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 访 杜 甫 草 堂

就是这里你看到了
“窗含西岭千秋雪”吗？

此处曾经能
“门泊东吴万里船”吗？

我明白了
当你的茅屋为秋风所破
你想的是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于是乎
你虽饱经沧桑
你仍想得高远

你以忧国忧民之情
把《三吏》、《三别》写进诗史
你凭深刻写实之笔
把杜甫写成诗圣

又 是 一 年 立 冬 时

立冬报喜献祥瑞，小雪鹅毛片片飞。不知不
觉间，落叶渐黄，菊花吐艳，稻谷入仓，秋天渐渐
地走到了身后，又到了一年中的立冬节气。

立冬在每年的
11

月上旬， 元人吴澄在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解释立冬节气：

“十月节，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
也。”意谓立冬之后，气候开始变冷，秋季的
作物已收获入库， 田间地头进入农闲时期。

与北国的立冬气候不同， 豫南的辽阔大地

上，这时候还是一派阳光明媚的“小阳春”景
象，除了早、晚略感凉意外，白天依然温暖如
春。在垄上，依然可以看到农人忙碌的身影。

一年四季，风风雨雨，过了立冬，就算迈
入了冬天的门槛。此时的豫南，虽然已开始
拥抱扑面而来的冬天，但在空气中依然可以
嗅到庄稼熟悉的气息。

清晨的乡野上，收割后的稻茬和摘完棉
花的棉梗上沾满薄雾的霜露。 清风徐徐，鱼
池里水波粼粼，鱼儿悠游，好一幅恬静安然
的田园画面。当太阳升起，垄上开始充满生

机，农人忙着耕整田垄，撒播麦子和油菜种
子；沟渠里，农人将一捆捆沤好的麻从水中
取出来，去梗，洗麻，晾晒。农谚云：立冬种豌
豆，一斗还一斗。每到这时，农妇们会提一篮
精心挑选出来的豌豆种，在菜园里点播忙碌。

直到忙完这一切， 乡村才算是真正的清闲下
来。

过去这个时候是乡村开河挖渠的忙碌
时期， 村民每家每户都要出工出力兴修水
利。如今，这些工程都由国家兴修，乡村一下
子空闲起来。勤劳惯了的庄户人开始将精力

放在鱼池和网箱养鳝等养殖业上，因为此时
正是鱼长膘增肥的关键时期，一点也不能大
意。

乡村的愿望是简单的， 一年来忙忙碌
碌，收获之后，农人就开始利用立冬之后的
农闲筹建楼房。走过十里八村，到处都可以
看到动工兴建新房的火热情景。剩余的劳力
则走出村庄，外出打短工挣钱。农人有的是
力气， 忙活在城市的建筑工地等各个角落，

到了腊月里，再带着鼓鼓的荷包和大包小包
的年货回到乡村。

立冬也是女人的季节。没有了往日的忙
忙碌碌，庭院里，阳光下，女人们三三两两坐
在一起，一边聊家常，一边织毛衣，绣十字
绣， 洗衣服……不时爆出一阵舒心的笑声，

日子过得宁静、惬意。

豫南的立冬，总是这样自然、朴实，就像
长流不断的小河水，一年又一年，在人们的
心上流淌。

□

熊秀兰

漫 游 百 花 之 海

周日，我漫步于信阳花海百花园。虽然生
活在信阳这个山水如画的城市， 但游览百花
园还是第一次。

刚进园，弥望的是五彩缤纷的花，赤橙黄
绿青蓝紫，一簇簇、一丛丛，高处低处满眼的
绚烂，漫无边际，令人目不暇接。各色花朵大
小不一，争奇斗艳。我看呆了，萌生了强烈的
占有欲，伸手就摘近旁最艳的大朵红花，突然
那边的木牌挺身而出：“爱护花草， 人人有
责。”俨然一副不可侵犯的威严，我怅然悔愧，

