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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此地
文<张玉丽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大水泉镇迷子地村

家家户户编花篼
文<陈美桥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

了不起的村庄
文<叶艳莉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萧王庙街道滕头村

一日清欢
文<孙亚玲

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汤峪镇塘子村

到塘子村，阳光还未灿烂，我独驾

一车穿过街道，经过羊洞沟停车场，绕

上去往汤峪湖森林公园的水泥大路。

绿 是 春 天 的 使 者 ，早 早 地 把 一 封

缀 满 希 望 的 信 笺 寄 向 人 间 。 光 阴 已

暖，一切美好，都在春天。各种花儿纷

至 沓 来 ，如 潮 如 海 。 前 天 落 了 一 场 久

违的春雨，把杨柳润醒，大地上的万物

都开始复苏，一切显得生机盎然。

一 场 春 雨 一 场 暖 。 春 雨 过 后 ，山

更 青 ，水 更 绿 。 站 在 横 亘 汤 峪 湖 的 吊

桥上，春风划过脸颊，清晨的空气浸透

了甘甜。平静的湖面蒙着一层薄薄的

水 汽 ，犹 如 少 女 朦 胧 的 面 纱 。 湖 畔 鹅

黄 色 的 垂 柳 在 朝 阳 下 熠 熠 生 辉 ，与 浮

光跃金的湖面遥遥呼应。一排小木船

泊 得 整 齐 ，船 肚 里 盛 着 尺 余 宽 的 小 木

桌 ，桌 上 铺 着 蓝 白 相 间 的 碎 花 水 染 桌

布 ，摆 着 盛 水 果 、瓜 子 的 蓝 田 玉 石 果

盘，供乘船游客享用。

一 个 人 游 汤 峪 湖 ，未 免 寂 寞 。 折

身钻回车里，又向东峰山去了。

东 峰 山 离 塘 子 村 很 近 ，游 客 们 泡

完 温 泉 后 ，都 习 惯 上 来 转 转 。 山 不 甚

高，拾级而上，朝天门的休息台设有石

桌 石 凳 ，石 桌 上 刻 有 楚 河 汉 界 。 走 得

累 了 ，男 人 们 便 坐 下 拿 出 棋 子 厮 杀 一

场，女人们则摆上水果零食消乏解馋。

听 说 东 峰 山 古 庙 西 边 有 一 老 龙 潭

神泉，我便趋步而去。及至泉眼跟前，

只见泉口二尺见方，围有丛丛青草，覆

着 朵 朵 青 苔 。 低 头 向 泉 口 望 去 ，温 泉

清澈，热气袅袅。暖心的是，石台旁还

放 有 葫 芦 水 瓢 ，供 游 人 取 饮 神 泉 。 我

尝了一口，泉水温热甘甜，后味绵长。

日头未高，我也不急于下山，就坐

在 老 龙 潭 边 ，想 让 它 的 灵 气 涤 去 多 日

来的烦郁。抬头间，忽见一点红，有红

梅独自盛开。一直觉得梅是属于江南

的，不想竟在此处和这枝孤芳自赏、幽

中 有 雅 、暗 中 有 香 ，没 有 蝶 来 献 吻 ，唯

有 山 风 独 占 的 梅 花 不 期 而 遇 ，心 里 是

抑不住的欢喜。

坐着赏完梅，起身站在山头远望，

