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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脚下，妫水河畔。上一次
来到延庆这片美丽的土地，还是一
年前的光景。

这两年，我四次来到延庆，每
一次都与这片园区有关。这里曾经
举办了持续 162 天的北京世园会，
如今，盛会闭幕后，北京世园会的
园区更名为“北京世园公园”，并
再次向社会公众开放。

这片园区是有魔力的，它不仅
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延庆，也吸引着
五洲四海的宾客走进这里。而我，
就是其中的一个。

寻找记忆的片段

初次邂逅这里，冬天仍带着不
小的余威，西北风吹在脸上并不温
柔。园区内的大地还被一层白色所
铺盖，一场大雪才在昨夜降落。

那是我第一次登上永宁阁，这
是园区里的一个制高点，视野极
好，站在上面，俯瞰整个公园，一
草一木尽收眼底。虽是冬天，目光
所及之处，都有劳动者热火朝天的
身影，不觉身上一暖。草木尚未完
全苏醒过来，但这里的一角一落，
都似乎在盼望那场春天的盛会。

第二次进园区，许多建筑的外
表已经建设就绪，进入了精装“里
子”的阶段。园区里的建筑，中国
馆和国际馆格外醒目。

中国馆外形如“如意”，传递
着中国自古至今的生态文明理念。
带着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中国馆
被打造成了一座会“呼吸”、有

“生命”的绿色建筑。

站在国际馆的花伞顶下，我仰
望天空。不同的花瓣，如同一片花
海，飘落在园区里。世界也如同一
座大花园，不同的文明在其中绚烂
开放。

再 后 来 ， 2019 年 4 月 28 日
晚，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开幕式在这里的妫汭剧场举
行，从春天到秋天，超过110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在北京世园会园区里
向世界展示缤纷多彩的生态文明，
超过120个非官方参展者参展，共
举办了3284场活动，吸引了934万
人次观看。

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国际组织
负责人、海内外媒体给予北京世园
会高度赞誉，称赞北京世园会是一
届独具特色、精彩纷呈、令人难忘
的世界园艺盛会。

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
第一次来时延庆老乡跟我说的话，
欢迎以后常来延庆转转。没成想，
我与延庆就此结缘。

寻找绿色的生活

去年至今，北京世园会的园区
一直是我心头的牵挂，我也始终想
去看一看夏日的园区，终于，在这
个夏初的周末，我梦想成真。

绿色是北京夏天的鲜明标志，
它代表着生机与活力。经过了冬的
休眠、春的萌芽，北方的植物在夏
天迎来了灿烂的绽放。

尽管世园盛会已圆满落幕，但
生态文明的种子已在这里生根发
芽。走进世园公园，便仿佛来到了

一片绿色的海洋。我和许多游客一
样，如同五颜六色的扁舟在这片海
中遨游。身边各种颜色的花儿争奇
斗艳，将这片绿色的海洋装点得格
外美丽。

炎热的夏季，园区内是很好的
避暑之地，坐在树荫之下，清风阵
阵，捎来了青草和花儿的香气。

绿色还意味着新鲜，闭上眼
睛，大口呼吸这沁人心脾的空气，
胸中的块垒被一扫而空。此刻，我
突然明白，原来我们向往的生活，
其实不正是这样吗？有新鲜的空
气，有诗意地栖居，与大自然为
伴，与世间融为一体。

园区西南角的植物馆已经开放
了，这座颇具特色的建筑，以植物
根系为灵感，庞大的垂坠根系向下
不断蔓延，将植物原本隐藏于地下
的强大生命力直观呈现给游客，不
仅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更带领我
们踏上了一场以感受植物根系力量
为起点的奇妙植物世界之旅。

在植物馆三层的书店短暂休
憩，手捧一本书，闻着书香，脑海
中不由自主进行了一场与植物的对
话。植物是静止的，但并不意味着
它是弱小的。植物身上有一种强大
的能力与善意，也有着一种不同于
人类的智慧。

我们向往绿色的生活，其实，
绿色便是一种理念，这是一种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融洽。千百年来，
我们一直在寻找并实践这种融洽，

“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
香”，这种融洽也早已篆写在中华
文明的历史之中。

寻找幸福的身影

幸福是什么？如同一千个人心
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幸福的密码
也因人而异。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幸福
是可以传承下来的。

