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别布依族彝族乡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境内溪河纵横，连接起水塘村、牛角村、长寨村、板照村、长田村等民族村落，还有板梅古堡等

文化遗迹 、可布瀑布等自然景观，是消夏纳凉的好去处。落别乡距高铁六枝南站约 26 公里，打车约 30 分钟。也可乘坐 k2 路公交车至交警队公交站

下，步行 360 米至货运路公交站，转乘落别乡公交专线至牛角文化广场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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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潭 濯枝雨
文<温吉娜

泰宁站

九龙潭景区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集“湖、溪、山、谷、岩、峰、沟”于

一 体 ，“ 幽 谷 水 巷 、龙 潭 三 峡 ”引 人 入 胜 。 景 区 距 泰 宁 高 铁 站 约 22 公 里 ，打

车约 30 分钟。

农历五月，我在泰宁九龙潭，突逢一

场濯枝雨。

若是人在岸上，雨落下来，大不了寻

个 屋 檐 做 荫 蔽 ，把 雨 躲 一 躲 ，便 又 能 自

在地欣赏好风景。可这场雨来得实在太

突 然 了 ，古 有“ 箭 在 弦 上 ，不 得 不 发 ”之

说 ，而 我 则 是“ 人 在 筏 上 ，脱 身 无 门 ”。

雨 水 冲 得 溪 流 越 发 湍 急 ，原 本 平 稳 的 竹

筏 被 大 小 雨 珠 砸 得 微 微 晃 荡 。 九 龙 潭 ，

一 条 最 窄 处 不 过 几 米 的 山 涧 ，竟 也 能 借

着雨势，拥有大江大河的气势。

一船人心被一场雨扰乱了。竹筏上

虽 备 着 遮 阳 小 伞 ，却 挡 不 住 天 上 、溪 涧

乱 溅 的 水 花 。 大 家 抓 着 身 下 的 竹 椅 ，正

讨 论 着 是 否 应 该 调 转 方 向 ，半 天 得 不 出

个 结 果 。 此 时 ，那 船 头 撑 着 竹 篙 的 艄 公

用 一 句 不 怎 么 标 准 的 普 通 话 ，便 抚 平 了

大家心上的波澜。

他 说 ：“ 这 雨 来 得 正 巧 ，丹 霞 地 貌 ，

本就得用雨水点睛。”

