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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湘西，你就看见了春天。

春天的一切，在湘西都是最好看的笑脸。

笑得最灿烂的，是黄灿灿的油菜花。一坝子

一坝子的油菜花，铺满一条条沟谷、一垄垄田畴、

一面面山坡，还有一条条河流的两岸，把湘西泼

洒出一片片最为耀眼的黄。一条条清澈的河流，

如沾满碧蓝青绿的狼毫，蜿蜒迤逦，肆意挥洒。

岸边，一岸是鲜黄浩瀚连春山，一岸是金黄浩荡

向悠远。

连绵起伏的春山上，到处是盛开的山花、怒放

的野花。山是这里的主人，不知道在这里安家多

少年了，年年更新。花是这里的客人，年年不请自

到。最为夺目的，当然是山涧边的桃花，山岭上的

梨花、茶花、油桐花和橘花。桃花明艳，茶花温情，

油桐花恣肆，梨花、橘花是低眉顺眼的羞涩。整个

湘西成了花的世界。

没有谁能够抵抗得住花的诱惑。人们欣喜地

奔向花海，摆出各种造型拍照，爱不释手地闻香。

平素的腼腆和矜持、严肃和刻板，都在此刻放下，

陶醉于其中。

春天馈赠给湘西的，还有绿的丰盈。一山山

的绿色，在春天里似乎一夜间翻新，由苍绿变成新

绿，由翠绿变成嫩绿。一树一树的枝头和一丛一

丛的草尖，有绿油油、亮闪闪的叶芽密密冒出，抽

丝，抽条，成茎，成叶。椿芽、蕨菜、胡葱、水芹、白

蒿、鸭脚板、竹笋、刺薹，都是纯天然来自天地间的

山野味道。特别是那一山一山的竹笋、蕨菜和胡

葱，万千双手都采摘不完。游人们争先恐后，把这

一山的春色和野味装满行囊带回家。

爱喝春茶的人，难忘保靖黄金茶和古丈毛尖

茶。这两款湘西最好的绿茶，是大自然对勤劳的

湘西人的回报。春天里，满山满垄的茶园，一行行

蜿蜒，一行行铺排，像春天的排箫，像春天的竖琴，

更像春天的诗行。那涂满阳光的一叶叶芽尖，伸

出一枚枚细小青嫩的雀舌，呼唤清明、谷雨，歌唱

春光、春色。茶叶生长的季节，是茶农最忙的时

节。成千上万采茶的指尖，仿佛在按下成千上万

个琴键，春天的音符在茶园里飘飞。因了湘西独

特的气候、土壤等条件，这湘西的茶叶饱蘸着大地

的精华，吐露着独特的清香，三湘大地的人们来来

往往，少不了它们。不到湘西走走，你或许想不

到，一到采茶的春季，湘西的每一座茶山，都停满

了各地来收购茶叶的车辆；你也或许不会看到，这

大山里，全是一家家快递公司在繁忙地打包快

递。每一片茶叶，都成了茶农得天独厚的致富密

码。要是运气好，你还会在保靖县国茶村赶上一

场“村茶”大赛。湘西的各个茶叶村都会派出制茶

高手，到国茶村进行制茶大比武。他们亮出十八

般武艺，比拼十八般绝活。更为奇特的是，湘西的

茶农们，不但把茶叶制作成色香味俱全的茶饮，还

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茶餐——茶叶辣椒小炒

肉、茶叶腊肉焖香菇……一道道美味，一定会留住

你的味蕾，牵住你的念想。

在山的怀抱里，奔跑着一条条千回百转的河，

吟唱的是一线线千娇百媚的溪。这些早已经醒来

的河流与小溪，此时都已丰盈，款款韵致，牵动岸

边风情。水边的筒车，悠闲地转动着岁月。岸上

的竹林、村舍和田园，漫步着鸡犬和牛羊。停在牛

背上的鸟雀，从不担心天上的云朵掉落，因为云朵

全都掉在了水里。游在水里的鱼虾，从没担心过

会被弄脏，透亮的水里沉落着蔚蓝的晴空。

当 茂 密 的 山 林 里 ，一 阵 阵 阳 雀 声 此 起 彼 伏

时，湘西的春天已是一片忙碌。那些赏春踏春的

人，都变成了种春忙春的人。播下一粒种子，长

出一片春光。栽下一棵禾苗，生发出一派春色。

当所有的种子都长出一片春光、所有的禾苗都生

发出一派春色时，湘西，又是另一种春景、另一种

美丽了。

来湘西

看春天
彭学明

它叫草海。

春日的阳光薄如蝉翼，轻披在云贵高原饱满

磅礴的乌蒙山上。我站在威宁城的北坡，微风吹

来，春天盛开的花香和微湿的水草香扑面而至。

梦中的草海，以一种广博、静谧、安然的姿态陡然

展现在我面前。我有点猝不及防。从贵阳驱车三

百多公里来到威宁县城后，我以为草海离我还很

远。人们总以为，它应该藏在高山密林人迹罕至

之处，需得历经曲折才可窥见一二，没想到草海竟

然紧挨着县城。

阳光下，广袤的水面呈现出雾笼般的浅蓝。

3 月的水草并不茂盛，挺水植物还未长出水面，

海菜花和眼子菜也还在蓄势待发。平静的水面

如一面镜子，晶莹剔透。浅处水域有茂密的越冬

芦苇，笔直如细剑，又仿佛一群身披金色铠甲的

卫士，把珍贵的草海簇拥在怀里。我穿过芦苇丛

走向水天深处，不知不觉间眼前豁然开朗——天

空没有云朵，草海亦看不到边际，让人瞬间有一

种错觉，不知道这一脚踏出去，是走到了天上还

是踩进了水中。我见过青海湖，也去过滇池，但

它们与陆地有着强烈的边界感，不像草海，走着

走着草地就消失了，眼前是一片烟波浩渺，让人

神思恍惚。

草海是云贵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比起纯

净的青海湖和浪漫的滇池，它更像一块天然的璞

玉，朴素无华地存在于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原上。

饱满茂盛的生态湿地系统，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

一种异常的宁静和安然。草海又是以黑颈鹤为代

表的珍稀鸟类的天堂。每年冬天，都有超过二十

万只、近三百种鸟类选择在草海过冬。最有代表

