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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密语
文<朱泽礽

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西岸镇东村村

印 象 中 的 春 万 艳 竞 发 ，喧 闹 的 色

彩 跃 入 眼 中 ，勾 勒 数 不 尽 的 华 美 。 但

在东村，我寻到了不一样的春，极简主

义下掩藏着深厚的历史密语。

东村，村名听起来朴素，其意蕴却

不容小觑：茶盐古道重镇、粤湘交界的

八卦古村、“进士之乡”……

雾 蒙 蒙 的 雨 季 并 非 赏 春 的 绝 佳 时

机 ，却 为 东 村 着 上 一 笔 浓 墨 。 原 生 态

的 乡 居 安 静 地 卧 在 群 山 之 间 ，一 座 高

大 的 牌 坊 立 于 村 口 ，四 座 古 色 古 香 的

门 楼 歇 于 背 后 ，渐 显 威 严 之 气 。 东 村

的 古 建 筑 高 大 巍 峨 ，青 石 垒 起 宽 阔 的

城墙，柏木门板竖立于双层门洞之间，

紧密相连。一组组建筑排成八卦图布

局 ，环 绕 着 中 心 的“ 蟠 龙 墩 ”。 雾 气 缭

绕间，“巨龙”安静蛰伏，承载着东村先

民 的 美 好 愿 景 ，守 护 一 方 安 宁 。 沉 稳

的东村大气挥毫，初见时，已画下一笔

厚重的春色。

拐 出 高 大 的 古 建 筑 群 ，放 眼 望 去

是 别 具 韵 味 的 青 砖 瓦 房 ，邂 逅 印 象 中

清 丽 的 岭 南 春 光 。“ 春 风 朝 夕 起 ，吹 绿

日 日 深 。”轻 风 拂 过 ，脚 下 细 密 的 苔 藓

如丝绒摇摆，泛起淡淡的水光，装点黛

色 的 石 板 路 ，不 浓 艳 、不 华 丽 ，温 柔 地

等待着归人。

若 说 瓦 房 守 护 着 东 村 ，婀 娜 多 姿

的溪流则是诗意的升华。小桥、流水、

人 家 ，浅 浅 的 溪 流 萦 绕 着 古 村 。 低 头

与 水 流 对 望 ，可 见 松 软 的 流 沙 与 嬉 戏

的 小 鱼 ，丛 丛 墨 绿 的 水 草 躺 在 水 底 。

不 远 处 ，一 座 玲 珑 的 石 桥 掠 起 圆 滑 的

曲线，岸边柔弱的青柳频频弯腰点水，

恭送缓缓起身的我。

沿 小 巷 走 走 停 停 ，享 受 舒 适 的 阳

光，我一路欣赏古宅、老街和一块块石

板 ，像 是 抚 摸 东 村 斑 驳 的 历 史 。 经 过

一 口 古 井 ，饱 经 风 霜 的 拴 马 石 静 立 路

旁 ，一 段 关 于 茶 盐 古 道 的 过 往 在 眼 前

铺 展 。 茶 盐 古 道 长 约 四 公 里 ，贯 穿 东

村 ，已 有 上 千 年 历 史 。 这 是 古 时 沟 通

湘 粤 的 一 条 要 道 ，络 绎 不 绝 的 商 旅 往

来 其 间 ，留 下 了 独 特 的 商 业 景 观 ：驿

站、商铺、马房……在古道的交叉路驻

足聆听，千年前的车马声、吆喝声纷至

沓来，充盈耳边，仿佛奔赴一幕穿梭时

光的相会。

绚 丽 的 阳 光 为 远 方 笼 罩 一 层 金

箔，若要赏“浓妆艳抹”的春色，一定得

将视线转向东村之恋生态旅游度假景

区 。 鸣 着 汽 笛 的“ 进 士 号 ”观 光 火 车 、

