我们坐
下，有着不亦乐乎的开心。这
是甲辰年仲夏，在贤博的家乡
牧护关。这里真是避暑的好地
方。贤博说他每年夏季哪儿都
不去，就喜欢待在老家的镇子。

院子是供电所，贤博的单
位，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
年。撤乡并镇时，镇政府撤了，
镇子上的单位也撤了，供电所
成了一个工作点。那年的水灾
毁了他的家，所以，很长时间，
他就住在单位的楼上，一张床
一张桌子便是他的全部。他
说，人经历多了，就懂得了删繁
就简。他的生活极简单，房子
里除了书籍还是书籍。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翻看
着贤博的书籍，听着他的经历。

那场水灾，电力配电箱和
电力线路损坏严重，电力局派
出上百人前来抢修，十多天时
间，他都配合抢修和清理被水
淹的单位房间与院落，没有时
间去料理自己的房子。因为没
有及时清理家里的淤泥和污
水，所有家具浸泡毁坏不得不
扔掉。水灾毁了镇子上唯一的
初级中学，也是贤博的母校，学
生得去几十里外的洪门河上
学。一学期后，学校恢复，可学
校图书馆的书籍成了一堆垃
圾。贤博在西安文化圈组织了
一场图书募捐活动，得到了众
多人的支持。很短时间，从全
国各地寄来的书籍，纷纷送至贤博手里。
每有朋友送书，他总是想法子留住，吃个
饭喝个茶，比自己的私事还用心。他时常
穿梭于长安城去朋友家拉书，不时送上一
盒好茶，表示感谢。

在场的好友告诉我们，贤博是个热心
肠的人，有一年柞水营盘发生水灾，他向
灾区捐献了一百箱方便面。有一年他骑

摩托车下乡，跳进南沟河救过一
个落水男孩。我们在翻阅他早
年剪辑的有关他的“豆腐块”报
道中，也证实了他曾经是一位

“好事者”，现在依然是。贤博很
细心，大家捐赠了图书，为了表
示感谢，他就自己购买了荣誉证
书，去找学校盖上公章，寄给捐
赠者。两年多时间，在他的努力
下，他的母校受赠各类图书八千
余册，水毁的图书室也得以重新
向学生开放。贤博说，每每从学
校经过，听到琅琅读书声，他都
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推开窗户，对面山崖上生
长着一棵松树。这是他多次在
文章中写到的一棵松。山巅崖
缝间，几乎看不到一丝土壤，而
这棵松却一直坚挺着，任风吹
雨打，任暴日狂雪，它依然挺着
身骨，支撑着枝枝针针，孤独而
一身傲骨，以独特的方式，活出
属于自己的风景。这几乎就像
我遇见的贤博，他在城市里奔
波着，在乡村里穿梭着。怀揣
着梦想，默然接受着现实，又不
断地挑战着自己，不屈不挠。
那棵树，几乎就是他的影子，他
的替身。文学是梦想，他是独
处一方的追梦人，十多年书写
了《古道诗情》《向上流动》《出
关》《大地上的故乡》等上百万
字的作品，这让我内心充满了
对他的欣赏与敬重。

贤博几十年守望在秦岭，他
说，熟悉的一草一木和熟悉的父
老乡亲，给予了他太多写作的素
材。那些朴实的身影和民俗民

风里，隐藏着人性的善、人性的美。当然，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着这样那样不同的
想法，想法有狭隘也有偏执，但拨开云层
是阳光，美好的东西总是永恒的。

家乡情刻在骨子里，说不尽，也写不
尽。他出版的作品中，无一部不写到家
乡，他用细腻的文字、敏锐的洞察，关注着
家乡的发展变化。

刻
在
骨
子
里
的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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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

泊

窗外，秋雨飘萧。
窗内，炭笔沙沙作响。
墙角垒叠的纸堆已经泛黄，一本《诗经》摆放桌子旁边——这是

小青不知第几次的作画，他要为《诗经·蒹葭》作一幅蒹葭的插图。
然而这些画作始终无法满足小青的要求。“到秦岭看看，去看看真实
的蒹葭，也就是芦苇地。”一个念头从小青心头荡起，不再迟疑，他当
即前往，去一睹芦苇的真容。

（（一一））

秋日的空气，洇染着或清甜或馥郁的芬芳，将小青本就期待的
心情微微酝酿。他来到秦岭腹地的商洛。连绵的秦岭山脉为这片
邹鲁之地送来一丝大自然的清凉，“印象不错。”小青住进了漫川
关，站在阳台由衷地感叹：“真期待能找到我想要的芦苇。”

《红楼梦》中有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这句话对于小青来说
可改作“好有好的难处”——芦苇太多太好。河中芦苇，水芋，黄菖
蒲，细叶莎草，都伸着细绿的脖子，无形中给小青添加了困惑：究竟
哪一株芦苇才是最符合诗经要求的呢？白天，他背着画板与一泓清
泉相伴。夜晚，他托着画板，与一盏台灯相伴，思索哪一株芦苇与文
字最般配。

（（二二））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小青漫步在
青石板铺就的细仄小路上暗自思索着，一位老人背着布袋，在草
丛间发出沙沙的响声，将小青从想象中拉回现实。“小伙子，喝完
饮料一定要把塑料瓶扔进可回收垃圾桶啊。”老人抬起头，小青
看到老人写满沟壑的双手，心旌一荡，“老人家，您岁数这么大了
还捡破烂……”“不是捡破烂，是保护环境，减少塑料污染。”老人
认真地纠正了小青的说法。

“不是有专门的环卫工人吗？”小青眉头紧蹙。
“这几年不是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我觉得这句话说

得对，这里有青山绿水，我们要更加热爱这方净土。”老人眼神里流
露出了自豪，语气里也有了骄傲，“看那片芦苇荡，美吧！”

小青听完若有所感，原来这几天自己所画的不过是老人口中致
力改善环境的成果。这里的芦苇虽然没有诗中那种朦胧的美感，但
有一群心怀热望的环境保护者守护着它们。心怀热望的人们在这
里用泥土和石块写诗，把笔墨吟诵交给小画家。他们的诗句，是躲
在水草间石缝里的掩口而笑，虽不如《蒹葭》响亮，但却有一番不同
的情愫。自己只关注蒹葭在文字中的意象，却从未留意过蒹葭的自
然之美。一道光从小青心中漫射开来，心中的困惑瞬间而逝。

((三三))

芦苇一片茂盛的样子，小风偶然吹过，惊动了叶尖的水珠，一
颗颗如银珠般跳下来。

小青再次来到湖边，不只是带着书和画笔，而是怀着一颗虔诚
的心，来思考人们用双手改造的自然之景。那些日子，他在芦苇间
穿梭，看到了先人们劳作的样子；那些日子，他在大自然中穿行，看
到了新时代人们保护环境的行动。

不啻微茫，造炬成阳。小青完成了画作。画面上瘦长的芦苇
以单纯的自我构成集体的青绿，迎着强
劲的北风，远处是蓝天白云，尽是山清水
秀的生命家园。小青终于明白这里的人
们热衷于生态建设，愿意为书中的景造
景的原因：文本文化的繁荣是以生态文
化为基础的。如果没有了良好的生态环
境，再丰厚的文化底蕴也无法得到展现，
生态没了，文化气自然没了。（作者是商
州区九年制学校九年级13班学生）

别 味 诗 经
黄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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