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梅有田有湖
文<刘正初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古港镇梅田湖村

在 我 的 印 象 中 ，梅 田 湖 村 不 过 是

湘 东 浏 阳 市 古 港 镇 一 个 普 普 通 通 的

乡 村 ，却 不 想 它 竟 被 评 为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 它 有 什 么 独 特 的 魅 力 获

此 殊 荣 ？ 趁 着 草 长 莺 飞 ，我 踏 上 了 去

梅田湖村的旅途。

从 名 字 来 看 ，梅 田 湖 村 应 该 有 梅

有 田 有 湖 。 确 实 如 此 ，这 里 原 本 有 一

片 田 地 ，长 满 了 梅 树 ，“ 梅 田 ”因 此 而

得 名 。 后 来 ，人 们 在 此 建 了 一 座 水

库 ，初 名“ 梅 田 水 库 ”，渐 渐 雅 化 为“ 梅

田湖”。

有 湖 就 有 水 ，有 水 就 有 生 机 和 灵

气 。 驱 车 进 入 梅 田 湖 村 ，无 限 的 绿 色

和 带 着 甜 味 的 风 透 过 车 窗 钻 了 进

来 。 下 得 车 来 ，一 湖 碧 水 波 光 荡 漾 ，

湖 光 山 色 尽 收 眼 底 ，视 野 蓦 然 开 阔 ，

心 情 豁 然 开 朗 。 租 一 条 游 船 ，泛 舟 湖

上 ，只 见 水 拥 着 山 ，山 依 着 水 ，山 水 相

连 ，水 天 一 色 ，让 我 忘 记 了 尘 世 间 的

所 有 烦 恼 。 一 群 野 鸭 子 在 湖 面 自 由

游 弋 ，不 禁 令 人 想 起“ 春 江 水 暖 鸭 先

知 ”的 诗 句 。 伸 手 抚 摸 碧 绿 的 湖 水 ，

凉凉的，柔柔的，如摸着一块翡翠。

近 水 楼 台 先 得 月 ，近 水 梅 田 无 旱

灾 。 有 了 梅 田 湖 的 滋 润 ，梅 田 湖 村 的

农 业 一 直 欣 欣 向 荣 。 村 民 们 日 出 而

作 ，日 落 而 息 ，冬 种 油 菜 ，夏 栽 水 稻 ，

过 着 春 耕 夏 耘 、秋 收 冬 藏 的 日 子 。 同

时 ，他 们 在 油 菜 地 、水 稻 田 里“ 作 画 ”

“ 写 字 ”，也 就 是 间 种 其 他 颜 色 的 作

物 ，让 普 普 通 通 的 田 野 里 面 ，长 出 不

同 颜 色 的 图 案 和 文 字 。 秋 收 之 后 ，他

们 还 把 上 十 里 下 十 里 的 稻 草 收 集 起

来 ，扎 成 老 农 赶 牛 耕 田 等 造 型 。 种 田

之 余 的 点 睛 之 作 ，让 梅 田 湖 村 成 为 红

极一时的打卡地。

油 菜 花 开 的 季 节 ，走 到 村 庄 中

央 ，一 大 片 一 大 片 不 染 一 丝 杂 色 的 金

黄 ，大 胆 而 热 烈 地 扑 入 我 们 的 视 野 ，

让 我 们 大 大 方 方 地 看 了 个 够 ，仔 仔 细

细 地 看 了 个 真 。 一 阵 清 风 掠 过 ，花 丛

攒 动 ，花 浪 翻 滚 ，暗 香 扑 鼻 ，连 空 气 中

都 带 着 香 甜 。 油 菜 花 是 最 贴 近 老 百

姓 柴 米 油 盐 的 花 ，让 我 们 尽 情 观 赏 之

后 ，它 们 还 会 结 出 油 菜 籽 ，油 菜 籽 可

打 油 ，油 菜 秆 可 当 柴 。 作 家 孙 犁 曾 写

诗 赞 道 ：“ 凌 寒 冒 雪 几 经 霜 ，一 沐 春 风

万 顷 黄 。 映 带 斜 阳 金 满 眼 ，英 残 骨 碎

籽犹香。”