青 红 簇 拥 的 荷 塘 春 景 、烟 火 正 浓 的 叫

卖 吆 喝 ，共 同 描 摹 一 幅 活 色 生 香 的 东

村 春 景 图 。“ 火 车 一 响 ，黄 金 万 两 。”伴

随 观 光 火 车 的“ 嘟 嘟 ”声 ，不 仅 能 品 味

宛 若 调 色 板 的 多 彩 稻 田 ，更 能 预 见 东

村蓬勃发展的未来之春。

有 幸 一 览 别 样 的 东 村 春 景 ，感 受

磅 礴 大 气 的 春 、细 致 秀 丽 的 春 、温 柔

敦 厚 的 春 、绚 烂 多 彩 的 春 ，我 的 心 早

已 沉 醉 于 村 中 的 每 一 片 叶 子 、每 一 米

阳光……

漫山梨花卷茶香
文<罗捷媚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镇归令村

川风竹韵纸烟霞
文<朱仲祥

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马村镇石堰村

乡愁是一朵油菜花
文<范建生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东瀼口镇牛洞坪村

梯 田 、油 菜 花 、炊 烟 、土 屋 、池 塘 、

溪 流 、青 石 板 路 …… 汇 成 一 股 浓 郁 的

乡 土 气 息 袭 来 ，让 人 迷 恋 。 这 个 充 满

乡 愁 和 诗 意 的 地 方 ，就 是 坐 落 在 湖 北

巴东长江之畔的牛洞坪村。

清晨，我们乘车从巴东县城出发，

跨 大 桥 ，进 官 渡 ，过 东 瀼 口 ，沿 着 盘 山

公 路 蜿 蜒 而 上 ，只 见 车 窗 外 到 处 是 陡

峭 的 山 峰 和 茂 密 的 树 林 ，藏 在 大 山 深

处的牛洞坪，让我充满遐想。

到 了 牛 洞 坪 ，眼 前 风 景 美 得 让 人

惊讶不已。是谁将如此繁多的黄金颗

粒撒在了松木垭？又是谁把编织好的

金丝带缠在朝阳坡腰间？我们欢呼雀

跃，迫不及待地站在蝴蝶观景台眺望，

牛洞坪春色尽收眼底。3000 多亩梯田

涌 动 着 金 黄 色 的 海 浪 ，携 着 跳 跃 的 音

符铺天盖地而来，看上一眼，心儿就会

沉醉，脚步就会蹒跚。

山 里 的 油 菜 花 是 春 天 最 美 的 精

灵 ，美 得 那 么 浓 烈 ，那 么 清 新 。 桃 花 、

李 花 、梨 花 也 不 甘 落 后 ，不 管 不 顾 ，只

往 妖 娆 处 开 去 ，但 却 在 油 菜 花 强 大 的

方阵前黯然失色。清代诗人刘宗霈曾

赞 美 油 菜 花 ：“ 乍 逢 红 雨 点 回 塘 ，又 见

平 畦 千 顷 黄 。 色 比 散 金 无 异 种 ，香 连

绣 壤 不 分 疆 。”油 菜 花 单 株 似 微 不 足

道，但是只要集合起来，就能形成夺人

眼目的磅礴力量。

漫 步 油 菜 花 海 ，空 气 中 弥 漫 着 芳

香 ，鸟 鸣 啁 啾 ，蝶 舞 蜂 飞 ，漫 过 我 的 衣

衫 。 湛 蓝 的 天 幕 和 抒 情 般 的 流 云 ，在

乡村的烟岚里揣摩着悠久和永恒。

跟着花走，眼前出现一波碧水，与

蓝 天 、黄 花 相 映 成 趣 。 植 于 堰 塘 边 的

垂柳，柔软的枝条在水面上悠悠地画，

用 一 圈 圈 涟 漪 与 水 中 自 己 的 倩 影 嬉

戏，欢喜一场春的相遇。山道芳菲，姑