原来我……

我在百花园里走走停停，思思看看，园中
精巧合理的布局让我感叹设计师的伟大，盎
然的绿意和姹紫嫣红的鲜花让我眼花缭乱。

秋风轻拂，送来缕缕清香，花丛中蜂蝶相逐，

更添几份生机。 百花园中的花儿我多是叫不
上名字的，行走在花径幽静的小道上，映入眼
帘的是：粉红的梅花、金黄的菊花、鲜红的郁
金香……有的花蕾初成、含苞待放，密密匝匝
生满枝头；有的花簇似锦、绚丽多彩，弥漫着
沁人心脾的芳香。“春色满园关不住”、“乱花
渐欲迷人眼”。盛开的菊花给人们带来了秋天
的信息。男女老少游人如织、兴致勃勃，有的

依偎着树枝对花“亲吻”、拍照留念；有的构思
着诗词佳句、边赏边吟。

百花园好像是一片没有围墙的庄园，姿态
不同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而且五彩缤纷。片
片之间小径横断，各呈一园，阳光给这片土地
上普照着神奇的光芒。百花园好像是一个绿色
加工厂，原始的绿色原料、蓝的制作、紫的加
工、橙的展现、红的遐想、白的梦幻，眼见种种，

不禁惊叹，信阳发展之速，真乃令人赞叹。

我身在何处，是在游梦？环顾四周，依然
物在，依然故我。怎么？刚才进入梦游仙境了？

不是，而是人在画中，梦在花中。下雨了，我疾
步走到电子屏幕旁， 雨慢慢地大了， 由点而
线，最后分不清形状。近两小时的大雨后，已
是黄昏逼近，繁华依然如雨前的缤纷绚丽，花
香也袭人。此时，这人工的杰作更令我振奋，

精神倍增。

夜幕降临，华灯初放，这时的百花园宛如
披上了五颜六色的艳丽时装，流光溢彩、绚丽
烂漫。皎洁的月光下，不时会有一群群鸟儿时
而盘旋，时而低翔，就像一片片漂浮的白云。

我快步回归，急于告知同伴，梦幻与现实一并
详述，让他们与我共享欢乐、共创美好未来，

路两旁的路灯睁大眼睛注视着， 把身边重叠
的影子密密地圈起来，我在光明中穿行。

□

王乐

□

花原

寻找“茶树王”

近日，我们信阳文物普查队在
河区谭家河乡找到了一条运茶
古道，顺着古道又一路查寻，终于
在河区李家寨镇发现了唐宋时
代的茶树遗株。 唐宋茶树遗株，这
几个字本身就有独特的诱惑力。

老茶树位于李家寨镇旗杆
村的大茶沟，一进旗杆村就被眼
前的景色迷住了，满山遍野全是
绿油油的茶园。爬了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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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的茶山，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村茶
场。茶场的老板姓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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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

身体结实，红光满面，他接到村
支书的电话一直在等我们。

老人很健谈，提供了大量有
关茶树的信息。千年茶树有一株
就在茶场的东南角， 但另一株，

当地人称“茶树王”的，还要翻过
两座山， 没人带路是找不到的。

这里原来有条运茶的古栈道，青
石铺砌，上面还有车轮深深的印
辙，很遗憾，古栈道在后来修路
时给破坏了。这条古栈道经过大
茶沟、中茶沟、小茶沟，到李家寨
驿站（原叫白果庙金店）过武胜
关直通湖北境内了， 延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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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里。

老人的儿子（我们叫他小
邓） 从屋里拿出一小袋茶叶，说
这是茶王树上采摘的茶叶，每年
只能采摘几斤。 太让人震惊了，

我们立即围上去，拈起几根放在
嘴里，茶叶在嘴里嚼起来脆生生
的。忍不住泡了一杯，刚喝一口
就喊起来：“是甜的。” 而且满口
甘甜，带有苹果的芳香。泡出来
的茶水呈金黄色，怪不得古人管
茶水叫“汤”了。

