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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阆中的记忆最早是那瓶醋，那瓶与山
西老陈醋、镇江香醋、永春老醋齐名的保宁
醋。

像许多家庭一样，我们家在煮面条、拌
凉菜，做饺子、抄手和其他菜的调料时，总要
倒上少许醋，让它们变得更加可口。保宁醋
是我们家的常用醋，它色泽红棕，酸味柔和，
醇香回甜，是上好的调味品。不管面条也好，
凉菜也好，饺子、抄手也好，只要加上点保宁
醋，顿时就变得酸香可口起来。于是，你就不
得不相信那句保宁醋的宣传语：“离开保宁
醋，川菜无客顾。”

我最初并没有注意到保宁醋与阆中的
关系，有一次看醋的瓶身，才知道保宁醋是
阆中所产。醋名为何叫“保宁”？查资料，方知
阆中在唐代时是保宁军驻地，后来成为保宁
府，现在阆中城区所在镇就叫保宁镇。我觉
得我们的先人很会取地名，比如，长安、成
都、重庆、西宁、长春、南昌，等等，都是寓意
很好的名字。再比如，这个保宁，“确保安
宁”，明显也是一个美好的名字。

但是，“阆中”这个名字，也许更好。不
然，现在应该叫“保宁”，而不是“阆中”了。据
说，阆中的得名主要是因为此地山形水势的
缘故。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阆”，是门
高的样子。阆中四面有山，犹如高高的城门，
其中筑城，故曰“阆中”。同时，嘉陵江流经阆
中的这段河流，古称阆水，城在阆水之中，故
名“阆中”。

与其他醋不一样的是，保宁醋除了食用
外，还有药用价值，它以纯粮为料、名贵中药
为曲酿制而成，是全国唯一的药醋。因此，
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阆中的味道，是
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味道，是阆中的标志之
一。

我就是闻着醋味到的阆中。今年 6 月，
当我踏进阆中古城时，那股酸香的醋味似乎
无处不在，飘荡在古城之中。进城伊始，不时
可见药醋泡脚的店，一打听，价格并不贵，泡
一次只要二三十元。如果泡脚后感觉不错，
还可以花上 10元钱带上一壶泡脚醋回去馈
赠亲友。如果不到阆中，我肯定想不到醋还
可以这样玩。

当然，我到阆中，不只是为了嗅闻那独
特的保宁醋味，主要是为了瞻仰那举世闻名
的古城。

一
没有绝佳的风水，就没有阆中。
阆中古城首先是一座风水之城，这一点

只要你登上中天楼就明白了。中天楼，又名
四牌楼，位于古城纵横中轴线的交汇处，是
整个古城的中心点。古城的街道以此为轴
心，呈“天心十道”向东、南、西、北四面辐射
开来，是古城的风水坐标，有“阆中风水第一
楼”的美誉。

中天楼一楼有一块牌子，上面介绍此楼
始建于唐，2006年由阆中市人民政府投资重
修。中天楼高 20.5米，共三层，楼门四通，宏
伟壮丽，气势夺人。三层楼都挂有牌匾，从下
到上分别是：中天楼、上善若水、阴阳和平。
登上中天楼，周边景色尽收眼底。远处，壮阔
的嘉陵江环城而过，在古代，这条大江既是
天然的安全屏障，又是南来北往的水路要
冲，令我想起刚才看到的“上善若水”四个大
字。近处，绵延数公里的古城静卧江边，默默
无言，与低吟的嘉陵江动静相宜。

回望古城，上千座民居院落鳞次栉比，
错落有致，房屋多为青瓦粉墙、雕花门窗，主
要体现出明清建筑特点。建筑群中不时可见
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天井，那是中国古建筑的
特色，既透光又透气。同时，也将天上的雨水
集中蓄流一处，体现“万流归一、聚财四方”
的理念。在中天楼一楼，我们还看到一幅阆
中古城地图。古城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山围
四面，水绕三方，棋盘式的格局宛如一幅天
然的太极八卦图。作为风水之城，阆中不仅
有城池布局为证，而且历史上还有两位风水
大师定居于此，死后安葬于此。一位叫袁天
罡，一位叫李淳风，他们二人生前都选中阆
中城西边的一块地作为最佳穴地。死后，人
们就将两位风水大师合葬在一起，称为天宫
院。