娘 们 穿 红 戴 绿 的 身 影 时 隐 时 现 ，像 一

首浪漫而朦胧的诗。

犀 牛 塘 如 一 块 碧 色 的 玉 ，雍 容 地

卧 在 花 海 里 ，灌 满 一 池 春 水 。 相 传 犀

牛 塘 是 神 犀 踩 出 来 的 坑 。 很 久 以 前 ，

崖 壁 上 有 一 个 洞 叫 犀 牛 洞 ，洞 里 住 着

一 头 犀 牛 模 样 的 神 兽 ，晚 上 出 来 吃 稻

田 里 的 秧 苗 。 村 民 发 现 后 ，持 火 把 驱

赶，犀牛怪叫着一路奔驰，跳进长江东

游而去。后来，犀牛踩出的每个脚窝，

都 变 成 一 个 个 大 堰 塘 。 在 牛 洞 坪 ，像

这 样 的 堰 塘 有 72 口 ，如 一 颗 颗 绿 宝 石

错 落 有 致 地 镶 嵌 在 山 坡 上 ，用 清 清 泉

水滋润着美丽田园。

我 从 至 清 至 碧 的 水 中 ，读 出 了 牛

洞 坪 钟 灵 毓 秀 、曼 妙 婉 约 的 诗 情 画

意 。 牛 洞 坪 是 一 行 清 雅 的 唐 诗 、一 阕

温 婉 的 宋 词 。 它 从 历 史 深 处 逶 迤 而

来 ，用 美 丽 田 园 组 成 优 美 的 诗 词 。 这

些诗词又化作蕴含生态禀赋的烟雨迷

雾，浸润山山水水，恩泽一方百姓。

据 说 犀 牛 吃 过 的 稻 苗 ，收 获 的 大

米 特 别 香 ，因 此 牛 洞 坪 的 稻 谷 很 有 名

气 ，素 有“ 牛 洞 贡 米 ”之 称 。 每 逢 插 秧

时 节 ，梯 田 犁 耙 响 水 ，池 塘 青 蛙 打 鼓 ，

村里还会举办插秧节，以稻为媒，以赛

会友，水田瞬间变成赛场，劳动的风采

在田间飞扬。人们插下的一行行秧苗

如同诗行，编织着诗意田园。

油 菜 花 海 围 着 村 庄 舞 蹈 ，仿 佛 在

庆 祝 春 天 的 到 来 。 村 庄 里 的 500 多 栋

土 坯 瓦 房 或 立 于 花 丛 间 ，或 藏 于 树 荫

下，环境整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

些用黄黏土筑成的土坯房与乡土血脉

相 连 ，散 发 着 泥 土 气 息 ，冬 暖 夏 凉 ，历

经 百 年 风 雨 不 倒 ，与 这 里 的 山 水 浑 然

一 体 ，形 成 一 个 农 耕 文 化 部 落 。 老 屋

临 水 而 落 ，依 山 而 建 ，山 花 簇 拥 ，绿 树

四 合 ，屋 后 有 竹 林 ，门 前 有 晒 衣 ，竹 侧

有菜园，一派乡土风光。

农家院子里，生长着一棵古樟树，

卓然而立，虬干粗实，枝叶婆娑，据说是

北宋名臣寇准任巴东县令时手植。千

年的风雨沧桑沉淀出森森古意，在春风

中披一身新绿。坐在古树下，品香茶，

看花海，家园如画，乡愁是一朵油菜花。

本版插画<呱咕

“ 砍 其 麻（竹），去 其 青 ，渍 以 灰 ，

煮 以 火 ，洗 以 头 ，舂 以 臼 ，抄 以 帘 ，刷

以 壁 。”这 是 四 川 夹 江 古 佛 寺“ 蔡 翁

碑 ”碑 文 中 关 于 传 统 造 纸 工 艺 的 高 度

概 括 。 但 要 真 正 了 解 其 中 内 涵 ，还 需

到马村镇石堰村走走。

去 石 堰 村 的 路 有 两 条 ，一 条 是 溯

石 堰 溪 而 行 ，一 条 是 顺 千 佛 岩 后 山 的

旅 游 公 路 前 往 。 无 论 走 哪 条 路 ，石 堰

