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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平缓的生命长河，也会掀起
几朵浪花；再平淡的生活岁月，也
有难忘的幸福时刻。亦如雨后的彩
虹，结冰的窗花，短暂而绮丽的美，让
人回味无穷。谁不想抓住那一闪即
逝的踪影，让瞬间成为永恒呢？

自从 1826 年法国人发明了相
机，我们就可以凝固那跳动的浪花
儿，捕捉那美好的时刻，让七色的彩
虹永悬高空，让奇妙的窗花天天晶
莹。是相机，弥补了人类大脑的遗忘
缺陷，实现了定格时空的梦想。于
是，我们也多了一项乐趣，那就是整
理相机“吐”出来的丰收成果。

以前，我们所整理的图片，就
是那些由胶片转换成纸质的相片
儿。大都按时间和地点，把它们有
序地放入相册中，或者镶在墙壁的
相框里。谁家没有几本影集，没有
几个大相框呢，如果来了比较亲近
的人，拿出相册比端上一盘水果还
受用。进入信息社会后，我们的图
像一般被保存在电脑或手机上，以
数字的形式出现。不管你怎么个整
理法，不管你有多少老照片或新图
片，那一张张画面如同剪切的电影
镜头，会极速冲破你的记忆闸门，
接通你的视觉神经，并引起你的一
系列情绪波动。

我有十几本相册，藏有一千多
张照片儿。保存最早的那张照片
儿，是 1957 年在家乡的唯一照相
馆，母亲抱着一岁的我，与父亲和
任叔叔一家三口所拍的纪念照；最
珍贵的那张照片儿，是上世纪60年
代初，奶奶还健在时的全家照；最
可爱的那张照片儿，是自己扛着锄
头，站在自家菜园的少女照；最窘
的那张照片儿，是不会滑冰的我拽
着会滑的女同学，一幅技术高超的
滑冰照；最浪漫的那张照片儿，是
与几个年轻人躺在黄山巨崖边的邂
逅 照 ； 最 温 馨 的 那 张 照 片 儿 ，是
1999 年夏从非洲回来，女儿与面色
黝黑的我贴脸拥抱的母女照；最漂亮
的那张照片儿，是我穿着米色旗袍，
与德国先生站在古堡前的结婚照；最
难得的那张照片儿，是我们兄弟姐
妹五人，2006 年 6 月初从 4 个不同
地方赶到冰城的相聚照；最多亲人
的那张照片儿，是娘家老少四代 13
人的家庭照；最大型的那张照片儿
有48人，是与同学及家属在镜泊湖
附近山庄的野外照；最开心的那张
照片儿，是 2008 年在汉堡邂逅 8 个
小男孩儿的街头照。

望着那些老照片儿，我心中默默
念着曾与自己同框的亲朋好友：你在
哪儿呢？你现在还好吗？对不起，我
怎么也想不起你的名字了。

与其说是整理照片儿，倒不如
说是整理记忆的碎片。无论是新的
还是旧的，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模
糊的还是清晰的，自己是漂亮的还
是丑陋的，都一一在我的眼前重新
过滤，亦如穿越时空、返回过去的
精神之旅。

十几年前，我也彻底告别了胶卷
相机，跨进了数码时代，每隔几天就
把卡片插在电脑接口，然后为图像们
安排“入住房间”。我还曾用扫描仪
扫描过底片，或用相机翻拍过老照片
儿，再把它们一一“请到”电脑里，以
免封尘太久而失去原有的色彩。近
几年，手机的拍照功能越来越强，且
携带方便，但因容量有限，也得时不
时地把图像移入电脑。

我定居在德国，住在法兰克福
西部，即尼达河支流与美因河的交
汇处，离陶努斯山脉也不远，附近
还有大片的森林、广袤的田野、众
多的湖泊以及沙丘保护地等，春夏
秋冬美景连连，常常让我心动不
已，不知不觉地成了相机控。加上
每年都要回国探亲，境外多国旅
游，其图像越积越多，虽极力精
简，其容量还是远远超出了笔记本
电脑的内存，不得已把影像部分备
份到了移动硬盘。

