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那是3月下旬，正值春暖
花开的季节。22日，在同当
地旅行社联系妥当后，我们便
兴冲冲地开启了苏杭之旅。

苏杭的景点星罗棋布，
美不胜收。这次旅行安排，
乌镇、西塘、南浔、千岛湖及
狮子林、寒山寺等都在其中，
西湖只是整个旅行中一个重
要景点。

25日下午4时许，我们
在结束其他景区行程后，到
达了此次旅游的高潮点——
西湖。此时的西湖，犹如一
个温润婉约的淑女，静处在
夕阳的映照中。微风吹拂，
堤岸垂柳依依，湖面波光粼
粼，一幅美轮美奂的画面。

在导游的引导下，排队、
检票，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
我们登上了一艘刚刚绕湖归
来并停靠在岸边的豪华游
船。游船分上下两层，底层
内部四周摆放着固定的长条
椅，中间是一张大圆桌，围着

一圈坐椅。我们选择靠船窗
的长椅坐下，等候起锚。不
一会儿，游船的轰鸣声开始
加重，船体缓慢地向中心水
域驶去。由于船中人头攒
动，喧哗嘈杂，很难听清楚讲
解员在说些什么。我们一边
欣赏着沿湖风光，一边选择
不同的角度用手机拍摄着。
远处高耸的雷峰塔、塔峰夕
照以及碧波荡漾的湖面等，
如同放电影似的，一幕幕呈
现在眼前。

突然，船头人群一阵涌
动。“快看，他们是在干嘛
呢？”爱人兴奋地叫道。顺着
她手指的方向，只见几位旅
客拿着1元纸币在拍照。前
方波光潋滟的湖面上，亭亭
玉立着三座石塔。塔身高出
水面约2米，塔顶呈葫芦形，
造型别致优美。游客们一只
手拿着纸币，另一只手拿着
手机对着纸币及转瞬即逝的
三座石塔“咔嚓咔嚓”按着快
门。“这里是三潭印月，1元纸
币的背面图案就是取的这个
景。”我顺口应道。三潭印月

被誉为“西湖第一胜境”，象
征着西湖经典形象。

半个小时光景不知不觉
过去了，我们又回到出发地，
离船上岸。返回住地的途
中，爱人显得意犹未尽。“这
就是传说中的西湖吗？还没
看个啥就结束了。”不难看
出，她游西湖是抱着极大的
兴致而来的，仅半小时的船
游无疑有种失落感。不管怎
么说，第一次与西湖接触，也
算是一游西湖。

二

事有凑巧，一次不经意
的住宿安排，促成了我们的
二游西湖。

那是整个行程的最后一
天，即27日下午。旅行团在
杭州市某中心位置散团后，
游客各奔东西。我们当晚选
择一家杭州站附近的快捷酒
店居住，为的是方便次日上
午乘列车返程。我们在酒店
住下后，发现这个地方离西
湖并不远，如果乘地铁也就
两站路。爱人的兴奋点又来
了，说：“前几天坐船游西湖
不太过瘾，听说晚上西湖的
音乐喷泉是一大亮点，咱们
何不来次夜游西湖？”我们一
拍即合，匆匆放下行囊，顾不
上吃晚饭，用手机导航，乘地
铁坐了两站路来到了西湖。

夜幕下的西湖沿岸人山
人海，摩肩接踵，拥挤不堪。
警方在此地段已实行了交通
管制，严格控制着人流量。
我们人还未到西湖岸边，美
妙悠扬的《千年等一回》等乐
曲便飘入耳朵。近看，喷泉
的水柱随着音乐的节奏高低
起伏，时而如翩翩起舞的少
女，时而如奔腾的骏马，五彩
灯光打在水柱上，色彩缤纷，
光泽斑斓，如诗如画，如梦如

幻，蔚为壮观。游人们如痴
如醉，流连忘返，美哉如斯，
不亦乐乎。短暂的音乐喷泉
表演很快结束，曲终人散后，
我们沿西湖岸边漫步，欣赏
美丽的夜景。此时的西湖水
面呈深褐色，低矮的群山蓊
蓊郁郁，橘黄色的灯光像灯
笼似的横串在沿湖一带。远
处山巅上，影影绰绰可见灯
光闪烁的雷峰塔以及湖面中
忽明忽暗的断桥。岸边涌动
的游人在不停地沿湖拍照，
也有当地的市民欢快地跳着
广场舞，好一番温馨祥和的
景象。