这次来世园公园，我的脉搏真
切地感受到了幸福在这里的传承。

北京世园公园在原址上保留了
世园会的主要场馆、演艺中心、室
外展园和公共绿地等空间、建筑，
留住了人们心中世园盛会美好的记
忆，种下的生态文明之花也在蓬勃
开放。

听园区里的工作人员介绍，中
国馆将筹划建设生态文明展览馆，
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策划
举办生态主题论坛；国际馆将用于
承办国际会议展览、沙龙、讲座、
影片首映等活动；植物馆转型为生
态科普场馆；中华园艺展示区、世
界园艺展示区的特色精品园艺展园
将进行局部改造……

听罢，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场
“永不落幕的世园会”的盛景。

也正是因为这份传承，北京世
园公园让更多的人体会到了幸福。
在中国馆前走一走，到中华园艺展
示区逛一逛，幸福的记忆涌上心
头，每次来到这里，我都能感受到
不一样的幸福。

当你亲近大自然的时候，幸福
便会悄然间来到你身边。放慢匆忙
的脚步，看一看一株草，赏一赏一
朵花，与自然万物聊聊天，轻松却
又充满着对未来的美好遐想。

在北京展园里，老北京的胡同
建筑牵动着许多游客的脚步，参
观拍照，流连忘返。有一个三口之
家，在景中合影留念，三个人的脸
上，流露出其乐融融的幸福。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
相映红。世园变身大公园，众人群
花美无穷。”有人在朋友圈写下这
样一段话，每一个字，我都品出了
浓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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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傍晚，暑热还没有完全消退。
位于安徽合肥的罍街夜市，人气渐浓。忙
碌了一天的人们走上街头，趁这难得的宽
余时间，到此品尝舌尖美食。

罍街广场入口，龙狮团的表演正吸引
着人群驻足围观。几个年轻小伙身着表演
服，互相举腰预热，在十几个高低不一的
木桩前跃跃欲试。铙钹手和鼓手在一旁饶
有节奏地打锣鼓镲，情绪相当激越。

龙狮团的后头，有一座高两三米的青
铜雕塑十分惹眼。在喷泉水柱和霓虹灯的
交衬下，隐隐散发着历史的魅力。这便是
罍街的标志和吉祥物——罍。

罍，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大
型贮酒器和礼器。后来，合肥人常以“炸
罍子”来表达饮酒尽兴和感情深厚。但凡
待客敬酒，老友叙旧，都离不开罍。

罍街里的店铺多达数十家，错落有致
地分布着，雅致古拙的匾额招牌，灰砖青
瓦的外形设计，还保留着传统徽派院落的
建筑风格，处处透射出闹中取幽的古韵。
这里既有武汉热干面、上海生煎、台湾美
食等各类特色小吃，也有刘鸿盛、同庆
楼、庐州烤鸭店等安徽本土的老字号餐饮
品牌。

沿街走去，人声鼎沸。大厅里，甬道
上，吃喝的，说笑的，叫卖的，酣畅淋
漓。诱人的香味不时在空气中弥漫，跃
动，引得过往的游客垂涎三尺。的确，在
这里点上几味小菜，一杯啤酒，吹着习习
晚风，什么也不想，美美吃上一顿，顿时
烦恼与暑热齐消，快意十足。

罍街挽留游人的秘诀，似乎就藏在那
味蕾的跳动之中。人们鼻头翕动，举止流
连，或是在惊喜一种诱人的味道，或是在
寻觅一段久违的记忆。罍街，洋洋洒洒地
并非全是夜市的繁华，还有人们浓烈而细
腻的情感。

夜色渐深如墨，而罍街灯火越发明
彻。偶尔，绰约的光影穿过精美的琉璃饰
品，折射出罍街静谧的另一面。

当然，罍街除了多元的饮食文化，还
有传承歌舞、地方戏曲的大观戏台和老式
茶馆。文化墙前，八仙桌上煮茶会友。看
徽剧，庐剧，黄梅戏，戏戏不了情。走进
茶馆，能在碗茗炉烟里洞悉世事浮沉，可
于方寸天地里短暂休养性灵。赏听戏曲，
可在高歌低吟中感受精妙技艺，于青衣水
袖间阅尽人生百态。罍街，以其独有的方
式指引着人们寻找文化根柢。

