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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午后，天气闷热，蝉鸣
聒噪，欲觅清凉幽静之地解暑
热。与朋友相约，去暖水川。

暖水川位于秦岭腹地鹘岭
深处，龙王庙河上游西边的一条
东西向沟里，传闻这里有一泉水
四季温热，村民常用这里的温水
长豆芽、洗衣服，还可泡澡治病，
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我和朋友沿着龙王庙一弯
又一弯的公路向南疾行，两岸青
山相对出，满目青绿醉了人的
眼。行至龙泉村，右拐过桥向西
进入暖水川，沟狭林茂，一股凉
风吹来，绵绵柔柔的，令人神清
气爽。顺悠悠小径而行，两岸坡
根散居着几户人家，房屋周边有
几块零星的小块田地，偶有忙碌
的农人在地里耕作。路边树木
参天，枝叶浓密，鸟儿叽叽喳喳，
飞来飞去，肆意随性，让人羡
慕。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
光影，路边草丛中不时冒出几枝
不知名的野花随风摇曳，点缀了
绿色的夏。

行至三岔路口，不知道去温泉咋走
时，一个扛着行李箱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妙
龄女子从对面走来，“乡党，你们去哪里
啊？”“送女儿出门打工去。你们这是？”

“哦，听说这里有温泉，我们想去游玩，不
知道从哪儿走呢？”中年男子微微一笑，转
身用手指了指南边那条偏沟，说：“就在那
条沟里，不远了，路不太好走，小心着。”说
完，转身继续向沟口走去。我们准备前行
时，身后传来了动听悦耳的歌声：“在秦岭
的南坡，有个地方叫商洛……”女子美妙
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经久不息。

折身南行，这条沟略窄了些，小路忽
高忽低，崎岖不平，我们高一脚低一脚、深
一脚浅一脚慢慢向前走。两岸山上的树
木密密麻麻，挨挨挤挤，郁郁葱葱，像威武
的士兵守护着这里的山民。清澈见底的
溪水欢快地流淌着，遇到石头阻挡，便卷
起小浪花，又顺石头两侧流下，咕咚咕咚
溅起白色水花。世间没有过不去的坎，换
个思路照样前行。水底的石头形状不一，
有的浑圆，有的扁长，都裹上了一层黑黄

色的苔衣，偶有黑色小鱼自由自
在地游弋其间。再向前，一股溪
流自黑灰色的石崖飞流而下，落
入下面的水潭，水花飞溅，水雾
弥漫，轰轰有声。潭如盘，水碧
绿，如绸似缎，在崖根瀑布落下
的地方，浪花翻涌，几个顽童戏
水碧潭，水波荡漾，一圈一圈的
涟漪向外扩散开来。清新的空
气，美丽的风景，令人陶醉。

移步换景，沿着崖侧小路上
到顶上，眼前豁然开朗，一扇形
开阔洼地呈现眼前。蓝蓝的天
空明净如洗，白云飘飘，西斜的
太阳照在茂密的树叶上泛着金
色的亮光。树林下面分布着零
星的地块，有三两人在侍弄着庄
稼、菜苗。靠东边坡根住着两三
户人家，最上边的一户人家墙上
挂着地震监测点的牌子，传说中
的温泉就在住户对面的坡根。

过了小溪，只见一股清水从
一个不大的略呈三角形的小山
洞里流出，在洞口形成一汪清

泉，约有五尺见方，略呈半圆状，泉水清澈
见底。伸手泉水中，泉水温热，不凉不烫，
很是舒爽。跟前人说：“这泉水四季都是
热的，天凉了还会冒热气，天再旱水也没
干过，我们常用这水生豆芽、洗衣服。”俯
身泉沿探望洞里，约有二三尺深，洞壁犬
牙交错，几根褐色的树根紧贴，水珠不停
地从洞壁滴落，更有一股清水从罅隙涌出
流向洞外，涨满的泉水向外溢出，汇入到
了泉下的小溪顺流而下。紧挨温泉不远
的下方，当地人修了一个直径约二米的露
天圆形水泥池子，管子与温泉相连，温热
的泉水不断向池子里灌着，多余的水从另
一头排向了小溪，池子里的水始终保持着
一定的深度和温度，供当地人泡个舒服
澡，洗去劳碌一天的疲惫。

