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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鸭大妹

一群活泼的鸭子，在春风中奔跑
仿佛洞悉了生命的秘密

她像孩子，拿着长长的赶鸭杆，迎着春光
赶着鸭子，像赶着春天
心灵被风吹拂，荡起了青春的梦

阳光飞翔，山花灿烂
微笑的她，手搭凉棚，遥望着远方
聆听着山水的心跳
不经意间在鸟鸣中站成了一朵花

在大石头上聊天的大娘们

一簇簇山花，像微笑的山里妹子
淡淡的芳香潮水般涌来
仿佛打开了一道道春天的门
她们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
和时间坐在了一起
内心承载着山花般最初的憧憬
梦里现出了一片片绿

吹来的风，像从她们的故乡吹来
她们谈着油盐柴米
谈着这个春天的打算
在山花的映衬下
成了一幅生动的山水画
犁铧在阳光下翻动，是最美的歌
她们像年青人一样谈笑风声
内心有着山花般的芬芳
让整个山里得到了阳光的照耀

回乡老人

一只白鹭在秧田上空飞翔
仿佛梦中的美景
他像游子一样，走进村庄
仿佛和童年撞了个满怀
右手拄着拐杖
左手推开了春天的门
放任自己在老屋前
深吸一口清爽的空气
醉倒在了一碗清泉的微光里

春天的梦，在一块石头上
开出了一朵小花
他坐在老屋前，端着一碗茶
细品着自己的一生

在大棚里劳作的庄稼汉

风中的山花，像一只只飞舞的蝴蝶
他像一头牛，在大棚里劳作
脚下的泥土浮动了他内心的思绪

他仿佛听到了大地的心跳
想趁一缕春风回趟童年
了却一段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然后在钟声里呼吸，睡去或醒来

一缕炊烟在牧歌声中升起
飘到了比月光还远的地方
一棵棵低矮的秧苗，像极了岁月里的春天
他像羊一样，沉醉在阳光下
抽着叶子烟，眯着眼睛
仿佛春天在他内心飞翔
仿佛一缕春光刚刚来到了他的身旁

挖荒地的大娘

地里长出了一枝枝嫩芽
像春天的样子，仿佛在向她致敬
她每一次举起锄头
都像举起了明亮的春天
弯曲的身影
仿佛一棵不甘示弱的老槐树

一朵小花向她眨眼
一块绿地让她感到了春天的温暖
她多想在内心留住一点绿
在夏天有希望
试图想用身边的绿，点亮整个山里
低沉的挖土声，盖过了山里所有的声音

一泓泉水溅起了浪花
每一朵浪花都藏着她心中的梦
一只白鹭被风灌醉
像极了她春天般的微笑

扯草大娘

鸟鸣声声
一缕炊烟清香弥漫
她像谷穗一样弯下了腰身
被一闪而过的事物擦亮了内心

一朵山花，打开了一段光阴
仿佛呼唤着她的乳名
她紧抱被风吹拂的岁月
把清澈的梦藏在心里
哼起的童谣
仿佛响亮的山歌
弯腰的时刻
像一头牛拚命犁过一块稻田
石头一样，一声不吭
心灵却飞向了春天的远方

三峡之巅风景区位于重庆市奉节县，地处长
江三峡之首。“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
巅。枫林橘树丹青合，复道重楼锦绣悬。”——这
是杜甫《夔州歌十绝句》中对夔门一带三峡景色
的描写。据相关资料记载，“因江北之山岩层表
面含有氧化铁，土石呈红色，如人袒背，故名赤甲
山；江南之山因岩石上多附钙质，银光灿灿，恰似
白盐堆积，名白盐山，两山夹峙处即为夔门。”当
地人多将赤甲山以其形唤作桃子山，最高处的桃
子尖即为“三峡之巅”。

看惯了无人机镜头下的美景，抵不过用自己
的脚步去丈量那座高峰。一直被网上各种三峡
之巅的视频所“种草”，于是约上三两好友，趁着
周末乘坐上重庆直达奉节的高铁，决定亲自去感
受一下这十元人民币上如诗如画般的美景。

从白帝城入口处出发，漫步过风雨廊桥，于
忠义渡口坐船渡江，面对台阶拾级而上，只需
几分钟便抵达徒步三峡之巅的沿江步道入口
处。前半段多以平路为主，后半段多以爬坡为

主，握着登山杖，我们便像是脱缰的野马，一路
无畏向前。

诗意栈道就藏身于茂盛的树林之中，放眼望
去跃入眼帘的尽是连绵不绝的林海。在险峻陡
峭的山中穿行，许多特色鲜明的景点都值得打卡
留念：211、985、1314、520、硝洞沟、水井湾观景
台、隐龙槽、鸡骨梁六十六道拐、老屋基、尖尖石、
对窝子、杏树湾、黄岩梁、卡门等等，爬升越来越
陡，距离登顶也越来越近。

