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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出去走走吧。”妻子对我说。到
哪儿去呢？脑子里突然蹦出“海花沟”。我
对四川省德昌县的海花沟其实很陌生，不
过，近年难得的几次朋友小聚，总听好友
提起，我打心里便对它充满了好奇。

于是，相邀刚好在四川省调研的王毅
院长和他的助理邢博士一道前往。一路同
载阳光，公路两旁深深浅浅的绿意流淌。
空气是清新的，阳光是和煦的，让人从心
尖汗毛都感到熨帖，整个人都是舒爽的。

我们的第一站是海花沟大地公园玫瑰
谷 2 号基地。这里已是游人如织，几十亩
玫瑰花竞相盛开，有浪漫的红玫瑰、神秘
的黑玫瑰、温馨的白玫瑰……缤纷花朵绘
出一幅绚丽斑斓的画卷。

妻子在园内来回穿梭，兴奋不已：“整
个身体沉浸在玫瑰浓浓的香味中，感觉自
己都像玫瑰仙子了。”我不由想起诗人杨万
里的《红玫瑰》：“别有国香收不得，诗人
熏入水沉中。你看，古人早就有感受了。”
妻子连连点头：“对，就这感觉。”

整个园子里，有嗅花的、拍照的，有
漫步的、狂奔的，还有低吟浅唱的、引吭
高歌的……一拨人陶醉得还未清醒，又一
拨游客已接踵而至。我们旋即离开，赶往
向日葵园。向日葵向阳而开，片片柔嫩的
花瓣无限向四周延伸，在太阳下灿烂无
比。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和金色的向日葵
花海搭配起来，令人赏心悦目。

海花沟最多见的，还是三角梅，一路
上到处都是。走近一看，娇媚的三角梅一
簇簇憩在软软的枝条上，随风摇摆，就像
穿着红裙子的姑娘在起舞，热烈奔放。

妻子喜欢种花，我家的阳台就种有三
角梅，她以“专家”似的口吻说：“三角梅
由三片苞叶组成，苞片柔如彩绢。花蕊嵌
在苞叶里，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

没等妻子说完，邢博士也抒起情来：
“三角梅是一种平易近人的花，它不刻意、
不夸张，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矢志不渝
的品质”。

的确，种过三角梅的人都知道，三角
梅生命力顽强、容易养活，且不拘束缚、
长势汹涌。

我们驱车继续行驶在海花沟，所到之
处、目光所及，满山满沟都是花。既有成
规模的花园、花圃、花山，也有散落在山
间、沟旁和路边的万紫千红。一朵朵、一
簇簇、一丛丛，漫山遍野的黄橙红白青蓝
紫随风摇曳，好像在迎接我们的到来。

二

听说，海花沟口有 100 多棵百年以上
的参天大树。我曾走过不少地方，见过不
少大树，如此壮观的古树群还是少见，棵
棵挺拔高大，粗壮梗直。几十米的身高，
沉稳庄重、气宇轩昂，令人肃然起敬。

在小高镇海花村，一面山的缓坡上，
有一棵黄桷古树，树芯的一部分已然中空，
碧绿的青苔细密地覆盖着树皮。遒劲的树身
巍峨挺拔，筋骨凸显，枝柯交错，给整个村寨
添上一层神秘深幽、如梦如幻的色彩。

遮天蔽日的树冠，犹如一把巨大的伞
盖，洒下一片清凉。斑驳的树影下，有人搭建
了七八个摊位，卖着四季豆、枇杷……还有
一辆载满农资的大货车停在下面，五六个
汉子正在下货。躺椅上几位老者或躺或
坐，其中一位年龄大的长者眼睛微阖，姿
态自在，脸上浮出悠闲安逸的微笑。

沿着蜿蜒山路行驶七八分钟，就来到
第二棵大树所在位置。相传这是1800年前
的彝人亲手种下的，人称“核桃王”。

“核桃王”树干的皮色粗糙而深沉，像画
家笔下凝重苍劲的色彩。虽历经千年，其树
体仍生长健壮。树冠庞大、枝繁叶茂，每年还
结出3000余斤核桃，个大皮薄，果仁饱满。