“ 画 龙 点 睛 ”是 人 人 皆 知 的 典 故 ，用

在 九 龙 潭 上 ，就 有 些 叫 人 纳 闷 了 。 艄 公

也 不 多 解 释 ，只 喊 我 们 打 起 伞 ，抬 头 去

看溪涧两侧的山壁。恰有一滴雨珠趁我

抬 伞 滚 进 了 我 的 眼 睛 里 ，再 睁 眼 ，已 然

耳目一新。

勾 连 成 线 的 大 雨 ，为 九 龙 潭 的 山 壁

上 了 一 层 滤 镜 。 眼 中 都 是 绿 意 ，扑 面 而

来 的 绿 意 正 在 攀 岩 ：陡 峭 山 崖 上 ，雨 水

为 苔 藓 和 蕨 类 植 物 接 风 洗 尘 ，山 崖 由 此

换上了绿色新衣。耳朵里纷沓而来的雨

声 试 图 遮 掩 鸟 鸣 ，却 反 而 欲 盖 弥 彰 ，让

鸟声愈发清脆。

竹 筏 行 至 开 阔 处 ，更 高 的 山 壁 透 着

赤 色 ，丹 霞 山 石 中 的 矿 物 质 为 九 龙 潭 上

了 新 妆 。 我 眼 睛 浸 润 在 翠 绿 与 胭 红 中 ，

耳 中 既 有 渐 弱 的 雨 声 ，又 有 渐 显 的 竹 筏

分 水 声 。 我 开 始 庆 幸 雨 落 时 没 有 返 程 ，

果 然 ，自 然 风 光 从 不 吝 啬 ，缺 我 晴 好 天

气 的 明 媚 ，便 补 偿 我 一 份 雨 天 闹 中 取 静

的鲜活。

我 凝 视 着 山 壁 最 高 处 的 那 一 抹 赤

色 ，恍 惚 间 ，似 乎 借 着 这 场 雨 ，走 进 了 千

里之外、千百年 前 东 坡 先 生 的 赤 壁 。 当

然 ，九 龙 潭 并 不 是 苏 东 坡 写 就《赤 壁

赋》的 地 点 ，但 同 样 令 人“ 耳 得 之 而 为

声 ，目 遇 之 而 成 色 ”的 九 龙 潭 ，在 我 等

俗 人 心 里 ，已 是 苏 先 生 那 块高耸赤壁的

“平替”了。

思 忖 间 ，竹 筏 已 快 到 终 点 。 我 忽 然

发 现 ，撑 筏 的 艄 公 自 始 至 终 都 没 穿 上 雨

衣。他毫不在意身上湿得可以拧出水的

衣 衫 ，依 旧 像 晴 好 天 气 时 一 样 ，游 刃 有

余 地 撑 着 竹 篙 。 同 船 者 因 美 景 而 欢 笑

着 ，我 望 着 竹 篙 在 水 面 划 出 的 水 道 ，以

及 手 持 竹 篙 的 艄 公 面 上 的 自 得 ，不 禁 转

念 一 想 ：会 不 会 这 把 竹 篙 ，正 是 撑 起 他

生活风雨的那把伞呢？

下 了 竹 筏 ，我 们 爬 上 来 时 仰 望 的 山

壁 。 天 还 下 着 小 雨 ，从 高 处 俯 视 ，蜿 蜒

曲折的九龙潭像一条蛰伏的巨龙。影影

绰 绰 的 雨 幕 间 ，湍 急 的 水 流 带 着 巨 龙

“ 游 动 ”着 。 看 来 这 一 场 雨 ，果 真 为 九 龙

潭点上了眼睛，带活了一方山水呢！

夏天，总是期盼一场雨。

那雨在睡梦中降下，好像下了一

