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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
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
片日边来。”读着李白这首脍炙人口
的诗篇，我来到安徽和县西梁山
下，趁着晴日欲睹李白诗中的天门
山风光。

一

西梁山，在和县城东南，与东
梁山夹江对峙。两山合为天门山。
滚滚长江一泻千里，至此折转北
去。天门大开，江水滔滔，千帆过
尽，日月如梭。

本想循着熟悉的山路拾级而
上，可山门铁栅栏将我挡在山外。
我只能另辟蹊径，取道阡陌。小径
芳草萋萋，满目葱茏。

“关关——关关——”不时从远
方飘来的鸠鸣，弥漫在西梁山脚
下。阡陌幽僻，少有人行，但常有
禽鸟出没。斑鸠、喜鹊、八哥、麻
雀、树莺、伯劳、燕子、沙鸥等栖

息在植被茂密的山林里，鸣声上
下，空谷幽幽。眼前一泓碧潭，水
尤清冽，鱼影绰绰。忽然间，一个
雀影扑棱棱地扇动着白色翅膀，从
水湄丛林间惊起，掠过水面，飞入
对过山林，水中涟漪层层，落下

“唧——唧”鸣声。
绕道东南，西梁山峰映入眼

帘，举头望去，山色翠微，草木葳
蕤，风过处，山林起伏。小立江
滩，沙白草绿，一年蓬、酢浆草、
小蓟、蒲公英、婆婆纳，蓬勃生
长，嫩嫩的浅浅的，恰似白宣纸上
写下的绿色诗行，诗意流淌。白沙
洲上，枯立的灰白蒹葭与沙里冒出
的嫩绿芦芽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蒹葭苍苍，江水茫茫，千年的情怀
在这里延续。

二

缓缓攀上大矶石，摩挲巉岩巨
石，感到一股凉意，抬头见“振衣濯

足”摩崖石刻，清晰可辨。此乃东晋
书圣王羲之手书，越千年不朽。传
说永和三年（347年）初夏，王羲之
携友人谢安等，游览大江南北山川
古刹。他们乘舟从都城建康 （南
京）来到历阳（和县），在历阳郡太
守、豫州刺史谢尚的导引下，拜项
亭、访亚父城、登鸡笼山，复又乘
舟逆江登西梁山，凭吊长岸古战
场。此时恰逢江潮初涨，天晴日
朗，王羲之坐看帆影点点，江水北
去，索性挂冠松枝，脱靴袜，解衣
带，“咕咚咕咚”双足戏水，溅起浪
花朵朵。松风阵阵，逍遥游兴正
浓。峰北朝东的悬崖上，一座怒吴
阁引起王羲之的好奇。阁楼为吴楚
长岸之战后，楚人依山所建。他仰
望良久，怀古归隐之心油然而生，
便与谢尚等人步入怒吴阁，即兴写
下“振衣濯足”四个大字，落款

“永和三年羲之”。谢尚大喜，令工
匠在其洗足处的崖壁上勒石为记。

背靠矶头，一江横陈。细看江
面，波光粼粼，鱼影跳跃。微风起

浪处，可见江豚一家几口戏游追
逐。过去江豚等珍稀水族几近绝
迹，随着长江大保护行动的持续开
展和“十年禁渔”政策的实施，又
见江豚。

三

据 《直隶和州志》 记载，天门
是鱼米之乡，梁山的黄豆、矶头的
江蟹、长江的刀鱼为天门三宝。到
了春天，鳊鱼、青混、鲢鱼、鱤
鱼，马兰头、绿蒿、苜蓿尖、香椿
头、豌豆藤……这些水中生的、地
里长的山肴野蔌，个个味美鲜嫩。
用白碟盛放，恰似一阕渔歌子，更
似一曲青玉案。初尝玉盘春色，齿
颊生香。

春日迟迟，一条梁山老街，自
东向西绵延千米，几处黑瓦白墙是
旧时水墨，氤氲在西梁山下。街腰
的残垣断壁，仿佛在诉说曾经的喧
嚣与繁华：梁山老街，商贾云集，
夹道两边店铺林立，澡堂、旅店、
铁匠铺、木匠铺、石匠铺、铜匠
铺、豆腐铺、麻油坊、酒肆等应有
尽有；咫尺梁山津渡，遇浊浪排
空、日星隐曜之时，商旅寄寓老
街，当年李白不能东渡，留宿此街
写就《横江词》。