夕阳西下，农户房顶的烟囱升起了袅
袅炊烟，缥缈的烟雾在山谷上空弥漫着，
在地里干活的农人也荷锄归来了，乱跑的
鸡也有序进了圈舍。我们谢绝了淳朴、厚
道、善良的主人的挽留，带着愉悦的心情，
在夏夜清凉的晚风陪伴下离开了风光旖
旎的暖水川，踏上了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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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浅夏
时光，我安居的小城可谓美不胜收。

浅夏的雨不像春雨那般缠绵，也不像
秋雨那般萧瑟。雨后的榴花开得更艳，蝉
鸣蛙叫此起彼伏，空气中盈满了泥土的气
息和花草的芬芳，更是清新宜人。绿槐、垂
柳、荷叶，这些最解风情的花草，伸枝展叶，
用灵性的摇曳身姿各显其美，点缀了无限
浪漫的风情和赏心悦目的沉醉，蒸腾着小
城每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和珍惜。

漫步在弯弯曲曲的田野小路上，不知名
的花草或自由葳蕤地生长，或一丛一丛烂漫
地盛开，蜜蜂穿梭丛中辛勤采蜜。远处若隐
若现的金色麦浪，沉甸甸低垂着麦芒的麦
穗，完美地诠释了成熟的样子，那饱满的麦
粒泛起醇厚的金黄，让人感受到丰收的喜

悦。布谷鸟的布谷声响彻在田野的尽头，仿
佛在召唤麦田的主人：开镰收麦、开镰收
麦。夕阳西沉，余晖将麦田涂上一抹梦幻的
色彩，田间有正在劳作的农人，那宽大的草
帽下，饱经风霜的皱纹上是一脸满足的幸
福。而对于远在他乡的游子，看到遍地翻滚
的麦浪，便是一团团金色的乡愁。

傍晚，去渭河边散步，天穹高远，星辰闪
烁，在彩色灯光的衬托下，不远处日月同辉
造型的团结大桥，外圈如炽热明艳的太阳，
内圈如神秘优雅的月亮，侧望过去，渭河南
岸的石鼓山恰好列入其中，一桥一景倒映在
泛着波光的河水里，都融入这美好的夜色
中。让星光阅读，让天籁品评，连那一池睡
莲也万般深情，温柔了浅夏时光，抵挡了无
数庸常与烦恼。河边的生态公园里，跳广场

舞的人舞姿婀娜，三五男女毽子飞梭，小朋
友们嬉戏玩耍。回到小家，爱人的书法点墨
成行，女儿静静地沉浸在书香世界里，我在
文字间加加减减，续写寻常，风吹入帘里，身
染花香书香……时光也仿佛悄然停驻，让这
温暖而明媚的色彩，缓缓洒落在街街巷巷及
山山水水的角角落落。这些简约的神韵，或
是纵横交织的一行诗，或是长短不一的一阕
词，每一个细节都在不经意间勾勒出了岁月
的美好轮廓，也让这座小城在烟火气息中显
得愈发诗意动人。

浅夏的美景，各有其美却和谐共生，充
满生机和欣欣向荣。适逢父亲节，我亦会
思念天堂的父亲。于是，以想念为笔，用泪
水为墨，提笔写暖，落墨写念，将那些与父
亲走过的光阴痕迹，静默不语的相望，特别

是教会我应对各种各样挑战和困难的坚强
和勇敢，加重了笔画在文字里稳妥安放。

浅夏时光，虽生新意却似曾相识。汪
曾祺先生在《慢煮生活》中说：“在清浅时光
里，一手烟火一手诗意，任窗外花开花落，
云来云往，自是余味无尽，万般惬意。”仿着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书写着浅夏心语，茶歇
间打开手机，看到朋友圈的文字：有“吹来
的风，天空的云，眼前的花”的文字情长；有

“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的明
媚岁月；有“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
院香”的清新时光……每一个都是宁静的、
亮眼的、惬意的诗文，让人心生美好和力
量。我也学会删繁就简，及时清空心底的
尘埃，在平凡人间烟火中活出一份深情与
诗意，让日子既简单又有趣。

浅夏心语浅夏心语
菊 蓉

从粤赣交界的梅岭穿越，取道赣州，再往北行，就是吉安了。
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历史上是一个名人辈出、人文荟萃的