村都给人养在深闺的感觉。它是一处

宁 静 优 美 的 传 统 村 落 ，藏 在 青 衣 江 东

岸 的 茫 茫 竹 海 中 ，怡 然 自 得 地 打 发 着

自 己 的 岁 月 。 夹 江 人 称 溪 流 为“ 堰 ”，

即 沟 渠 之 意 。“ 石 堰 ”之 名 的 得 来 ，就

在于那条叮咚奔流的山溪。

我 每 次 来 石 堰 村 ，总 喜 欢 学 武 陵

捕 鱼 人 ，沿 那 条 从 村 子 里 流 来 的 山 溪

而 行 。 选 择 这 条 路 线 进 山 ，总 有 一 种

渐入佳境的感觉。山涧和溪水相伴而

行 自 不 必 说 ，两 边 地 势 由 相 对 狭 窄 到

渐 渐 开 阔 ，两 岸 嘉 篁 由 稀 疏 到 茂 密 ，

耳 边 鸟 啼 由 遥 远 变 得 切 近 ，眼 前 风 景

由 平 庸 变 得 秀 美 ，这 种 山 行 体 验 极 具

代 入 感 ，也 符 合 我 们 对 于 自 然 之 美 的

认知和欣赏过程。有人将石堰村比作

桃 花 源 ，此 时 你 不 再 觉 得 这 样 的 赞 美

是夸张和矫情。

进 得 村 来 ，漫 山 遍 野 的 翠 竹 就 挤

占 了 你 的 视 野 ，青 山 起 伏 之 间 都 是 竹

的 身 影 、竹 的 风 韵 。 旧 时 夹 江 青 衣 江

两岸有 20 多万亩竹林 ，后来逐渐缩小

到 目 前 的 数 万 亩 ，石 堰 村 的 竹 林 就 是

其 中 最 茂 密 的 一 片 。 粗 壮 挺 拔 的 楠

竹 、秀 美 妖 娆 的 水 竹 、温 柔 多 情 的 斑

竹 ，相 聚 成 不 同 的 植 物 群 落 ，在 古 老

村 庄 里 自 由 生 长 。 而 最 多 最 普 遍 的 ，

则 是 繁 育 能 力 极 强 、占 地 面 积 最 多 ，

也 最 受 村 民 欢 迎 的 慈 竹 。 山 脚 溪 边 ，

房 前 屋 后 ，随 处 可 见 慈 竹 随 风 摇 曳 。

小 溪 岸 边 竹 亭 悠 然 ，流 水 之 上 石 桥 横

跨 ，溪 畔 林 间 散 落 着 不 少 农 房 ，青 砖

碧 瓦 ，穿 斗 结 构 ，四 方 院 落 ，自 成 天

地 。 院 门 处 的 春 联 、年 画 和 灯 笼 ，把

山 村 渲 染 得 诗 情 画 意 。 竹 绕 着 房 ，房

依着竹，天人合一，和谐共生。

引 人 注 目 的 还 有 村 口 那 座 牌 坊 。

青 灰 的 色 彩 、典 雅 的 造 型 、“ 千 年 纸

乡 ”的 匾 额 ，无 声 阐 释 着 石 堰 村 的 文

化 底 蕴 。 牌 坊 旁 边 正 在 修 建 新 的“ 四

川 夹 江 手 工 造 纸 博 物 馆 ”。 该 馆 从 千

佛 岩 景 区 原 址 几 经 搬 迁 ，最 终 落 脚 此

地 ，馆 藏 丰 富 ，特 色 鲜 明 ，堪 称 一 部 立

体生动的中国传统造纸史。

以石堰村为代表的夹江手工造纸

产 生 于 唐 ，发 展 于 明 ，鼎 盛 于 清 。 明

代《名 胜 志》记 载 ：“ 嘉 定（夹 江 明 属 嘉

定 府）尖 山 下 皆 纸 坊 ，楮 薄 如 蝉 翼 而

坚 ，质 可 久 。”当 时 全 县 纸 产 量 已 经 占

到 全 国 的 三 分 之 一 。 清 代 ，夹 江 手 工

造 纸 达 到 巅 峰 ，被 钦 定 为“ 文 闱 卷 纸 ”