看完“核桃王”，我们沿公路蛇行而上
去看酸枣树。

酸枣树是一种常见的灌木，属李科植
物，很难成树。它喜光抗旱、耐寒怕涝，
多生于山崖石缝和向阳山坡上。我老家山
坡上就有不少酸枣树，树都不大，树枝上
长着尖尖的刺，我们叫圪针，很是锋利，

不小心碰一下，就会让人鲜血直流。
环山而行的主路，虽不宽阔，却也还

平整，很快就到了目的地。远远的，就看
见这棵难得的参天大树，有数十丈高，树
冠也很大，像是战士屹立在悬崖峭壁间。

从小山冈向下俯视，只见酸枣树生长在
形如卧虎的观音巨石上，根似瀑布飞流直下
扎入大山深处，树干粗壮挺拔，虬枝凌空，展
臂摩云，枝叶如松似柏，好似山脚下撑起绿
荫大伞，上面有几十只鸟雀飞跃、歌唱。

我突发奇问：“酸枣树酸不酸？”
邢博士说：“古树不像人，它从不炫耀

自身的粗壮、高大，而将自己凝敛厚重、
朴实无华和脚踏实地的品质展现给世人，
肯定不酸。”

王院长说：“它历经沧桑，承载了人类
从愚昧走向文明的整个进程，心还是酸。”

邢博士反驳：“人类之于古树不过是匆
匆过客而已，树则千年葳蕤、万年长青，
树不会心酸。”

王院长、邢博士你一言，我一语，谈
论得兴趣盎然。

看完酸枣树，我们打道回府。海花沟的
古树风采，留给我们一行人几多诗意遐思。

三

海花沟镶嵌在德昌的“三山四水”（螺髻
山、姑姑山、长梁子，马尿河、茨达河、锦川河
和雅砻江支流）之中，生态环境得天独厚。整
个沟呈台地结构，一阶台地是宽展的河滩平
原；二阶台地是村落人居、农田与山林；三阶
台地逐渐向原始森林过渡……大自然的神

奇造化，让每一阶都相互看顾，又风景殊异。
姑姑山森林公园、长梁子文化遗址公

园、螺髻山溪谷公园、海花沟大地公园共
同构成了海花沟。马尿河沿海花沟大地公
园蜿蜒而过，时而舒缓无声，时而高歌猛
进，时而清流萦回，一路扑跌，叠成10多
个大小不一的潭。一潭一奇，潭潭之间，
水流或缓或急，或飞流成白练，或湍成绿
绸，四周的景物倒映在月镜般的潭中，潭
潭都是一幅绝美的风景画。

海花沟处处是风景，随便选几点，都
令人深深陶醉，真是一步一景，一景一
步。但在游玩中，大家记忆最深的还是在
桑园采摘。

公园里有10多个采摘体验区，我们去
的时候正是樱桃、桑葚挂果的时节。工作
人员早为我们准备了装桑葚用的盒子、袋
子，并亲自为我们做示范：“握住桑葚的底
部，用大拇指轻轻一摁，听到轻微的一声脆
响就行。”她的话音未落，大伙已开始采摘。

边吃边摘，摘了这个品种，又摘那个
品种，大伙嬉闹了 2 个多小时，才意犹未
尽地离开。

结束采摘，我们经园内长廊、步道，
来到观景台喝茶聊天。工作人员把刚摘的
桑葚放在玻璃杯中，再倒腾些许桑叶，给
每人泡上桑葚茶。看着淡紫飘绿的桑葚
茶，心中一片宁静。

“有位哲人曾说：当一切事情趋于保持
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
正确的。”王院长说。

我说：“这就是海花沟新自然主义的生
活方式！”

