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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有鞭痕，红疤，刺青
前面有饥饿，血盆大口，张牙舞爪
后面有漏洞，完全病态

我一直在补。即便是现在
月色、莲子、莲子羹、葡萄酒
蜷缩网下
滚滚向西

我没有阻拦他
被压在沉默下的舌头和春天一起死亡
我睁大眼睛想起最后——

月亮没有吻我
雨来之前，他在哪里
和什么人，怎么虚情假意地相爱
并把一些网，撕得掷地有声

我一直在拆。我有点想竖白旗
我想忘了所有的磨难，困顿和爱
就像现在，我只看到空空的中秋
圆月早已远去
仿佛我必须投降
或死期渐近

如果说某个乡镇有甜蜜的味道、清雅的香
气，又有多姿多彩、亦真亦幻的秀美景色，那就
是高坪。高坪位于大足西北部，距大足城区 19
公里，东邻潼南五桂镇，北接安岳县两板桥镇、
双龙街乡，西、南与大足中敖镇相连，素有“一足
踏三界”之称，高坪又在大足整体版图的最北
端，似可称为大足的“北疆”。

高坪是中等面积镇，高坡绵延、平坝相连，
7000余户、2.6万余人，完全符合沈从文先生名
篇《边城》关于“城”的标准，笔者因此言之凿凿
称其为“香甜边城”。境内水质优，有塘坝河、石
羊河、老虎溪、洪溪等河流，建有小型水库10座；
生态环境美，植被丰富茂密，有集中成林的楠
木、银杏、皂芙等名木古树，森林覆盖率超过
50%。身处高坪这天然的洗肺氧吧、避暑胜地，
总有一种远离喧嚣、归于宁静的超脱感。

高坪地处涪江、沱江的分水岭，是川渝交界
的重要节点，公路网络畅通，边贸经济活跃。恰
如高坪的推介词所言：昌州文明从这里（小川东
道）踏入，健康养生从这里（楠木林）启程，甜蜜
生活从这里（蜂蜜）开始；小川东道的马蹄声，高
峰寺的晨钟声，楠木林的风雨声，冒咕田园的欢
笑声，造就了源远流长、山水秀丽、声声悦耳的
和美高坪。

“植物熊猫”·蜜蜂天堂

唐代大诗人杜甫赞“楠树色冥冥，江边一盖
青”，宋代大诗人陆游叹“无奈生涯今已别，倒壑
枯楠忘岁月”。楠树外表朴实无华，内在流光溢
彩，高贵静逸，大气内敛，古往今来都是文人墨
客精神的最佳载体之一。

楠木是高大乔木中的“美男子”，单株高达
30米，树干笔直挺拔，树姿伟岸优美，树根盘绕
坚石。楠木主要有桢楠、细叶楠、香楠、水楠等
种类。金丝楠（桢楠）被誉为“国木”，其他国家
又称为“东方神木”，品质最好，高贵华美，摄人
心魄。因资源珍稀且生长极缓慢，自古以来都
是皇家文化符号的象征，有“皇帝木”之称。
1999年、2021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将其列为国家二级保护
植物，具有独特价值、广泛用途。一曰建筑价
值。金丝楠木质坚硬，色泽淡雅匀称，伸缩变形
小，易加工，耐湿耐磨，抗腐蚀性强，赋予各种空
间以高雅贵重氛围，我国一直视之为最理想、最
珍贵、最高级的建筑用材，在宫殿苑囿、坛庙陵
墓中广泛应用。现存最大的楠木殿是明十三陵
中长陵棱恩殿，60根巨柱均由整根金丝楠制
成。还广泛用于家具制作、船舶建造、建筑结构
和高档室外景观等。二曰医疗价值。楠木有较
强的养生功能，独特的芳香能开窍醒脑、升清化
浊、醒脾化湿，也是一味去疾除患的良药，既能
与其他中药配伍，也可单独作为药材使用，是博
大精深的中医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
其抗菌、防虫和防霉的属性，被用于制作中药柜
和医疗器械；其躯干、枝叶均含芳香油，蒸馏可
得楠木油，是避免虫蛀的高级香料。三曰艺术
价值。其颜色为黄色中带浅绿或黄褐色，新料
呈浅黄色，并随时间推移逐渐变深；有些老料会
呈现金黄色，最外层有淡紫色；其切面在光照下
呈现质地晶莹通透或半通透的感觉，金丝成色
较高，更有移步换景、一步一景的奇幻效果，稍
加雕琢，便可成为高雅的艺术品，若有工艺大师
精心雕琢，其艺术价值便成倍提升。四曰收藏
价值。金丝楠是价值最高的楠木，因其稀缺，市
面上好料越来越少，加之工艺水平越来越成熟，
上佳工艺作品的价值也会越来越高，常常有价
无货，故而极具收藏价值。金丝楠木资源本来
就稀少，再因历史上人为砍伐，现存接近枯竭，
可谓“植物熊猫”。