整 夜 。 我 住 小 镇 ，早 上 往 城 里 赶 ，来

往 车 辆 不 时 溅 起 水 花 ，一 抹 清 凉 扑

面 而 来 。 翻 过 山 梁 ，远 远 看 着 六 枝

城 边 上 的 高 山 有 一 些 白 雾 ，隐 约 藏

着 一 些 屋 舍 ，水 汽 在 山 间 散 则 成 云 ，

凝 而 为 雨 ，晨 昏 转 换 间 完 成 了 天 然

空 调 的 功 能 。 必 是 为 了 清 晨 的 雨

雾 、山 间 的 晚 风 ，这 些 人 家 才 住 在 那

么高的地方。

突 然 想 起 ，如 果 不 住 山 上 ，又 不

下 雨 ，那 炎 炎 夏 日 怎 么 办 ？ 消 暑 ，离

不 开 水 ，而“ 凉 都 ”六 盘 水 就 有 这 么

一个地方，多水，也多清凉。

落别布依族彝族乡，有一个诗意

的 释 名 ：“ 落 红 深 处 ，别 样 惊 雷 。”我

想 ，这 里 应 该 是 一 个 多 水 的 地 方 ，

“ 落 红 ”即 落 花 ，“ 惊 雷 ”为 水 声 ，必 是

有 大 音 希 声 的 味 道 ，有 山 水 远 阔 的

意境，释名才有这般灵性。

布依族人都喜欢临水而居，他们

选 的 定 居 点 常 有 田 有 水 ，村 里 人 家

房 前 屋 后 尽 可 能 做 到 有 水 环 绕 ，清

凉随水而来，炎热随风而去。

先 说 水 塘 村 ，从 六 枝 城 区 方 向

来 ，在 抵 耳 村 右 转 走 小 路 ，穿 过 一 个

高 速 涵 洞 ，就 会 发 现 一 片 园 林 ，中 间

一 块 湾 塘 ，塘 边 即 是 依 山 而 建 古 色

古 香 的 水 塘 寨 。 水 源 在 寨 子 深 处 ，

从 山 底 冒 出 来 的 泉 水 ，三 伏 天 也 清

冽 异 常 。 围 绕 泉 水 ，村 里 建 起 观 景

台 、休 憩 步 道 ，村 民 开 起 民 宿 ，来 的

人 最 喜 欢 凑 在 泉 口 附 近 烤 起 烧 烤 ，

在热辣中享受一抹清凉。

不同地方来的水将塘盛满，溢成

小 河 ，七 弯 八 绕 地 在 山 间 流 淌 ，来 到

牛 角 村 。 这 里 的 人 更 聪 慧 ，用 沟 渠

牵 引 河 水 穿 过 村 庄 ，前 后 院 栽 花 种

菜 都 没 问 题 。 村 尾 人 家 也 不 必 担 心

用 水 ，牛 角 村 内 也 有 水 井 ，那 水 不 知

道 从 山 上 来 ，还 是 从 地 底 来 ，村 民 在

出 水 口 建 一 个 池 ，日 常 用 水 就 在 这

里 取 ，洗 衣 做 饭 就 在 家 门 口 。 用 不

完 的 水 都 汇 入 沟 渠 ，旁 边 是 大 片 绿

地 公 园 。 318 浪 哨 缘 房 车 营 地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活 动“ 赶 表 ”基 地 、布 依 民