只见重山叠叠间，散落着众多屋舍，那

就是塘子村。村里有蓝顶红墙的独栋

别 墅 ，有 白 色 瓷 砖 贴 墙 的 多 层 商 住 楼

房 ，还 有 各 式 各 样 的 村 民 自 建 房 。 那

些房子多是村民用于经营民宿、客栈、

超 市 、饭 店 生 意 的 ，有 蓝 田 特 色 美 食 、

美玉任游客享用购买。

塘 子 村 自 古 就 拥 有 丰 富 、高 品 质

的 温 泉 资 源 ，是“ 大 唐 三 汤 ”之 首 石 门

汤泉的所在地。所以，来到塘子村，泡

温 泉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其 中 ，碧 水 湾 浴

场 是 我 的 最 爱 ，有 大 大 小 小 十 多 个 池

子 。 买 好 票 ，换 好 衣 服 ，拿 上 手 牌 、浴

巾，直奔汤池而去。泡在温泉水里，享

受 着 太 阳 光 的 宠 爱 ，那 是 很 惬 意 的 。

泡 舒 适 了 ，还 可 以 躺 在 池 旁 的 竹 椅 上

休憩一会，看书、喝茶、发呆。

在阳光明媚、春风微拂的午后，睡

在 热 腾 腾 的 石 板 炕 上 ，突 然 间 想 到 了

林 清 玄 曾 在《人 生 最 美 是 清 欢》中 写

道 ：“ 在 复 杂 的 世 界 里 ，愿 我 们 做 一 个

简 单 的 人 ，放 下 执 念 ，不 浮 不 躁 ，不 慌

不忙，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

活，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天。”

好 一 个 淡 定 从 容 地 过 好 每 一 天 。

今天，我不就是这样，在塘子村安享了

一日清欢吗？

本版插画<呱咕

人 口 不 足 1000，面 积 不 过 2 平 方

公 里 ，这 是 中 国 千 千 万 万 村 庄 中 一 个

小 小 的 村 庄 。 然 而 就 是 这 个 小 小 的

村 庄 ，却 赢 得 了“ 全 球 生 态 500 佳 ”等

殊 荣 ，众 口 交 誉 ，被 称 为“ 了 不 起 的

村 庄 ”。

这 个 村 庄 ，在 2010 年 迎 来 了 自 己

的 高 光 时 刻 。 它 从 全 球 113 个 申 报 案

例 中 脱 颖 而 出 ，成 功 入 选 上 海 世 博 会

“ 城 市 最 佳 实 践 区 ”，成 为 全 球 唯 一 入

选的乡村案例。

这 个 村 庄 ，“ 没 有 贫 困 户 ，没 有 暴

发 户 ，家 家 都 是 小 康 户 、富 裕 户 ”，谱

写了共同富裕的生动“教科书”。

这 个 村 庄 ，就 是 位 于 浙 江 省 宁 波

市奉化区的滕头村。

滕 头 人 是 这 样 向 世 界 介 绍 自 己

的 ：“ 滕 头 很 小 ，位 于 中 国 东 海 之 滨 ，

很 难 在 地 图 上 找 到 她 ；同 时 ，滕 头 很

大 ，因 为 我 的 父 老 乡 亲 们 所 追 求 的

是 全 人 类 生 生 不 息 所 追 求 的 伟 大 主

题 ——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存 ，人 与 人 和

谐相处。”