高坪多为丘陵和山地，气候温暖湿润，非常
适合楠木生长，与安岳县两板桥镇、双龙街乡一
起，成为全国最大的野生楠木集中成林区，高坪
境内1115亩，5万余株，加上非集中成林的，共计
3000余亩，多名国家级林业专家受邀至此开展
系列研究，经三次考察后，鉴定结论是高坪的楠
木多为野生金丝楠（桢楠），密度远高于人工培
育的楠木，一致认为是全国也是全球拥有野生
金丝楠木集中成林面积最大的乡镇。

高坪独特的楠木林风光分外迷人。据当地

老百姓讲，楠木林所在这片土地原是当地大户
人家的家族竹林地，辛亥革命爆发那年，竹林枯
死殆尽。次年即民国元年，枯死的竹林里齐刷
刷冒出楠木苗，且生长旺盛，引得周围百姓啧啧
称奇，有文化的乡绅纷纷说植物也富有灵性，竹
林为封建专制王朝殉葬，楠木林为中华民国而

“涅槃重生”，是个好兆头。如今，林内半数以上
的树龄超百年，四季葱郁，沟壑纵横，溪水潺潺，
空气清新，气候宜人，负氧离子极高，是得天独
厚的天然氧吧，打造生态休闲旅游地的独特旅
游资源。林区内景观别致，怪石林立，栩栩如
生，有“金蟾护子”“蝙蝠”“眼镜蛇”“三生桥”等
奇观，最为称奇的是一块长约五十米的巨石，竟
与宝顶山石刻的“卧佛”形状极其相似，有游客
谐称“卧佛”，白天在人流如织的宝顶山受众朝
拜，晚上在芳香静谧的楠木林高枕无忧。“卧佛”
还与头顶上的“青蛙石”相互守护，显得更为独
特。雄伟的楠木、奇特的巨石、清澈的泉水、甘
甜的空气融为一体，勾勒出一幅隽秀奇美、雄浑
大气的山水画卷，是人们观光、休闲、避暑、游
憩、疗养、娱乐的极佳场所。高坪楠木林已纳入
市级自然森林公园体系，并向重庆市林业局申
报“楠木采种基地”，待国家林草局批准后即启
动楠木林森林自然公园的创建，积极争创国家
级野生金丝楠木生态资源示范园、种质选培中
心。同时，在镇辖区内全面实施国家储备林改
培多彩林工程，推进“多彩高坪”建设。

随着交通条件的陡然完善，高坪楠木林景
区俨然能够成为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上引流游
客的一处重要节点。依托珍贵的楠木资源和大
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的品牌影响力，改善楠木
林配套设施，推出楠木相关旅游产品，打造“宝
顶山石刻-昌州古城-高峰寺-楠木景区”一线四
点的集文博展览、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
特色线路。在大足城内的昌州古城打造全国首
家金丝楠木民俗体验馆、展览馆，展销楠木工艺
品，打造金丝楠木主题酒店；在高峰寺建起金丝
楠木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楠木林建起专家大
院和民宿，供学者研究和游客休憩；在宝顶山北
宋街建起金楠居茶艺文化交流中心（禅茶馆），
展销楠木产品和高坪土特产品；在大足文创园
正在建楠木制品加工厂，生产楠木文创产品。