我想，阆中如果不是风水宝地，两位著
名的风水大师想必也不会定居于此，更不会
死后葬于此。

二
到阆中古城，第二个必去之处就是川北

道贡院。
川北道贡院又名四川贡院、阆中贡院，

是当时四川举行乡试之地，是目前全国仅存
的几处科举考试遗迹之一。

乡试，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对于广大
学子和朝廷选人用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考
试。各省主考官均由皇帝钦派，中试者称为

“举人”，原则上即获得了选官的资格。凡中
试者均可参加次年在京师举行的会试、殿
试，有机会取得当时的最高学历——进士，
以及学子最为荣耀的——状元、榜眼、探
花。

乡试一般是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
行，阆中之所以有资格举行乡试，是因为它
曾经做过四川的临时省会。虽然是临时省
会，阆中也就成了当时全省政治经济中心，
当然也是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的一个标志就
是定期举行全省乡试。阆中代行四川临时省
会 17年间，在这里共举行乡试四科。既然要
举行乡试，当然，就要修建考试用地——贡
院。我们眼前看到的川北道贡院似乎仍然在
述说着阆中昔日的文化盛事。

川北道贡院位于古城内的学道街，走进
贡院，需要先跨龙门，并且一定要先迈左脚
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过了龙门。这是极具
象征意义的一步，在古代，对于广大应试考
生来说，贡院是他们走上仕途的必经之路。
贡院还有一个非常通俗易懂、很接地气的名
字——考棚。贡院现存有卷棚式廊道，纵横
共长 50 多米，左右两排是考室，各室相隔，
饰以雕花。考试时按天、地、玄、黄编号，考生
抽签确定自己的考室。现在来看，他们当时
的考试环境并不舒适，没有空调，通风条件
也不大好，每间考室只有进出小门一道，每
个考生考试期间的吃喝拉撒都只能在考室
里，他们的所有鸿鹄之志也都寄托在这狭小
的空间里。

作为乡试地，阆中的文风很盛，文气很
旺，文化底蕴深厚。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的
1300多年间，四川仅考出状元 19人，阆中就
有 4名。另外，阆中还考出进士 116人、举人
404人，被誉为四川的状元、举人之乡。考上
状元虽然值得羡慕，但并不稀奇，稀奇且有
趣的是，阆中这 4 个状元恰好是两对兄弟，
即唐代的尹枢、尹极和宋代的陈尧叟、陈尧

咨。更有趣的是，尹枢、尹极两兄弟考上即退
休，他们考上状元时都已年逾七十，超过当
时的任职年龄，只有衣锦还乡。

虽然没有什么惊人的政绩，但作为中国
历史上第一对兄弟状元，尹枢、尹极刻苦学
习、永不放弃的精神获得了人们的尊敬，被
世人敬称为“梧桐双凤”。为纪念这对兄弟状
元，人们把尹氏兄弟住宅命名为状元府第，
在阆中市学道街和古城入口处建立了状元
牌坊，贡院里也塑有他们兄弟的雕塑。

三
大凡读过《三国演义》、看过三国影视或

听过三国故事的人，一定都知道张飞。
张飞不仅是三国时蜀国的著名战将，

“关、张、赵、马、黄”（关羽、张飞、赵云、马
超、黄忠）五虎上将之一，而且是“刘、关、
张”（刘备、关羽、张飞）桃源三结义兄弟之
一，是三国中故事性最强、最家喻户晓的人
物之一。

现在，我们在阆中古城又与“张飞”相
遇。三国蜀汉时，阆中为巴西郡治，张飞任巴
西太守，驻防阆中达 7 年之久。蜀国伐吴前
夕，张飞被部下范强、张达所杀，头也被范、
张二人带走，后来埋在云阳，只有身体葬于
阆中，这就是张飞“头在云阳、身在阆中”的
来历。张飞遇害后，人们敬其忠勇，为他筑冢
建祠，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汉桓侯祠。

桓侯祠俗称张飞庙，为明清时重建的四
合庭院式古建筑群，占地 5000多平方米，由
山门、敌万楼、牌坊、大殿、墓亭、墓冢等建筑
组成，其造型别致，结构精美，是四川三国文
化的一大胜迹，令人想起成都的武侯祠。