走进滕头，一幅“城市化的现代乡

村 ，梦 想 中 的 宜 居 家 园 ”的 美 丽 画 卷 ，

在视野里迤逦展开。

绿 ，满 眼 都 是 绿 ，深 深 浅 浅 ，浓 浓

淡 淡 ，高 高 低 低 。 一 排 排 高 耸 的 乔 木

绿 得 浓 ，投 下 的 影 子 更 是 深 沉 。 依 依

的 杨 柳 绿 得 明 快 ，垂 下 一 条 条 绿 丝

绦 。 院 子 里 的 罗 汉 松 绿 得 暗 一 些 ，显

得 古 朴 凝 重 。 草 地 绿 得 嫩 ，仿 佛 能 挤

出 水 来 。 田 地 绿 得 鲜 亮 ，油 油 的 要 漾

出 光 来 。 绿 色 成 了 滕 头 的 底 色 ，成 了

滕头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天南地北

的 客 人 来 到 滕 头 ，滕 头 人 都 喜 欢 请 他

们种上一棵树。社会各界人士种下的

百 家 林 ，不 仅 让 滕 头 绿 意 盎 然 ，也 让

滕 头 趣 味 盎 然 。 每 种 下 一 棵 树 ，都 种

下 了 一 个 故 事 。 绿 色 发 展 ，生 态 发

展，近 70%的绿化覆盖率，让滕头成为

一首青绿间的田园牧歌。

白鸽是画中最灵动的一笔。从没

在一个村庄看到那么多的白鸽。它们

有 的 振 翅 翔 集 ，如 在 蓝 天 绽 放 一 朵

朵 、一 丛 丛 雪 白 的 花 朵 ；有 的 停 在 树

梢 、屋 面 、草 地 上 ，如 一 枚 枚 音 符 ，一

忽 儿 又 扑 喇 喇 飞 起 ，奏 出 白 色 的 交

响 ；有 的 就 在 你 脚 旁 大 摇 大 摆 地 走

着 ，一 副 旁 若 无 人 的 架 势 。 你 还 可 以

喂 食 ，和 它 互 动 。 当 它 飞 到 你 的 臂 间

掌 心 肩 上 ，那 份 人 鸽 共 舞 的 欢 喜 ，任

谁 也 抵 挡 不 住 。 数 十 年 的 生 态 守 护 ，

连 小 动 物 也 爱 上 了 这 里 ，这 是 滕 头 人

一说起来就骄傲的事。野鸭在清清的

溪 水 里 游 弋 ，松 鼠 在 茂 密 的 树 林 间 嬉

戏 ，人 与 动 物 和 谐 相 处 的 景 象 ，历 历

在目。

村中的住宅也成了一景。不断迭

代 升 级 的 住 宅 ，刷 新 着 村 庄 的 颜 值 。

从 黑 瓦 白 墙 的 二 层 联 排 农 家 房 ，到 两

户 一 幢 的 别 墅 式 小 康 住 宅 ，再 到 高 层

新 型 名 居 房 ，如 今 又 开 始 兴 建 未 来 社

区 。 建 筑 无 声 ，建 筑 有 情 ，述 说 着 村

庄 发 展 的 历 史 ，记 录 着 村 庄 前 进 的 足

迹 。“ 居 者 有 其 屋 ”，是 中 国 人 千 百 年

来 的 朴 素 理 想 ，早 已 在 滕 头 实 现 。“ 居

者 优 其 屋 ”“ 居 者 美 其 屋 ”，是 滕 头 的

现 在 进 行 时 。 统 一 规 划 、统 一 建 造 、

统 一 分 配 ，久 久 为 功 ，一 个“ 田 不 平 ，

路 不 平 ，亩 产 只 有 二 百 零 ”的 贫 困 村 ，

嬗 变 为“ 田 成 方 、屋 成 行 ，清 清 渠 水 绕

村 庄 ，绿 树 成 荫 花 果 香 ”的 绿 色 旅 游