有了罍街这去处，人们身居闹市的心
灵也便有了栖息之地。味蕾与美食交欢的
背后，是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的和谐共生。

正如当地人所说，有朋自远方来，必
带他去罍街。如今，罍街夜市作为罍文化
的传承载体，已成为安徽的一张特色名片。

罍街烟火
沈 学

对于喜爱花儿的我来说，生
活在泉城济南，一年之中每个季
节 至 少 可 以 享 受 一 次 盛 大 的 花
开。春天去五龙潭赏樱花，夏天
去大明湖赏荷花，秋天去趵突泉
赏菊花，冬天则可以去沧园赏腊
梅。现在正值盛夏时分，自然不
应错过大明湖的荷花。

一进大明湖公园，便闻到阵阵
荷香。我急忙走近湖边，放眼望
去，远处的湖面莲叶田田，粉荷点
点。一枝枝粉红的荷花亭亭玉立于
碧绿的荷叶间，宛若一个个风姿绰
约的佳人。

再看眼前，浓密的大荷叶一层
层铺展在水面上，好像一柄柄圆圆
的绿扇子。荷叶间，有的荷花已盛
开，粉红的花瓣在阳光下近乎透
明，花瓣舒展宛如鸟儿展翅欲飞。
盛放的荷花展现了生命的蓬勃与
美，有的含苞待放，圆润饱满好像

鲜桃一般；有的小荷才露尖尖角，
一抹嫣红点染其上。

一阵清风拂过湖面，荷叶携荷
花迎风起舞。这优美的舞姿，早已
被周邦彦写入词中：“水面清圆，
一一风荷举。”

沿着湖岸前行，一片又一片的
荷花不时映入眼帘。“五月荷花半
压塘，北风直送满城香。”明代诗
人王象春描写了当年大明湖的荷花
之盛，而今日大明湖的荷花之多应
不逊于王象春所见。

不知不觉间，我已来到铁公祠
院内。坐在藤萝架下，我观赏着小
沧浪亭边的荷花。荷池里，荷花开
得正艳。小沧浪亭临湖而建，三面
荷池围绕，是一座水榭式园林古建
筑，过去常为文人雅士聚会之处。
清代文学家刘凤诰和书法家铁保曾
宴饮于小沧浪亭，面对美丽的湖光
山色，刘凤诰即兴写下“四面荷花

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佳
句，并由铁保书写，其石刻就保存
在铁公祠院西门内两侧的廊壁上。
自从有了这名联佳句，大明湖的荷
花开得更美、更艳了。

大明湖的荷花大多为粉红色，
因此南面湖中的白荷花显得更加与
众不同。洁白的荷花在碧绿的荷叶
映衬下，尽显高贵端庄之美。

周敦颐称赞荷花“出淤泥而
不 染 ， 濯 清 涟 而 不 妖 ， 中 通 外
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
净 植 ， 可 远 观 而 不 可 亵 玩 焉 ”。
我认为这赞誉与白荷花的风韵最
相宜。

大明湖上舟船游弋。泛舟湖
上，在荷花丛中穿行，赏荷闻香，
应该是别有一番情趣吧？要不然，
为什么金代诗人元好问会说“日日
扁舟藕花里，有心长作济南人”
呢？宋代文学家曾巩在大明湖上泛
舟纳凉，写下了“最喜晚凉风月
好，紫荷香里听泉声”的诗句。泛
舟湖上，赏荷听泉，想想就觉得很
惬意。

有湖，有泉，有荷花，夏日的
济南真美。

大明湖赏荷
徐勤玲

一座城市最吸引的人地方，莫过
于其历史遗迹与记忆。

古都南京，襟江带河，依山傍
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六代豪华
春犹在”，因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成
为中国诸多旅游城市中的翘楚。

“ 江 南 佳 丽 地 ， 金 陵 帝 王 州 。”
南京既有高山大河的雄浑大气，又
兼江南水乡的烟雨迷蒙；既有故宫
城垣的残墙旧础，又有禅林道场的
暮鼓晨钟，春可游“牛首烟岚”，夏
可赏“钟阜晴云”，秋可登“栖霞胜
境”，冬可观“石城霁雪”。