地方。

白鹭洲书院

在江西古郡吉安，于赣江中双水夹流之处，有一座不大的小
洲，又如中流砥石。有人考证说它就是李白诗句中“三山半落青
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所写的地方，有名的白鹭洲书院，就坐落
在这块绿洲上。

白鹭洲书院创办人是南宋著名丞相、政治家和教育家江万
里，年轻时受朱熹理学的熏陶，素以教育作为治理地方的重要政
务，于淳祐元年（1241年）在白鹭洲上创建书院。它和庐山的白
鹿洞书院，铅山的鹅湖书院，南昌的豫章书院，合称为古代江西
的四大书院。

白鹭洲书院自创立至今历八百余年始终弦诵不绝。历代主
宰这里的官员和乡宦名贤，崇文重教蔚然成风，都以复兴书院为
己任。历史上书院虽毁于洪水和战乱达二十多次，都得以重建或
重修。邵雍、张载、程颐、程颢、周敦颐、朱熹等大儒都曾在此讲学，
使得这里的学术活动久盛不衰，文脉赓续，为吉安培养了大批的
文化名人。自南宋至清，吉安就以三千进士冠华夏的科举辉煌而
名扬天下。其中鼎甲人物近五十人，历朝任宰辅的十七人、尚书
六十九人。有著述者两千多人，出现了许多学术大家和学问大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和《永乐大典》的总编纂解缙，就是从地
处江湖之远的古吉州走向庙堂之高的。

文天祥，就是这个书院历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他于1255
年在白鹭洲书院读书，后考取状元，为国效力，任少保时，聚兵抗
元被元军俘虏，在元大都被囚三年。在各种威逼利诱下，仍宁死
不屈，从容就义，他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不知道的。

古老的白鹭洲书院至今还是吉安重点中学的校址。院内保
留至今的云章阁、风月楼等标志性建筑物，古风犹存，校园内那几
十座雕塑，都是古今从这里走出去的著名人物，有官员、有学者、
有院士、有军人……这个书院曾经的光荣与辉煌，多与他们有关。

走在校园里，两边的教室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仿佛穿越时
空，从南宋而来，从明清而来……

渼陂古村

吉安城东三十公里，赣江支流富水河南岸，有号称“庐陵文化
第一村”的渼陂村。

渼陂始建于南宋初年，距今八百余年，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村落。
穿过村口金色“渼陂”二字的牌坊，是一汪清澈碧绿的池塘。

据说全村共有二十八口大小不一的池塘，这个数字跟天上的二十
八星宿有关，而且每口池塘下边都有水道相连相通，在不同的季
节自动调节每一口水塘的水位，很是玄妙。

池塘的后面即著名的“梁氏祠堂”，祠堂占地一千多平方米，
分为总祠、房祠、家祠，门楼飞檐与梁柱之间的木雕非常精致，工
艺精湛，装饰华丽，正楣檐上的图案是由上百个镂空的汉字组成
的。这个村子绝大多数人姓梁，祠堂保存都非常完好，俨然一个
村史博物馆。

走在村中的小路上，不时就可碰到明清时期建筑的祠堂、书
院、牌坊、民居、义仓、店铺，还有码头、教堂等。一条不规则走向
的长街——陂头街，长约一公里，是村里的标志性建筑，街仅一丈
见宽，路面中心用一条条青石板拼接延伸，两边则镶嵌着大小均
匀的鹅卵石。街的两边一色老式的木板门店铺，虽年月久远，仍
可见当时商业之繁华。

古村不仅有沉淀几百年的厚重历史，也有激情燃烧的红色记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井冈山的红军经常来此筹粮和“扩红”，

青壮年踊跃参军，梁兴初、梁必业叔侄二将军的故居就在陂头街上。
村子曾是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村内现
保留有“二七会议”会址、红四军军部旧址、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旧居。
朱德、彭德怀、毛泽覃、曾山等领导人也都曾在村子里住过。许多
建筑物的墙壁上还影影绰绰地能看到当年的标语。村子中心地带
的八角楼，就是那首诗歌《八角楼的灯光》所描写的地方。

最富有传奇的一件事，毛主席当年住在村子里，和一位乡绅
经常聊天、谈古论今，该老先生堂屋里的一副对联：万里风云三尺
剑，一庭花草半床书。毛主席非常欣赏。

匆匆一瞥，许多地方都没有走到、看到，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吉 安 二 章
杨建平