和“ 宫 廷 用 纸 ”。 青 衣 江 两 岸 百 姓 祖

祖 辈 辈 靠 山 吃 山 ，以 纸 为 本 ，造 纸 是

他 们 生 存 的 根 基 。 为 此 ，当 地 人 对 造

纸 宗 师 蔡 伦 敬 重 有 加 ，不 仅 在 附 近 的

古 佛 寺 立 有“ 蔡 翁 碑 ”，记 载 夹 江 造 纸

的 由 来 和 工 艺 ，而 且 修 建 了 供 奉 蔡 伦

的 蔡 侯 庙 ，平 日 焚 香 进 贡 ，礼 拜 不

止 。 每 逢 蔡 伦 生 日 ，当 地 还 要 举 行 庄

严 隆 重 的 庙 会 ，纪 念 这 位 造 福 百 姓 的

先贤。

夹江造纸从选竹、制浆到成纸，共

有 四 个 环 节 72 道 工 序 ，与 明 代《天 工

开 物·杀 青》的 记 载 相 合 。 如 此 生 产

的 夹 江 纸 洁 白 柔 软 、浸 润 保 墨 、纤 维

细 腻 、绵 韧 平 整 ，被 赞 之 曰 ：“ 淡 画 不

灰 ，淡 泼 浓 ，浓 泼 淡 。 诗 有 烟 霞 气 ，书

兼龙虎姿。”

石 堰 村 有 座“ 大 千 纸 坊 ”，见 证 了

该村与张大千的一段不解之缘。抗战

时 期 ，安 徽 沦 陷 ，宣 纸 断 源 ，在 敦 煌 临

摹 壁 画 的 张 大 千 四 处 寻 找 纸 源 未 果 ，

最 终 把 目 光 投 向 了 夹 江 纸 。 据 记 载 ，

抗 战 时 期 ，夹 江 纸 产 量 之 多 、品 种 之

繁 、品 质 之 佳 、技 术 之 精 均 为 四 川 之

冠 ，国 民 政 府 机 关 和 书 刊 报 纸 大 多 使

用 夹 江 纸 。 在 成 都“ 诗 婢 家 ”老 板 的

引 荐 下 ，张 大 千 先 后 两 次 来 到 石 堰

村 ，针 对 夹 江 纸 拉 力 不 够 等 不 足 ，在

纸 浆 中 适 当 加 入 棉 麻 纤 维 ，经 过 与 造

纸 户 主 和 工 匠 的 反 复 试 验 改 进 ，最 终

生 产 出 以 其 画 室 命 名 的“ 大 风 堂 ”书

画 纸 。 一 车 车“ 大 风 堂 ”纸 从 石 堰 村

运 出 ，一 时 被 许 多 书 画 家 视 为 上 乘 文

化 用 品 。 数 十 年 后 ，远 在 台 湾 的 张 大

千还对这段经历怀念不已。他画了一

幅《墨 荷》，画 上 荷 叶 如 盖 ，荷 花 亭 亭 ，

盛 露 欲 滴 ，摇 曳 生 姿 。 画 中 诗 云 ：“ 露

湿 波 澄 夜 寂 寥 ，冰 肌 怯 暑 未 全 消 。 空

明 水 殿 泠 泠 月 ，翠 扇 殷 勤 手 自 摇 。”其

后 诗 注 曰 ：“ 此 大 风 堂 五 十 年 前 所 制

宽 纹 纸 也 ，大 有 宋 楮 风 韵 ，不 可 多

得。”