区 。 漫 步 滕 头 ，屋 舍 俨 然 ，掩 映 在 花

木 之 间 ，让 人 流 连 。 村 在 景 中 ，景 在

村 中 ，村 即 是 景 ，景 即 是 村 ，真 真 切

切，实实在在。

凝香居也是村中出彩之处。不能

不 佩 服 滕 头 人“ 人 舍 我 取 ”的 大 智 。

凝 香 居 并 不 是 滕 头 的 原 生 资 源 ，但 却

承 载 着 宁 波 的 乡 土 记 忆 ，于 是 被 慧 眼

识 珠 的 滕 头 人 拿 来 ，融 入 村 庄 ，成 为

村庄的一部分。凝香居是一座百年老

屋 ，原 位 于 奉 化 城 区 ，因 为 旧 城 改 造

要 被 拆 掉 ，滕 头 村 就 把 老 屋 的 一 砖 一

瓦 全 搬 了 来 ，在 村 里 择 址 重 建 。 青

砖 、黛 瓦 、马 头 墙 、木 花 窗 ，一 座 具 有

典型清末浙东建筑风格的走马楼四合

院 ，成 为 滕 头 的“ 居 民 ”。 整 座 建 筑 采

用 杉 树 为 木 料 ，散 发 着 淡 淡 幽 香 ，故

名“ 凝 香 居 ”。 细 想 想 ，凝 香 ，凝 的 可

不 仅 仅 是 杉 树 之 香 ，更 是 时 光 之 香 、

历史之香、文化之香。

石 窗 馆 ，是 村 中 另 一 抹 文 化 亮

色 。 石 窗 是 我 国 古 代 建 筑 的 组 成 部

分 ，也 是 民 间 艺 术 中 的 一 朵 奇 葩 ，在

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奉化一带的石刻

艺 人 技 艺 精 湛 ，名 闻 遐 迩 ，被 称 为“ 奉

帮 石 匠 ”。 他 们 创 作 了 大 量 精 美 的 作

品 ，石 窗 是 其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石 窗 馆

2000 平 方 米 的 青 砖 长 廊 上 ，108 幅 明

清 奉 帮 石 窗 雕 琢 、盘 绕 、搭 接 ，变 化 出

缤 纷 的 大 千 世 界 。 人 物 、动 物 、植 物 、

符 图 、文 字 …… 正 方 、长 方 、长 圆 、八

角 、圆 形 、菱 形 、扇 形 …… 千 姿 百 态 ，

各 擅 胜 场 。 四 龙 捧 寿 莲 花 窗 、鹤 鹿 同

春 窗 、草 花 寿 桃 窗 、博 古 万 字 窗 、一 根

藤 窗 、九 狮 窗 …… 别 的 不 说 ，光 听 名

字，就可以想象它们的丰富与美丽。

滕 头 世 博 馆 也 是 一 定 要 去 打 卡

的。它的前身是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

案 例 馆 ，2016 年 回 迁 ，回 到 了 娘 家 。

场 馆 按 照 1∶1 复 制 重 建 ，沿 用 原 有 设

计 理 念 和 方 案 ，保 证 建 筑 原 汁 原 味 。

用浙东最具代表性的瓦爿砌筑而成的

“ 瓦 爿 墙 ”，依 然 是 最 吸 睛 的 。 上 海 世

博会原建筑使用过的瓦爿都被尽最大

可 能 保 留 下 来 ，其 余 瓦 爿 则 从 滕 头 周

边大小村落收集而来。旧瓦古砖的沧

桑 感 、灰 白 黑 交 织 的 江 南 水 乡 古 朴 美

感 、不 规 则 门 洞 的 现 代 感 、竹 模 板 墙