在我的所有图片里，旅游风景
照最多，近 4 万张，其次是动植物
照，约 1.6 万张，而且天天都在增
添。于是，整理图片一直是我生活
里的一项重要内容。尽管这些图片
与旅游达人、摄影大师们的数量和
质量无法相比，但对于我个人来
说，也算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我特别喜欢大自然，山山水
水、各种小动物、花草树木都是我
拍摄的对象，虽然技术不怎么样，
但捡到篮子里可当一道菜。尤其 7

年前注册了个人博客，创建了“植
物”和“美尼 （美因河和尼达河的
简称） 图话”两个系列，加上几年
前在德国华商报有了“美尼图话”
专栏，拍摄的热情更加高涨，几乎
天天到野外寻找“猎物”。

每当我面对那些风度翩翩、游
来游去的各种水禽，分辨那些五颜
六色、惊艳夺目的花花草草，盯着
那些大大小小、晶莹剔透的各种野
果时，心情就格外舒畅，一切烦恼
烟消云散。整理图片，就是把大自
然赐给我们的影像珍藏起来，当作
生命里的一种信物。

我的旅游图片，可组成一幅长
长的山水画；我的动物图片，可开
发一个以水禽为主的动物园；我的
花草树木图片，可举办一个丰富的
植物展。图片，也是我的文学素材
库，它可以随时查找调用；图片，
还是我的知识储藏室，提供我做也
做不完的家庭作业。各种人物、动
物、植物、景物隐居于虚拟世界，
只要轻轻地点击一下鼠标，就会出
现我心中的“清明上河图”。

真庆幸，我们生活在 E 时代，任
何一个普通人，如果愿意的话，都可
以像名模那样保留自己的“光辉形
象”，重拾旧日好时光。如果没有图
像，很多人、好多事、许多景都会在时
间的流逝中逐渐模糊，甚至从大脑里
溜走了，再遗憾也无济于事。为此，
我要感谢那些曾经为我拍照的亲友
们，还有不知姓名的陌生路人，更
要感谢我的德国先生，是他伴我走
过地球上的许多地方，让我有机会
随心所欲地尽情拍摄。

无论是那些出现在我镜头下的
亲朋好友，还是无意间闯进我镜框
的游人过客，都是我生命中的见证
人。当我目不转睛地端详某张图
片，那静态的、无声的画面就会在
我的脑海里变成动态的、有声的故
事场景。那些爬过的山、嬉过的
水、走过的城、路过的村，就像一
幕幕舞台的道具，衬托着我们的笑
脸，诉说着我们的情缘。把所有照
片在电脑上连续播放，就是一部以
自己为主人公的专题片。

国内外折腾多年，我不知道衣
物更新了多少茬，小家电换了多少
次，零零碎碎的日用品扔了多少
回，书籍也淘汰过多少本，可唯有
相册，却完好无损地跟着我。如果
长期旅行，我就会带上我的笔记本
电脑，不仅仅是为了发博客制作公
众号，更是离不开那些图片。

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生命终
将变老，唯有图片和录像会一直保
持原样，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
们所走过的人生轨迹！那个稚嫩无
忧的女童，那个充满活力的少女、
那个风韵犹存的少妇，随着年龄的
增加开始臃肿了，后来体型慢慢得
以复原，但那满脸的沧桑却无法掩
饰，这，就是一个真实版的我！一
个热爱生活、崇尚自然、历经磨
砺、却没啥炫耀资本的我！

文字，可以记录人生；影像，
可以见证生命。我更喜欢过这种

“图文并茂式”的生活，让自己的精
神世界更加充盈和快乐！

我离开云南，在外地生活已是
第五个年头了。如今的每日每刻，
我的视线都被整齐划一的高楼与大
街所包围，眨眼之间，视网膜里翻
动起的不再是青山绿水。渐渐地，
我觉得眼睛有些干了，心仿佛也有
点空涩。