俗博物馆都在水边。

顺流而下，这里的水还会去到落

别 乡 哪 些 村 寨 不 知 道 ，加 上 南 方 上

游 来 的 王 二 河 ，一 股 脑 儿 全 往 白 水

河 里 灌 ，再 挤 几 个 兄 弟 姊 妹 支 流 ，便

壮大成名震中外的黄果树大瀑布。

往南距牛角村不远，就是落别乡

温 泉 景 区 。 这 里 也 有 一 条 河 ，不 知

道 名 字 ，也 不 知 道 水 源 从 哪 里 来 。

再 往 上 是 螃 蟹 峡 ，峡 谷 里 建 起 了 一

个 小 水 库 ，高 峡 出 平 湖 ，只 有 雨 季 水

库 才 能 蓄 水 。 让 我 吃 惊 的 是 ，峡 谷

上 面 竟 然 有 十 来 公 里 的 平 地 ，阡 陌

纵 横 ，产 业 发 达 ，周 边 人 家 掩 映 在 山

脚的丛林绿荫中。

插 秧 时 节 ，翻 过“ 小 平 原 ”，水 田

如 画 ，绿 浪 翻 卷 。 刚 站 稳 脚 跟 的 秧

苗 们 为 长 寨 村 铺 上 一 层 薄 薄 的 绿

毯 ，王 二 河 河 水 在 寨 边 流 淌 ，微 风 吹

来 ，一 抹 绿 意 便 是 一 股 清 凉 ，清 凉 也

为村寨的温良恭俭加分。

村 内 有 人 用 毛 笔 书 写《长 寨 村

记》，侧 边 还 有 一 口 水 井 名 叫“ 戈

麻 ”—— 布 依 语 长 寿 的 意 思 ，也 是 从

地 底 冒 出 来 的 山 泉 。 据 说 长 寨 村 老

人 很 长 寿 ，常 有 百 岁 老 人 。 妇 孺 老

幼 都 会 刺 绣 、蜡 染 ，应 该 有 这 一 泉 一

水醍醐灌顶的功劳。

王 二 河 带 着 乡 里 乡 亲 的 不 舍 留

念 ，绕 过 高 山 ，淌 过 田 野 ，来 到 板 照

村 ，从“ 板 梅 古 堡 ”下 流 过 ，翻 卷 出 历

史 的 声 音 。 古 堡 修 建 在 一 座 陡 峭 的

高 山 上 ，高 度 厚 度 都 很 惊 人 ，四 周 崖

壁 悬 空 ，只 有 山 后 一 窄 径 上 下 。 据

说 此 堡 是 清 朝 时 当 地 首 富 为 保 百 姓

免 受 匪 患 而 建 ，土 匪 来 时 ，全 村 人 聚

集 在 堡 内 避 难 。 我 想 ，古 堡 修 建 在

这 里 除 了 地 形 考 虑 ，还 有 山 脚 有 河

流 的 因 素 。 除 了 清 凉 ，这 里 的 水 还

带来生的希望。

继续向东，河水从一座明代古石

桥 下 静 静 流 过 。 它 收 起 顽 皮 的 性

子 ，或 是 怕 打 扰 这 600 多 岁 的“ 老 先

生 ”。 古 桥 记 录 了 几 个 世 纪 的 时 光 ，

总 会 让 长 田 村 的 老 人 忆 起 一 些 远 古

的事。

我 问 村 里 老 人 这 桥 真 有 那 么 大

岁 数 了 吗 ？ 老 人 说 小 时 候 听 祖 父 说

他 小 时 候 就 有 这 桥 了 ，他 祖 父 的 祖

父 小 时 候 有 没 有 这 桥 就 不 知 道 了 。

此 时 桥 是 真 的 老 了 ，上 面 的 草 青 了

又 黄 ，黄 了 又 青 ，数 不 清 了 。 先 时 还

有人走，现在为了保护，不让走，围起

来了。老人有空就远远地看着桥，想

着桥有河水相伴，就像他伴着桥。

河 经 过 历 史 的 洗 礼 ，就“ 雅 ”了

起 来 ，连 带 穿 过 的 村 庄 都 带 了 个

“ 古 ”字 。 长 田 古 村 落 是 必 去 的 ，这