螺髻山下海花沟螺髻山下海花沟
苗 勇

微风拂面。在
友 人 驱 车 陪 同 下 ，
我们来到云南省昆
明市东南郊的官渡
古镇。古代这里曾
设渡口，渔舟和官
船皆在此停靠，然
后改乘轿或骑马入
昆明城，故得名官
渡 。 早 在 唐 宋 时 ，
此 地 已 成 为 大 集
镇，到明清时更是
商贾云集，高塔辉
映，建筑景观有六
寺、七阁、八庙之
盛。古镇现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官渡广场中央
矗立着一座建于明
代的金刚塔，我们
正凝神观赏。“来，
快尝尝这里的传统
小 吃 —— 官 渡 粑
粑！”友人忽然递过
来一个塑料袋，里
面装着一沓热腾腾、刚出锅的饼状食物。每个
都有海碗口大，两厘米厚，内中带馅。馅由玫
瑰、豆沙或芝麻、花生、核桃等细果仁拌糖调
制而成。咬一口，香气扑鼻，松软甘甜而不
腻。我一口气吃了半个还觉得不过瘾。

本打算饱览当地的文物建筑，但不巧的是
几座主要寺庙闭门维修。我们只好沿街转，浏
览众多店铺中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不知不觉
已到中午。走进一家饭铺。友人让我们先落
座，不一会儿便用食盒端来了不少当地小吃。
那一个个麻将牌大小的烤石屏豆腐，外黄内
白，质地细腻，入口绵软清香而带韧性，明显
比以往吃过的豆腐要胜出一筹。据说早年，石
屏县的先民在四方城门下开凿了四眼石井，出
水颇旺，但味酸涩苦，不可饮用。居民饮水须
出城数里去挑。明代北门内有位潘老汉，经营
一家豆腐坊，每天需用水 12 担。按当时的风
俗，挑水的重担落在孙媳身上。一天，孙媳趁
家人全都外出做客，从附近的石井里提够了所
需的用水。她原以为会因此挨骂，不料次日做
豆腐刚点浆便迅速成脑，定型为条状，口感特
佳，毫无酸涩味。事一传开，人们都知道县城
内四口石井出的“酸水”里自然含卤，可替代
石膏点浆，此后便成了制作豆腐的理想凝固剂。

“这是我们昆明人最喜欢吃的小锅米线。”
友人指着一碗米线推荐道。我接过碗来，一股
香气扑面。米线是用高汤煮的，中间拌有肉
沫、豌豆尖、酸腌菜、油辣椒……送入嘴中，
微微感觉有一点酸、甜、辣，诸味调和，恰到
好处。依次尝罢爽口的卷粉、酥脆的锅贴、味
醇的卤鸡爪后，友人又热情地送上一盘“大救
驾”——腾冲炒饵块。米制饵块类似江南一带
出产的水磨年糕，不过切成了扁平的菱形，佐
以火腿片、鸡蛋、番茄、白菜心、豌豆尖等炒
制而成。其色红黄白绿紫，五彩斑斓。其味清
爽嫩滑，香辣适度，别具一格。“大救驾”的名
字还缘于一段传说。相传吴三桂率清军入滇，
逼近昆明。李定国、刘文秀二将保护南明永历
帝转战滇西抗清。一日来至腾冲，天色已晚，
部队断粮。永历帝疲惫不堪，饥饿难耐。一家
农户闻讯，搜罗了家中最好的几样食物合炒了
一盘饵块献上。永历帝吃后慨叹道：这炒饵块
真救了朕的驾！从此“大救驾”就成了腾冲炒
饵块的代名词。

饱餐后再喝一杯用木瓜糖水浸泡的米凉
虾，甜丝丝、凉津津，那叫一个爽！虽然官渡
古镇一游没能享到眼福，但领略了诸多云南的
传统小吃，大饱口福，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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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穿过一条狭窄的涵洞，
枧冲便闯入眼前。

