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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漫谈●

□王国强

有葵之花

路过的事物

路过的节候

路过的清爽之风

接下来

向晚时分，零星的雨滴

以及她心中坚挺的想法

在我们之间

在童杨土地的每一道缝隙里

流动着的金黄的汁液

“这是谁的发现？

这秋日里的深邃和明亮！”

菡 萏

你在干什么？

我在积攒立秋之后的露珠

你在干什么？

我在收藏这稻浪中散落的蛙鸣

你在干什么？

我在卸下马蹄上的沉香

菡萏初发，我无法隐匿

无法抗拒

那深入骨髓

历经千年的挚爱和怀想……

山 楂

我们蹑手蹑脚，一层层深入

理想如同一扇扇紧闭的门窗

我们把它打开

这时候，童杨的歌声是动人的

它带领我们走入下一个殿堂

带领我们去看一看秋天的新娘

一块阳光编织的盖头啊

盖在这山楂的头上

此刻，由于靠得太近

她满脸燃烧的红晕

一下子扑过来

那幸福的焰火

再次将我们灼伤

蟋 蟀

沟塍相通，一犁水足

暮色中，野花在回想

童杨的村庄

桑麻收回了倦鸟

黍菽在田间徜徉

这古老的拓片如今谁在珍藏

我双手的茧，紧裹着梦想

在这花开的陌上

我，是辛劳的王！

我知道时光易逝

此刻，有关白露的典籍

已被草丛中的蟋蟀秘密地珍藏

“太阳啊！太阳”

我穿上金衣安静地睡去

然后，在醒来的时候

和你一起放声歌唱

月 出

“永远一直在身边”，这很重要。

因为承诺，我会在这静寂的山林中等你。

“那内心的跳动，我在呵护”，这也很重要。

夜色沉沉，谁来见证——

蟋蟀的啼鸣，鹭鸟的梦境，上弦月素白的容颜？

“如果愿意，保留那青春的记忆；

并请不要淡化

这映入墙壁的背影，消融在村头的曾经。”

然后，继续……

向左，是你的注视；向右，是我的怀念。

在童杨的村道上

如果相信持续的坚守依然归属于幸福，

那么，我会用一生与你同行。

《诗经》中的童杨

●灵湫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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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安杨郢乡有一棵 1700 多岁的银杏树，