木林秀处，花繁蜂飞，正是养蜂采蜜的好地
方。高坪四季分明，阳光充足，郁郁葱葱，绿色
海洋般的楠木资源及蜜源植物品种，花期长且
叠错，为蜜蜂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和丰富的
花粉资源，是生产绿色、无公害天然蜂蜜的理想
场所。辖区群众因此素有养蜂传统习俗，全镇
建起示范园 9个，以养殖中蜂为主，将中蜂置于
半野生境地，进行“野生变家养，家养变野生”的
不断循环，造就“楠密”蜂蜜口感甜而不腻、营养
价值高。蜂蜜园几乎辐射全镇，超过 6000个蜂
箱，已创建“寻蜜高坪”品牌，注册“楠密”系列品
牌商标。2021年建成蜂蜜灌装车间，获得食品
生产许可 SC认证，经过检验、灌装等一整套程
序，向市面提供安全、优质的灌装好蜜。年产量
从最初的2万余斤增长到6万余斤，年销售额也
从200余万元增长到500余万元，养蜂户年均增
收1万元以上。

高坪蜜蜂养殖已成为农业产业多元化的一
个成功范例和主导产业之一。既提高了当地群
众的生活品质，也向游客展示当地文化和传
统。游客可动手采蜜，体验养蜂人生活和辛勤
劳动的过程；可参观园区内的养蜂场，了解蜜蜂
的养殖过程和注意事项；可品尝园区提供的各
种蜂蜜美食，感受蜂蜜的甜蜜和营养价值。蜂
蜜包括楠蜜、槐花蜜、菜花蜜、五倍子蜜等不同
品种，具有不同的口味和营养价值，能够满足不
同消费者的需求。

以农旅产业融合为突破，高坪镇将蜂蜜与
邻近街镇的优质泉水和柠檬形成优势共融，共
同谋划打造“甜蜜小镇”。结合消费者需求推出
的蜂蜜柠檬水、蜂蜡唇膏、蜂蜡口红等特色产
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美容效果，还是
送礼佳品。目前正筹划创办蜂疗馆。

高坪的蜂蜜，不仅甜在游客的嘴里，也甜在
村民的心里。通过打造集民宿、观光、娱乐于一
体的冒咕田园，使游客有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村
民们也共享乡村振兴的甜美果实。此地是让人
很想留下之处，优质的资源孕育好的主题民

宿。如溪上月民宿周边绿树环抱，前临溪水，后
靠青山，装修风格独出心裁，现代生活与古风完
美结合，与绿色自相呼应；佳蔬良果与时俱备，
山珍野味各有风味。若正值初夏，更是有野生
菌之类的玉盘珍馐。走进民宿溪上月，与绿水
青山为伴，和袅袅炊烟相邻，朝闻好鸟相鸣，暮
看急水互竞，好不惬意。

林下宝物·传统产业·食品加工

高坪坚持走林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农林
产业兴旺，推进“多彩高坪 甜蜜小镇”建设，努
力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以蜜蜂养殖为主
导产业，持续壮大养蜂规模，不断创新推出蜂蜜
产品，建设成效明显。同时，抓牢以优质粮油、
莲藕、中药材为主的种植业，壮大黑山羊、生猪、
土鸡、西鸭、“稻+”等特色养殖业，发展柠檬、枳
壳、蚕桑、甘蔗、魔芋、蔬菜等经济作物，这些产
业近年均有较快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增
收致富。

林下经济是高坪林业发展中一大拓展举
措。“三百傻蛋”系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旗下一
个优质品牌，指的是“百分百小规模散养、百分
百无饲料喂养、百分百土鸡蛋”，其实就是百分
百生态土鸡蛋。该合作社成立于2018年11月，
现有成员568人，运作方式为村委会+合作社+农
户，实行供苗、防疫、散养标准、分户饲养、保底
销售等“五统一”管理。由专业的电商团队负责
产品规划，线上线下销售。三百傻蛋年销 22万
多枚，同时销售蜂蜜、葛根粉、苕粉、糍粑、粽子、
汤圆等高坪土特产。旗下注册商标还有足村
味、三百村货、足乡情、欣岷等。“三百傻蛋”已小
有名气，在农交会、智博会、渝交会、重庆日报、
华龙网、大渝网及大足传媒等都有报道。2022
年合作社获得“先进市场主体”嘉奖。

高坪发展林下经济的条件得天独厚，除了
养蜜蜂，还积极推进种植养殖试点项目，包括喂
土鸡、育菌菇、竹加工等，带动农户广泛参与，稳
定增加林下收入。

食品加工也是高坪镇产业发展的一个方
向。串成串都食品加工厂于 2021年 3月成立，
主要从事食品的生产、经营，其系列产品主要销
往西南地区并享有美誉度，销量逐年稳定增长。