在登顶的过程中，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扶
持，一起谈笑风生，一起享受这次的活动。过程
虽然艰辛，身体异常疲惫，但是大家的心里却是
非常愉悦的。在登山徒步的路上，似乎并不缺

少“搭子”，上至六十多岁的老者，下至几岁的孩
童，一路上络绎不绝。累是真的累，一路上的美
景亦是真的美。用脚步去丈量这座大山，更真
实，更深刻。登顶后回头看，真的是有一种快意
和自豪。

这里是电影《长安三万里》里的三峡，是古
代文人墨客留下无数诗词的三峡，也是李白被
贬释放后“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三峡。站上三峡
之巅，放眼望去，瞿塘峡如一幅流动的山水画轴
缓缓展开。碧绿的江水在峡谷间蜿蜒，两岸峭
壁如刀削斧劈，每一寸都透露着岁月的痕迹和
历史的低语。

三峡，一块古老的土地，历史曾镌刻了无数

的辉煌；一个年轻的名字，时代正书写着美丽的
梦想。三峡，一个充满神奇和活力的地方，走近
它，会被它历史人文的厚重博大所震撼，亦会被
它大山大水的钟灵毓秀所迷恋。那一刻，你仿
佛能听见长江的呼吸，感受到它千年不息的生
命力。

一个人的成就大不过他的梦想，一个人的
梦想大不过他的所见所闻。趁年轻，去见天
地，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体验不同的文化
和风土人情；趁年轻，去观世界，去见众生，学
习不同的处世智慧，交流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趁年轻，去见自己，走出去探索自己、照见自
己，寻找自己！

父亲种了一辈子的庄稼，他喜欢在人
工的基础上，加入智能的东西。

院子里有几株月季，母亲总嫌开得不
好看。父亲嘿嘿一笑说：“你说哪儿的好看
我去弄。”母亲连忙摆手，示意父亲别弄坏
人家的。父亲拍着胸脯说：“放心，我剪段
枝就可以了，你告诉我哪儿的好看就行。”
母亲告诉父亲后，父亲马上开工，不到半天
就拿回几段枝条回。“这能行吗？”看着父亲
在鼓捣的样子，母亲有些疑惑地问。“放心，
对于我来说小菜一碟。”父亲自信地说。那
几株老月季，被父亲大刀阔斧地砍断，然后
嫁接上了新枝条。不久，就有月季花陆续
绽放，大朵大朵的在枝头摇曳，颜色还各不
相同，确实非常好看。路过的乡亲，看到那
月季都要驻足看看，纷纷赞叹父亲的手艺。

父亲每年都要种些西瓜，既可以换点
零花钱，还可以为我们解解馋。父亲种瓜
没少花心思，他说越琢磨越有味。在父亲
的手里，南瓜秧嫁接上了西瓜苗，不仅好好
活着，而且根系发达生长迅速，结的西瓜又
大又甜。乡亲们看到这里，纷纷称奇。为
了让西瓜更有吸引力，父亲不断琢磨着，陆
续“开发”了“葫芦西瓜”“方形西瓜”，简直
颠覆了人们对西瓜的认知。至于在西瓜上

“长”出一些汉字，这对父亲来说轻而易
举。每年夏天，我们回老家最开心的事，就
是到父亲的西瓜地里“寻宝”，每一次都会
惊喜着我们的眼睛，每一次都满载而归，这
也是女儿喜欢回老家的原因。

父母都很节约，特别表现在用电上。
用电烧水做饭，安上电热水器，这些对于他
们来说都是奢望。为了节约电，把小桌子
搬到院子里吃饭，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就睡
觉，一个月用不了几度电。后来，父亲慢慢
琢磨着，能不能安装一些太阳能发电板，彻
底解决节约用电的问题。说干就干，屋顶
的光伏安装了，院子里的太阳能路灯安好
了，从此，我家的电自给自足。就这样，父
亲的“人工智能”，成功地从农业领域转型
到工业领域。为了有更好的体验感，父亲
又把家里的灯，全换成语音控制的，喊一声

“开灯”“关灯”就可以实现开关自由，非常
适合老年人。

当然，父亲琢磨的远远不止这些。听
说，他最近要转向低空领域呢，就是琢磨用
无人机驱鸟、巡田地等等。这个可爱的老
头啊，年纪一大把了，一刻也不愿意闲着。

我知道，父亲的“人工智能”里，满满的
都是对生活的热爱。

趁日子未划出更大的波纹
阳光未张开解冻的翅膀
鸟鸣未完成集结
微风清澈
露珠硕大
在茶园里找到最急切的部分
往往是两片叶紧抱一枚芽
活像蝉刚刚蜕去壳
这些春天的忠实信使
快速被掐尖