梁山漕运在过去很发达，天门
建有粮仓，州府在此存米，必要时
经梁山渡口，顺江而下运至南京福
成仓。行至老街尽头，一汪清泠可
见天光云影，令人遥想当年车水马
龙、人声鼎沸。

举头西望，望江亭矗立在西梁
山顶，直侵云汉。北望西梁，人民
英雄纪念碑掩映在松柏中，渡江战
役第一枪在此打响，1000 多名解放
军指战员血染西梁山，长眠在苍山
峻岭中，如今早已化作一棵棵松柏
守护着这方土地。

山腰桐花始开，微风吹来，桐
花“啪嗒”“啪嗒”落下，这是一份
哀思，一份对先烈的缅怀。

遥望东梁，满山青翠，宛在水
中央。人道是，天门二山似蛾眉。
我见两山更如虎踞龙盘，“二虎山”
更具形神。

李白的 《望天门山》 是东、西
梁山的一张靓丽名片，天门夜月、
博望朝霞、陈桥唤渡、万庵观澜、
龙宫霁雪、云阁疏钟、荻州幕雨、
柳岸春莺。这天门八景，李白或许
曾赏过。王安石、杨万里、贺铸、
解缙……他们也曾来过。这些文人
墨客为古色古香的天门山留下一首
首诗篇。

天门之游，李白如影随形，这里
留有他不朽的身姿和那首千古绝唱。

回味天门春色，我沉醉在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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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梦里看见那只草原小云
雀的。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家生活
成了我的日常，时间因此好像慢了
下来，也多了起来。有时候，斜倚
在沙发上捧读一本书，忽然意识到
阅读与写作代替了往日嘈杂的生
活，这个原本几乎难以企及的梦想
竟然成为现实，“悬停”——这个词
儿就这样出现在我的脑际。

睡觉的时间也比往常早了许多。
躺在床榻上，只看了几页文字，恍
惚间就进入了梦乡，少年时代的故
乡——青海湖西岸的铁卜加草原，
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梦里：依傍着小
牧村的溪流，岸畔牧草稀少的沙
湾，一簇簇瑞香狼毒散发着丁香花
一样的芬芳，铺泻在那片沙湾里。

那只草原小云雀就是在此时出
现在我梦里。它先是绵延不断地鸣
唱，接着，我就在那片瑞香狼毒上
方的云天里看见了它小小的身影。

它悬停在云天之上，它的鸣唱
响彻旷野。

悬停，是指鸟儿在空中飞翔到
一定高度后，保持空间位置基本不

变的飞行状态，如今，它也成为一
些航空器的飞行技能——我的家乡
常见的留鸟小云雀掌握着这样的飞
行技能。

我开始琢磨“悬停”这个词儿，
天马行空地放飞着想象。

出现在我梦境中的故乡，是环
青海湖地区的一片丰美草原，这里
也是小云雀的故乡。这种娇小的鸟
儿，是百灵科、云雀属的鸟类，它
们迷恋着我的故乡——有着沙地、
河滩和荒坡的草原，这里有它们所
需的一切：任鸟飞的高天，有着各
种植物纤细的种子和果实，以及藏
匿在草丛中的各种昆虫。作为一种
留鸟，它们从不想离开这里。小云
雀也是著名的鸣禽，除了婉转的鸣

唱，它还有着超强的模仿能力，几
乎能发出草原上所有鸟儿的叫声，
在草原上演着一场场“模仿秀”。

除此，它的另一种特殊本领就
是悬停。

鸟类的悬停，大多是一些猛禽
所掌握的技能，它们用这样的方式
掌握“制空权”，以居高临下的视
角，去搜寻和锁定猎物。但小云雀
的食物是禾本科等植物的种子或果
实，抑或是蚂蚁、甲虫等一些很小
的昆虫，它们飞上高空悬停在那里
是为了什么呢？