在此还可品尝到蜂蜜柠檬水、素菜包、老腊
肉、土鸭汤等地方风味菜肴。

高坪镇紧紧围绕“国际文旅名城、特色产业
高地、城乡融合示范”三篇大文章，依托便利的
交通和丰富的人文旅游生态资源，独创“文旅+
农业+休闲”全域旅游发展模式，打造冒咕田园
综合体、精品民宿、蜜蜂体验园、休闲垂钓等农
旅一体项目。以举办“5·20世界蜂蜜日”为契
机，推进蜜蜂养殖、优质蜂产品等多元化产业融
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

大自然浓墨重彩描绘出来的高坪，正以蓬
勃的生机，不竭的活力，朝着“夯实党建聚民心，
立足生态展优势，振兴产业共富裕，心系民生添
福祉”的发展目标昂首迈进。有朝一日，可用

“钟灵毓秀、物阜民丰”形容之。

古道·古寨·高峰寺

高坪既有珍贵楠木、甜美蜂蜜，又有特色产
业、乡愁民宿，还有不少历史遗迹，算得上一个
别致的“文旅新贵”了。鲜为众人所知的还包
括北宋时期凿刻的集儒、释、道三教于一身的石
壁寺石刻，一大批传统村落、祠堂、古寨等。

小川东道，古代成渝间陆路交通的最短捷
径，唐宋时期穿越昌州（大足）、普州（安岳）的成
渝间邮递、军事、商旅要道，特别是在唐末昌州
徙治大足、宋代成为官驿后，大足交通、经济、文
化发达，迎来发展史上的黄金400年。小川东道
功不可没，它自东大路简阳分出，经乐至—安岳—
大足—铜梁—璧山至重庆，全长400余公里。在
大足境内55公里，高坪是起点，也是小川东道沿
线所有镇街中古道最长、保存最好的。在高坪
穿境而过虽然只有 5公里，影响却绵延千年，沿
途有 10余处遗迹。其中保存最完好的一段，因
三百阶梯依山而上得名，俗称“三百梯”，坡高道
陡，上下皆难。磨平的石条，可以窥得昔日的
繁华。高坪已开始打造小川东旅游路线，让古

人为生活奔波的马蹄声变成今人探访古迹的
脚步声。

高碑到九蹾桥上坡一段，长度 700米，因汇
集九蹬桥、古梯道、银子田而远近闻名。“九蹬
桥”也是小川东道上保存最完整、景色最独特的
一个重要节点，是不可移动文物，建在农田上，
由九个桥墩、九块石板组合而成，一个墩子和一
块石板的重量达数吨。古梯道有台阶300梯，宽
处约 6米，窄处约 2米。“银子田”长度 200米，宽
约 5米，高度 2～3米。在当年没有工程机械的
条件下，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在小川东道上堪
称一绝。

正心庙原名观音岩神庙，左侧崖壁上有嘉
庆年间重修九蹾桥观音岩神庙碑序。为何改名
正心庙，要从台胞蒋少明说起。他系高坪人，解
放前在成都经商，后随国民党前往台湾，直到
1998年终于回归阔别近半个世纪的故乡，百感
交集，流着泪说两岸同胞要团结才不会骨肉分
离，大家要正本清源、心心相印，他随即向瓦店
村小学捐资 5万元，捐资 3万元重修观音岩神
庙，并请求将观音岩神庙更名为正心庙。

“望乡台上再望乡，回首故土泪茫茫”。望
乡台位于水观音以北山坳上，寄托着背井离乡
的游子对家乡的无限思念。台上立有“甘棠遗
爱”的古碑，是光绪年间当地老百姓为送别和纪
念当地官员所立，因时间久远，石碑损毁严重，
无法考证官员的姓名、事迹。