制茶

我所知道的制茶
就是让一片已经打开的叶
重新找回初心
过程犹如反刍涅槃
首先要破解惊蛰时分的鸟鸣
从中捕捉机密情报
听懂自然传递的小道消息
紧接着调动手
清明前准确到达枝头
轻巧得不惊扰任何露珠
再往下
炭火会叩问纯度
翻来覆去的炒青
逼出潜藏已久的水分
最后让阳光提纯
再次成为一柄骑枪
或者一根雀舌

泡茶

一枚茶带领另一枚茶
奋不顾身迎接开水
沸点恰好击中七寸
她们快速沉潜
待脚步探到杯底
立即蹬腿凫到水面
稍微换一口气
就坦然接受这浮浮沉沉的命运
渐次打开制茶人包裹的外壳
一寸寸松开肉身
芽重新变回芽
叶再次交还叶
随之打开的
还有一万亩春光
和一万亩月色

对我而言，我只是我的朋友
那位过路的小蜜蜂
哦，是两位
他们来自谁的地方
似乎它们已无处可去；
如果一直飞很快会精疲力竭

是不是太容易的相聚
往往太容易分离
是不是这样的偶遇

其实就是生命中难以察觉的一次
逃逸？

我知道小蜜蜂回答不了
阳光熄灭了
被同一种伤弄伤
曾经相牵的心
在生活的困境里
在冷战与麻木之间
不想飞走

却又腾空而起

我熟悉这种危险
游戏之后不可能只是游戏
正如这怒放的荷花
正如依然要准备着去飞翔的蜜蜂
他们从这次遇见开始
显示出的某种东西
留住了
你的背影

在梦的幽径我常归去
百年老屋，被时光轻轻爱抚。
青瓦如鳞，石墙似幕，
四合院里藏着祖父的万般苦楚。

红日穿云，光辉如注，
洒满儿时嬉戏、欢笑之处。

院坝边梨树，直上云路，
守护黑夜，月光下宁静如初。

梦中老屋，风雨无惧仍坚伫，
檐下风铃轻响，似仙灵翩舞。
乱葬坡柑香，随风飘浮，
大堰塘波光粼粼，映照天幕。

梦醒往昔已远去，
老屋铭刻心中永不渝。
快乐与痛苦交织岁月里，
都化作深深眷恋，对它不离。

白鹭飞翔在古佛村的上空
（组诗）

□ 陈石秋（重庆）

徒步三峡之巅

流连

旧时光里的老屋

□ 江辰宇（重庆）

父亲的“人工智能”
□ 赵自力（湖北）

采茶（外二首）
□ 谢子清（重庆）

周忠俊（重庆）

摄影：周宇

□ 红线女

在城市待久了，很想出去走走，朋友明知道
我的想法后，邀我去他的茶园耍。

明是我一个多年的朋友，也曾经是多年的同
事，十年前，他也是像我一样厌倦了都市的喧嚣
和职场的勾心斗角，辞去了本以不错的工作，回
到了家乡，搞了一个茶园，自主创业。朋友的家
乡是山区，茶园座落在半山腰上，山上空气好，光
照充足，山下是一条小河，早晚有雾，空气湿度
大，常年温度在20℃左右，很适合茶树的生长。

农谚说：“早采三天是个宝，晚采三天变成
草。”最近是春茶采摘的最佳时期，明很忙，没有
来接我。我还没有走进茶园，远远地看见明正带
领着采茶工人在采茶。明的采茶工人大多是附
近的女性村民，她们头上都戴着花头巾，穿着民
族服装，唱着当地的民歌，像是一只只欢乐的小
鸟，在茶园里欢唱。我真羡慕这些采茶工人，在
这优美的环境中，在这一片绿色的茶海里工作，
心中的烦恼自然就没有了，心里只剩下快乐。

“云山绵延草木香，轻摘嫩芽采茶忙。”明介

绍说，采茶看似轻松，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得注意
采摘方式，讲求手法，通常使用的是提手采，就是
将幼嫩芽叶用食指和拇指轻轻地交合在一起，往
上一提。清明节前采制的茶叶叫“明前茶”，此时
的芽叶细嫩，色翠香幽，味醇形美，是茶中佳品，
有“明前茶，贵如金”之说。谷雨前采制的茶叶叫