老人说此茶可入药，调理肠
胃，能治失眠，喝完之后昏昏欲
睡，所以又叫“神仙茶”。这神仙
茶学名叫“柃木茶”，因嫩梢呈三
棱状，又称三棱子茶。

喝完了“汤”，陶醉了一会儿，

有一种做神仙的感觉， 我们要找
“茶树王”了。老人让小邓给我们
带路，老人的儿子很憨厚，用蛇皮
袋装上蛋糕和家里的全部鸭梨甩
在后背上就带我们上路了。

爬了
2

个多小时， 一会儿是
上山的路一会儿是下山的路，由
于下山的路太滑， 我已经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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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跟头。大家都笑：今天要保证
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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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有
8

人，指标要我一人包圆。小邓只
好腾出一只手紧紧地拽着我。这
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爬山”

———手脚并用，连滚带爬。体力
渐渐不支，于是，就问：还有多

远？快到了。再问，还是快到了。

老实的山里人也学会了“忽悠”。

突然，镇文化中心的袁主任
大声说：“你们听到泉水声了吗？

快到大滴水了。” 大滴水是这里
的风景区，山泉水汇集在这里形
成颇为壮观的瀑布，由于山高路
险，能看到此景的人很少。

顿时， 大家打起了精神，顺
着一路喧闹的水声，终于看到了
大滴水瀑布。 瀑布高有十余米，

粗壮的水流与四周百姿百态的
石头汇合了，组成一首首听不懂
的山歌。我们贪婪地喝起了潭里
的泉水，深潭的沉闷一子被我们
扰醒，变得欢快而顽皮。泉水的
清凉洗去了焦躁， 但倦意袭来，

不知是不是喝了神仙茶的缘故，

很想倒在宽大平整的石板上睡
个好觉。

“该吃饭了，都
1

点多了。”小
邓喊道。于是，我们吃起了蛋糕，

并深深呼吸着沁人心脾的新鲜
空气，望着像水洗过一样洁净的
天空， 每人的目光都放慢了转
动。沐浴在习习的微风里，熏得
人人自醉。

不能耽搁太久，再翻越另一

座山就是“茶树王”的领地了。大家
拖着疲惫的双腿跟在小邓身后。

小邓一路走还一路采着草
药。他说，七叶一枝花是治跌打
损伤的， 把它捣碎了抹在伤口
上，伤口好得很快。野姜是消炎、

治风湿的，效果很显著。

勤劳的山里人把山石一块
块搬开，整出一小块平整的土地，

盖起房屋，种上庄稼，过着不知秦
汉的世外桃源的日子， 有点小毛
病他们自己采点草药就解决了。

“快到了！”小邓喊道。这是
我们今天最愿听到的一句话。可
越靠近“茶树王”路越难走，后来
干脆没有了路，全是在陡峭的悬
崖攀爬。我们小心翼翼地贴着崖
壁，手拉着手一步步挪向“茶树
王”。终于，我们双手触摸到仰慕
已久的“茶树王”。

这株茶树高
5

米， 腰围约
1

米，挺拔伟岸，是当之无愧的绿
茶之王。 我的背紧紧靠在山体，

脚蹬在茶树根， 一动也不敢动，

怕一不留神掉下悬崖。而身手敏
捷的小邓不知什么时候爬到了
树上，看得我心惊肉跳。小邓说，

茶树就是喜欢生长在背阴潮湿

的山崖上。

“茶树王” 带给我们万分的
喜悦，但更多的是充满了对它难
以名状的复杂情感。

唐肃宗时和蒙古开始驱马
市茶， 开了茶马交易的先河。从
宋代开始，由于常与辽、金交战，

所需的军马更多，宋王朝便将茶
马交易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对茶
实行禁榷，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
在一起。 在淮南盛产茶叶的靳、

黄、庐、舒、光、寿六州设立十三
场。凡六州茶户种的茶，一律隶
属于所在山场，把茶叶的生产者
控制起来。光州，就是我们今天
的信阳市。这株饱经沧桑的“茶
树王”， 是产唐代宫廷里贡茶的
茶树，它曾为宫廷贵族们视觉和
味觉上带来的充分享受和满足。