高坪的寨子多，悬崖峭壁上的九堡寨最为
出名、传奇。据《民国重修大足县志》记载，咸丰
十年（1860年），云南昭通乱军头目兰朝鼎、张国
福等人带队入川，兵分三路，一路势如破竹，附
近州、县先后沦陷。乱军攻陷安岳后，继续东
进，剑指大足。高坪是安岳往大足的必经之路，
高坪瓦店村的蒋作霖因此倡议建筑可容纳五千
余户的九堡寨，以阻挡乱军。九堡寨还未竣工，
乱军就要打来了，寨内百姓人心惶恐，都想逃
离。蒋作霖劝诫众乡亲道：“聚则有险可恃，众
志可以成城，散则颠沛流离，我能往，寇亦能往，
祸将焉避？”大家恍然大悟，推选他为寨长，他连
夜监督制造木栅，训练壮丁。没过几日，两万多
乱军就兵临寨下，狂呼乱叫，声势吓人。守门者
面如土色，小孩、妇女不敢出声。蒋作霖镇静自
如，调度有方，乱军围攻数日，连番猛扑，都被守
寨的壮丁用箭矢击退，乱军久攻不下。蒋作霖
命令防守人员从寨内向乱军扔出一条活蹦乱跳
重达七八斤的大鲤鱼，乱军见状，便知寨内粮草
充足，短期内无法攻克，遂撤围东去，攻打大足
县城。乱军因围攻九堡寨延迟了攻打县城，使
县城有了充足时间备战。结果，乱军兵败大足
城，首领被活捉。

九堡寨原有东西南北四道门，东门、北门早
已被附近村民拆除，巨大的石头被用于修建房
屋瓦舍，只剩南门、西门还有门框，西门因地势
险峻，常人难以到达。茂密的竹林围着高高的
城墙，探头向下一望，垂直的城墙，高约 20米。
遥想 164年前，寨内居民齐心协力抵抗滇匪，其
场面是何等英勇！眼下，高坪正逐步完善周边
道路交通，修葺部分城墙，让游客能近距离感受
九堡寨的勇敢传奇。

高峰寺，又名宝顶圣寿寺下院、西少林寺，
创建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建面约 3200
平方米，四合院布局，已有300多年历史，是大足
地区颇具特色的清代早期寺庙。2017年，嵩山
少林寺易经洗髓功正宗传人释延祥大师到高峰
寺担任主持，弘扬中华武术，高峰寺因此又名西
少林寺。

西少林寺文物遗存众多，寺庙整个建筑材料
部分是金丝楠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清
代镂空木雕，其中尤其以斜撑为代表，雕刻精美，
内容丰富，保存完好，极富艺术价值，所用材质就
是金丝楠，经鉴定是国家二级文物（部分存放于
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碑碣铭文、雕塑绘画内
容丰富，具有很高的文物、历史及社会价值。存
有乾隆以来大足境内各代官吏、僧俗儒士等社会
显达遗墨：碑碣7通，匾额11块，绘画50余幅，铭
文2318字；雕剪石狮1对，木雕撑弓24根，雕绘内
容丰富，题材广泛，有神灵鬼怪、历史故事、小说
人物、奇禽异兽、亭台楼阁，仅各种神灵、传奇、
戏剧人物就达200多位，且形态各异、表情生动。

高峰寺最有意境之处在后厢：小院，天井，

长廊，错落的屋檐，汇集古代建筑的美学和禅
意，品茶听风雨，笑谈看云游，让人生偷闲一
刻。鼎盛于雍正、乾隆年间，有庙产 670余亩。
嘉庆、道光时期，寺内增设赈济、茶食，作为“社
仓”赈饥救荒，善举延续至民国。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曾任嘉庆皇帝太师、翰林院检讨的刘
天成来此游览，对寺僧和风景颇为赞赏，题写牌
匾“长仰慈云”和碑文，影响颇大。道光七年
（1827年）亦在寺内兴设过“乡学”，名垂大足及
周边区县。

“双圈”建设 高坪有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的大战
略、大手笔，高坪抢抓发展机遇，以建设“小而
特、小而精、小而美”高坪为目标，积极融入、全
力推进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立足自
然资源和文化底蕴，依托楠木林和蜜蜂产业发
展优势，以传承巴蜀民俗文化为己任，共享文旅
公共资源、共推旅游精品线路、共兴文旅特色产
业，共赢发展红利。