性的便是优雅高贵的黑颈鹤。它黑色的翅羽、颈

羽与通体洁白的体羽搭配在一起，像一个身着礼

服、戴着黑色领结、气度不凡的绅士。草海是它们

重要的越冬地之一，全世界黑颈鹤总数只有一万

余只，近年在草海越冬的每年达两千多只。

随着气温回升春暖花开，黑颈鹤们就要离开

草海了。作为生长、繁衍在高原的鹤类，它们每年

11 月都会从四川若尔盖南迁到贵州草海越冬，来

年 3 月又飞回若尔盖高原。

在草海东南面观察点的一处小山包上，桃花

零星盛开。巡护员王明跃站在观察望远镜旁，指

着正前方空旷处的数十个小黑点——那是正在觅

食的黑颈鹤群，告诉我们，今天中午飞走了二十多

只，这是最后一批。言语中满是不舍。

刘广惠是土生土长的草海人，当巡护员已经

三十多年。每天围着草海巡护的他，脸膛被高原

灼人的阳光晒得黝黑，但他不在乎。他说，曾经的

草海，很多候鸟绝迹，黑颈鹤也越来越少。“黑颈鹤

爱干净，草海的水脏了浅了，鹤就不来了。”后来随

着草海生态治理，一个水草丰美、水质清澈、鱼游

虾戏的草海又回来了。“威宁人对黑颈鹤有感情，

每年入冬，我都会接到很多电话，问鹤来了没……

我说，来了来了，越来越多了。去年冬天足足有两

千五百多只。”刘广惠伸出手自豪地比画。

每年入冬前，刘广惠和王明跃他们都会拿着

割草工具涉水进入草海，提前为黑颈鹤割掉夜栖

区域内的杂草，还要定期清理鸟粪和杂物。冬天，

威宁下雪，湖面冰封，鸟儿无法觅食，巡护员们需

要穿上水裤到湖里凿冰，还要背着数十斤重的玉

米和洋芋，涉过寒冷刺骨的湖水，为黑颈鹤和其它

冬候鸟投食。一个栖息地每天得来回三次，投食

一百五十斤左右。虽然冻得瑟瑟发抖，但一想到

鸟儿不会饿肚子，他们就觉得心里特别暖和。

我在一位摄影家的手机里看到这样一张照

片：大雪绵密如絮，数十只身形饱满的黑颈鹤在

洁白的飞雪中翩翩起舞，如同仙境。这样的镜

头，只有草海巡护员和热爱草海、呵护黑颈鹤的

人才能拍得到。对人类和外界高度警惕的鹤类

有着聪慧的洞察力，只有爱它、不会伤害它的人，

才能走近它。

午后的阳光洒在水面上。

黑颈鹤要走了。刘广惠了然于胸，露出慈祥

的笑容。每年，都有成年黑颈鹤带着幼鹤飞来

草海。幼鹤这次飞回，明年能独自再飞来草海，它

们才算真正经历住了风雨。为了记录这群精灵，

刘广惠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一台相机。

“草海的宝贝，今年冬天再相见！”这，也许是

一个内敛朴实的高原汉子最深情的表白。

随着一声声远去的鹤鸣，春天来到了。而在

草海深处，曾经一度消失的沉水植物海菜花正在

悄悄地生长，到了夏天，它们会把草海装扮成花的

海洋。

云贵高原上

的明珠
肖 勤

洲有九里，古称梅洲，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

庐县梅蓉村。

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一百多里，古人盛赞

“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

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

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

之一。

历史上，南朝《艺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

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

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

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

诗：“林中夜半双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

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

多年前的春天，我曾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

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

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

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

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

速掠过。

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

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

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

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

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