每每到了候鸟离开的秋冬季
节，环青海湖地区广袤的草原也由
绿洲转为荒野。鸟儿们需要的虫蝇
已经冬眠或死亡，草原上本就不多
的植物种子和果实几乎难寻踪影，
小云雀等留鸟们的苦日子到来，而
这样的时间远远长于食物相对充足
繁盛的春夏季节。但留鸟们并没有
因此选择离开。

想起我的朋友周晓枫在一篇文
章里说过的一段话。她说对于拒绝
移民的留鸟，生活提出了艰难得近
于苛刻的要求，它们在近于赤贫的

土地上，寻找着极为有限的供给。
正如周晓枫所说，候鸟的离开，意
味着这一地区的供给已经匮乏到不
值得留在这里，而留鸟们却别无选
择，因为它们生来就注定了守候，
因此也无权去选择富有或贫穷，就
像所有的众生无权选择母亲一样，
它们出生并且长大的故土，就是它
们的母亲。

这或许就是小云雀执着于悬停
的答案吧。它跃向高空，不断地鸣
唱，是为了赞美它的母亲，它悬
停，更是表达一种依依不舍的迷恋。

它们对故土之爱，一如对母亲
之爱。

上图：铁卜加草原青海湖畔，
赤麻鸭和棕头鸥相映成趣。

铁卜加草原的云雀
龙仁青文/图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
复回。”

最初这句诗是从母亲口中听得，让我
对黄河有了向往。步入学堂，我通过书本
更深了解了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经过5464公
里的漫长征途，最后在山东东营汇入渤海
湾，而东营就是我的家乡。

几经波折，我终于站在了黄河口前。
踏在木板搭建的桥上，我们向桥头走

去。两岸河水滔滔，芦苇芊芊。走在这茫
茫的芦苇荡中，不由得吟起“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站在桥头，伫立远眺，这面的

水，是浑黄霸道的，像汉子；那面的水，
是墨蓝恬静的，似女子，当他们交汇的时
候，相互吸附却又不互相黏连，形成了独
特的自然奇观。

目光收回，阳光照耀下的河面波光粼
粼，水波不兴。河的两岸，郁郁葱葱，生
机勃勃。小草在春风吹拂下铺出满地的绿
毯，“春画家”用绿色打底，中间还掺杂些
许的浑黄，那是土地的颜色。再远处是一
些盛开的花儿，红得热烈。红黄蓝相互映
衬，涂抹出一幅绝美的天然画卷。

住在附近的朋友说：越往夏里走，这
里的美就更深一层。如果迈入秋天，说不

定就会醉倒在这美景之中了。入秋时节，
当地独有的植物——翅碱蓬 （又名“黄须
菜”） 被“秋画家”晕染得如朝霞、似火
海。放眼望去，就像给大地盖了一层红地
毯。“秋画家”再把水草晕染成黄，红黄交
相辉映，美丽异常。听他这么说，我对白
朴笔下的“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有
了更深体会。

再往深处走，便到了生态湿地。有一
植物，名曰“柽柳”，是黄河口的又一景
观。它一年开花三次，所以人们又称它

“三春柳”。它一蓬蓬、一簇簇地盛开，抵
御着旱涝与土地的贫瘠，不断滋养改善着
这片盐碱地。

不但植物在此落脚，鸟类也是如此。
黄河口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是候鸟迁
徙线的“中转站”、越冬地和繁殖地。这里
汇集了大雁、白鹭、苍鹭、琵鹭、灰鹤、
白鹤、丹顶鹤、天鹅、东方白鹳等国家一
级、二级保护动物。每年4月至5月，大量
候鸟迁徙至此，与天地间无限的温柔与浪
漫融为一体，勾勒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些年，当地政府不断加大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力度，使黄河口真正成为候鸟们安居
的家。

游览黄河口，要“一饱眼福”，还要
“一饱口福”。黄河口大闸蟹、大米、刀
鱼、文蛤、虾皮、蜜桃、烧鸡、冬枣等，
光是听到这些名字，我便开始狂咽口水。
菜品上桌，立马动筷品尝，尽是鲜美道不
尽。食物丰饶的背后，是黄河母亲深沉的
爱意。