黄 花 绿 树 掩 映 着 粉 墙 红 瓦 的 农

舍 ，色 彩 浑 然 天 成 。 村 民 们“ 黎 明 即

起 ，洒 扫 庭 除 ”，把 房 前 屋 后 打 扫 得 干

干 净 净 。 信 步 走 到 一 户 村 民 家 中 ，女

主 人 钟 大 姐 热 情 地 搬 来 凳 子 给 我 们

坐 ，端 茶 给 我 们 喝 。 观 察 房 间 ，只 见

窗 明 几 净 ，纤 尘 不 染 ，空 调 、独 立 卫 生

间 一 应 俱 全 。 闲 谈 得 知 ，他 们 夫 妻 俩

种 了 几 亩 田 ，农 闲 时 也 做 旅 游 接 待 。

每 当 有 城 里 孩 子 来 研 学 旅 行 ，她 家 可

以 住 十 几 个 孩 子 。 钟 大 姐 为 孩 子 们

做 饭 ，帮 他 们 洗 衣 服 ，做 他 们 的 生 活

老 师 。 晚 上 有 孩 子 说 肚 子 饿 了 ，她 便

给 他 们 做 夜 宵 。 钟 大 哥 呢 ，则 带 着 孩

子 们 下 地 插 秧 、种 菜 、摘 菜 、抓 泥 鳅 ，

干 各 种 农 活 。 屋 子 里 的 留 言 墙 上 ，写

满 了 孩 子 们 的 留 言 ：“ 钟 妈 妈 ，我 爱

你 ！”“ 我 下 次 还 要 来 ！”“ 梅 田 湖 村 太

好玩了”……

与 钟 大 姐 聊 天 ，才 知 道 村 里 还 有

一 大 片 野 生 杨 梅 林 。 那 里 有 森 林 漂

流 、玻 璃 漂 、玻 璃 桥 、天 然 氧 吧 民 宿 等

项 目 。 梅 田 湖 ，真 的 有 梅 、田 、湖 。 每

一个字里，都有浓浓的乡愁。

我 到 沿 湖 村 的 时 候 ，恰 好 赶 上 一

场雨。

一开始 ，细雨只是如丝如霰 ，轻飘

飘 地 在 空 中 飞 旋 ，零 星 一 二 点 濡 湿 了

衣袂。雨珠像一朵朵细小的飞花缀在

鬓边，浸染出丝丝凉意。很快，雨声便

倏 然 大 作 ，碎 玉 乱 瓦 地 在 檐 下 一 阵 泠

泠，脆如击弦。顷刻间，黑云飞卷似要

铺天盖地，大雨如注仿佛江海倒翻。

云 边 是 巨 浪 滚 滚 ，眼 前 是 白 雨 跳

珠，风中是万木摧折，还有一个小小的

我兀立在天地间，如此微渺，心中不自

觉地生出些惊叹与感慨。

这 是 我 所 未 见 过 的 ，扬 州 城 的 另

一面。

扬 州 自 古 以 来 就 是 人 文 之 乡 、旅

行胜地。我仰慕它“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惆怅清远、望断秋

水，仰慕它“腰缠十万贯”的风流富丽、

软 红 万 丈 ，也 仰 慕 它“ 望 中 犹 记 ，烽 火

扬 州 路 ”的 英 雄 豪 情 、壮 志 铁 骨 。 所

以，在这个夏天，我特意给自己安排了

十 天 的 行 程 游 览 扬 州 ，沿 湖 村 是 我 选

定的最后一站。这个渔村以一场铺天

盖 地 的 雨 欢 迎 我 ，将 我 从 历 史 的 无 边

岁月，拉入今朝的烟火人间。

沿 湖 村 是 壮 阔 大 气 的 ，壮 阔 于 它

得 天 独 厚 、傍 水 而 生 的 渔 乡 气 骨 。 沿

湖 村 也 是 生 机 勃 勃 的 ，荡 涤 着 一 种 旺

盛茂密的蓬勃生命力。

这 场 雨 来 得 快 ，去 得 更 快 。 我 在

一 家 渔 家 乐 檐 下 避 雨 ，暮 色 时 分 ，斜

阳 清 爽 地 点 缀 在 邵 伯 湖 面 ，雨 后 空 气

也 变 得 清 灵 许 多 。 一 粒 粒 雨 珠 缀 在

窗 棂 ，晶 莹 剔 透 ，折 射 着 湖 边 往 来 的

行 人 。

我 收 了 伞 ，出 去 漫 步 。 三 三 两 两

的 村 民 推 着 小 车 出 来 摆 摊 ，卖 的 都 是

鲜 鱼 、莲 藕 、芡 实 这 一 类 水 生 之 物 ，价

格便宜得很感人。渔家乐老板也笑眯

眯地打开门，在小院里转悠忙碌起来，

准备开张。不多时，便有炊烟升起，笑

语凝空，定格作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渔 乡 的 菱 角 又 白 又 甜 ，软 软 糯