于是不时地就想起我居住过 12
年的城——大关。大关城很小，说
得雅致点，就是玲珑秀气；说得通
俗点，半天时间就逛遍了。总之，
就连大关老乡都说，这地方，除了
山还是山，没有一点儿新意。

然而，真是这样的吗？人们在
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很容易忽略身
边的美景，这也许是一种审美惯
性。只有真正离开此地后，人才会
生出几多怀念，几多愁绪。

怀念大关，不可避免地会想起
黄连河。黄连河是大关最有名的风
景区，我也好些年没去过了；上一
次去，还是大学期间，暑假回大关
探亲，顺便带了友人同游黄连河。
记忆再往前推，第一次去黄连河
时，我还是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翻
看当年的照片，关于黄连河的一点
一滴又开始在心头闪耀。

黄连河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
去雕饰。比起那些人工造景来说，黄
连河有天生妩媚的资本，可她妩媚却
不造作，不争，不抢，不计较，任由媚
到骨子里的天然风度不经意地流露。

你看那些大大小小的瀑布，让

城市里的人造喷泉、人造瀑布都黯
然失色！在黄连河，情郎瀑、少女
瀑、相思瀑、洞房瀑、鸳鸯瀑、对
歌瀑……各有各的形状，各有各的
姿态。有人也好，无人也罢，它们
的快乐，不必让人去分享，甚至无
需有人理解。

你看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洁
白的是珙桐花，嫩黄的是香椿，还
有铺天盖地的苍翠树木……自然的
色泽，天真的性格，像是大山深处
的苗族少女，她们的神色是羞涩
的，扑闪闪的眼睛里，盛着两潭朴
实的清澈，谁会忍心去破坏这澄净
的湖？

话说回来，如果你的眼睛只能
看到黄连河外在的美，却不能体会
她的神韵，那么，你的出行也是失
败的。眼睛能看到的，只是视觉上

的愉悦，而心灵体会出的，才是旅
行的意义。记得初次去黄连河时，
我便喜欢上了仙女池、水帘长廊、
白象洞、少女瀑等，之后每一次重
返，它们依然能唤起我的情绪，让
我感觉到心旷神怡。不过，如果仅
是心旷神怡，那么，我将会像忘记
很多走马观花的山水一样，很快地
遗忘黄连河的美。黄连河是一个值
得用心去静静阅读的地方，她不应
该只被包围在游客的赞美声与快门
声里。

首先，在黄连河，你的步伐不
能太急，走走停停才是最好的选
择。有时，站在山间小路上小憩片
刻，抬头看看天空，阳光穿过嫩绿
的槐树叶，清透地洒落下来，脚下
的小路，早已泛动起金色的光斑。
和风吹拂，树叶沙沙细响，像是恋

人轻柔的情话；不时涌起的一两声
鸟鸣，反更衬托出这世界的安静。
于是你再举目四望，山是沉静的，
静静地看着人，充满慈爱与怜悯；
于是你再张耳四听，水是温柔的，
潺潺的水声编织着大自然的灵韵。
这顾盼神飞的山水，幽幽地浸透出
一股千万年的滋养方能形成的精
华。此等妙境，让人联想到 《高山
流水》 一类的古琴曲，刚才还萦绕
心头的烦扰，顷刻之间便被洗沥一
净，眼中所见是翠绿的生命力，灵
魂中呼之欲出的是快乐的声音。这
快乐并不浓烈，只是淡淡的，便能
怡人之情，愉人之性，掺杂着佛
性与道思。记忆里万千的唐诗宋
词，也因了这快乐，穿破时空的
界限，一字一句地排沓而来；思
绪遂流动起来了，心情活络起来
了。再看四周之景：一草一木、一
花一石，莫不充满了耐人咀嚼的情
味……