在南京，可漫步于古木参天的中
山陵，烟火缭绕的鸡鸣寺，热闹繁华的
夫子庙，气势磅礴的古城墙，或是高楼
林立的新街口，人流拥挤的湖南路。

依山顺水而建、极尽江南温雅婉
转之意的南京城垣，以其特有的韵律
和美感，深深融进了这座都市。当汽
车在古老的城门中穿梭往返，仿佛是
在穿越时空。

出玄武门，就是玄武湖。湖中有
五洲，桥堤相通，风光有异，各具其
胜。清晨的玄武湖畔人不多，暖暖的
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着粼粼波光，远
方的古塔、长堤的翠树、湖岸的城
墙、荡漾的画舫，相映成趣，像极了
一幅水墨淋漓的山水画。

不到钟山不能算到过南京。钟山
位于中山门外东北郊，自古以来即与
南京的脉动交融。因山顶常有紫云萦
绕，又名紫金山。钟山气象雄伟，山势
蜿蜒逶迤，形如莽莽巨龙，故称“钟山
龙蟠”，是南京名胜古迹荟萃之地。

江南每座城的故事，似乎都是从
一条河开始的。有人曾说过：“秦淮河
流过南京，就改变了南京。”秦淮河就
是南京城的标签，写满了南京诉不完
的柔情和缠绵悱恻的千古爱情传说。

沿着古城墙静静流淌的秦淮河，
曾是文人墨客聚集的胜地，两岸酒家
林立，无数商船昼夜往返河上。

每当夜幕降临，秦淮河两岸灯火
璀璨，游人如织。站在桥头往河中望
去，只见一艘艘挂满彩灯的画舫轻盈
地驶过，灯影婆娑，桨声悠扬，便是
一幅如梦如幻的美景奇观。

文德桥连接河两岸，走过桥到秦
淮河南岸，就是乌衣巷了。三国时东
吴的军队驻此，官兵皆身穿黑色军
服，乌衣巷因故得名。东晋时王导、
谢安两大家族，也都居住于此。沿着
城墙，一直向右走，就到了中华门。
中华门是南京古城墙中规模最大的城
堡式城门，也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
好、结构最复杂的古城堡。

夜晚的秦淮河是南京最繁华之
处，而夫子庙则是最热闹之地。夫子
庙老街是南京最大的商业步行街和特
色美食街，庙市合一，每到傍晚时
分，就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

夜游夫子庙，既能沉醉于秦淮河
畔的夜景，又能寻味传说中的“秦淮
八绝”，这是最具秦淮风味的八种南京
特色小吃，很值得品尝。

南京人喜好吃鸭，堪称“无鸭不
成餐”。无论是久负盛名的桂花鸭，还
是鸭血、鸭肝，都能做出极致的美
味，鸭血粉丝汤便是南京著名的小
吃。新鲜的鸭血加上粉丝、鸭肝、鸭
肠、香菜和榨菜末，用鸭汤烹煮，又
香又嫩。晨起，若是来碗鸭血粉丝
汤，再配上一笼略带甜味的小笼包，

细嚼慢咽，必定无限爽口乐胃。
南京给人印象最深的，还属那高

大的梧桐，枝繁叶茂，遮天蔽日，遍
布于大街小巷。一排排梧桐沿路伫
立，远远望去，像一条翠盖斜偃的长
龙，泱泱欲腾。笔直的树干携着翠绿
的阔叶，像一把撑开的巨伞，绽放在
车水马龙间。

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梧桐叶，散
落在柏油路面上，晃动着模糊的光
斑，带给人们满目浓绿和清凉。要是
坐在车上，那一抹无尽的绿色便会穿
透车窗，宛若进入了绿色的时空隧道。

南京的梧桐蓬勃而不喧嚣，时刻
陪伴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这座古
城在沧桑厚重的韵味中更显从容大气。

上图：梧桐给南京增添了风景。

秦淮河畔南京城
李治钢文/图

行 天 下行 天 下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日前，以“天空
没有鸟 世界会变小”
为主题的“第二届艾
雅康世界爱鸟节”在

“熊猫故乡”四川省雅
安市张家山公园举行。

活动现场，一张
张 鲜 活 的 “ 鸟 主 题 ”
摄影作品，以本真的
艺 术 感 染 力 引 人 深
思。“公益使者”艾雅
康跋山涉水拍鸟的故
事，传递了责任与坚
守的力量，与社会各
界人士共同呼吁保护
鸟类、守护生物多样
性，延续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刘新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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