糯 。 我 买 了 些 ，一 边 吃 一 边 沿 着 湖 堤

漫无目的地闲逛，走走停停，欣赏眼前

极具渔乡特色的风景。几艘渔船停在

渡口，随着碧波轻轻漂荡，搅动一池萍

碎。湖边的小屋精巧可爱，青檐白瓦，

似一枚枚柳叶嵌入大地。水田阡陌纵

横，波光粼粼地摇曳着落日，没入水上

回 环 的 曲 廊 间 。 几 处 小 亭 垂 眉 微 笑 ，

安 然 静 默 在 湖 岸 交 接 的 地 方 ，袅 袅 云

雾环绕。

亭中 ，似有人翩翩起舞 ，一袭红裙

透过烟云，艳丽生华。我定睛一看，一

道 纤 细 的 倩 影 正 立 在 那 里 ，伴 随 着 音

乐的节奏轻移步伐。伴奏是一种水乡

渔歌调，温暖动听，像是在扬州的烟雨

里 沉 浸 了 千 百 载 的 柔 波 ，却 又 透 出 些

许 灵 动 。 女 子 起 舞 时 ，手 中 提 着 一 盏

灯 ，灯 里 散 发 出 温 柔 昏 黄 的 光 。 那 一

点 光 穿 透 隐 隐 雾 气 ，为 女 子 罩 上 一 层

如梦似幻的光影。

她 投 入 地 舞 着 ，我 静 默 地 看 着 。

她舞得灵秀大气、自信明朗，我看得目

眩神迷、屏住呼吸。眼前人，仿佛不再

是渔乡之人，而是惊鸿一瞥、误入人间

的 神 女 。 我 能 够 有 幸 目 睹 这 样 的 一

舞 ，当 真 还 置 身 人 间 吗 ？ 我 不 敢 出 声

打扰她，如在梦中。

这一舞 ，终于还是结束了 ，女子向

我 走 来 。 这 一 刻 ，我 心 头 不 禁 升 起 一

缕淡淡的怅然，却又很快挥散。

女子告诉我，这舞蹈叫“渔灯舞”，

是 最 能 代 表 沿 湖 村 渔 乡 风 情 的 舞 蹈 ，

而她正是这支舞蹈的编排者。沿湖村

民 世 世 代 代 以 打 鱼 为 生 ，如 今 乘 着 时

代 风 潮 ，大 力 发 展 旅 游 ，开 办 农 家 乐 ，

打 鱼 的 人 少 了 ，但 渔 文 化 传 统 依 旧 深

深根植在乡亲们的血脉中。每逢渔文

化 节 等 乡 村 节 庆 活 动 ，村 民 都 会 表 演

渔灯舞。

女 子 说 ，她 和 村 民 准 备 进 行 一 场

大型演出的彩排。我返回渔家乐吃了

一碗汤面，便又回去观看。傍晚时分，

沿 湖 村 的 人 们 踏 着 夕 阳 纷 纷 而 至 ，带

来一场声色与梦幻交织的盛宴。有人

清 歌 ，有 人 曼 舞 ，有 人 缓 缓 提 灯 ，有 人

高声念诵，但最让我惊叹不已的，还数

他们的说唱表演《打渔令》。

《打渔令》的表演舞台并非人工搭

建，而是邵伯湖本身，是沿湖村民千百

年 来 最 亲 近 、最 深 爱 的 大 自 然 。 当 最

后一缕晚霞沉入湖心，将暝未暝之际，

16 支 修 长 的 船 桨 撑 开 静 谧 的 湖 水 ，荡

起 阵 阵 涟 漪 。 悠 远 的 歌 声 从 天 边 响

起，如同归帆的呼唤。这一幕，表现的

是 渔 民 辛 苦 操 劳 一 日 ，迎 着 落 日 满 载

而 归 的 场 景 。 随 着 光 影 变 幻 ，水 边 灯

光亮起，明如白昼，《打渔令》又切入新

一 日 的 景 象 。 渔 人 们 高 声 歌 唱 ，干 劲

十足，乘风破浪驶向远方，朝着美好的

未 来 驶 去 。 节 目 编 排 无 比 精 巧 ，不 论

是演员动作的设计，还是场景的切换、

音 乐 的 起 承 转 合 ，都 恰 到 好 处 。 游 人

们驻足岸边观看，早已沉迷其中，不知

今 夕 何 夕 。 我 想 ，或 许 正 因 为 沿 湖 村

民 世 世 代 代 扎 根 于 湖 边 ，浸 润 渔 乡 文

化，才能创作出如此惊人的妙作吧。

这 场 盛 大 的 排 演 ，结 束 在 一 阵 渺

远的渔歌中。我先前见到的那名渔灯

舞 女 子 ，最 后 伴 随 着 一 阵 清 越 的 古 筝

声 翩 跹 退 场 。 那 曲 调 ，仿 佛 穿 透 光 阴

而 来 ，模 糊 了 古 今 的 界 限 。 渔 文 化 深

深 根 植 在 中 华 文 脉 中 ，千 百 年 前 ，《渔

舟 唱 晚》曾 这 样 响 起 ，“ 神 仙 一 曲 渔 家

傲”曾这样响起。无尽的渔乡气息，似

乎 都 凝 聚 在 沿 湖 村 的 这 一 夜 ，这 恍 如

天籁的一曲中了。

千百年来 ，沿湖村民日出而渔 ，日

落 而 归 ，就 这 样 来 来 去 去 ，送 走 了 晚

钟 ，打 捞 起 年 华 。 这 是 一 个 最 温 柔 的

地方，有着渔乡特有的亲近自然万籁、

扎 根 山 水 灵 气 的 温 厚 敦 实 ，柔 软 着 似

水 流 光 ，韶 华 都 贞 静 地 在 此 处 望 而 却

步 。 这 座 渔 村 ，像 是 一 处 淳 朴 安 然 的

世外桃源，容我暂避尘浪滚滚，一头扎

进温暖的烟火人间。

第 二 天 傍 晚 ，我 才 离 开 这 里 。 走

时陂塘涨绿，好风弄晴，细细的炊烟没

入 无 边 远 霞 。 我 买 了 一 套“ 印 象 邵 伯

湖”渔村明信片，将沿湖村的美随身珍

藏，从此千里万里，念念不忘。

渔乡初晴逢天籁
文<顾润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沿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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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口瓜洲一水间
文<张月悦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瓜洲镇