枧冲地处湖南省岳阳市云溪
区路口镇西南，典型的亚热带季
风气候，四时风光不同。春光烂
漫的日子，桃花艳如飞霞，梨花
白似流云。杜鹃花开在密林深
处，把山山岭岭染得一片通红。
时光掠过青青枝条，盛夏季节的
浪漫从树梢奔涌而来，林荫蓊
郁，松风送爽，炎热的暑气遁迹
无形。枧冲的深冬，最让人震
撼。寒冷从树木枝头蔓延开来，
一夜霜冻，满树白光闪烁。要不
了多少时日，飘飘洒洒的雪花从
天而降，把村子裹得严严实实，
一派千树万木梨花开的壮观。

枧冲多乔木，离村部150米
处，有座小山头，村民称之狮子
坨。百年以上的古树有 100 多
棵，最老的树龄超过500年。

狮子坨的香樟树，充满传奇
色彩，顶住了战争时期敌人的侵
略与摧残。仰望古樟树冠，小心触
摸充满年代感的树皮，感受苍老
和稚嫩、粗粝与柔软、弯曲和挺直
交错的蓬勃生命，我仿佛看到了
一个民族灵魂的强悍和高大。

枧冲人有植树种花的传统，
村头村尾，路旁坡地，栽种了许
多花草树木。村支书丁观群指着
一片树林告诉我，这是村里的新
风林。老人过大寿，种上“长寿
树”；年轻人喜结良缘，栽上

“同心树”；娃娃们考上了心仪的
大学，由家长领队，在这小树林
种上一棵“状元树”。

枧冲的绿，有新意，也有层次。
山里的绿，彪悍、率真，恍若

惊心动魄的绿海无边无际，从天
上倾泻下来；林中鸟音，清亮、婉
转、悠长，使绿色更显幽深。庭院

的绿，静谧、安逸，缭绕的烟火气
息，把这片色彩烘焙得温暖酣甜。
路旁整整齐齐的菜畦和苗圃一片
油绿；躺在池塘的睡莲，自由自在
泛出层层深绿，或白或紫的花瓣
儿，沐浴在绿意盎然的雨光里。

浸染一路绿色，我在一排小
洋楼前，收住了步子。这是村里

“空心房”改造的经典之作——
耀辰组别墅群。这些年，村里统
一规划，以户为单位，实行建房
出资“三通一平”，引导拆迁户
把房子建在绿树掩映、鸟语花香
的山边。耀辰组别墅群就建在枧
冲水库附近，沿着一条新修的改
性沥青路漫步而上，一眼就能看
到两排23栋小洋楼。

枧冲的生长，向来不落后冲
外的世界。村民的小楼不比城里
的别墅逊色，透出浓郁的现代生
活气息，把村外的精彩与冲里的
钟灵毓秀，完美融为一体。

站在水库大坝，眼前一泓碧
水，把蓝天碧云揉搓到水中，同
行朋友感慨不已：枧冲成了“村
中之城”。

然而，真正体现枧冲建筑精
髓的，还是紫阳堂。

枧冲当地为多姓氏混居，以
朱、丁、翁三姓为主。一位朱姓乡
贤领头捐款，兴建祠堂，其核心建
筑即为紫阳堂。如今，村里因势利
导，将祠堂改为村民文化活动中
心。完整的院落、明丽的色泽、
传统的建筑构架，让这座仿古建
筑充满古韵。村里还成立了文艺
演出队，组建腰鼓队、广场舞
队、篮球队、诗词协会等，各类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开展起来，
让宗亲文化演绎出大爱与和乐。