在我的印象中，张飞的形象就是豹头环
眼、黑脸多须，性格勇猛急躁，有时又粗中有
细。讲解员的讲解，却又有些颠覆我对张飞
的这些旧日印象。那位年轻的小姑娘，在讲
解时，一口一个“张三爷”，一口一个“关二
哥”，叫得十分亲切，仿佛张飞、关羽就是她
的家人或者是很亲近的人。她描述的张飞身
材高大，长相英俊，且家有资产，活脱脱一个
当时的“高富帅”。她口中的张飞能文能武，
识文字，擅书法，既可在外上马杀敌，又可入
室为妻子画眉。

阆中人喜欢张飞是有理由的。张飞在镇
守阆中期间，曾经率精卒万人，打败了曹操
的上将张郃带领的三万人的进攻，取得了保
境安民的重大胜利。当地百姓对张飞爱戴有
加，把张飞当作他们的守护神。罗贯中的《三
国演义》第七十回“猛张飞智取瓦口隘”描写
的就是这次战斗，张飞假装饮酒引诱张郃劫
寨，大败张郃，夺取了瓦口关。这是张飞的一
贯计谋，此前，张飞入川时，曾用此计诱败过
巴郡太守严颜。张郃当时也算是曹魏名将，
没想到也中此招。真应了那句俗话：最厉害
的招有时就是最简单的招。

张飞留给后人的记忆不仅在头脑里，
还在舌尖上，那就是回味悠长、远近闻名的
张飞牛肉。相传张飞在征战获胜时，会亲自
动手将牛肉制作成可口的下酒菜，犒劳将
士，这道菜也深受阆中人的喜爱，后人就称
之为“张飞牛肉”。张飞牛肉表面墨黑，切开
后肉质为棕红色，恰好与猛张飞的忠勇形
象相似。

离开阆中时，我们一行都带了张飞牛
肉，当然也带了保宁醋，回去慢慢咀嚼、回味
阆中古城的味道。

今年夏天，雨水绵绵，感觉比哪一年都多。几
场小雨拂去夏日的酷热，也铺开了蕴藏在大自然
里的繁华。

这几天的街边路角，密集着繁星般的野生菌
地摊，卖野菌的人，来自乡下，他们在街边找个不
挡路的空位，随便将装满野生菌的背篓放在地上，
面前铺一张有些旧的塑料薄膜，背篓里的菌子倒
一些出来，摊到薄膜上，方便过路的行人挑拣。一
朵朵的野生菌，上面还泥土未净，还有松针和腐叶
的碎屑，沾满了大自然的气息。乡下人家，常年与
大山打交道，丝毫不用担心他们识别野生植物的
能力，大山里的一草一木，哪些是有害的，哪些是
有益的，他们都知道，就像是他们种在菜园里的蔬
菜一样熟悉。地摊上，那些沉默的菌子，吸引过路
人的眼球，也在悄无声息诉说雨后山里的蓬勃，逗
引喜好美食者急切走进大山去找寻心爱之物。

我们这里地处川东北一带，山石嶙峋，草木
丰茂，加之夏季雨量充沛，雾霭氤氲，良性的植被
极适合菌类潜滋暗长。大山里，诸如松茸、银耳、
木耳、羊肚菌之类的奇珍异宝虽不多见，但鸡蛋
菌、黄丝菌、青苔菌、油辣菇之类的野生菌遍野皆
是，只待有缘人去寻。

下班归来，碰见隔壁邻居芳，我顺口一句“明
天周六，去找菌子不”？哪知她一口应道：“可以
咯，娃儿些早就想去了。”寒暄几句，我们相约周
六去棋子岭找菌子。

周末的清晨，天刚蒙蒙亮，芳的闺女阿萱和
侄儿小童兴致勃勃敲门催我出发。吃罢早点，我
和妻跟芳他们一起，带上防晒服和必备的饮食，
驱车20多公里向大山进发。山路一波三折，我们
的心中满溢期待，没人在意陡峭的山势、叠嶂的
山峦，车的颠簸程度也绝没在话下。

到了棋子岭，阳光透过盎然的绿意，一股股
山岚飘忽眼前，似仙境梦幻般，静静洗去尘世的
浮躁和困倦。孩子们的眼里充满了好奇与惊喜。

这样的山间，最易发现各种奇花异草。忽然
阿萱指着脚底下喊道：“妈妈，这里有好多菌子
呀！”我们连忙跑过去，却是一簇褶伞菌。芳认识
的菌子比我们都多，她说这种菌子有毒，千万吃
不得。两个孩子虽有些失望，还是依依不舍地随
我们继续向大山里进发。