“ 汴 水 流 ，泗 水 流 ，流 到 瓜 洲 古 渡

头 。 吴 山 点 点 愁 。”一 千 多 年 前 ，唐 朝

诗 人 白 居 易 站 在 瓜 洲 渡 口 ，看 江 水 汤

汤 ，青 山 苍 苍 ，一 首《长 相 思》，道 不 尽

离愁别绪。

瓜 洲 ，始 于 晋 朝 ，是 我 国 的 重 要

渡 口 和 漕 运 要 冲 ，亦 是 兵 家 必 争 的 江

防 要 塞 。 相 传 唐 鉴 真 法 师 东 渡 日 本

传 道 ，曾 三 次 由 瓜 洲 出 发 ；抗 金 名 将

刘 锜 拒 敌 于 皂 角 林 ，杀 完 颜 亮 于 瓜

洲 ；清 康 乾 二 帝 南 巡 十 余 次 ，六 次 驻

跸 瓜 洲 。 无 数 文 人 墨 客 都 在 此 驻 足 ，

留 下 著 名 诗 篇 。 遗 憾 的 是 ，古 瓜 洲 在

清光绪年间坍塌沉江，清末重建。

如 今 ，瓜 洲 镇 位 于 扬 州 市 邗 江

区 。 我 们 沿 着 古 运 河 行 走 ，河 水 缓 缓

流 淌 ，不 舍 昼 夜 。 它 是 那 么 宁 静 ，那

么 悠 然 ，仿 佛 穿 越 了 太 久 的 时 光 ，见

证 了 太 多 的 风 景 。 阳 光 洒 在 河 面 上 ，

波 光 粼 粼 ，如 同 睿 智 而 慈 祥 的 老 奶 奶

朝你温柔地笑。

瓜 洲 船 闸 静 静 伫 立 在 运 河 上 ，是

瓜 洲 水 利 枢 纽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河

面 上 排 队 停 着 两 三 艘 货 船 ，工 作 人 员

根 据 水 位 、船 只 尺 寸 等 因 素 ，调 整 着

升 降 闸 门 。 不 一 会 儿 ，闸 门 开 了 ，随

着 发 动 机 的 轰 鸣 声 响 起 ，螺 旋 桨 激 起

水 花 ，船 便 划 开 水 面 ，迫 不 及 待 地 航

行而去。

再 往 前 走 ，是 瓜 洲 古 渡 公 园 。 这

里 曾 是 瓜 洲 水 利 管 理 的 办 公 处 所 ，里

面 有 园 林 景 点 以 及 历 史 遗 迹 。 前 些

年 ，这 里 人 迹 罕 至 ，昔 日 的 繁 华 已 荡

然 无 存 ，在 无 人 问 津 中 变 得 荒 废 不

堪，直到 2019 年才重建为公园开放。

我 们 漫 步 公 园 ，试 图 寻 找 一 些 古

瓜 洲 的 蛛 丝 马 迹 。“ 楼 船 夜 雪 瓜 洲 渡 ，

铁 马 秋 风 大 散 关 。”公 园 南 大 门 的 楹

联 ，选 自 南 宋 陆 游 的 诗 句 。 春 日 融

融 ，银 岭 塔 在 苍 翠 大 树 的 掩 映 下 ，古

朴 巍 峨 。 据 说 明 清 时 期 ，瓜 洲 有 十

景 ，其 中 就 有“ 银 岭 晴 岚 ”。 这 座 建 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自来水塔，就取意于

此 。 银 岭 塔 与 金 山 寺 隔 江 呼 应 。 登

高 望 远 ，长 江 烟 波 浩 渺 ，奔 流 不 息 ，真

是“ 春 风 春 雨 花 经 眼 ，江 北 江 南 水 拍

天。”

及 至“ 观 潮 亭 ”，最 先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瓜 洲 古 渡 ”石 碑 ，苍 劲 有 力 的 四 个