和 竹 篱 的 自 然 感 、垂 直 绿 化 的 生 态

感 、虚 拟 旅 游 的 科 技 感 …… 让 滕 头 世

博馆高级感拉满。

行 走 在 滕 头 ，时 不 时 就 被 生 态 撞

一 下 腰 。 生 态 农 业 园 、生 态 酒 店 、生

态公厕、生态楼、风光能路灯……生态

如 一 条 珠 链 ，串 起 滕 头 的 点 点 滴 滴 。

滕 头 ，一 座 日 新 月 异 的 生 态 大 观 园 ，

生动地诠释了：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从京郊出发，驱车百里，便到了迷

子地。群山环抱，绿水长流，这座接壤

“ 京 津 承 唐 ”的 小 村 落 像 是 待 嫁 的 新

娘，娇羞地等着人们去掀开她的美。

仲 春 时 节 ，村 庄 里 的 万 物 还 未 走

出 冬 的 凛 冽 ，兴 隆 山 下 的 桃 花 就 已 经

迎 风 开 放 。 信 步 前 行 ，抓 住 眼 球 的 便

不 再 是 花 儿 朵 儿 ，而 是 泻 出 于 山 峰 的

瀑布与碧波荡漾的小龙湖。瀑布蔚为

壮 观 ，小 龙 湖 温 婉 优 雅 ，一 动 一 静 ，对

比分明。

再 向 前 走 ，来 到 兴 隆 山 脚 下 。 徒

步 上 山 的 人 很 多 ，被 好 汉 坡 台 阶 吓 退

的 也 有 不 少 。 好 汉 坡 共 有 2080 级 台

阶 ，在 山 间 盘 旋 而 上 ，有 时 在 悬 崖 边 ，

有 时 在 峭 壁 上 ，有 时 平 缓 ，有 时 陡 峭 。

体 力 不 好 的 、全 家 老 小 一 起 来 的 游 客

自此驻足，改道缆车。留下来的人，个

个都是摩拳擦掌，准备征服好汉坡。

从 好 汉 坡 向 山 顶 走 ，每 至 景 色 奇

特 处 ，都 设 有 观 景 台 ，可 观 景 ，也 可 休

息 。 从 观 景 台 上 俯 瞰 ，山 下 温 婉 的 小

龙 湖 此 时 已 成 陪 衬 ，而 四 周 的 山 则 成

了 主 角 。 这 些 山 有 的 高 入 云 霄 ，有 的

巍 然 耸 立 ，有 的 惊 险 ，有 的 奇 美 ，一 山

一面，面面皆不相同。

若 说 小 石 林 、双 象 朝 阳 的 鬼 斧 神

工 让 人 叹 为 观 止 ，那 回 音 壁 小 路 的 巧

夺 天 工 ，更 是 让 人 击 节 赞 叹 。 回 音 壁

是 环 状 山 ，被 峡 谷 与 植 被 分 为 两 端 。

小 路 从 山 腰 蜿 蜒 向 前 ，和 峭 壁 融 为 一

体，依山就势，藏而不露。

大 小 景 点 玩 了 一 遍 ，肚 子 抗 议 的

时 候 ，山 顶 的 餐 厅 和 咖 啡 厅 就 派 上 用

场了。点几盘喜欢的菜，填饱肚子，再

来一杯咖啡，提神醒脑。酒足饭饱，此

时不下山，更待何时呢？

山是奇山，下了山，就要看看水是

否 也 与 众 不 同 。 村 里 人 说 ，环 抱 村 子

的 河 叫 潵 河 。 潵 河 自 西 向 东 常 年 流

着 ，水 深 的 地 方 ，鸭 鹅 喜 欢 ；水 浅 的 地

方 ，所 有 人 都 喜 欢 。 如 果 追 问 为 什

么 ，村 里 人 就 会 说 出 那 句 耳 熟 能 详 的

俗 语 ：“ 棒 打 狍 子 瓢 舀 鱼 ，野 鸡 飞 到 饭

锅 里 。”