芳轻抚着阿萱的头，告诉她找菌子的过程没
那么简单，要做有心人才易发现。这时我们来到一
棵松树下，树干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菌子。说实
话，对鉴别菌子是否可以食用，我的见识不够。还
是芳见多识广，她教我们辨认不同的菌子。比如红
色的叫红菌，常生长在斜坡地；鸡蛋菌头顶像一颗
鸡蛋，立在松毛包围的低洼地带……一路上，我
总算大开了眼界，学到了不少甄别菌子的知识，最
终理解了市场上的野生菌价格为啥那么昂贵。

荒芜的山路上，荆棘灌木横七竖八，芳一边
前行一边用刀砍除崎岖山路上超过人高的杂草，
为我们顺利前行开辟道路。芳的生活经验丰富，
她娘家在乡下，回娘家要走一段荒芜的山路，夏
季来了，草木茂盛，芳说，她专门在老家拿回来一
把镰刀，方便回娘家时砍那段荒路。这些年，山林
植被丰茂，山路不好走，幸好出门时芳带上了那
把镰刀。经历过几天雨水的地面，青苔丛生，稍不
留神便会溜滑，我们拉住路旁无刺的枝条，小心
行走在树叶覆盖的路上，仍不忘四处张望，在深
浅不一的坡坎上寻寻觅觅。芳抹掉脸上的汗水，
深一脚浅一脚探寻滑湿的铺满厚厚落叶的路面。
要找的菌子似乎在跟我们躲猫猫，只出现在不显
眼的地方。哪怕一次小小的发现，都会令我们手
舞足蹈，甚或欣喜若狂。

我和孩子们终被脚下的路拦在了半山腰，芳
却选择了继续冒险前往。当她挎着一竹篮菌子和
中药材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汗水已湿透了她
的衣背。我们在夸奖她能干的时候，无从知晓她
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不历经一番苦功，哪来可
喜的收获。”芳自鸣得意的话语，包含了真理，我
们的眼里充满了得胜归来的惊喜。

我们几个虽没找到很多菌子，却认识了许多
不同种类的菌子，体验了亲近大自然的乐趣，欣
赏了山里的美景，感受了魅力大自然赋予人类的
神奇力量。

太阳一点点西沉，我们带着美好的心情和尽
力而为的收获下山了。孩子们不再因为没有找到
更多的菌子而抱怨，反而对这次寻菌之旅充满了
无限的感慨。阿萱说她认识的菌子比以前多多
了，呼吸了新鲜的空气，在爬山的过程中，锻炼了
体魄，学到了不怕吃苦的精神。或许这就是找菌
子最有益的收获。于是，我们带着满意的收获和
感悟回到各自的家中。

芳发了微信朋友圈：“这个周末，我们过得好
开心。孩子们也说学到了书本之外的知识，体验
了寻找劳动成果的乐趣。”

我想，这一切皆是大自然在启发我们的心
智，赐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

“坐上那高铁去巴中，去看那光雾山的
杜鹃红，去游那诺水河大溶洞，红军的故事
代代传颂……”一曲《坐上高铁去巴中》唱出
了游客朋友的心声，也唱出了巴中人民的幸
福。

2024年6月27日，巴南高铁正式开通运
营。经过连续十余年夜以继日地奋斗，巴中
人的高铁梦想，终于在这一天照进了现实。
这一天，必将载入巴中发展的史册；这一天，
永远值得铭记。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巴中了，既
然可以坐上高铁去巴中，何不前去体验一把
呢？回家和体验正好一举两得。”我说与家人
听，全家人竟异口同声。

恰逢周末，天高云淡，碧空万里，阳光不
燥，微风正好。上午九点半，我们坐上成都东
开往巴中东的动车，整节车厢挤得满满当
当，随着动车徐徐驶离站台，我也陷入了沉
思。