大 字 仿 佛 诉 说 着 历 史 的 故 事 。 接 着

还 有“ 沉 箱 亭 ”，相 传 是 民 间 故 事 中 杜

十 娘 怒 沉 百 宝 箱 的 地 方 。“ 瓜 洲 诗

廊 ”，铭 刻 了 历 朝 历 代 著 名 诗 人 的 诗

词 …… 作 为 一 个 千 年 古 渡 ，瓜 洲 承 载

了 太 多 故 事 。 而 在 这 个 小 小 的 公 园

里 ，浓 缩 历 史 记 忆 的 景 观 仿 佛 诉 说 着

曾经的辉煌。

沿 着 长 江 继 续 往 前 ，江 堤 旁 边 是

一 大 片 油 菜 田 。 春 天 ，这 里 金 灿 灿 地

开 满 了 油 菜 花 ，悠 然 的 芬 芳 扑 入 鼻

间 ，令 人 心 旷 神 怡 。 阳 光 中 ，半 明 半

暗 的 村 庄 落 入 我 们 眼 中 。 一 排 农 家

小 院 ，历 经 岁 月 流 转 ，越 发 显 得 淳 朴

自 然 。 路 上 很 安 静 ，虫 鸣 鸟 叫 不 觉 入

耳 ，夹 杂 着 农 人 们 的 絮 絮 笑 语 ，一 点

一 滴 跳 进 我 们 心 中 ，令 人 不 由 得 跟 着

愉悦起来。

“ 京 口 瓜 洲 一 水 间 ，钟 山 只 隔 数

重 山 。”北 宋 王 安 石 从 京 口 渡 江 ，抵 达

瓜 洲 ，奉 旨 回 京 ，既 有 一 展 政 治 抱 负

的 欣 喜 ，又 有 乡 愁 的 缱 绻 。 如 今 ，瓜

洲 古 渡 虽 已 不 存 ，但 新 时 代 的“ 瓜 洲

渡 ”依 然 繁 忙 。 现 在 它 叫“ 镇 扬 汽

渡 ”，24 小 时 营 业 ，几 分 钟 就 有 一 班

船 ，主 要 搭 载 车 辆 ，也 可 搭 载 行 人 。

站 在 船 上 横 渡 长 江 ，千 帆 过 尽 ，汽 笛

声 声 ，不 免 生 出“ 滚 滚 长 江 东 逝 水 ，浪

花淘尽英雄”之感。

曾 经 ，江 南 和 江 北 的 交 通 就 靠 一

艘 艘 小 船 、一 次 次 摆 渡 。 如 今 ，有 桥 ，

有 汽 车 ，有 飞 机 等 各 种 交 通 工 具 。 瓜

洲 古 渡 历 经 沧 桑 ，沉 淀 着 历 史 的 厚

重 ，而 新 时 代 也 已 向 我 们 走 来 ，带 领

我们勇往直前。

克拉玛依举办文创非遗休闲生活展
近 日 ，作 为“ 克 拉 玛 依 之 春 ”风

筝节系列活动（项目）之一，“文创让

生 活 更 美 好 ”文 创 非 遗 休 闲 生 活 展

在 新 疆 克 拉 玛 依 市 文 化 馆 举 办 。 活

动 旨 在 深 度 挖 掘 文 创 赋 能 创 新 的 跨

界 潜 力 ，充 分 展 现 克 拉 玛 依 文 创 与

非 遗 融 合 的 现 代 审 美 ，丰 富 市 民 业

余文化生活。

为 吸 引 年 轻 消 费 群 体 ，展 会 特

邀请克拉玛依 30 家特色集市商家入

驻，并展售多种特色美味小吃、饮品