午饭后，李大爷捧着一杯茶，坐在自家
场院里晒着太阳。他时而看看眼前的青山，
时而看看门前的庄稼，再看看整齐的院落，
焕然一新的石板房，觉得日子真是惬意无
比。儿子在县城买了大房子，多次来接他们
老两口去县城居住，但都被李大爷拒绝了。
他热爱这片土地，热爱石板房。在这里，他
才能活得充实快乐。县城的高楼，让他有一
种不踏实的感觉，总觉得离开土地的房子让
人住得不安心。

石板房还是在他父亲手上盖的，算来已
经将近百年了。方圆百里，只有他们这个村
子里盖的是石板房，因为这里属于高寒地区，
常年遭受雷雨冰雹的袭击，瓦片屋顶根本经
受不住恶劣天气的打压。后来，他们发现当
地有一种石头，可以剥离成一块块石板。这
种石板既光滑平整又结实耐用，他们就把这
种石板铺在屋顶上，用长铁钉打孔固定，让一
块块石板排列有序，这才有了现在的石板房。

附近村子里土木结构的瓦房早就倒塌
了，将石沟的石板房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完好
无损。随着乡村振兴的春风，石板房也迎来
了旧貌换新颜的华丽蜕变。政府投资，把原
来破旧的墙面涂上了白色涂料，把年久失修
的院落进行了修整。统一规划，相同的风格，
一座座白墙黛顶的石板房坐落在蓝天下，青
山旁，让这里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线，吸引
很多人慕名而来。

我们采风团一行十几人来到李大爷的
院落，了解石板房的前世和今生。李大爷热
情地请我们喝茶，给我们讲解石板房的由来，
并带我们走上房顶，感受石板房的厚重与结
实，近距离感受石板房的魅力。

李大爷还专门找了一块石板，给我们示
范怎样打孔，怎样固定。文友们跃跃欲试地
拿起钉锤，也学着李大爷的样子，在石板上
打孔，结果有的人怎么也打不通，有的人一
下子就打出了标准的洞孔。李大爷笑着说：

“这是需要一定技巧的。”李大爷家院子里的
端阳花开得正艳，有大红、粉红的，层层叠叠，
在阳光下似朵朵红云，把小院渲染得格外漂

亮。葡萄架上一串串绿玛瑙似的小葡萄，在
微风中摇摆。门前的地里，一棵棵玉米正舒
展着嫩绿的枝叶，似亭亭玉立的少女，扭动
着窈窕的身姿，迎风而长。一行行整齐、开
着紫色小花的土豆，长势喜人。望着这些生
机勃勃的植物，我不由赞叹道：“李大爷，你
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呀！”李大爷哈哈大
笑，说道：“对，这里就是世外桃源。所以儿
子接我们去城里，我们不去。这里山清水秀，
空气新鲜，只要劳动就有吃不完的新鲜水果
和蔬菜。在城里，一根葱都要花钱买。我们
有手有脚，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干吗要去城
里受罪呢？”

趁着大家聊天时，我到附近转了转，发
现家家都是石板房，家家都有独立的小院。
虽然收拾得整洁干净，但大多是门户紧闭，
无人居住。偶尔遇到人，都是年龄大的老
人。他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精神矍铄，依
然在地里劳作。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和儿
女在一起享福呢，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辛
苦？”可他们说，不能让土地荒芜。只要他们
还能干得动，就绝不会让土地荒废。多么朴
实勤劳的村民啊！

我不由登上石板房的房顶，在平整的石
板上行走如履平地。我想：夏天的夜晚，坐
在屋顶看满天繁星，欣赏明亮的圆月，聆听
夏虫的低吟浅唱，感受徐徐凉风，何等惬意。
在这样的环境里，恐怕城市的喧嚣和俗世的
烦恼都会一扫而光。在这里，可以让你心无
杂念，单纯感受生命的美好；在这里，可以让
你聆听大自然的心跳，体会心静的力量；在
这里，可以让你心怀感恩，感受土地的馈赠，
体味收获的喜悦。

参观完石板房，沿着四通八达的盘山公
路，一路前行。脚步随着美景迁移，让心在
自然景观中一次次雀跃，让情在青山碧水中
一次次飞扬，让喜悦盈满心田，让不舍流出
眼眶。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的
竟然还是石板房。如果住在石板房，一定是
听着鸟儿的叫声入眠的。

石板房，期待与你再一次相遇。

石 板 房
江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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