狍 子 偶 然 下 山 ，村 里 人 都 会 送 回

深 山 。 野 鸡 偶 然 跑 到 地 里 偷 吃 农 作

物，也没人去抓。只有河里的鱼，最招

人 喜 欢 。 深 深 浅 浅 的 小 河 里 ，鱼 儿 三

五成群地游着，有黑色的虾虎、白色的

白 条 ，还 有 青 色 的 麦 穗 鱼 。 网 上 一 兜

交给民宿的老板娘，不出一小时，小河

鱼的各式佳肴就会摆在眼前。配上二

两小酒，一口酒，一口鱼，羡煞旁人。

山水石鱼看完，若还不够尽兴，不

妨 在 季 春 之 时 ，与 村 民 走 进 不 知 名 的

山 里 ，亲 手 摘 一 些 驴 龙 尖 、面 条 菜 、豆

苗 菜 。 别 瞧 不 起 这 些 从 未 听 过 的 野

菜 ，它 们 的 味 道 比 城 里 司 空 见 惯 的 荠

菜 要 鲜 美 得 多 。 在 小 小 的 迷 子 地 村 ，

荠 菜 是“ 上 不 得 台 面 ”的 ，只 有 大 山 孕

育 的 稀 罕 野 菜 才 能 让 女 人 们 带 回 家

里，做成佳肴，端上餐桌。

如 果 时 间 充 裕 ，还 可 以 去 梨 树 林

里 坐 坐 ，赏“ 白 锦 无 纹 香 烂 漫 ，玉 树 琼

葩堆雪”。也可邀上三五好友，花下举

杯，酒香伴着花香，畅饮至夕阳染红半

边天，再乘着月色，搭着肩，走回民宿，

体验一把杜夫子“白日放歌须纵酒，青

春作伴好还乡”的快意豪迈。

如 果 愿 意 ，还 可 以 换 一 身 舒 适 的

运动装，去农户的菜田走一走，看看茄

子 的 幼 苗 顶 着 巴 掌 大 绿 叶 迎 风 摆 动 ，

看 看 西 葫 芦 根 部 冒 出 豌 豆 大 的 黄 花 ，

看 看 黄 瓜 纤 细 的 触 须 爬 上 秧 架 …… 勤

劳 的 农 人 把 蔬 菜 秧 苗 侍 弄 得 肥 硕 ，无

论 是 谁 ，只 要 看 完 这 些 ，都 会 沉 迷 此

地，痛快地相约丰收时再来。

近些年，特别偏好竹编之物，对竹

就 更 生 亲 切 之 感 。 忽 闻 小 儿 吟 诵“ 冷

翠 千 竿 玉 ，浮 岚 万 幅 屏 ”，万 千 竹 子 叠

成 翠 玉 ，如 画 屏 在 风 中 浮 动 ，这 种 场

景实在让人心向往之。

诗句出 自 宋 代 诗 人 陆 游 的《白 塔

院》，那 是 他 在 川 西 蜀 州（今 崇 州）任

通 判 时 ，造 访 道 明 镇 白 塔 禅 院 所

作 。 这 说 明 至 少 在 南 宋 时 期 ，道 明

镇 就 已 是 竹 乡 。 而 在 清 朝 ，这 里 的