里 茂 林 修 竹 ，冷 阔 清 幽 ，有 魏 晋 遗

风 。 不 过 ，那 些 先 民 遗 弃 的 石 头 房

子 还 没 改 造 出 来 ，格 局 院 落 倒 是 有

了 ，石 屋 还 没 利 用 起 来 ，流 觞 曲 水 能

不能转起来，只能留待后人去探寻。

都说河流摔下悬崖，成就了瀑布

的 美 。 但 落 别 乡 的 溪 水 河 流 小 家 碧

玉 一 般 ，没 有 经 历 大 坡 大 坎 ，一 些 曲

折 颠 簸 让 它 们 跳 起 舞 来 ，涵 养 的 性

子 也 给 人 一 种 温 润 之 感 。 极 个 别 动

作 大 些 ，便 成 了 滴 水 滩 瀑 布 群 难 得

的孤品，可布瀑布也是必须去的。

沿 着 可 布 村 文 化 站 门 前 的 乡 间

小 路 往 下 走 ，会 发 现 一 条 很 美 的 山

谷 ，怪 石 嶙 峋 。 折 返 往 上 游 走 ，溪 水

弯 曲 ，浪 花 叠 叠 ，周 围 苍 山 绿 树 ，动

静 相 宜 ，由 于 落 差 形 成 的 大 大 小 小

的瀑布，让人百看不厌。

忽 然 ，一 道 白 幕 出 现 在 眼 前 ，从

山 间 直 挂 而 下 ，随 风 抖 动 ，宽 窄 不

一 ，似 珠 帘 半 卷 ，如 春 花 绽 放 。 近 看

如 抖 珠 泻 玉 ，不 知 疲 倦 地 摔 在 冰 冷

的 岩 石 上 ，或 摔 落 在 深 绿 中 带 蓝 的

深 潭 里 ，或 把 水 花 溅 到 人 的 面 前 。

大 珠 小 珠 ，最 后 都 落 在 碧 绿 中 带 着

湛蓝的美玉里。

可布瀑布的美在于其灵动之态、

随 意 之 姿 ，让 人 心 随 水 动 ，烦 扰 忘

却 。 此 时 ，你 呼 吸 着 清 新 空 气 ，行 走

在 瀑 布 边 缘 ，耳 边 回 响 着 浅 吟 低 唱 ，

看 着 暮 色 烟 岚 婉 转 徘 徊 ，恍 惚 间 脱

胎 换 骨 ，与 天 地 同 呼 吸 ，你 为 这 里 的

纯粹和原始怦然心动。

水，是落别乡的魂。它连接起这

片 土 地 上 的 村 寨 人 家 、山 川 风 物 、历

史 文 化 ，它 给 了 落 别 乡 美 丽 乡 村 画

卷“天然去雕饰”的一个理由。

炎炎夏日长，何处觅清凉？因为

有 水 ，无 论 是 否 风 雨 后 ，在 这 里 ，都

能邂逅记忆中那一抹清爽。

“ 坐 上 高 铁 去 看 山 沟 里 的 城 ，感

受 不 一 样 的 异 域 风 情 。”这 是 我 在 一

张 旅 游 宣 传 单 上 看 到 的 宣 传 语 ，配

图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老建筑。

从哈尔滨乘高铁向牡丹江方向，

一 个 半 小 时 后 ，飞 驶 的 高 铁 钻 出 连

绵 起 伏 的 长 白 山 余 脉 张 广 才 岭 ，就

到 了 横 道 河 子 东 站 ，也 到 了 宣 传 单

上 的“ 山 沟 里 的 城 ”。 当 地 乘 客 滔 滔

不 绝 地 介 绍 ，横 道 河 子 是 一 座 百 年

俄 式 风 情 小 镇 ，有 很 多 俄 式 建 筑 ，风

格独特，很有看头。

出站后乘坐小巴士，几分钟的路

程 便 进 了 镇 子 。 女 司 机 用 口 音 浓 重

的 东 北 话 大 声 提 醒 乘 客 ：“ 就 在 这 旮

下 车 ，顺 着 这 条 俄 罗 斯 老 街 一 直 走 ，

自己瞅吧。”