安徽省人民政府为其立碑称为“皖东银杏

王”，乃来安八大景观之一。前往观赏者遐迩

皆有之，作为来安人，我一直以未能亲睹其仙

容为憾。几天前，在“银杏王”大名的强烈召

唤和友人的盛情邀约下，随车前往心仪已久

的杨郢宝山村，去兑现一睹为快的夙愿。

友人轻车熟路，我则心花怒放，二人欣欣

然山乡惬意行。沿途山不高，秋色却是满满

的。山道质量大为改观，只是路面较仄，不过

仄也是丰秋挤出来的。山野万木争秋，层林

尽染，气宇清朗。氤氲的山气、缥缈的云烟，

锁着绿黛，封着山隘；醉红的枫叶，挺拔的杉

树，起伏的田畴阡陌，参差辉映着山乡秋韵。

漫山遍野以黄、红、赭为主色调，而辅之以

绿。显得厚重、大胆、热情奔放，有着“韵不惊

人死不休“的自信神态，那种大自然的造化，

比任何一位山水画大师笔下的秋色都要撩人

眼眸，动人心魄，令人目眩神迷！几番峰回路

转之后，车已抵达耸立银杏树的山脚下。

举首仰望，惊艳不已，20多米高的银杏树

满挂着红布条，树下燃香烟雾缭绕。沿着缓

坡式台阶拾级而上，终于一睹千年银杏王的

仙容。我如饥似渴地对着古银杏搜索打量，

不禁讶然感叹：时间乘着秋风老去，这棵古树

却是“门前流水尚能西”，老而弥坚。抬头望，

树冠苍蓬劲流古韵，霸气昭然。在阳光穿照

下，每片银杏叶都璀璨通透，如圭似玉。秋风

将大部分叶片染成了黄色，那些不情愿褪去

绿色的叶，都被镶上了金边。微风轻拂，万千

黄叶从容地摇曳着，似彩蝶轻舞。树的根部

墩粗，需数人才能围，隆起如山丘一般。侧观

之，如同灰暗的小山崖。其表面凸丘，那是鼓

起的岁岁年华之沧桑；那凹壑处，秘藏着年年

冬夏的雨雪残痕。枝干群生，像石雕老人的

臂膀举向天空，粗实有力，遒劲弯曲，虬髯般

柔韧。枝叶疏密相间，风穿过发出瑟瑟安恬

声，与喜鹊等鸟语和鸣。几番拍照后，复又仔

细详观，我发现那残损的主干上一次次生出

新枝，似结痂的累累“伤痕”，我向老树发问似

的思量，那想必是你孕育出的子孙，浅灰色而

近光滑的是儿孙辈，黛褐色而较苗条的，是后

世裔孙。难怪银杏树又称公孙树，简直是植

物类的活化石！

伟哉古银杏，在乔木家族中谁能与你比

肩？梧桐虽有其端直，但没有你坚牢，白杨虽

有其葱茏，却没有你庄重。你那老骥伏枥之

体态，在阳光照耀下，显示着古朴仙逸的意

象，让人肃然起敬！你分明是一位阅尽沧桑

的老人，惯看秋月春风。世事变迁，你了然于

胸，你仿佛在说“是非成败转头空，唯吾独善

其身。”你似站在时间的边缘，让年轮的刻度，

从容地进行了近 1800 次递增，且不断地使阅

历化作养分，充实着自己伟岸的身躯，至今你

的圣威不减当年。如今，你仍兢兢业业地坚

守着这块土地，一如既往地感恩赖以生存的

家园。来安人视你为吉祥树和守护神。

面对千年古银杏，我感到惊叹和震撼，觉

得自己卑微渺小。不仅我等凡夫俗子对银杏

喜爱有加，许多先贤名哲，也对其情有独钟。

郭沫若曾将银杏树誉为“东方的圣者”“中国

人文的有生命力的纪念塔”。乾隆皇帝曾对

京城的一棵古银杏诗赞曰：“古柯不计数人

围，叶茂孙枝绿荫肥。世外沧桑阅如幻，开山

大定记依稀。”对照眼前的“皖东银杏王”，何

等相似乃尔！

一千八百年前，这里属于三国时期的吴

国地域，它与古白塔寺交相辉映着吾邑之悠

久历史。“银”光万道，瑞气千条，宝山村的古

银杏，以生命诠释了“坚守”的定义，不温不

火，不离不弃。凡来此观赏者，内心无不充满

着虔诚的祈祷与敬仰。

终于一睹“银杏王”
□周元桂

近日，我们一行 26人游览了以“险”