以前我总以为美丽的风景都在
外面。然而，去了一些地方，不免
有些失望。如今，如何在商业化的
运作下，保有最初的质朴与纯真，
是每个旅游景点都需要解决的问
题。我很庆幸，养在深闺的黄连
河，依然那么纯粹，那么美，就像
幽香的野芳，自然而自信。黄连
河，仿佛少年时的伙伴，虽不会时
刻与你相伴，但总在某些落雨的深
夜，让你不知不觉地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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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听爷爷说过，花果
山，还有水帘洞，属于孙悟空，是
孙悟空的故乡。孙猴子对其美丽的
故乡十分喜欢和留恋，取经途中一
遇到唐僧对他的误解，惩罚，他一
个斤斗就回到老家享乐去了。据

《西游记》里说，花果山、水帘洞位
于东胜神洲傲来国。您听听这地
名，又是胜又是神的，就知道是吴
承恩虚构出来的，实际并不存在。
而我今天所说的花果山，却有名有
实，存在得实实在在，山存在，花
存在，果存在，经得起实地踏访，
尽情观赏。那么，这座花果山在哪
里呢？答：在河北省阜平县阜平镇
的大道村。

我所说的这座花果山，有的朋
友或许还不知道，但对于阜平县应
该是知道的。阜平县属保定市，离
首都北京只有 260 公里。阜平县是
闻名全国的革命老区，1925年就成
立了中共党组织，1931年建立北方
第一个红色县政权，1937年创建了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毛主席誉为

“模范抗日根据地”。抗战时期，英
雄的阜平人民以 9 万人小县，支援
了9万多人的部队和工作人员，2万
多人参军参战，5000 余人光荣牺
牲，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做出了
巨大贡献。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
委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就设在阜平
县 的 城 南 庄 。 1948 年 4 月 11 日 ，
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从陕北来到城
南庄，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
议，审时度势，调整了南线战略，
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
础，还亲自起草了 《纪念一九四八
年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了建立新
中国的动员令。党的十八大胜利召
开 之 后 的 2012 年 12 月 29 日 至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所走访的第一个
贫困县就是阜平县。

7 年多来，阜平县委县政府和
各级干部，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深切关怀和殷切嘱托，围绕“两
不愁三保障”，脚踏实地，开拓创
新，一年更比一年抓得紧，一仗更
比一仗打得精，高质量完成了预定
的脱贫任务。截 至 2019 年 底 ， 全
县 贫 困 人 口 由 2014 年 的 10.81 万
人，下降到 832 人；综合贫困发生
率 由 2014 年 的 54.4% ， 下 降 到
0.45% ；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增长到 9844 元，是 2012 年 3262
元的 3.1 倍。2020 年 2 月 29 日，河
北省政府正式宣布，阜平县退出贫
困县序列。

阜平县的脱贫攻坚是多种模式
并举，多管齐下，形成合力。以

“老乡菇”为典型的产业扶贫；以
“顾家台、骆驼湾乡村旅游”为示范
的旅游扶贫；以“太行山农业创新
驿站”为代表的科技扶贫；“集团化
职业教育加区域协同发展”的职教
扶贫；“荒山绿化”的土地扶贫；

“联办共保、风险共担”的金融扶
贫。这些扶贫模式因地制宜，扎实
有效，可复制，可推广，都取得了
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效果。全县在富
民产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
设、群众精神面貌等诸多方面都发
生了可喜的变化。

阜平地处太行深山区，人们开
门见山，抬头望山，四面八方都是
连绵起伏的群山，被称为“九山半
水半分田”。俗话说靠山吃山。在抗
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阜平的抗日
战士和老百姓只能靠 吃 山 上 的 树
叶和野菜维持生命。现在虽说不
用再吃树叶了，但要实现就地脱
贫，还必须挖掘山地的资源，在山
头上做文章。大道村的荒山之所以
变成了花果山，就在于他们在大型
企业的扶持下，在山上做出了锦绣
文章。