夜渐渐深了，湖面上吹
来阵阵凉风，我们这才觉得
饥肠辘辘，一步三回头地离
开西湖，打道回府。回味一
下，这算是二游西湖吧。

三

要说二游西湖是因所住
酒店离西湖不远，且事先得
知晚上有喷泉展演的话，那
么三游西湖就纯属临时起
意，随兴所致。

因返程的登车时间是在
次日10时，加上连日的奔波
劳累，我们打算第二天早上
睡个懒觉，好好恢复一下体
力。谁知次日清晨，尚处于
睡梦中的我被爱人的盥洗声
惊醒。我睁开眼一瞧，才 6
时，天刚蒙蒙亮。“不是说多
睡会吗，干嘛起这么早？”我
睡眼惺忪地问。爱人在洗手
间回答：“离登车的时间还
早，我趁这会工夫，再来一次
早游西湖。”她接着补充道，

“来一趟西湖，结果没看够，
多没劲呀，老实说，于心不
甘。”闻听其言，我无奈地叹
了口气，深深地被爱人的执
着所打动，只好叮嘱“早去早
回，注意安全”。“没事的，己

经轻车熟路了，你就在房间
等着吧。”随即爱人轻轻地带
上房门出去了，算是开启了
她的三游西湖。

对早游西湖的收获，我
从爱人返回时的言谈举止和
精神状态中看出，她还是遂
心如意的。“我走到了苏堤、
断桥，清晰地就看见了雷峰
塔……”她一边向我介绍着
晨游西湖的见闻，一边向我
展示着手机中拍摄的照片。
不过，最吸引我眼球的并不
是她拍摄的西湖晨景，而是
几张小松鼠的照片。

爱人绘声绘色地介绍
着，她也是无意中捕捉到这
一珍稀镜头并被吸引住的。
小家伙机灵乖巧，特别逗人，
毫不避讳晨游的人流，从容
地越过堤岸步道，一下子蹿
到西湖岸边围栏上。在栏杆
上它匍匐爬行，时走时停，忽
而前奔，忽而又掉头后行，忽
而探头探脑地朝着湖面引颈
张望一阵。也许是完成了

“规定动作”，也许是“抱怨”
游人只聚拢围观而不解囊投
食，它又原路返回爬上香樟
树。爱人高兴得欢欣雀跃，
用手机连接跟拍了几张。在
美丽的西湖畔，这只神出鬼
没、活泼可爱的小精灵，能与
人和谐共处，也算是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
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
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无论
是数年前的走马观花、蜻蜓
点水，还是三游西湖时的倾
心仰慕、执着坚定，都足以表
明西湖在心目中无可替代的
位置。几次游览固然可以领
略一番西湖魅力风采，但只
是揭开了其神秘面纱一角。
西湖胜景，恰似一幅精美绝
伦的山水画卷，将亘古不变
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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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以后，时间充裕了，趁着腿脚还

便利，经常会同爱人商量外出旅游事宜。近

期，在谈及旅游出行地时，她不假思索地脱口

道：“去杭州，游西湖！”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也怪我大意，多

年来曾数次到过苏杭，可对爱人来说苏杭竟

是旅程中的“空白”，尤其是闻名遐迩的西

湖。每当提及此事，她总有些怅然若失。

不过，这次苏杭之行，出乎意料地促成了

她的三游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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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一有了土地/就把整个生命投入了土地/活

像旱天的鹅/一见了水就连头带尾巴钻进水里……”近日，

省级传统村落——温县番田镇段村的一个小院里，春意盎

然，书声琅琅。伴随着悠扬的乐声，番田镇中心小学的学生

用响亮的嗓音朗诵起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中的诗歌《三黑

和土地》。不大的院落中座无虚席、人潮涌动。段村村民与

来自北京、郑州等地的作家，在孩子们的诗朗诵中开启了一

场春日阅读盛宴。

——众多知名作家齐聚段村感受乡村新变化
本报记者 王学典 实习生 申 奥

“

春光美如画 文学大咖到农家

孩子们的朗诵赢得现场热烈
的掌声。掌声中来自郑州的作家
苏湲走上前台，她拿起话筒动情地
说：“真不愧是生活在田园里的村
庄儿女，朗诵实在是太有感觉了，
我就是《三黑和土地》的作者苏金
伞的女儿苏湲，谢谢孩子们的精彩
演出。”

“河南已故著名诗人苏金伞用
细腻的笔触，将农民对土地的真挚
而热烈的情感描绘得淋漓尽致。
我们都非常喜欢这首诗。孩子们
排练这个节目时也是特别认真！”
指导老师赵近近激动地说，“真没
有想到，今天能见到苏金伞先生的
女儿，孩子们实在是太幸运了！”

随着到场的嘉宾一一自我介
绍，师生和村民们才知道，岂止是
作家苏湲，当天到场的人几乎全是
文学界的大咖。有鲁迅文学奖获
得者鲁枢元、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
佩甫、河南省诗歌学会会长张鲜
明、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军以及
河南日报社三门峡分社社长王晓
平等，此外还有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教授刘忱……