下了车，眼前是一条溜直的石板

道 ，两 旁 耸 立 着 高 大 冷 峻 的 建 筑 ，全

是 俄 罗 斯 风 格 ，岁 月 的 沧 桑 也 没 有

掩 去 它 们 的 独 特 美 感 。 建 筑 上 挂 着

黑 色 大 理 石 牌 ，刻 着“ 中 东 铁 路 建 筑

群 某 某 建 筑 ”字 样 ，还 有 文 字 简 介 。

这 些 建 筑 很 多 都 是 中 东 铁 路 时 期 开

始 修 建 的 ，采 用 定 型 设 计 ，多 为 黑 色

铁 皮 屋 顶 ，石 块 砌 筑 虎 皮 墙 ，也 有 少

量 砖 墙 。 门 窗 周 围 及 墙 角 隅 石 与 腰

线 用 砖 砌 筑 ，门 上 墙 体 修 筑 出 小 型

山 花 墙 面 ，与 我 国 传 统 建 筑 风 格 迥

异 。 这 些 俄 式 建 筑 墙 体 多 厚 达 一

米 ，有 着 厚 重 粗 犷 之 美 ，冬 季 防 寒 效

果极佳。

小 镇 规 模 不 大 ，除 了 舒 缓 的 俄

罗 斯 音 乐 ，基 本 没 有 其 他 杂 音 。 有

些 游 客 干 脆 坐 在 街 边 的 木 椅 上 发

呆 ，那 椅 子 都 带 有 一 定 坡 度 ，往 后

一 仰 ，只 见 近 处 是 黛 绿 的 大 山 ，一

朵 朵 白 云 在 蓝 天 的 大 背 景 下 ，慢 悠

悠 地 飘 过 樟 子 松 的 树 梢 ，很 闲 适 的

感 觉 。 俄 式 民 居 里 的 居 民 多 为 老

人 ，坐 在 房 阴 下 小 声 聊 天 ，身 边 晾

晒 着 的 蘑 菇 还 散 发 着 大 山 清 新 的

气 息 。

这个山沟里的小镇，为什么有这

么 多 俄 式 建 筑 呢 ？ 翻 开 小 镇 的 历

史 ，上 溯 到 1897 年 中 东 铁 路 修 建 时

期 。 原 来 ，因 铁 路 要 翻 过 西 侧 高 海

拔 的 张 广 才 岭 ，施 工 难 度 较 大 ，这 里

汇 聚 了 大 批 俄 国 工 程 技 术 人 员 和 中

国 劳 工 。 铁 路 通 车 后 ，依 然 有 大 批

俄 国 人 服 务 于 铁 路 ，便 在 此 修 建 了

住 宅 和 公 寓 。 最 初 这 条 山 沟 并 没 有

名 字 ，只 有 几 户 人 家 ，俄 国 设 计 者 给

起 了 个 名 字 叫“ 乌 恰 斯 克 ”，意 思 是

山 沟 里 的 城 。“ 横 道 河 子 ”这 个 地 名

则 是 因 为 铁 路 要 跨 过 镇 里 的 一 条 小

河，因为形象、好记，一直沿用至今。

沿着俄罗斯老街边走边看，前方

高 坡 处 的 一 栋 木 质 教 堂 格 外 引 人 注

目 ，屋 顶 在 阳 光 的 照 耀 下 泛 出 黄 铜

的 光 泽 。 沿 着 花 海 簇 拥 的 阶 梯 木 栈

道 走 进 墨 绿 色 铁 栅 栏 围 成 的 院 子 ，

昔 日 的 东 正 教 堂 现 在 是 中 东 铁 路 博

物 馆 的 一 个 展 区 。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

这 个 教 堂 名 叫 圣 母 进 堂 ，始 建 于 20

世 纪 初 ，是 俄 罗 斯 传 统 井 干 式 木 结

构 ，除 了 地 基 ，全 部 用 原 木 卡 嵌 叠 加

成 墙 体 ，窗 型 高 大 ，门 楣 、窗 楣 图 案

精美。

在 众 多 俄 式 建 筑 中 ，体 量 最 大 、

最 有 特 点 的 是 横 道 河 子 机 车 库 ，现

在 是 中 东 铁 路 博 物 馆 的 另 一 个 展

区 。 横 道 河 子 机 车 库 建 成 于 1903

年 ，中 东 铁 路 也 是 在 这 一 年 全 线 通

车 。 当 时 ，火 车 要 翻 过 西 侧 的 张 广

才 岭 驶 向 哈 尔 滨 方 向 ，需 要 在 进 山

前 加 挂 车 头 在 后 面 助 推 ，为 了 存 储

和 检 修 机 车 ，于 是 修 建 了 这 个 扇 形

机 车 库 。 可 能 是 为 了 存 放 更 多 机

车，机车库有 15 个库房并列，比刚才

看 过 的 俄 式 建 筑 更 大 气 ，甚 至 可 以

称 得 上 是 壮 美 。 车 库 前 的 中 心 位 置

还 建 有 一 个 机 车 转 盘 ，火 车 头 开 上

去 ，转 盘 转 动 ，完 成 调 头 ，让 火 车 头

顺利进入某一个车库。

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横道河子