帮助大道村脱贫攻坚的企业是
河北建设集团。集团公司抽出精干
力量，投入开发资金，在大道村成

立了乾元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 2013 年 4 月成立，公司的定位
和宗旨是，以产业扶贫为出发点，
变“输血”为“造血”，把荒山变成
花果山和金山银山，带动大道村及
周边百姓增收致富。第一步，他们
动员村民把山地流转给公司，由公
司按每亩地每年 800 元的价格付给
村民流转费，而且签订协议，村民
一次就可领取 4 年每亩地共 3200 元
的流转费。第二步，他们吸收有劳
动能力的村民到公司务工，和公司
员工一块儿修路，平整土地，栽
树，通过就业扶贫的方式，给务工
者发工资，增加收入。公司已吸收
了 200 多位村民到公司务工，使全
村人均年收入增加3000元左右。第
三步，村民的土地流转集中到公司
后，并不意味着村民从此就失去了
和土地的联系，而是以土地入股的
形式，成为公司的股东。4 年之
后，村民所参股的每亩地不但可以
得到 800 元的底金，更让人高兴的
是，公司所种的果树开始挂果并有
了收益，所有股东可以与公司五五
分红。这样一来，大道村的村民就
能旱涝保收，长期受益，所得到的
利益一年更比一年高。同时，乾元
公司、大道村以及大道村周边的
百姓不仅得到了经济效益，还收获
了花果满山的生态效益和安静祥和
的社会效益。

2020 年 7 月 25 日下午，我们一
行来到了花果山的山顶。既然上花
果山，我以为我们要爬山，不料我
们乘坐的中巴车，沿着山间的柏油
路，一路盘旋着，就开到了海拔一
千多米的山顶。陪同我们参观的县
人大主任王欣告诉我们，这座山上
原来没有路，连羊肠小道都没有，
只有野草、荆棘和一些灌木，为了
开发这座荒山，公司才修了这条柏
油路。山顶有一座八面来风的观景
台，我们拾阶登上观景台，远眺近

观，即可看到花果山的全貌。往远
处看，山上建起了层层梯田。梯田
里种的不是庄稼，大都是梨树和苹
果树。夏风徐徐吹来，满目都是青
山。往近处观，观景台下面的梨树
正在挂果，每颗果实上都套着白
色、黄色的纸袋，或套着透明的塑
料袋。因果子结得比较稠密，套了
白色纸袋的梨树上如同开了满树白
花一般。我对身旁的河北作协主席
关仁山说：您看树上是不是像开
满了花？关仁山对我说，他正在
阜平县定点深入生活，春天的时
候，他已经来山上看过，那时节，
满山遍野都是盛开的梨花和苹果
花，一片雪白，像花的海洋一样，
壮观极了！

听得梨树林子里一阵欢声，原
来有的朋友到林子里摘梨子吃去
了。我说：梨子还不熟吧？关仁
山说：已经熟了，可以吃了。这
里的梨子是河北的赵州梨和新疆
的 库 尔 勒 梨 嫁 接 的 ， 特 别 好 吃 。
说着我们下了观景台，也走进梨树
林子里，关仁山指着树上用透明塑
料袋包着的梨子，说你看，梨子
已经红了。我一看，梨子上面的
确有了一些胭脂色。关仁山随手
摘了两个梨子，分给我一个。我
剥开塑料袋一尝，梨子又脆又甜，
真的很好吃，像是从口里一下子甜
到了心里。我想这样的梨子应该有
一个新的名字，叫它“大道”酥梨
如何？

在地球这个星球存在之初，我
想中国阜平县大道村的这座山就
有了，亿万年来，它一直是一座
荒 山 。 直 到 21 世 纪 的 20 年 代 ，
它才变成了花果山，才开始造福
人类。从花果山建了观 景 台 来 判
断，那里还会发展旅游业，变成
观 光 点 。 倘 若 被 孙 悟 空 知 道 了 ，
说不定他也会到新的花果山看一看
呢！

荒山变成花果山荒山变成花果山
刘庆邦刘庆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