吃过饭，走在回去的路上，感受着绿
树葱茏，鸟语花香，聆听涛声入耳，一切
都是那样美好。

黄河口这原本贫瘠的盐碱地能绽放出
娇艳的花朵，与当地人民辛勤劳作是分不
开的。这里的人们，早已把开荒拓土的精
神和奔腾向前的意志融进血液，在滔滔河
水中，不断前行……

上图：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境内黄河
入海口的渤海海滩。大海退潮后，海滩上
留下形状各异的河沟、岔子。

周忠华摄（人民图片）

魅力黄河口
燕鸿波

魅力黄河口
燕鸿波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家喻户
晓，传说里祝英台就出生于浙江上虞祝家
庄村。玉水河从祝家庄前淌过，诉说着动
人的梁祝故事，也见证着这座村庄的美丽
蝶变。

玉水河畔，一条“梁祝”主题文化走
廊矗立其间。同窗三载的深情、十八相送
的缠绵、双双化蝶的凄美……这些梁祝经
典桥段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村庄增
添了诸多浪漫气息。村党群服务中心旁的
蝶园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
也活跃了村庄的文化氛围。充满古典意趣
的梁祝化蝶雕塑与周边的江南水乡意境相
吻合，使梁祝文化有了具象表达。碧波绿
水穿村而过，水域面积60亩的南塘湖经过
清淤整治，变为碧波荡漾、景色宜人的

“小西湖”。
近年来，祝家庄村利用梁祝IP，围绕

“美丽乡村建设”要求和“全域景区化”
目标定位，从打通水系经脉、优化道路系
统、营造主题片区、创建特色景点四方面
着手，进行“3A”重点村、精品村建设，
打造家宴聚贤、南塘闲情等多个景观节
点。村中还打造了“英台故里·春风蝶
语”乡村版度假型未来社区项目，主要开
发建设度假酒店、运动基地、小吃汇、康
养等业态。距该项目几百米处，数字化现
代农业项目已初见成效。2021年，祝家庄
村与区供销合作总社合作，完成全村2000
余亩土地流转，一改过去土地分散、小打
小闹、各自为政的状况，实现土地高效利
用和产业化经营。一望无际的土地、轰隆
作响的大型机械，让这片沉睡多时的土地
缓缓苏醒。

“村民拿到了土地流转款，村里也有

了外援可以大搞产业。”谈及整村土地流
转的好处，村党总支书记倪相伟笑得合不
拢嘴。专业的经营主体不仅提供了农资采
购、农机、金融、科技、粮食收储等全方
位综合服务，还根据祝家庄村 3A 级景区
示范村的特色，拟定在玉水河畔的300亩
土地上种植花海，引进休闲农业项目，打
造集农耕文化传承、农事体验、观光、康
养于一体的休闲旅游胜地。

今年2月初，芳华·上棉记忆影像馆在
春节的热闹氛围中开馆迎客。馆内运用大
量历史照片、文字史料、实物展品、影像
视频等，向人们呈现当地最大国企浙江上
虞棉纺织厂的历史变迁、企业风貌以及一
代纺织工人的生产生活情景。1966年，浙
江省把上虞棉纺织厂这个当时的国营大企
业落户丰惠镇蔡岙小山村 （现为祝家庄
村）。如今，芳华·上棉记忆影像馆为祝家
庄村保留了一处闪亮的历史遗存。

“我们用美丽‘塑形’，以精神‘铸
魂’，让大家找到心的归属，凝聚众人的
力量。”倪相伟说，美丽乡村的“升级
版”早已不囿于山水美与农家富，而是既
包括“身有所栖”的粉墙黛瓦，也构筑起

“心有所寄”的精神家园。
2021 年，祝家庄村成立新乡贤联谊

会，来自全国各地的 70 余位乡贤欢聚一
堂、畅叙乡情，并成立乡贤基金，用于救
助村中困难群众、慰问老人等。浓浓桑梓
情，拳拳赤子心，在新乡贤联谊会的推动
下，越来越多有实力、有知识、有道德、
有情怀的新乡贤积极投身家乡建设，激活
了乡村振兴的“基因”。

画里乡村成现实，梦里乡愁得慰藉。
有颜值、有活力的祝家庄村正闪耀着光华。

祝家庄绽放新颜
龚洁节

天门山一角。 常兴胜摄

和县鸡笼山曙色。 秦祖泉摄

行天下行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