但到了宋明时，由于茶税过重和
不断的战争，茶农不堪负重，一怒
之下放火烧了茶园。现在，这片一
望无际的万亩茶园仅剩下屈指可
数的百余棵老茶树了。 它们见证
了那个时代我们无法亲历的蹉跎
岁月， 告诉我们曾经的辉煌和离
乱。远离了滚滚红尘，忍耐着千年
孤寂，“茶树王”，始终割舍不下这
里被它染绿的大山。

沿着千年的运茶古栈道，惜
别生机勃发的“茶树王”，我们把
目光和岁月停在了那里，也把心
留在那里。

黄柏山纪游

（三首）

致黄柏山
你是一条游动着的绿色巨蟒，

你是一道凝固了的滔滔巨浪！

大别山脉中的黄柏山呵———

你是一座天造地设的美的雕像！

你在清晨，身披绿装昂首远望，

你在薄暮，头顶云纱低头沉思。

不竭的山泉、瀑布是你永恒的歌唱，

苍翠的森林是豫南大地上绿色的海
洋。

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我盘旋而上，

带来了我对你的思念与深情向往！

你高耸入云的九峰尖让我可手摘星
辰，

你豁达幽深的大峡谷使我的心胸无
比宽广。

你那无边的竹海紧连着万顷松涛，

你那飞流直下的瀑布相伴奇峰怪石；

更有如烟的山雨、山雾云蒸蔚气象万千，

让我怎能不赞美生命与大自然的神
奇壮观！

美丽的黄柏山， 还有那一泓天池圣
水，

掬一捧清波能洗去我心灵的世俗与
疲劳；

虽然我最终难舍难分要告别你而离
去，

但我始终在把你遥望，相信你也在把
我等待！

天池
记得那是一个盛夏的黎明时分，

长尾雉的啼叫在林海里浮沉；

晶莹的露珠如钻石在树叶上坠落，

脚下的路通向墨绿色的森林。

走过林中的小路来到天池坝顶，

还有轻纱似的薄雾飘扬在湖心；

娃娃鱼已潜入湖岸石缝中栖息，

只有在夜里才能觅到它的身影。

这清晨林中的世界是多么的静谧，

黄柏山里的空气是多么的清新；

薄雾悄悄地从湖面上慢慢散去，

翠竹摇风在水底映出婀娜多姿的倩
影。

让盛夏的闷热喧嚣远远地离我而去，

这黄柏山天池又增添我几多诗情。

走过了许多浮躁与歉收的岁月，

天池的纯净又让我找回了执着与纯
真。

呵，黄柏山这一片令人眷恋的多情土
地，

令我无数次在梦里把你追寻———

天池，你这一泓宁静圣洁的湖水，

使身心疲倦的我又重新获得了新生！

夜宿
落日的余晖投射出五针松的身影，

九潭映月奏响叮叮咚咚的泉声；

芬芳的晚风在树林里自由的穿行，

不知不觉间在黄柏山上我迎来黄昏。

暮色深沉，我敲开了守林人的屋门，

主人给了我热情和香茗；

和蔼的笑容拂去我旅途跋涉的惆怅，

门外密林里响起画眉鸟婉转的歌声。

守林人的话似门外流淌的小溪，

一如加入香水的沐汤涤尽我的疲劳；

娓娓道来，告诉我黄柏山的昨天与今
天，

信心百倍，我们共同展望更加美好的
明天！

夜深人静，我枕着黄柏山上的白云入
睡，

松涛阵阵， 轻轻伴我进入美好的梦
境；

也许是上天要慰藉我迟钝的心灵，

一夜好梦，脑海里尽是黄柏山的青山
绿水！

呵，也许，也许多少多少年之后，

黄柏山上的清泉会再次流入我的梦境？

给了我美丽，给了我相思的黄柏山
啊———

你会永远永远矗立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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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权 店 诗 画