曾记得，30年前我从巴中到成都，需要
翻过剑门关，穿越七曲山，翻山越岭，道路蜿
蜒曲折，车辆颠簸摇晃，尝够了“蜀道难，难
于上青天”的滋味。

然而，你又何曾想到，这些年巴中交通
建设的突飞猛进，又承载着多少人的艰辛
和努力？就拿巴南高铁项目来说吧，该项目

自 2019年 12月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
和广大建设者发扬“逢山凿路、遇水搭桥”
的奋斗精神，攻坚克难，拼搏奉献，优质高
效推进工程建设。历时 4 年半，架设了嘉陵
江铁路大桥、恩阳河特大桥、琳琅山特大桥
等各类桥梁 129 座，建成了东华山隧道等
56座隧道，桥隧比达 70%；11年规划，4年半
建成，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性难题……
这一组组数据，无不彰显出“智勇坚定，排
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川陕苏区
红军精神和“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巴中
精神。

翻开手机，巴南高铁开通运营的消息频
频出现。据官方报道，巴南高铁开通运营后，
最高时速可达 250公里，共安排有巴中及沿
线车站至南充北、成都东、重庆西、西昌西等
方向动车组列车 20 列，巴中至南充、成都、
重庆最快旅行时间分别为 48 分、2 小时 16
分、2小时 46分，巴中革命老区与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联系更紧密。同时，巴南高铁也
串联起了光雾山、诺水河、恩阳古镇、米仓
山、朱德故里、张思德纪念馆、川陕革命根据
地博物馆等众多著名旅游景点，它不愧为一
条激越奋进的圆梦之路，一条欣赏巴中的文
旅之路，一条开放合作的聚势之路，一条追
赶跨越的希望之路。

沉思间，列车广播里突然传来:“女士
们、先生们，前方到站南充北站，由于列车
停靠的时间很短，需要下车的旅客，请提前
做好准备……”话音刚落，列车已经停靠在
南充北站。此时，车厢里又进来了七八个
人，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有的是去巴
中走亲串门的，有的是去巴中旅游观光的。
高铁通，百姓笑。一条高铁，极大地满足了
人们对速度的渴望和对效率的追求，不仅
拉近了时空的距离，而且拉近了心与心之
间的距离。

列车驶离南充北站，时速提高到 240公
里，列车在崇山峻岭中穿梭呼啸，在大江大
河上跨越奔腾，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我
的心情也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有道是：近乡
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给人明显的感觉是，这
里的山更加青翠，这里的水更加清澈，这里
的风更加清爽，这里的乡音更加亲切，一股
久违的、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此刻，我蓦然
发现：世界上最美的风景还是回家的这段
路！

“呜—呜—”两声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地
停靠在巴中东站的站台上，时间正好是 11
点 57分，全程运行时间 2小时 25分。“快，提
着行李下车，爸妈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回去吃
午饭呢！”妻子催促道。

稻花香里说丰年
□ 李志能（成都）

闻醋而至
——阆中古城散记

□ 王晓阳（绵阳）

找野菌
□ 蒲苇（巴中）

坐上高铁去巴中
□ 周依春（巴中）

七月，是酷暑难耐的时节。成都地处亚热带
季风气候，夏长冬短，风速小，湿度大，经常出现

“桑拿天”的闷热天气，难免让人内心烦躁不安，
想找一个清凉的地方去小憩片刻。

恰在此时，朋友打电话相约一起去眉山永
丰村看看，我说去过眉山多次，而永丰村却人生
地疏路遥，实在不想在这个炎热的时间出门折
腾。但也不免好奇，问起是何缘故要选择去往此
处？他说要去品尝纯天然绿色食物，想去那里看
一看“万亩稻花香，太和永丰村”，更想去感受田
园风光。在这个火热的夏季，想想能够去到那
里，呼吸着从乡村田野里吹送过来的夏日凉风，
再坐在竹椅子上喝上一口飘散着袅袅香气的新
茶，吃上农家亲手栽种的稻米，能够零距离地体
验到当地农户人家安逸的乡村生活，想起就心
痒难耐。当即挂了话筒, 出门与朋友汇合,一起
往永丰村浩浩荡荡而去。

永丰村位于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北部，地
形以平原为主，气候温润，土壤肥沃，环境自然
优美。这里也是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岷
江现代农业示范园的核心区，是实实在在的“天
府粮仓”。

2022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
时走进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作出“成都平原自
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
好这片产粮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时
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的重要指示。两
年来，永丰村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胸怀“国之大者”，在“守好地、种好粮、增
好收、看好病”上发力，认真践行共产党人“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
人民群众期盼为念，一路辛勤耕耘，一路求索进
取，努力绘就“茂林修竹、美田弥望、水清稻香、
白墙黛瓦”的乡村振兴典范，让“丰收”二字切切
实实地写进现实的生活之中。