及 琳 琅 满 目 的“ 潮 玩 ”。 其 中 ，特 色

小 吃 、饮 品 包 括 烧 烤 、各 类 甜 品 、网

红零食、休闲茶饮等，“潮玩”包括流

行饰品、手工摆件、手办周边等。同

时，为持续深化文旅融合，还推出了

一 大 批 兼 具 创 意 和 本 土 元 素 的 旅 游

文创产品，并开展推介活动。

“ 年 轻 人 喜 欢 流 行 文 化 ，主 张 个

性 、追 求 新 潮 。 此 次 活 动 是 对 克 拉

玛 依 后 备 厢 集 市 的 深 度 挖 掘 和 延

伸，希望通过发展独具特色、健康时

尚 的 多 元 业 态 ，助 推 克 拉 玛 依 消 费

市 场 及 旅 游 文 化 产 业 持 续 发 展 ，让

市 民 在 丰 富 多 彩 的 娱 乐 、购 物 活 动

中获得良好的体验。”克拉玛依融汇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相 关 负

责人说。

此 次 活 动 还 增 设 了 非 遗 集 市 ，

现 场 集 中 了 纯 手 工 玩 偶 、手 工 制 皮

具 、手 绘 纸 扇 、克 拉 玛 依 金 丝 玉 玉

雕 、石 雕 以 及 来 自 克 拉 玛 依 市 紫 砂

博 物 馆 的 紫 砂 手 工 艺 品 。 这 些 成

品 均 由 克 拉 玛 依 市 优 秀 民 间 手 艺

人 创 作 。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基

因 的 重 要 载 体 。 克 拉 玛 依 有 相 当 丰

富的紫砂、玉雕等非遗资源。因此，

要在非遗成果转化上做文章，需要依

托市民喜闻乐见的推广方式，将克拉

玛依非遗成果融入市民生活，融入经

济、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布局中。”

克 拉 玛 依 市 文 化 体 育 广 播 电 视 和 旅

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王超）

在 大 围 山 东 麓 的 山 林 乱 石 间 ，清

澈 的 小 溪 河 蜿 蜒 而 下 ，流 经 的 第 一 个

村 子 就 是 田 溪 村 。 小 溪 河 为 浏 阳 河

源 头 ，所 以 ，这 里 也 是 浏 阳 河 的 发 源

地之一。

从 长 沙 到 田 溪 ，车 程 约 两 个 小

时 。 初 夏 的 田 溪 绿 意 盎 然 ，生 机 勃

勃 ，一 眼 望 去 ，都 是 大 山 。 这 里 僻 处

乡 野 ，却 有 着 现 代 化 的 游 乐 设 施 。 走

在 玻 璃 桥 上 ，抬 头 是 蓝 天 白 云 ，俯 首

透 过 玻 璃 ，可 以 看 到 溪 流 、巨 石 、大

树 、道 路 、田 地 。 把 这 些 都 踩 在 脚 下 ，

自 有 一 种“ 会 当 凌 绝 顶 ，一 览 众 山 小 ”