巍巍金刚台
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山峰，耸立在达权

店的东方。你是达权店的脊梁，有着不屈
的品格和坚强。三万五千名劳动人民在你
的怀里守着坚韧和创造着辉煌。

巍巍金刚台哟，我们抬头看你，便看
到了希望。你这最柔韧的涅�，人们朝圣
着你，人们憧憬着你，去感受一种生活的
渴望。

于是，朝日东升的时候，人们从你的怀
里爬起， 每天用心去展望。 夕阳西下的时
候，带回沉甸甸的收获，每天都不再彷徨。

我只能说爱你。爱给了我脊梁，爱给
了我希望。

灌河湿地你是草原的缩影。

平坦而又辽阔的草地，牛羊成群在这
里悠闲吃草，白鹭在这里潇洒漫步。四周
是含黛的山，近处是漂泊的竹排，时而有
山歌随风阵阵飘来。置在其中，你不用言
语，一定会感觉自身存在的分量。你如果
要高歌，或许能唱透周围的每一个山冈。

自然的美好画卷在你眼前慢慢铺开，

你如痴如醉的心情在缓缓地舒展。在渔歌
唱晚中，你想唱两首歌，一首赞美生活的
歌、一首赞美自然的歌。

在这里，你自然地生活，你生活得自
然。

月亮潭
一潭幽幽的清水，映照着太阳，衬托

着月亮。干净中透着清凉，平静中泛着涟
漪。老水车在这里慢慢陈旧，群山在深情
地守望。山水交融，自然的写照在这里绵
远悠长。

潭为月生，月变潭变，这是一种神奇
的力量。映山红如飘逸的头发在山崖上倾
泻， 鬼斧神工的石头突然在不远处兀立，

一颗顽强的小树在水最激流的地方傲然
成长。

找一块石头躺下吧。世间的浮躁在这
里会慢慢沉淀， 灵魂在这里静静地升华，

万物生生息息与你一样。

石船
一块巨石，如船状，孤孤单单立在田埂

之上。神话也好，传说也罢。便有一种浅薄的
文字想送给你：你是生活的代表者，在物欲
横流的生活中，你不迷失方向。在风起云涌
的生活中，你永远昂扬着一种向上的斗志。

水在你身边哗哗地流， 思绪在你的
内心静静地淌， 世间的一切在你这里都
显得那么苍茫。我默默地注视着你：过去
的岁月和现在的青春如何在这里散发着
荣光……

金 桂 花 正 香

———市委党校学习有感
赵雪峰

踏着生命的时钟
走过年少的轻狂
走过青年的迷茫
走进不惑之年的畅想
在一个风清气爽的早上
一群互不相识的人们
走进了久违的课堂
啊
金桂花正香

花香四溢
书声朗朗
那一双双不再清澈的双眸
依然盛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和对人生真谛的向往
也盛满了对未来的展望
这里
虽然环境幽静
满眼山水风光
但，奋发有为、强国富民的波

涛
在每位学子的心中激荡
这里
虽然远离海上的演习场
我们却依稀看到了
星条旗、太阳旗的肆意逞强
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祖国的

强盛
要靠每一位国人去担当
啊
金桂花正香

看吧，为了这担当
一身迷彩、英姿飒爽的我们
智慧在绿茵场碰撞
挑战在高空惊险一跳中张扬
汗水里，拓展出崭新的世界
泪光中，打拼出雄阔的天地
心灵间，传递出真诚的信任
在这不平凡的日子里
我们领悟到了
只有愿意打开心灵的窗
才会看见其中玄妙的宝藏
在这看似平淡的日子里
我们真切感受到了
心中有爱就有一切的力量
啊
金桂花正香

看吧，

在充满光明的未来日子里
已经不算年轻的我们
正扛起肩头的责任
重整出发的盛装
紧跟上历史的潮流
把握着时代的脉搏
为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信阳
为了老区人民幸福安康
我们一起
克难攻坚
锐不可当
啊
金桂花正香

□

邵家国

□

熊炳钰

□

耿纪家

河 洲 榭 上 话 锦 湖

河东出龟山，饮进了南来之
水，含情脉脉地依偎在震雷山双乳
峰下。 那恰似一汪盈月的温婉水
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锦湖。