走 进 位 于 半 山 的 大 千 纸 坊 ，一 座

古 雅 的 四 方 院 落 出 现 在 眼 前 ，这 便 是

张大千当年落脚的农家宅院。院落很

完 整 ，高 大 的 门 窗 门 柱 、雕 花 的 石 础

挑 梁 、轩 敞 的 厅 堂 屋 檐 、高 悬 的 楹 联

匾 额 ，无 不 彰 显 着 民 国 造 纸 大 户 的 身

家 地 位 。 临 谷 一 面 的 客 房 ，还 保 留 着

张大千改造夹江纸时居住的原貌。

除 了 大 千 纸 坊 ，石 堰 村 还 散 落 着

很 多 造 纸 作 坊 ，有 的 已 经 作 为 历 史 遗

迹 加 以 保 存 ，有 的 则 是 还 在 生 产 的 造

纸车间。

走 进 大 千 纸 坊 下 面 的 状 元 纸 厂 ，

便可目睹最后的成纸表演。只见工匠

将 一 宽 大 纸 帘 放 进 纸 浆 池 中 轻 轻 一

舀 ，一 层 薄 薄 的 纸 浆 就 均 匀 分 布 在 纸

帘 上 了 。 轻 轻 将 纸 帘 往 纸 墩 上 倾 覆 ，

一张张书画纸就叠加在了一起。最后

将 竹 纸 分 别“ 刷 ”在 旁 边 平 整 的 纸 墙

上 ，经 柔 柔 山 风 吹 拂 晾 干 ，就 成 一 张

张可挥毫泼墨的书画纸了。刷纸的环

节一般由年轻女人来完成。只见她们

熟 练 地 将 纸 墩 上 半 湿 的 纸 张 揭 起 ，迅

速 贴 在 专 用 墙 壁 上 ，再 用 刷 子 上 下 挥

舞 ，将 纸 张 刷 得 平 整 熨 帖 ，晾 干 后 才

不 会 有 皱 褶 。 她 们 挥 着 刷 子 上 下 舞

动 ，手 臂 舒 展 轻 盈 ，腰 肢 柔 韧 优 美 ，观

看刷纸的过程，如同欣赏舞蹈。

漫步石堰，不时可见高大的篁锅，

这是制作纸浆的设施之一。它们由一

口直径两米的大铁锅和一个齐腰高的

大 甑 子 构 成 ，纸 农 们 把 选 好 的 慈 竹 原

料 放 进 甑 子 里 蒸 煮 ，再 反 复 舂 捣 成

浆 。 五 六 个 精 壮 汉 子 站 在 篁 锅 旁 ，一

边 唱 着“ 竹 麻 号 子 ”，一 边 挥 动 木 杵 舂

捣 。 蒸 汽 随 风 飘 舞 ，木 杵 挥 动 有 力 ，

号 子 沉 雄 激 越 ，节 奏 明 快 铿 锵 ，场 面

极 富 劳 动 创 造 之 美 ，引 来 许 多 艺 术 家

采风创作。

在 石 堰 村 ，常 会 看 见 一 队 队 少 男

少 女 欢 快 走 来 ，如 同 花 朵 一 般 开 放 在

竹 海 纸 乡 ，那 便 是 进 村 开 展 研 学 活 动

的 中 小 学 生 。 他 们 带 着 好 奇 的 目 光 ，

打 量 着 石 堰 的 农 家 院 落 、小 桥 流 水 ，

打 量 着 起 伏 的 竹 海 、古 朴 的 作 坊 ，纷

纷 在 书 画 纸 上 挥 毫 泼 墨 ，写 下 自 己 对

中国造纸的体验和感慨……

春 游 广 西 ，我 在 三 江 逗 留 两 天 。

朋 友 说 ，此 时 梨 花 盛 开 ，春 茶 开 采 ，一

定要去归令村走走。

驱 车 从 三 江 县 城 出 发 ，沿 着 蜿 蜒

的 山 路 往 北 走 ，拐 过 一 座 又 一 座 山 ，

眼 前 突 然 一 亮 ，“ 柳 暗 花 明 又 一 村 ”。

山 岭 上 、田 野 里 ，红 的 花 、绿 的 草 从 被

春 雨 浸 泡 了 一 夜 的 梦 里 醒 来 ，水 润 而