在去往永丰村的路上，我看到这里已完全
没有昔日小市镇的影子，到处都是碧绿的农田,
一排排现代化的房屋整齐有序坐落在田间，每
家每户庭院宽敞干净；院落两旁都是果园，有橘
子、李子，正青绿红熟金黄地挂在树枝上。村道
两侧，一路上有着开放式的菜园，菜地内生机盎
然，种植了各种时令蔬菜，蝴蝶纷飞，翩翩起舞；
沟边河渠旁边，鸟鸣潺潺，动听悦耳。

到达永丰村时，正是这里一年之中最美好
的季节，高桥之上，动车疾驶，高速公路，车辆疾
飞；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高标准农田，真是
万里禾下，白鹭翩跹，绿浪滔滔，已经抽穗扬花
的稻子，在微风之中随风起伏，满眼碧绿，呈现
出一年之中最热闹的光景。经受不住这田园风
光的诱惑，我们下车急急忙忙地穿梭在村内的
游步道间，行走在田间地头，俨然置身于一幅新
农村的锦绣美图之中。

在永丰村机耕道的稻田边，我们遇到一个
牵着调皮好动的小孙子、巡视着稻田的老大爷，
在同他的交谈中，问起永丰村的前世今生，他朗
声一笑，感叹地说:“现在种田越来越有奔头啦！
我年轻时，也是从这里走出去过，到外面的世界
去寻找前途，闯过的人。现在回头看来，还是在
农村生活安逸，距离家又近，前途只是一种生
活，生活得舒适就是人的前途了。”他抬头望着
远处的稻田，又回头指着近处的一幢房子，自豪
地说:“你看，这就是我新修才居住几年的房子。
我在这里的土地上劳作耕种了50多年，有着充
足的信心和特殊的感情。”50多年的岁月，在他
眼里云淡风轻，仿佛只是一朵云，在他的口中轻
轻地飘过，即将飞到那渺不可知的山的另一边。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永丰人坚守着这
一片土地，保持着对这一片土地、对粮食最朴实
而真挚的感情，永丰人满怀热爱，挥洒激情，以
耕耘者、奋斗者的姿态，向土地致敬，为奋斗礼
赞，在沃野田畴间谱写出一章章浓墨重彩的丰
收诗篇。

夕阳西下，倦鸟投林。我们循原路返回来，
正是星空夜静的时候,有皎洁的月光从树枝的
缝隙之间穿透出来，给大地洒下一片耀眼的明
亮。清凉的晚风从远处轻轻地吹拂过来，田野的
四周时远时近地传递出或轻或重的悠悠蝉鸣
声，偶尔从竹林间也传出来几声夜鸟的啼鸣，使
得村子更趋幽静、深邃；在稻花的阵阵扑鼻香气
里，近处的稻田和荷塘里也不时传出一声声清
脆明亮的蛙鸣，似乎也在述说着“永丰，永丰，永
远丰收”。一下子，我恍然大悟，瞬间明白了，忍
不住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这不就是宋
朝大词人辛弃疾在词里所吟诵“稻花香里说丰
年，听取蛙声一片”（《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中的意境吗？

站在这片多情而又富饶的土地之上，蓦然
地，我又懂得了：永丰村里这天籁般热闹非凡的
夜生活，让我觉得这里的白天与黑夜是连接着
的，连缀出一种别样的温柔与诗意。这别样的温
柔与诗意，便多了一种梦幻、一种宁静、一种安
详。然而，在它这鼎沸的鸟啼、蝉鸣、蛙叫的忙碌
声中，却展示出了无穷的活力和勃勃生气，彰显
出一年四季都旺盛不眠的热气腾腾的人间丰收
景象。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相信这丰收的故事
还将会继续豪迈地抒写下去……

蔡长宜诗词二首
鹧鸪天·一雨堂茶话

品茗论诗观翰墨，通灵悟道鉴书风。多时不
与吟友聚，此日欣迎笑语逢。

今古慨，圣仙崇。文星撷秀赞川中。非惟大雅
滋生地，入蜀尤知画意浓。

无题

久阻云山千万重，难消思念四时中。
一朝青鸟纶音赐，九里丹谿瑞气隆。
列席闻经添颖慧，扪心恋故鉴初衷。
蓝田自种昆仑玉，白首仍弹焦尾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