“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到来
之际，我们黄河科技学院乡村生态
文化研究基地联合三毛部落网络
文学平台，邀请诸位文学大咖来到
段村，和村里的乡亲一起开展了这
场主题为‘田园诗·乡土情’的读书
活动。”黄河科技学院副校长于向
东告诉记者。

据了解，去年冬天，黄河科技
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北京大北农
集团陆续在段村成立乡村生态文
化研究基地、传媒类人才实践教学
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
等。作为此次读书活动的其中一
个主办方——三毛部落网络文学
平台，也将自己的采风基地选在了
段村。

“自成立以来，三毛部落的文
学创作者们一直坚持在行走中写
作。田园如画、民风淳朴、鸡犬相
闻、怀药飘香的段村吸引了我们，
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个同事都成了
段村的荣誉村民。今年恰逢三毛
部落成立10周年，我们选择在这
里举办庆典活动，就是告诉大家，
段村是我们的一个新起点，今后我
们将带领三毛文学的小伙伴们要
在这里深入群众、扎根生活、汲取
创作灵感。”王晓平是三毛部落
2025年度的轮值主编，在阵阵热
烈的鼓掌声中她和李佩甫将“三毛
部落采风基地”的牌子交到了71
岁的村民代表秦鸿凯手中。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诗
人会来到段村采风创作，对于我们
这个小小的村庄来说实在是一分
太大的殊荣。”秦鸿凯动情的说。

阅读开盛宴 乡情诗意满田园

孩子们用一组韵律轻快的古
诗词串烧《田园诗里美如画》再次
将人们拉回到如诗如画的乡间田
野，诗人闵闵的一首《我们的十年》
则将全场带入了三毛文学部落笔
耕不辍、文韵流芳的10个春秋，《大
河报》主任编辑李啸深情吟诵两首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作，让大家
深切品识古词牌平仄韵律的优美，
乡村教师秦培青朗读的是村民秦
晓明写给家乡的散文《猪龙河在这
里划了个弯》，村民栗振铃则激情
朗诵诗人吴筱峰的诗作《中国话》。

“活动开始前我参观了段村的
大队图书室，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图
书室竟然有2.6万本藏书，从以往
的借阅记录和今天的读书会完全
可以看出，段村的读书氛围相当浓
厚。”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郑雄
说，“春光美如斯，正是读书时，我
们河南文艺出版社也为段村带来
了一些我们出版的书籍，希望能为
乡村阅读作一点贡献。”

“读书一定会改变人生。我通
过读书成为了一名职业律师，对文
学的执着爱好，让我又完成了一部
长篇小说《鹅羽》，如果你喜欢写
作，就坚持下去！”作家邱梅鼓励着
同在郑州从事律师职业的段村人
秦玉琼。

鲁枢元拿出他的《天地之中说
聊斋》一书，一一签名后赠送给秦
鸿凯和秦培青等人。他动情地说：

“中华文明其实就是5000年的耕
读文化史，今天大家在真实的田园
乡野中诵读田园诗歌，就是中华民
族耕读精神的真实体现。《聊斋志
异》的作者蒲松龄先生其实就是一
位乡村民办教师，他是在农村普及
读书与文化教育的模范。我在你
们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段村参
加活动了，此次读书活动我专门带
我夫人从北京赶来参加。段村隶
属温县番田镇，番田者，翻田也。

番田镇是全国少有的以农垦和躬
耕命名的千年农业乡镇，刚才从学
校老师们那了解到，咱们番田镇的
乡村教育工作也一直以来都位列
温县各乡镇之首。此次读书活动
在鲁枢元老师在段村的生态文化
工作室——陶园举办，参加活动的
有陶园周边的邻里街坊，还有附近
学校的学生，让我仿佛看到了陶渊
明在诗歌中写到的场景：邻曲时时
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
义相与析。这是一个真正的乡村
读书聚会的典型场面。这样的读
书活动非常有意义！”新华社高级
记者郝耀华说。

当夜幕降临，一弯弦月当空。
村民纷纷端来蒸铁棍山药和凉拌
怀地黄丝，从地里现拔现炒的生菜
和怀牛膝炖鸡更是香溢满园，诸位
文学大咖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一
幅“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诗
意画面在月色中徐徐铺展开来。

图① 鲁枢元先生(左)收到一
幅精美的书法作品。

图② 三毛部落采风基地落
户段村。

图③ 刘忱(左)在欣赏表演。
图④ 夜色降临，众人依然在

兴致勃勃地交流。
本报记者 王学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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