上图：枧冲风光。曾维平摄

枧冲的颜值枧冲的颜值
张逸云

来江苏省无锡市鼋头渚时，春色尚
好，坐在车里，远远看见山顶一个亭
子，四周树木郁郁葱葱。凭经验，山顶
是览胜景、沐春风的绝佳去处。

刚进景区，目光便被水边两只黑天
鹅吸引，它们弓着脖子悠闲地在水面觅
食，不时发出几声鸣叫。船上游人纷纷
拿起相机拍照，黑天鹅却不配合，一转
身顽皮地向湖心游去。

站在路口，正犹豫从哪边开始游
览，只见对面石头上写着“充山隐秀”
四字，便随着人群向前走去。起初的景
色并没有特别之处，只是脚下路渐陡
峭，抬头望去，挹秀桥屹立坡顶，似一
道雄关。翻过陡坡，一片竹林呈现眼
前，竹林深处，鸟鸣婉转，印证了“鸟
鸣山更幽”。

行至谷底，左右皆樱树，可惜樱花
早已凋零，只留绿叶与风相伴。正感叹
来得不是时候，樱树林里传来一阵清脆
的响声，像是风铃。出于好奇，我沿曲
折小路走进林子，“当当当”，旁边的树上
传来几声脆响，循声而望，枝头上挂着一
只淡粉色的玻璃风铃。越是靠近赏樱楼，
树上的风铃越多，有的是最近才挂上，有
的经历了两年多风雨，意蕴不减。

凭楼而望，四周满是樱树，若是樱
花未谢，必是一片粉红。倚柱闭目，静
静感受春风的凉爽，风铃声在樱花谷回
荡。对岸的太湖仙岛若隐若现，犹如传
说中的海上蓬莱。如果把樱花谷比作桃
花源，凌空在充山和鹿顶山之间的挹秀
桥则是桃花源的入口。

出谷口便是太湖，湖岸人潮涌动，
好不热闹。泛舟太湖，但见湖面如大海
般宽阔，视野尽头一片苍茫。船缓慢行
进着，一群白鸥不紧不慢地随船飞翔，
距离之近触手可及。远处有七八只仿古
帆船，颇具韵味，再现了古代太湖船只
你来我往的繁荣和热闹。

仙岛之上，游人熙熙攘攘，会仙桥

旁，柳絮随风飞扬。湖中石人，披蓑戴
笠，侧目远望，脚下竹笼，鱼尾外现，
极尽垂钓之乐。行走石阶上，周围古木
参天，林中曲径交错，飞瀑奔流。凌霄
殿下，香客络绎不绝，或祈福，或许
愿。站在台阶下，忽有似曾相识之感，
正疑惑时，环顾四周，这感觉却消失得
无影无踪。

乘船归来已是下午，遥望山巅亭
阁，不忍就此离去，停歇片刻，又向山
顶进发。时值杜鹃盛开，花朵繁密，黑
蝴蝶漫游花丛。沿石梯穿梭林中，周围
静得出奇，阳光从树冠的空隙漏下，化
作千百光柱，偶尔透进一阵风，吹得地
上枯叶哗哗作响，我放轻脚步，生怕打
破这份静谧。走着走着，视野渐渐明
朗，踏上最后一级石阶，一座黄琉璃顶

的阁楼屹立眼前，这便是八角三层四重
檐的天阁。从简介中得知，如此设计，
取意“四时有景，八方入画”。楼前群鹿，
或回首凝望，或注视远方，似迎接天边的
太阳，石壁之上，“鹿顶迎晖”四字清晰可
见。登阁远眺，四周青山翠木，错落有致，
蠡湖在微风中泛起圈圈涟漪，远处或群
山连绵，或烟波浩渺。淡蓝的天空上留下
飞机的尾痕，一群鸽子掠过，又渐行渐
远，最后消失在视野中。绕阁一周，八方
景致尽收眼底，顿觉舒畅。

踏出大门后回望，夕阳的光辉洒满
山林，山顶的天阁更加显眼。我在心里
默想：待荷花绽放，重游赏风光。

上图：每年3月是鼋头渚景区樱花
盛开的时节。图为游人在鼋头渚景区游
玩赏樱。 还月亮摄（人民图片）

鼋头渚之行
刘 铴

海花沟的参天古树。 李 涛摄海花沟的参天古树。 李 涛摄

海花沟风光。 李 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