“雨前茶”，雨前茶虽不及明前茶那么细嫩，但由
于这时气温高，芽叶生长相对较快，积累的内含
物也较丰富，因此雨前茶往往滋味鲜浓而耐泡。
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谈到采茶时节时说：“清
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采茶，
过早采制太嫩，过迟采制太老，清明和谷雨期间
采的茶才能泡出最好的香味。做人如采茶，一切

都要刚刚好，居于中正之道，不偏不斜，以自然的
纯正人性提高自身修养、对待万事万物。

炒茶叶，明也是一把好手。摘除残叶、清
洗、晾晒、翻炒、揉搓、摊凉，每一步都一丝不苟，
把握时间精准，手上力度恰当，一切都在他的掌
控之中，让每一片芽叶，在他的手中都能散发出
该有的茶香。炒茶的过程要心无旁骛，才能炒
出好茶，才能让手中的茶叶在茶盏里直抵品茗
人的内心。

临走时，明送我一罐新茶。嘱咐我，新茶要先
放上一至两个星期，味道才更好，最好选用玻璃杯
冲泡，水温一般80℃左右为宜。回家后，我把茶叶
储存两个星期，让它慢慢去掉“火”味后才拿出来

慢慢品尝，茶叶在水的冲泡下，在杯中慢慢地舒展
开来，如一个优美的转身，小家碧玉般，娉婷袅娜
站在我的身旁，一缕茶香从杯中飘出，是心中期盼
多时的味道，让人欲罢不能。好事需要等待，好茶
叶也需要时间去沉淀，才能“色绿”“汤清”“香高”

“味醇”，如人生，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才会散发出
人生的光辉，才能真正明白幸福的滋味。

从采茶叶到炒茶叶，再到品茗，每一个过程
都能去掉心中的杂质，激发心中的光明，还心灵
一个干净的空间。去朋友的茶园，仿佛是一趟心
灵之旅，回家品了明的新茶后，我一下变得轻松
了，再没有烦恼，对人和善，工作积极向上，生活
有滋有味。

端午节是我国的四大传统节日，有太多的
传说和风俗。在我的家乡，端午节这一天，除了
挂艾草、插菖蒲、吃粽子、喝雄黄酒、赛龙舟外，
还有就是洗草药水，也就是古籍中所说的“沐兰
汤”了。

《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竞采杂药，
可治百病。”端午日是草木一年中药性最强的一
天，母亲说，这一天遍地皆是药。

端午日，我们一家人一大早就起床。父亲
上街去打酒、买雄黄，母亲生火煮粽子，粽子是
头一天母亲已包好的，姐姐出去采草药，我也按
捺不住，从床上偷偷爬起来，跟在姐姐身后。采
草药挺好玩的，最吸引我，姐姐可不喜欢我跟随
她，害怕我磕碰到，还嫌我碍事。她先是用语言
来吓我，说要去很远的地方，那里有野猪，会咬
人，姐姐这些话一点都吓不到我，我从未见到过

野猪，那怕是比较凶猛的动物都没有见到过，姐
姐见她说的话没起好大作用，就在树林里躲藏
起来，可一转身，发现我就站在她身后，这里是
我经常玩耍的地方，十分熟悉，姐姐沮丧极了，
只好带着我。

端午的清晨还有些微凉，草上，树上，都是露
水，仿佛昨夜下过一场雨，到处都是湿漉漉的。
我们没走多久，裤脚被露水打湿，裹在腿上，有点
不舒服，迈不开步子。古籍里说的“沐兰汤”，要
一种兰花的，是一种菊科植物——佩兰，我和姐

姐并不认识，路边，草丛里，多是不知名的野菊。
姐姐说，管它是不是兰花，是花就行。我们见花
就采，见叶就摘。艾草，菖蒲，必不可少，要悬挂
在门楣，要制做香包，还要和其它的花草一起熬
药汤。艾草和菖蒲，端午前随处可见，这时也难
觅踪影，它们早被人采走了，所以，端午这一天采
草药，一定要早起。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才在一
条小河边找到了菖蒲，在一处小山坡上找到了艾
草，此时快接近中午，我们急忙往回赶。

中午吃完粽子，下午就要洗草药水了。母亲

把我们采摘回来的花草用清水洗净，放入铁锅
里，微火慢熬，慢半小时过后，锅里飘出草药的味
道，芬芳里夹杂一丝苦涩。小时候，我身上经常
长疮，母亲说，洗完草药水，身上的疮就会好的。
我迫不及待地坐在母亲准备好的大木盆里，浸泡
在温度适宜的草药水中，尽情地沐浴。

端午节洗草水，我家多年未曾改变。它像
一场仪式，把节日的气氛推向高潮，“浴兰汤兮
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是我们对健康生活的美
好追求。

沐兰汤

一次心灵之旅

□ 王中平（重庆）

□ 黄家碧（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