的 感 觉 。“ 玻 璃 漂 ”是 一 层 浅 浅 的 水 流

带 动 皮 划 艇 穿 过 山 谷 ，我 们 坐 在 皮 划

艇 上 ，任 山 风 呼 啸 而 过 ，留 下 阵 阵 欢

笑 。 还 有“ 喊 泉 ”，我 朝 着 山 谷 大 声 呐

喊 ，一 柱 喷 泉 立 即 拔 地 而 起 。 喊 得 越

大声，喷泉就喷得越高……

我 一 直 认 为 ，要 了 解 一 个 地 方 ，

一 定 要 在 那 里 住 一 晚 。 尽 管 爬 了 山

溯 了 溪 滑 了 草 吃 了 午 餐 后 ，还 有 足 够

时 间 回 城 ，但 我 还 是 决 定 留 在 这 里 ，

在 大 山 深 处 睡 一 个 晚 上 。 随 口 问 停

车 场 的 保 洁 阿 姨 这 里 有 没 有 住 的 地

方 ，阿 姨 笑 着 说 ：“ 住 我 家 吧 ！”原 来 ，

她家就开了民宿。

于 是 客 随 主 便 ，来 到 阿 姨 家 中 。

只 见 青 翠 的 大 山 脚 下 ，粉 刷 一 新 的 民

居 白 墙 青 瓦 ，别 具 一 格 。 阿 姨 家 是 一

栋 两 层 小 楼 ，一 楼 主 人 自 住 ，二 楼 三

间 房 接 待 游 客 。 房 间 里 有 柔 软 的 大

床 ，十 分 干 净 。 推 开 窗 户 ，是 山 明 水

秀 的 一 方 风 景 。 远 山 如 黛 ，清 澈 的 小

溪 河 像 一 条 玉 带 穿 村 而 过 ，河 上 有 一

座 年 代 久 远 的 石 拱 桥 。 小 桥 流 水 人

家，像极了一幅山水画。

晚 餐 就 摆 在 小 院 里 ，与 阿 姨 一 家

同 吃 。 小 院 里 的 柚 子 树 正 开 花 ，散 发

出 浓 浓 的 花 香 。 大 叔 从 田 里 忙 活 回

来 ，用 小 茶 盅 给 每 人 倒 了 一 杯 酽 酽 的

药 酒 ，酒 不 醉 人 人 自 醉 ，还 没 有 喝 ，那

浓 烈 的 酒 香 药 香 就 已 经 把 我 灌 醉

了 。 大 块 的 山 里 腊 肉 有 几 分 透 明 ，鸡

婆 小 笋 放 豆 豉 蒸 了 吃 又 甜 又 脆 ，野 葱

煎鸡蛋的香味别具一格……每一道菜

都那么诱人，不由得多吃了两碗饭。

与 大 叔 聊 天 ，自 然 聊 起 了 村 里 的

旅 游 开 发 。 大 叔 说 ，田 溪 村 是 一 个 客

家 人 聚 居 的 村 落 ，客 家 民 俗 源 远 流

长 。 村 里 保 留 着 上 百 年 的 榨 坊 和 纸

槽 ，有 很 多 土 筑 老 房 子 ，还 有 一 座 东

林 古 寺 。 这 些 年 ，村 民 用 众 筹 的 方

式 ，把 村 子 建 成 一 个 景 区 。“ 过 去 这 里

太 穷 了 ！ 我 们 砸 锅 卖 铁 ，才 吃 上 旅 游

这 碗 饭 。 村 里 的 老 人 家 ，养 老 钱 都 拿

出来了。现在每年都可以分红呢。”大

叔说，去年分红后，他把自家房子改造

成民宿，每月可以增加几千元收入。

晚 餐 之 后 漫 步 河 堤 ，观 乡 村 田 园

景 色 ，听 溪 水 低 吟 缓 唱 ，有 优 哉 游 哉

之 感 。 大 叔 兴 致 勃 勃 ，带 我 们 去 看 了

“ 晒 谷 石 ”。 那 是 一 块 大 石 头 ，约 莫 一

房 高 ，石 头 上 方 居 然 一 片 平 坦 ，足 有

七 八 十 平 方 米 。 水 稻 成 熟 的 时 候 ，这

里 便 成 了 天 然 的 晒 谷 坪 。 晒 谷 石 周

围，长满了红豆杉等珍稀树木。

夜 幕 降 临 ，客 家 文 化 广 场 上 的 客

家 山 歌 表 演 开 始 了 ，游 客 们 围 着 篝 火

载歌载舞，不亦乐乎。

深 夜 ，窗 外 的 水 声 和 虫 鸣 伴 我 入

梦，睡得格外香甜……

夜宿山间水畔
文<刘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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