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

叶片肥厚阔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

一朵朵花儿，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

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

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它们知道，

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统统都老了。

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

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

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

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

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

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

口就可以春游。

贴近细察，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

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

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

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

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

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

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

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

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

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

花、杨梅花，花源绰绰有余。

靠近江边，花间，有一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

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

梅蓉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

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

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

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

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

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

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

“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唯

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

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

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

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

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堤，还

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

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

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

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

最好诠释。

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

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 9 月，秋季的这片大地，

将又会换成新妆。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

新画景——“富春山居图”“洋滩放牧”等稻田画，

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

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

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

想起八百多年前陆游从严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

老家，船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

前这遍布洲上的郁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

生发出怎样的欣悦？

梅蓉的花海
陆春祥

北 方 的 森 林 与 南 方 的 森 林 是 不 尽 相 同

的。北方的森林需要冬眠，睡一冬天的觉，再

慢慢醒来。

长白山、大小兴安岭是北方最晚醒来的森

林。熬过漫长的冬季，直到清明前后，这里的森

林才从睡梦中渐渐苏醒。

那些由远方而来的脚步，那些男女老少的

身影，好奇地扎进这里的某一片森林。人们屏

住呼吸，静静聆听着万物复苏的声音，见证这森

林的醒来。

最早醒来的不是高大壮硕的乔木，也不是

茂密丛生的灌木，而是匍匐在地面上的各种微

小植物，是它们最早活络、舒展了森林的筋骨。

只要和暖的阳光把林间的残雪融化出一小块地

方，就有净绿的苔藓露出脸来。它们大口大口

地呼吸着久违的清新空气，用一身醒目的绿悄

无声息地宣告：寒冬已经结束，春天已经到来。

这时，你还会惊奇地发现：一夜之间，在那

些光照充足的坡地上，悄然举起一双双紧握拳

头的“小手”。不知是春风还是阳光的魔力，那

些“小手”会骤然次第张开，变成一朵朵金黄色

的小花。金灿灿的冰凌花如小喇叭一样，吹响

了森林的起床号。

林中，积雪开始急剧融化，汇成千万条溪

流，汩汩流淌，为醒来的森林濯洗身子和脸面。

蜿蜒在森林中的冰冻的江河相继开封。碎

裂的冰块相互簇拥着，追撵着，碰碰撞撞，逐流

而下。不过，千万别以为所有融化的积雪，都会

随溪流、江河流淌到大海或别的地方去，能流出

这片森林的雪水实在是太少。森林过于辽阔，

绝大部分融化的雪水都被森林喝掉。睡了一冬

的森林实在太干渴，需要足够的水分来滋润。

被森林喝掉的雪水暂时潜伏下来，为的是

在极短时间内能够迅速找到那些灌木或乔木，

抑或叫不出名字的矮小植物，如花草、菌类等。

它们还需要想尽办法钻进这些植物的躯体，顺

着笔直的树干或梗、蔓，努力向上攀爬。那是一

种奋力奔向蓝天的姿态，直到变成嫩嫩的绿芽

结在枝头上，那些雪水才算完成了使命。

热情的阳光一视同仁地洒向所有醒来的生

命，没有谁愿意放弃阳光的抚爱。于是，更多的

草木纷纷从枯枝败叶中探出头来，好奇地窥视

着周围的世界。就连洞穴中刚刚舒缓过来的蚂

蚁，也开始兴奋地忙碌。

醒来的森林像被巨大的能量鼓动着，频频

变换着模样。昨天还是光秃秃的枝头，今天已

露出鹅黄色的苞芽。有的枝头绿了，有的还没

有绿。绿了的，宛如在春风中唱着抒情的歌；没

绿的，也在悄悄积蓄能量、暗自鼓劲。枝头最早

泛绿的，是杨树、椴树、榆树，当槭树、柞树、桦树

还未动声色时，它们往往已经是绿满枝头。其

中，最显生机的要数江河两岸的柳丛，由于受到

充足的水源滋润，枝条早早泛起油绿，高挑着一

串串毛茸茸的嫩芽，春风里，得意地晃动着令人

羡慕的鲜活。

候鸟从南方飞回来了。中华秋沙鸭、白天

鹅、鸳鸯、斑头雁……多种多样的水禽、山雀都

如期回到了北方的森林。它们的陆续到来，让

整个森林变得不再沉寂。身为“土著”的啄木

鸟，不知疲倦地敲着木鼓，热情地欢迎从远方回

来的朋友。“喳喳喳……”好客的灰喜鹊组成偌

大的队伍，喜迎久违的邻居归来。树上树下蹿

来蹿去的松鼠，草丛间时隐时现的野兔、狍子、

野猪等，挨过了大雪封山寒冷饥饿的日子，终于

迎来了繁衍生长的大好时光。

醒来的北方森林，高高的树冠悄然织出一

朵朵绿云，一天比一天稠密，一天比一天浓郁，

渐渐连绵成浩荡的绿色云海。

醒来的北方森林，散发着一股股甜丝丝的

味道。这味道，来自树木的枝头、欲放的山花、

冒芽的青草、涓涓的细流……

这些，无不醉了一个个前来踏青、观光的

游人。

布谷鸟的叫声从山谷中传来，唤醒了酣睡

的黑土地。锃亮的犁铧亲昵地亲吻着泥土，深

翻出一道道芬芳的田垄。在播种机的马达和农

人催赶牲口的吆喝声中，每一粒种子都开始做

起憧憬的甜梦……

醒来的森林
尚书华

在
盎
然
的
春
光
中
…
…

正是踏青好时节，大地处处

染芳菲。在湖南湘西，连绵的春

山上，到处是花的夺目、绿的丰盈

和忙春的人；在浙江梅蓉，油菜

花、樱桃花、李子花繁花似锦，春

天渐渐走向深处；在贵州威宁，随

着一声声远去的鹤鸣，春天来到

了美丽的高原湿地草海；而在北

方的长白山、大小兴安岭，森林刚

刚从睡梦中醒来，开始散发着一

股股甜丝丝的味道……

向春而行。上春山、观春水、

赏春花、品春茶、沐春光……在盎

然的春光中，让我们焕发出春天

的精气神。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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