竹 编 历 史 就 已 有 记 载 。 百 姓 遵 从 自

然 、利 用 自 然 ，从 最 初 编 制 筐 、筛 、箩

等 家 用 器 具 ，到 如 今 制 作 各 式 竹 工

艺 品 ，再 到 与 江 南 瓷 器 厂 合 作 ，制 成

特 有 的 瓷 胎 竹 编 ，“ 竹 艺 村 ”随 之 闻

名 四 野 。

春天，经过深幽的竹丛，走进竹艺

村 ，一 些 农 家 小 院 映 入 眼 帘 。 游 客 将

吃 食 放 置 于 木 炭 架 上 ，围 炉 煮 茶 。 橙

皮 吐 出 雾 气 ，伴 着 茶 香 氤 氲 在 翠 竹 林

间 ，哪 曾 想 到 一 小 时 以 前 ，自 己 还 穿

梭 在 成 都 市 内 的 高 楼 大 厦 之 间 ？ 不

远 处 的 廊 亭 ，既 是 人 们 休 憩 之 地 ，也

是 展 示 竹 编 器 物 的 小 市 场 。 简 到 挠

痒 的“ 不 求 人 ”，繁 到 精 致 的 锁 扣 小

箱 ，以 及 琳 琅 满 目 的 装 饰 品 ，此 处 应

有 尽 有 。

白 墙 青 瓦 是 竹 艺 村 屋 舍 的 特 色 ，

“ 徽 式 ”风 格 呼 应 乡 间 田 野 ，古 朴 而 清

雅 。 两 股 溪 流 自 沟 渠 蜿 蜒 流 动 ，在 村

头 汇 聚 ，又 从 两 个 桥 洞 岔 开 ，各 分 东

西 。 沿 溪 而 建 的 农 家 院 ，春 梅 在 枝 头

绽 放 新 蕊 ，樱 花 垒 成 皑 皑 白 雪 ，游 人

于 院 中 喝 茶 闲 聊 ，或 饮 酒 用 餐 ，别 有

一 番 意 趣 。 据 说 ，这 里 的 许 多 民 宿 是

邀 请 的 文 人 智 士 入 驻 ，他 们 对 于 乡 村

振 兴 ，有 独 特 的 见 解 。 比 如 三 径 书 院

的主人，就是一位青年诗人。

器物之美 ，贵 在 天 然 。 村 庄 亦 如

是 。 道 明 竹 艺 村 ，除 了 提 供 游 客 吃

住 刚 性 需 求 外 ，完 全 是 一 派 自 然 风

貌 。 文 化 院 坝 搭 建 在 菜 地 之 间 ，菜

花 明 黄 ，芥 菜 肥 嫩 ，厚 皮 菜 出 落 于 黝

黑 的 沃 土 中 ，其 茎 更 显 乳 白 。 人 们

在 坝 上 吟 唱 轻 舞 ，便 如 蹁 跹 彩 蝶 、嗡

嗡 蜜 蜂 。

如 果 说 这 就 是 竹 艺 村 的 全 貌 ，那

当 然 远 远 不 够 。 顺 着 绿 道 往 里 探 寻 ，

用 脚 步 丈 量 这 片 土 地 ，更 能 领 略 到

“ 山 上 清 泉 山 下 流 ，家 家 户 户 编 花 篼 ”