锦湖的开发肇始于明代。当时的
河，水面宽不过数丈，两岸柳枝相
接，中泓可通商船，航行极便。水之
阳，是何景明之孙礼部侍郎何洛文的
宅第，“长河如带，叠�若屏”，何公在
此“围以巨池，错以佳树”，营造起自
家园子。也许庄园侧畔涓涓流淌的一
弯水启迪了他的逸兴，园子规模气
势本来已经宏阔繁盛，他却动起更大
的手笔，藉河造景，“浚池为湖”，至今
犹存的那座湖心之岛，就是四百年前
掘湖积土的见证。

湖竣之际，主人从东吴之地千
里迢迢买下画舫两只，“溯淮入，

泛（游）无虚日”，时尚的人们悠游
于水上，那是真格的热闹！“郡以地
胜，地以园胜，园以湖胜，湖以人
胜”， 历史为亘古沉默的河记下
那一段非凡的时光。

为记其盛，主人“采芳英、烩锦
鳞、飞画 ”，盛情款待同乡好友
国子司业王祖嫡，请他为之命名作
记，于是就有了“锦湖”名垂于世。

王祖嫡用他的生花妙笔，为世人留
下锦湖那时的景象：“群峰蜿蜒，紫
翠万状；冈阜蹯踞，烟岚异态；乔木
寿藤，浓樾互掩；奇花异卉，芳郁远
袭；虚亭邃阁，丹碧错杂；怪石珍
禽，璀璨焕发；或翠如滴，或红欲
然；倒浸空涵，俱湖所有。而扬�鼓
棹，轻吹妙响，萦回于孤屿危梁之
下，容与于镜波静练之间，心目俱
炫，灿然若绣。”

《锦湖记》中还有一段文字，关
乎“锦湖”之名的由来、寓意与情感
寄托：“湖何言锦， 蜀不有锦江、锦

城乎？予尝游匡庐，厥桥厥涧俱以
锦名……锦哉，湖哉！湖哉，锦哉！

厮称情哉！”两个俊逸的信阳人，直
把家乡的锦湖，与锦江、锦城、锦绣
庐山相提并论了！

透过锦湖梦幻一般的波影，似
乎隐约可见烟岚生处掩映着袁文
卿的震雷山庄、幽幽清溪陪伴着王
祖嫡小妹清寂的坟茔，还有那大拱
桥畔妍妍的桃花，双林寺里清越的
钟声，更兼一代文魁何景明《两河
口》、《震雷山》诗中的胜景。

然而造化无情，清光绪二十八
年，忽如一场惊天动地的山洪挟泥
沙而下，款款水顿失温婉与灵性，

摇身一变而成百余丈的沙滩，沙潜
水底，满目荒漠。直到新中国成立，

修建南湾水库，留住了“天堂之水”、

生命之泉；治理河时，又筑起两座
橡胶坝、平桥滚水坝，分段蓄水，上
起贤山下至震雷山，从河二百里
源流中截取一段黄金水道造福于
市民，母亲河又重新焕发容光。

锦湖盈盈，水如歌。伫立河
洲榭上，您可以侧耳谛听东逝之水
曼妙的浅唱， 那是河的心曲，与
此相契合的则是当代信阳铿锵的
节奏与矫健身姿。贤山、龟山、琵琶
山、震雷山，诸峰频频，气势奔腾；

八座桥梁，横卧清波，各展雄姿；新
造八景轩、祠、阁、楼、亭、台、塔、

榭，顾盼守望，争奇斗妍，串起一条
璀璨的河上珠链。

水轻轻，承载也重。

一曲水，其实也就是一部信
阳人文历史的乐章。悠悠二百里
河， 阅尽了申国大地的人间春色；

泱泱锦湖波光里，萦回着多少时代
的风流！ 一手是天地造化山河壮
丽， 一手是人民生息市井变迁，湖
水所牵， 注定是信阳的风物与气
韵、血脉和情性！

□

尔文

益鸟

林间晨牧 苗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