开 始 繁 华 起 来 ，俄 国 人 、朝 鲜 人 、日

本 人 、捷 克 人 等 外 国 人 与 中 国 人 共

同 生 活 在 这 个 小 镇 上 ，一 栋 栋 具 有

异 国 风 情 的 房 屋 纷 纷 立 起 。 商 号 开

业 了 ，连 酒 厂 都 建 起 来 了 。 人 们 利

用 周 围 山 上 丰 富 的 野 生 浆 果 生 产 外

国 人 喜 爱 的 果 酒 ，后 来 还 开 始 生 产

啤酒。

20 世 纪 80 年 代 末 ，这 个 由 一 栋

栋 俄 式 建 筑 构 成 的 小 镇 引 起 了 人 们

的 关 注 ，很 多 外 地 人 用 惊 异 的 目 光

打 量 这 座 异 域 风 情 浓 郁 的 小 镇 。 尽

管 百 年 风 雨 给 小 镇 带 来 了 岁 月 的 沧

桑 ，但 那 犹 存 的 韵 味 仍 然 充 满 魅

力 。 经 过 一 番 精 心 整 理 ，油 画 村 、中

东 铁 路 博 物 馆 、俄 罗 斯 老 街 等 景 点

相 继 亮 相 ，小 镇 的 历 史 价 值 、美 学 价

值 得 到 完 美 展 现 。 有 专 家 称 ，横 道

河 子 已 成 为 中 东 铁 路 的 一 座 露 天 博

物馆。

准备返程时，听说百年前建成的

横 道 河 子 火 车 站 仍 在 正 常 使 用 ，原

来 的 铁 路 线 也 在 正 常 使 用 ，只 不 过

成 了 绿 皮 车 和 货 车 专 用 线 。 于 是 ，

马 上 决 定 ，坐 绿 皮 车 走 ，回 味 一 下 过

去的时光。

横道河子镇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因中东铁路修建而兴起繁荣，拥有众多俄罗斯风格建筑和中东铁路机车库、圣母进堂教堂等历史遗

迹。小镇距高铁横道河子东站很近，打车或乘坐小巴车，数分钟可至。

山沟里的城
文<王国栋

横道河子东站 盛夏时节，走出高铁桐城南站，眼睛

瞬 间 被 大 片 的 橙 黄 灼 了 一 下 。 仔 细 一

看 ，前 方 几 米 之 外 便 是 大 片 的 向 日 葵 花

海 ，盛 开 的 向 日 葵 仰 着 一 张 张 灿 烂 的 笑

脸，迎接宾客的到来。

桐 城 南 站 是 一 个 建 成 不 久 、知 名 度

不 大 的 小 站 ，位 于 金 神 镇 莲 花 村 境 内 。

在 我 的 印 象 中 ，高 铁 站 多 建 在 人 口 密 集

的 城 市 或 集 镇 ，但 它 却 建 在 乡 村 ，四 周

皆农田，阡陌纵横，很有特色。

此 时 正 值 向 日 葵 花 期 ，走 进 站 前 的

葵 花 园 ，只 见 一 人 多 高 的 葵 秆 如 站 立 的

哨 兵 ，阔 大 的 绿 叶 沿 葵 秆 排 列 而 上 ，顶

端 举 着 碗 碟 大 小 的 花 盘 ，或 是 拳 头 大 小

的青色花蕾。花盘中间是圆盘状的棕黄

色 花 蕊 ，让 人 想 起 梵 高 的 油 画 。 一 株 向

日 葵 并 不 起 眼 ，但 是 千 万 株 排 成 列 、布

成阵，就有了千军万马的气势。

花海中间用砖砌甬道分隔成几片区

域 ，便 于 播 种 收 获 ，也 便 于 人 们 观 赏 。

前 来 打 卡 观 赏 的 游 人 真 不 少 ，有 本 地 市

民 ，也 有 刚 刚 走 出 高 铁 站 的 外 乡 游 客 。

一 人 多 高 的 葵 秆 成 了 天 然 掩 体 ，只 听 人

语 ，不 见 人 影 ，一 转 身 ，差 点 与 人 撞 个 满

怀 。 游 人 在 这 里 拍 照 、摄 像 、录 搞 怪 视

频 ，踮 起 脚 将 脸 庞 凑 近 花 盘 ，镜 头 里 便

多 了 一 朵“ 人 面 ”向 日 葵 。 娃 娃 们 恨 自

己 个 子 太 矮 ，一 个 个 猴 急 地 爬 到 父 亲 肩

膀上，与向日葵平视，满足小小的好奇。

越 过 这 片 花 海 ，便 是 广 袤 的 农 田 。

栽 插 的 水 稻 正 在 分 蘖 ，禾 苗 绿 得 发 乌 ，

仿佛能挤出水来。悠悠禾风送来沁人心

脾的草木清香，让人不忍离步。

当地朋友开车来接我。他是土生土

长 的 金 神 镇 人 ，说 带 我 去 看 许 咀 湿 地 ，

六 七 分 钟 的 车 程 。 提 到 南 站 的 向 日 葵 ，

朋 友 说 ，高 铁 站 建 成 后 ，当 地 结 合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清 理 周 边 建 筑 垃 圾 ，挖 了 池