的乡村大美。

去 往 藏 马 沟 的 路 上 ，左 边 挺 直 的

水 杉 层 层 林 立 ，枝 丫 棕 红 ，层 叠 绵 延 ，

如绮丽的火烧云。与之接壤的是一片

良 田 ，油 菜 开 出 绚 烂 黄 花 ，其 茎 壮 如

船 之 缆 绳 ，团 扇 般 的 叶 片 深 绿 油 亮 ，

无不预示着将来有个好收成。冬春交

替 ，色 块 自 然 拼 凑 ，完 美 衔 接 。 右 边

淙 淙 溪 水 清 澈 见 底 ，溪 岸 斑 竹 丛 生 ，

鸢 尾 倚 傍 ；凤 尾 蕨 或 两 三 片 拥 立 ，或

如 巢 穴 般 环 生 ，至 叶 片 中 上 部 又 翻 而

向 下 ，状 如 莲 花 ；灯 芯 草 有 的 直 指 苍

穹 ，有 的 如 弯 弓 探 向 大 地 ，一 钓 山 涧

鸟鸣……风来竹晃，光移影动，竹艺村

不 仅 呈 现 出 视 觉 之 美 ，更 有 安 神 入 魂

的潺潺之音。

藏 马 沟 ，从 前 叫 作“ 长 马 沟 ”，据

说 明 末 大 顺 王 张 献 忠 因 打 仗 需 要 ，曾

退 守 此 地 ，悄 然 屯 兵 养 马 。 沟 内 蒲 苇

茂 密 ，纸 莎 草 擎 伞 对 日 。 虽 不 知 当 年

张 献 忠 藏 马 的 具 体 位 置 ，但 旅 游 步 道

上 画 着 骑 马 的 标 识 。 藏 马 沟 ，就 真 的

与“ 马 ”接 近 了 。 沟 中 民 居 仍 然 保 持

原 有 风 貌 ，鹅 鸭 闲 适 地 在 菜 地 里 食 虫

踱 步 ，这 是 许 多 人 心 中 家 乡 的 样 子 。

也 有 别 致 的 院 落 ，茶 花 正 比 香 斗 艳 ，

桃 李 争 春 ，还 有 千 姿 百 态 的 盆 景 ，郁

郁 葱 葱 。 尤 其 是 饮 茶 桌 椅 ，置 于 架 溪

而 设 的 桥 廊 之 上 ，水 流 轻 音 如 窖 曲 坠

入茶杯，让人未饮先醉。

亲 临 竹 艺 人 家 ，是 行 走 的 幸 事 。

有两家院门前堆放着刚砍伐回来的翠

竹 ，院 内 参 差 不 齐 的 机 器 声 不 绝 于

耳 。 循 声 而 入 ，一 男 一 女 ，正 协 作 打

磨竹条。男人将整齐的竹节一根根推

入 机 器 ，破 竹 成 条 ，女 人 又 将 竹 条 放

进 另 一 台 机 器 ，初 次 打 磨 。 这 是 两 家

从 事 花 篮 制 作 的 家 庭 作 坊 ，成 品 销 往

周 边 县 市 。 他 们 有 稳 定 的 销 售 订 单 ，

收 入 有 保 障 。 主 人 告 知 ，最 忙 的 时

候 ，作 坊 里 几 台 打 磨 机 同 时 运 行 ，而

闲 时 ，多 为 夫 妻 合 力 。 远 离 闹 市 ，却

能 安 享 一 份 富 足 。 这 些 机 器 发 出 的 ，

不 再 是 一 种 噪 声 ，而 是 振 奋 未 来 的 激

荡 之 音 。 与 之 应 和 的 ，则 是 夫 妻 之 间

的琴瑟和鸣。

观 人 劳 作 ，心 动 身 固 。 走 进 农 事

体 验 园 ，才 体 会 到 身 心 合 一 的 快 意 。

如 油 春 雨 落 进 麦 田 ，麦 苗 肥 嫩 油 亮 ，

悬 挂 的 露 珠 映 出 叶 脉 ，像 方 才 探 出 头

的 西 瓜 。 也 有 沟 景 映 入 其 中 ，木 质 栈

道 腾 空 而 起 ，从 上 面 俯 瞰 ，整 片 麦 田

尽收眼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后，怎能

不看看这里驰名的水？于是继续寻访

白 塔 湖 。 白 塔 湖 与 竹 艺 村 相 距 不 远 ，

湖 水 滋 养 过 的 片 片 竹 林 ，造 福 于 各 地

百 姓 。 人 类 与 自 然 、地 理 同 位 置 哪 有

绝对的界限？

白 塔 湖 静 卧 于 山 谷 之 中 ，周 围 山

色 映 秀 。 湖 的 边 缘 如 蚯 蚓 蠢 动 ，看 似

极 不 规 律 ，线 条 却 流 畅 自 然 ，松 针 落

叶 掩 映 水 边 ，毫 无 雕 琢 之 痕 。 虽 无 路

直 接 与 水 接 触 ，但 透 过 树 木 的 间 隙 ，

仍 可 见 湛 蓝 的 湖 水 ，在 安 静 时 灿 若 宝

石 ，偶 有 鱼 儿 游 弋 ，划 开 波 光 粼 粼 。

极 目 远 望 ，一 座 亭 台 在 山 上 隐 现 ，但

因 体 力 所 限 ，最 终 未 及 白 塔 禅 院 。 只

有 凭 着 陆 游《白 塔 院》一 诗 去 意 会 那

番景象：

冷翠千竿玉，浮岚万幅屏。

凭栏避微雨，挈笠遇归僧。

残月明楼角，屯云拥塔层。

溪山属闲客，随意倚枯藤。

临 走 时 ，在 村 口 买 了 一 个 竹 编 菜

篮 ，装 进 几 把 村 民 自 种 的 蔬 菜 。 那 天

的 晚 餐 ，白 菜 薹 在 瓷 盘 里 莹 莹 泛 绿 ，

菜叶中似乎还夹杂着阵阵竹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