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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湿地，流淌一条
河，它的名字叫蟒蛇河。

我的家在西乡，我是听
着蟒蛇河上艄公的号子，看
着船上白帆长大的。走近水
岸，听蟒蛇河水唱响的歌谣，
看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
美景，令人心旷神怡。立岸
边，只见游艇水上行，荡起层
层的浪花，数条长长的白条
鱼 ，跃 出 了 水 面 ，又 落 入 水
中 。 感 受 蟒 蛇 河 水 碧 波 荡
漾，是它带来了“诗与远方”
的意境，给了我生命和力量。

观光蟒蛇河水上文化生
态廊道，感受文化悠远绵长。
优美的淮剧、青狮龙舞、剪纸、
刺绣、柳编等民间技艺，深深
扎 根 在 蟒 蛇 河 流 经 的 土 壤
里。清清的河水，闪烁着传统
文化的光辉。东汉末年，建安
七子之一陈琳，走出蟒蛇河水
岸，以天下为己任，藉文学作

品发出感叹，展现建功立业的抱负与理想。谏何进，
助袁绍，斥曹操。写下诗歌与散文，风格雄放，文气贯
注，笔力强劲。集有《饮马长城窟行》《为袁绍檄豫州
文》《为曹洪与世子书》等文学佳品。明末清初，大书
法家、爱国诗人宋曹，蟒蛇河岸著就《书法约言》、木刻
双钩《草书千字文》《杜诗解》《会秋堂诗文集》等诗词、
书法篇章，气势融贯，行云流水，精美臻善。走近水
岸，舀一瓢甘甜的蟒蛇河水，盛满水乡文化的诗意。

千百年来，蟒蛇河水，浩浩荡荡，一路高歌，奔向
了大海。一位老者说：“看这母亲河，是多么的慈爱
啊，它把生龙活现的生灵，滋生于这片水域。”亲近
母亲河，一年四季里，老人都会来到河边。那一天，
我沿着河岸曲径慢行，蟒蛇河水，后浪推前浪，逐浪
涌向前。蟒蛇河的湿地，大美尽美。水岸边，游人拍
照留影，发送给友人，分享蟒蛇河景色的美艳。我随
游人置身蟒蛇河边，乡愁满满在，像是回到了童年。

生态蟒蛇河，传承红色文化基因。这方红色的
土地上保存着中共盐城工委旧址庙子堡还氏宗祠、
亭湖中学党支部旧址宋村，还有郭猛、学富及宝奎、
雨生、楚九等数十个以烈士命名的镇和村居。阳光
初照，河水清清，田陌延展。纪念馆，英雄塔，烈士陵
园，青松挺拔。民族脊梁英雄魂，光泽蟒蛇河水岸。
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宋村，那是爱国人士宋泽夫出
身的地方。蟒蛇河岸，泽夫陵园。碑墙上由“中共中
央一支笔”胡乔木题书的金色大字“声振千古”，苍劲
有力。泽夫墓似屹立的铜钟，民族复兴的钟声长鸣。

风物蟒蛇河，串起珍珠般的景点。绵软的细雨，
轻吻古老的乡村，青砖黛瓦，洗尽铅华。古老的村镇，
古老的河，风物犹存。张本古村落，“三胡故里”，人文
景观地。1932 年，胡乔木等地下党人，在这里创办进
步刊物，茫茫黑夜里有了一盏明灯，照亮漫漫长夜的
前程。蟒蛇河连接“大纵湖”“草房子”“龙冈桃花源”
等国家4A级风景区，尽显迷人的风景。

蟒蛇河，水清木秀。一路走，一路观景。迎水而
上，河道边一大片浓密茂盛的树林，从远处地毯般铺
到了跟前。树的上方，似云似锦，令我一怔，霎时瞪大
了眼睛。在那树枝上，精亮一团团的白，仿佛是一沓
沓清凉的雪，迎面飘洒了下来。“是白鹭！”我与游人同
声说。这么多鹭鸟，距离我们这么近，就在这河岸边
的大树上，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水岸上，枫树、紫
荆、栾树、柳树，各类花草，色彩斑斓。蟒蛇河水上文
化生态廊道，以里下河人文底蕴为基础，以沿河乡村
自然生态为特色，打造出梦里水乡、丛林滩涂、河堤春
晓、渔泽苇荡、湖堤衫林等景点，营造天然氧吧，成为

“里下河湖荡湿地”文旅示范点，成为城市的后花园。
鹭鸟集聚处，茂密树林旁，蟒蛇河流圈出一处大

大的河塘。河塘四周，青青的芦苇，在风中来回摇
晃。小鸟出没芦苇丛中，立于芦苇顶上，唱着清亮的
歌。河塘水面上，长满了菱角秧，更有青蛙坐在菱秧
的中央。菱花开放，白色的花朵，黄色的花蕊，早花
的菱角，坐果在那菱秧的水下。举目间，水岸的村
庄，家家生炊烟，饭香溢出村外，时而菱歌唱响，回荡
在耳边。“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宋·陆游）蟒蛇
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一展湿地西乡美艳的风采。

蟒蛇河上菱歌长，荡漾奔腾不息的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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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正山 董永杰 摄盐都绿荡

作为镶嵌在里下河平原
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大纵湖无
疑是七彩缤纷的。但在我的心
目中，绿色是大纵湖的母色，是
她生命的底色、青春的原色、情
怀的本色。