名天下的位于云南香格里拉市境内的

万里长江第一大峡谷，也是中国最深的

大峡谷之一的“虎跳峡”。

发源于青海格拉丹东雪山的金沙

江，迢迢千里奔波到此，突遇玉龙、哈巴

两座雪山的阻挡，原本平静、祥和的江

水顿时变得怒不可遏，咆哮着、怒吼着、

翻滚着，奔腾而下！在很高很远的地方

就听到它隆隆作响的声音，犹如万马奔

腾。那奔腾的江水冲击到江心石上，飞

溅起一波又一波的浪花，胜过喷泉，很

是壮观。

置身于中，使人感到无比的震撼，

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江水在

冲击着石头的同时也在冲击着每位游

客的心灵。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你是

否做到像江心石一样，经得起冲刷？你

的信念、你的信仰、你的意志是否能如

江心石一般，坚定、坚强、坚韧？做人当

如江心石！

金沙江的水很凶很猛，但千百年来

为什么都没能冲走那块江心石呢？这

与它是盤石固然有关，但其实汹涌的江

水有它凶猛的一面，也有它柔情的一

面，它能冲刷荡涤掉污泥浊水，但它不

能冲散爱情呀！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位于丽江

市境内的玉龙雪山上，居住着一只雌

老虎。成年之后的一年春天，它要找

男朋友了，但它们动物界没有月下老

人啊，它只能以它们动物独特的方式

向外界散发“征婚广告”，那就是一边

大声地召唤着，一边散发着气味。它

的信息恰恰被对面的邻居——居住在

香格里拉市境内的哈巴雪山上一只雄

虎接获了。雄虎不辞劳苦、信心满满

地前去面试，当它走下山时，汹涌的金

沙江挡住了它的去路，雄虎大怒，心想

岂有此理！转身从哈巴雪山搬来巨石

抛向江心，当作跳板，纵身一跃，跳过

金沙江，成功“入围”。

今天，面对这块江心石，不得不让

人惊叹爱情力量的神奇！不得不感叹

爱 情 力 量 的 伟 大 ！ 老 虎 是 动 物 界 的

“摩梭人”，汹涌的金沙江没当人间的

“老法海”，才使得今天的游客有幸见

到了这块江心石，同时也见证了当年

那对年轻老虎的爱情，也让它的子孙

后代们知道了父母当年走到一起的艰

辛与不易！人类的爱情又何偿不是这

样呢？

由此，不仅留下了一段佳话，也给

万里长江第一峡留下了美名，更给万里

长江增添了一处美景，从而得以让四面

八方的游客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前来游

览。据说很多外国游客不知道云南，不

知道丽江，但知道虎跳峡！也有很多外

国游客来中国旅游，不是奔着云南，不

是奔着丽江，而是奔着万里长江第一峡

——虎跳峡而来！因它在《世界地理杂

志》上有它的一席之地啊。

游览虎跳峡
□曹玉飞

每一年，我都会多次回到故乡，回到父母

身边，也回到了老屋身边，还有那难忘的老屋

的院子。

老屋的院子，原先是土围墙，后来换成了

石头围墙，再后来换成了砖头水泥围墙。每

次我推开大铁门，踏进大院，顺着南北走向的

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延伸到最后一排楼房，是

父母居住的。楼房的右边是原来的瓦房，这

三间瓦房修缮后是专放杂物的，是农村大包

干那年盖的。院中的水泥路左边有一棵石榴

树和一棵枣子树，右边是一棵柿子树和一棵

洋槐树。原先四棵小树现在都成了老气横秋

的老树了。这不大的院子，约三四分地左右，

呈长方形状的四合院，这里曾是我青少年时

代幸福的家园。

每一年春天，院子里树木萌发新枝新

芽。伴着和煦的春风，母亲在树下点几棵扁

豆和丝瓜之类的，不久就会露出细嫩的叶芽，

慢慢地顺着石榴树、柿子树等主干向上爬。

就在五六月份吧，扁豆和丝瓜几天不见就蹭

蹭蹿上树梢，继而搭成了一片凉棚，成了一处

风景。后来，树丛中常常飞来蝴蝶、蜜蜂，整

天嗡嗡地闹着，有时我们坐在树下玩，突然会

有小飞虫从天而降，落到谁的头上或者脖子

里，引得大家一阵慌乱拍打。

洋槐花开的时节，院子里弥漫了温馨的

香气。细碎的白色槐花瓣在小小的绿叶涌动

下，忽闪着迷离的光环，颇有喧宾夺主的气

概。这时候，父亲会在一根竹竿上绑着镰刀

去钩下一枝枝槐花，我们则在树下捡拾后嗅

一嗅才放进竹篮里，忙得不亦乐乎。有时还

会把槐花扎成花环戴在头上扮成“解放军

战士”，拿着木头枪互相追赶嬉闹玩耍。

院子里墙角处，父母亲也不会让它荒芜

着的，沿着墙根不是栽一行青菜就是种一行

萝卜。在春夏之际，我家老屋的院子里，蔬菜

鲜美，瓜果飘香。一道道精美的农家菜登上

餐桌，虽然没有肉鱼的荤味，却也常常勾起我

们全家人的味蕾。看我们吃得满嘴芬芳，父

母在一旁总是静静地微笑着。

老屋院子的秋天是最富有的。地里收获

的庄稼，一车车拉回来放在院中，带壳的、带

秸秆的，诸如黄豆、绿豆、红豆、豇豆等。堆在

树下，风晒几日，一堆堆摊开，摘去豆荚，摔打

出粒，直到入了缸坛成了食粮和种子。特别

是地里收获的玉米棒子，黄灿灿晒了一院子

很是好看，还有那红通通的高粱也铺满了门

前。家人们忙绿的身影，总在几棵大树下时

隐时现。秋枣登堂入室，成了秋日里难得的

水果，让我们兄妹几个满足了枣子的各类吃

法。石榴花开得早，果实姗姗来迟，这也是小

院靓丽的风景，更是家人们中秋节端上桌子

的好东西。

寒冬的老屋院子外，“呼呼”的西北风擦

墙而过。温暖的院子里，银装素裹的几棵树，

是那样安详自在。院子就是一个小天地，孩

子可以堆雪人，小狗跑得很欢，鸡鸣鸭叫，小

猫上树梢。那些欢声笑语瞬间冲淡了雨雪天

的寒冷。

我家老屋这个院子，在风雨中走过了

四 十 多 年 ，见 证 了 乡 村 改 革 的 巨 大 变 化 。

也 看 着 我 们 兄 妹 几 人 走 出 老 屋 、走 出 故

乡。老屋院子的春夏秋冬，在父母的抚摸

中，一年年走过，一年年变老，和院中的四

棵树一样由荣变衰，和父母的腰身一样有

些老态龙钟了。

老屋的院子暖意浓浓，那曾经是给我们

带来过风景眷恋的地方，更有父母养育我们

的点滴故事可讲。在每个节日里，有关老屋

和院子的一切都会在我们心中放大发光，直

到沉淀许久也不能忘怀，因为这是我梦想起

航的地方。

老屋的院子
□成祖耀

●菱溪物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