一是共谋规划蓝图，做足楠木文章。已编
制完成《高坪镇·全域产业总体策划》《巴蜀楠木
原始林生态旅游区发展总体策划》，勾勒巴蜀雅
楠原始林旅游区大美格局，建设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推动“楠木主题民宿联合”“资大金丝楠木
民俗文化示范地”；同时打造楠木特色旅游线
路，建立楠木文创产品加工厂等。

二是共建基础设施，做强文旅产品。与双
龙街乡签订《共建双高楠木林旅游集散中心合
作协议》，双方以资金和土地进行入股合作，收
益平分；利用楠木林景区入口处闲置农房，升级
改建成“专家大院”、采种基地，邀请四川农大、
西南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进行全国金丝楠木
品种研究、保护和利用，建立金丝楠木国家种质
资源库，对现存的金丝楠木品种种质资源进行
保护，并培育新品种。建设具有楠木文化的民
宿，积极吸纳两板桥镇和双龙街乡楠木林周边
群众加入民宿建设，打造高坪楠木林民俗文化
村和露营基地、康养村落；协调开通川渝7号、川
渝 29号两条省际公交线路，方便 4万余群众出
行。依托安岳县毗卢洞、千佛寨、圆觉洞、孔雀
洞造像“古、多、精、美、特”等特点，与高峰寺、川
东古道、眠牛寺、光明殿，串珠成链，打造毗邻乡
镇石刻文化旅游精品旅游线路。

三是共筑蜜蜂产业，做靓甜蜜事业。突破
农旅产业自谋发展瓶颈，依托“楠蜜”品牌和两
板桥镇玉龙潭泉优质水源、双龙街乡柠檬基地
的优势，共建川渝蜜蜂产业合作体系，大力推进
蜜蜂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加强蜂
蜜质量把关，研发改良蜂蜜产品，推进蜂蜜品牌
市场竞争力，将蜂蜜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
合，共同打造“特色休闲蜜蜂小镇”以做靓川渝
甜蜜事业。

四是共同守护资源，联手保护楠木。高坪
镇与双龙街乡签订了《平安边界联防协议书》，
大足区检察院、安岳县检察院将共建“大足安岳
楠木林业保护基地”。全面制定了最严格的楠
木林基地防火灾、防虫害、防盗伐保护举措。

从高坪自身而言，正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争取重庆市林业部门育林指标支持，在旅游
景点较多的大安主干公路沿线，广泛开展道路
绿化和农村四旁植树，打造“月月见花、夏秋摘
果、秋冬看林、四季多彩”的景观大道，同时全面
利用高坪、高升、中敖等西部丘陵地区丰富的林
业资源，优化林业产业布局，与市、区林投公司
合作，在已完成 3.2万亩林地收储的有利条件
下，有计划地实施国家储备林改培工程，配植适
宜不同季节的彩叶树种，营造“蜜源充沛、林品
丰硕、层林尽染、环境优美”的生态走廊，规划设
计“多彩林”，打造“多彩高坪”，并不断提高林业
经营水平、林地生产能力，为推动林业特色发展
和以林增收富农奠定坚实基础。

的确，千百年前，人们从小川东道走出高
坪，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如今，高坪以四通八
达的交通和优美环境、别致风光、名胜古迹、特
色产品迎接各方宾客，前来高坪寻觅心灵的诗
和远方，找回心中的那份久违的乡愁。

（布谷夫：本名刘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 布谷夫

香甜边城 林产宝盆

你是从故事里出走的女子
三月成为起点
酒窝是容器
盛进春光和佳酿
你的短发挂着蜡
封住草长的流言
也封存
一段段旁白

三月的事件很多
海棠吐露新生
蜜蜂采集爱意
深刻的月色
像雪样无辜

你的旗袍裹着春光
那么辽阔的春天呀
却始终等不来他的名字
那个在桃树下
画画的人
那个躲在旗袍里谱曲的人
那些从来都隐姓埋名的人
那个你可以用一辈子
呼喊的人

三月在燃烧
你念着三月的好
饮下最后一壶酒
等待重生

千回百转，如影随形，
你，闯进了我的梦里，
是童年的梦，
是历经山海的梦，
你带我回到了心灵的原乡，

那里有花，有草
有小溪的歌唱，

有外婆的轻柔低诉，
一次又一次，
敲打着我的心房，

多么美丽的江南水乡呀，
任世间沧海桑田，
你依然是我最纯真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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