耀 眼 ，如 平 平 仄 仄 、朝 气 蓬 勃 的 诗 句

随 意 撒 欢 ，更 有 叮 咚 叮 咚 的 清 泉 、嘀

咕 嘀 咕 的 布 谷 鸟 为 我 们 伴 奏 ，旷 野 里

仿佛唱响一首春光田园交响曲。

我 拿 出 相 机 ，不 停 地 朝 窗 外 拍

摄 。 朋 友 笑 呵 呵 地 说 ：“ 先 别 急 着 照

相 ，这 只 是 前 奏 ，真 正 的 美 景 还 在 后

头 呢 。”话 音 刚 落 ，车 子 转 了 道 弯 ，拐

进 一 个 山 谷 ，一 树 树 梨 花 扑 面 而 来 。

骤然跌入这世外幽境，我久久讶异。

这里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三

江 县 八 江 镇 归 令 村 六 更 屯 ，一 个 典 型

的侗族村寨。村寨坐落在一座坡度较

缓 的 山 峦 上 ，一 栋 栋 黛 瓦 木 质 吊 脚 楼

从 山 谷 往 山 顶 排 布 ，如 一 朵 朵 蘑 菇 生

长在连绵起伏的山野上。

春 日 的 暖 阳 背 着 瓦 蓝 的 天 空 ，哧

溜 哧 溜 地 叫 着 笑 着 跑 到 连 绵 的 山 峦

上 ，跑 到 潺 潺 的 小 溪 里 ，跑 到 一 栋 栋

吊 脚 楼 上 ，跑 到 层 层 梯 田 上 的 茶 园

里 ，喊 醒 了 鸟 儿 ，喊 暖 了 春 水 ，喊 绿 了

茶园，喊白了梨花……一时间，山里各

种 静 的 动 的 景 致 ，宛 如 跳 脱 的 孩 童 ，

从 山 脚 钻 向 山 坡 ，从 林 地 蹿 入 田 埂 ，

从 茶 园 拐 进 吊 脚 楼 ，手 足 一 掌 泥 ，落

地 生 根 ，晕 染 皴 擦 成 一 幅 精 美 绝 伦 的

山水画。

我 们 弃 车 步 行 ，走 进 眼 前 这 幅 美

轮美奂的山水画里。我尽量让自己的

呼 吸 与 翠 色 奔 涌 、花 团 锦 簇 的 侗 寨 一

起平静下来。寨中山峦和坡岭地势起

伏 ，但 于 赏 花 的 视 线 和 脚 程 而 言 却 不

是 负 担 ，反 倒 生 趣 。 村 寨 两 边 的 小 山

包 被 一 梯 梯 茶 树 覆 盖 着 ，放 眼 望 去 ，

漫 山 茶 树 犹 如 一 排 排 列 队 的 士 兵 ，昂

首 挺 胸 ，占 据 着 整 个 山 坡 。 嫩 绿 吐 舌

的 茶 树 新 芽 儿 油 亮 油 亮 的 ，尽 情 展 示

着“ 薄 雾 袅 袅 沟 壑 深 ，青 龙 条 条 摄 人

魂 ”的 诗 意 。 更 有 一 树 树 梨 花 安 逸 地

藏 匿 在 茶 树 间 ，像 碧 绿 丛 中 冒 出 来 的

一 股 股 喷 泉 ，一 簇 簇 、一 丛 丛 的 花 儿

像 雪 白 的 浪 花 ，又 如 侗 家 阿 妹 帽 子 上

明晃晃的银饰。

身 穿 蓝 色 绣 花 坎 边 侗 服 、背 着 茶

篓 的 侗 族 阿 妹 在 茶 园 里 穿 梭 ，像 辛 勤

的 蜜 蜂 ，娴 熟 地 将 一 片 片 嫩 绿 新 芽 采

入 茶 篓 。 一 阵 微 风 吹 过 ，雪 白 的 花 瓣

从 枝 头 飘 飘 悠 悠 地 落 下 ，像 一 朵 朵 从

天 而 降 的 白 云 ，漫 卷 轻 飘 。 山 野 间 不

时 传 来 银 铃 般 的 歌 声 ，勤 劳 的 阿 妹 一

边 劳 作 ，一 边 唱 着 ：“ 为 你 思 咧 为 你