塘 ，建 了 休 闲 栈 道 ，根 据 不 同 季 节 ，在 站

前 几 十 亩 地 种 植 油 菜 、向 日 葵 、菊 花 等 ，

既 能 观 赏 ，又 能 产 生 经 济 效 益 ，电 视 台

还来航拍过“花园式高铁站”的宣传片。

一 眨 眼 ，车 子 开 到 许 咀 湿 地 。 这 里

是 挂 车 河 与 嬉 子 湖 的 交 汇 处 ，大 片 齐 膝

深 的 湖 草 密 密 实 实 挤 在 一 起 ，视 野 里 皆

是 油 亮 葱 茏 ，犹 如 给 大 地 铺 上 辽 阔 的 绿

地 毯 。 几 头 小 牛 甩 着 尾 巴 ，安 详 地 啃 吃

岸 边 水 草 ，一 群 群 白 鹭 和 许 多 不 知 名 的

鸟 儿 呼 啦 啦 飞 过 来 ，又 呼 啦 啦 飞 过 去 ，

鸟 影 重 重 ，草 香 阵 阵 。 前 方 不 远 处 ，便

是 烟 波 浩 瀚 的 嬉 子 湖 ，通 过 引 江 济 淮 工

程大闸与长江相连。许咀湿地是嬉子湖

湿 地 公 园 的 组 成 部 分 ，绿 草 无 垠 ，湖 天

一 色 ，候 鸟 云 集 ，吸 引 着 一 批 批 摄 影 爱

好者前来打卡。

逛 完 湿 地 ，朋 友 带 我 去 金 神 镇 喝 啤

酒 、吃 小 龙 虾 。 车 窗 外 ，尽 是 绿 油 油 的

稻 田 ，不 少 稻 田 里 养 殖 了 小 龙 虾 。 朋 友

说 ，金 神 属 圩 畈 区 ，是 典 型 的 鱼 米 之 乡 ，

稻鱼虾综合种养是这里的特色。镇上有

投 资 6000 多 万 元 建 成 的 小 龙 虾 生 产 线 ，

新 鲜 的 小 龙 虾 经 过 筛 选 、清 洗 、分 拣 、蒸

煮 、水 冷 、装 箱 等 工 序 变 成 熟 食 ，通 过 冷

链运送到都市商超和居家餐桌。

走 进 街 区 大 排 档 ，油 焖 小 龙 虾 是 必

选 。 一 盆 红 艳 艳 的 小 龙 虾 油 光 闪 亮 ，香

味 扑 鼻 ，令 人 馋 涎 欲 滴 。 剥 一 只 小 龙

虾 ，蘸 上 姜 末 醋 汁 放 进 嘴 里 ，再 呷 一 口

冰 啤 ，麻 辣 甘 酸 酥 凉 ，多 种 味 道 融 在 一

起 ，心 里 那 个 爽 啊 。 再 看 左 右 邻 桌 ，也

摆 着 大 瓷 盆 ，里 面 盛 着 红 彤 彤 的 小 龙

虾 ，有 的 还 配 上 螺 蛳 、花 甲 、炒 水 芹 佐

餐 。 食 客 们 嚼 一 口 龙 虾 肉 ，喝 一 口 啤

酒，尽情享受舌尖上的美味。

我 不 知 道 他 们 中 有 没 有 人 像 我 一

样 ，刚从 10 公里外的高铁站过来。如果

你 恰 巧 也 在 桐 城 南 站 下 车 ，不 妨 和 我 一

样 ，先 看 看 站 前 的 花 海 、稻 浪 和 许 咀 湿

地 ，再 到 金 神 镇 做 一 回 食 客 ，一 定 会 别

有收获。

向日葵 小龙虾
文<疏泽民

高铁桐城南站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金神镇莲花村，站前就有大片

花 田 ，夏 天 向 日 葵 盛 开 ，美 不 胜 收 。 周 边 还 有 许 咀 湿 地 ，打 车 数 分 钟 可 至 。

还可到金神镇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小龙虾。

桐城南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