念，相约茶园一年年哎……”美妙的侗

歌 与 山 林 里 的 布 谷 鸟 一 唱 一 和 ，侗 寨

的春天变得更加鲜活起来。

青色的石板路蜿蜒于茶园和寨子

之 间 ，顺 路 而 上 ，一 栋 栋 吊 脚 楼“ 黛 瓦

花 窗 檐 飞 翼 ”，古 朴 典 雅 ，从 容 温 婉 。

一 簇 簇 纤 丽 玲 珑 、如 云 似 雪 的 梨 花 ，

不 矫 饰 、不 造 作 ，大 大 方 方 地 抱 着 吊

脚 楼 ，空 气 中 弥 漫 着 丝 蜜 一 样 的 芳

香 ，沁 人 心 脾 。 洁 白 的 梨 花 与 黛 瓦 木

质 吊 脚 楼 相 互 映 衬 ，美 不 胜 收 。 尘

埃 、世 俗 、喧 嚣 被 淖 洗 ，置 身 此 间 ，无

问春夏，心安自然。

行 至 半 山 腰 ，一 座 优 雅 的 侗 族 鼓

楼 映 入 眼 帘 。 恢 宏 的 格 局 、翘 起 的 檐

角 、尖 尖 的 塔 顶 、精 美 的 雕 花 ，让 人 见

之 忘 俗 。 鼓 楼 有 着“ 上 事 天 ，下 事 地 ，

宗 事 先 祖 ”之 礼 制 ，是 侗 寨 的 中 心 。

侗 族 同 胞 休 息 娱 乐 、集 众 议 事 、击 鼓

报 信 、迎 宾 送 客 、踩 堂 祭 祖 等 都 在 鼓

楼进行。

此 时 ，“ 呀 罗 耶 ，耶 罗 嗬 ”的 歌 声

正 在 鼓 楼 前 的 寨 坪 回 响 ，原 来 六 更 屯

正在举办梨花侗寨文化节。侗家女子

身 穿 花 衣 、腰 围 花 裙 、头 插 银 饰 、耳 戴

银 环 ，小 伙 儿 们 项 套 银 项 圈 、头 帕 缠

成 角 、黄 罗 伞 遮 天 、雉 尾 衣 饰 身 ，正 在

表 演“ 踏 歌 而 舞 ”的 多 耶 舞 和 芦 笙 踩

堂、侗族大歌。

归 令 村 地 处 三 江 北 部 ，桂 、湘 、黔

交 界 处 ，有 着 得 天 独 厚 的 自 然 环 境 。

云 雾 深 处 的 山 茶 沾 染 了 山 水 的 灵 气 ，

熏 染 了 鲜 花 的 香 气 ，茶 叶 外 形 挺 秀 、

匀 整 、绿 润 ，品 之 嫩 香 持 久 ，鲜 爽 回

甘 。 这 里 的“ 早 春 第 一 茶 ”声 名 在 外 ，

让品尝者赞不绝口。

走 进 一 座 吊 脚 楼 ，主 人 招 呼 我 们

在 火 塘 边 坐 下 ，打 油 茶 招 待 我 们 。 她

先 用 石 锤 用 力 猛 捶 老 叶 红 茶 ，那 架 势

和小时候妈妈用擂钵捶辣椒的样子如

出 一 辙 。 捶 出 茶 香 味 后 ，把 茶 叶 放 进

油 镬 里 炒 ，待 一 股 微 微 焦 香 传 来 ，再

加 水 煮 沸 ，最 后 把 茶 倒 进 装 有 香 葱 、

炒 米 、小 油 果 的 大 碗 里 。 顿 时 ，一 股

浓 浓 的 香 味 飘 逸 而 出 。 接 过 油 茶 品

尝 ，只 觉 清 香 爽 口 ，脆 甜 味 浓 ，侗 家 的

欢 乐 、热 情 、幸 福 都 融 进 这 碗 热 腾 腾 、

香喷喷的油茶里。

一 夜 春 风 入 侗 乡 ，漫 山 梨 花 卷 茶

香 。 归 令 ，一 个 可 以 让 我 静 下 心 来 看

花 开 之 美 妙 、嗅 花 草 之 清 香 、品 清 茶

之 苦 甜 、听 布 谷 之 鸣 唱 的 侗 族 村 落 ，

我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