大纵湖的绿，源自她怀抱
里的一切生灵：那一望无际、满
目葱茏的芦苇，那亭亭玉立、翠
色盈盈的香蒲，那身姿修长、鲜
嫩欲滴的茭白，那清韵依依、美
若仙子的碧荷，那在水一方、绿
意袅袅的风菱，那连绵不绝、生
机盎然的苦草、聚草、马来眼子
菜……那覆盖率达九成以上的
水生植被呵，赋予这方浩渺无
垠、清波怏怏的家园，以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无人不醉的绿色
风情。

这密密匝匝的绿，层层叠
叠的绿，沸沸扬扬的绿，深深浅
浅的绿，对每一双明眸而言，都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甚至有目不暇接之感。但在我看来，这么浩荡、浓
醇、丰沛、纯粹、澄澈、清幽的绿，如果仅用眼睛来接
纳、盛装、消受，似乎是一种令人惋惜的浪费，甚或有
暴殄天物之嫌。至少，仅从眼帘漫入的绿意之于整
个大纵湖的绿，是局蹐的，犹如孤岭之于山脉、单渚
之于群岛、朵花之于芳海。而我也在不经意间发现，
用耳朵来感受、品味、触摸、体悟大纵湖的绿色，是一
种别样的快事。那广袤的大纵湖哦，宛如一张硕大
的唱片，让我以心为唱针、梦为唱盘、情为电流，聆听
那永恒的绿色乐章。

我喜欢在风中，聆听芦苇荡里的绿色交响。带
露的晨风中，我划着一叶轻舟，拨开芦叶浓密的喧
哗，穿越着那片郁郁葱葱、迷宫一般的芦苇荡，感受
潮湿空气里漾着绿韵的鸟啭、虫鸣、风喃，轻盈地掠
过我的心湖；午后的微风中，我徜徉在芦苇荡里，感
受芦苇向着天空拔节的号角，让铺天盖地的翠霭朦
胧我的世界。那千万株流溢着新绿的芦苇，与我一
起在清风中摇曳、轻扬、翩跹，静静倾听流水的絮语、
岁月的足音、季节的回声；黄昏的柔风中，我于芦苇
荡中席舟而坐，沉浸在深不见底的绿色里，什么也不
想，只为采撷一份宁静，寻觅一份顿悟，珍藏一份豁
达，暂且让身心淡出万丈红尘，摒弃三千烦恼丝。水
天相接处，坐看云起时，永远铭刻在梦中的，是茫茫
大湖那声青翠的呼唤。

我喜欢在雨里，聆听荷阵深处的绿色奏鸣。青
青荷钱笑靥初展之时，尖尖小荷蜻蜓玉立之际，总有
悠远的歌声飘过我的耳畔，在水面上抒写浅绿的涟
漪。当热浪炙烤大地，我在荷伞之下，享受清幽和凉
爽，也享受雨点敲出的清响，那是一片鼓的节奏，一
片锣的音韵，抑或几声弹拨，不疾不徐，未成曲调先
有情，潺潺绿涓润心扉。

我喜欢在月下，聆听萋萋水草的绿色咏叹。水
草称得上湖中的精灵，总是暗藏着迷一般的生机。
春天，当地面的花草开始萌芽，水草也从水底托起细
嫩的枝叶，一簇簇，一丛丛，蓁蓁葳蕤，宛若奏响一场
生命的赞美诗。淡淡的月华，如霏霏细雨飘落水面，
打破满湖的岑寂，也打破一个漫长冬季的沉闷与枯
燥。耳畔，是水草与湖水的喁喁私语，心头却仿佛洇
开一抹抹隐隐的、绵绵的、茸茸的绿。此刻，鱼儿最
为惬意，它们摆动着轻捷的身子，在水草中穿梭逡
巡，在月色中倾诉相思，宛若置身于水晶宫里。而夏
夜，水边蛙声四起，几只醉吟的蛙被月色惊扰，急切
跃入水里，钻进密匝匝的水草丛中，搅得水面泛起一
阵翠生生的颤动……哦，水草，生在湖里，是一生的
慰藉；长在水中，是一世的缠绵；风雨能冲刷掉巨石
的棱角，却冲不走你的月光小夜曲，抹不掉你对大湖
的深情眷恋。

在大纵湖上听绿，我恰似一片叶子漂浮在茫茫
碧波之上。彼时彼刻，感觉整个湖成了一个梦，而我
也幻化为一朵澎湃不息的翠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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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每天清晨，在朦胧的梦里，我常常会听到鸟儿轻

柔的耳语，且声音越来越清澈透亮，渐渐地将我从自
然的梦里催醒。起床后，我便到市区的盐龙体育公
园晨跑，一边欣赏着绿色的植物，一边聆听着宛啭千
回、清脆悦耳的鸟鸣声，真的陶醉不已。

前些日子，和几个朋友相约一起，去了一趟国家
4A 级景区、观光旅游圣地大纵湖湿地公园，专门观赏
了那里的鸟儿。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的吓一跳，这
里的鸟儿与城里的大不同，有其特有的个性，有其让
人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精彩画面。

大纵湖的鸟，很“古老”。素有“水乡泽国、金滩
银荡”之誉的大纵湖湖区内，目前有各种植物 120 多
种，野生动物有 50 余种，而野生鸟类品种多达 140 余
种，其中有白琵鹜、罗纹鸭、白骨顶、黑水鸡、夜鹜等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另外，在这里还发现了 20
多只震旦鸦雀，这种鸟在地球上已有 4 亿 5 千万年之
久，与恐龙做过“邻居”，是我国特有的珍稀鸟类，属
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被人们称之为“鸟中大熊
猫”。震旦鸦雀体形娇小，体长大约在 18 厘米，其窝
极隐蔽，敌害不易察觉，更难以接近。震旦鸦雀吃昆
虫，也啄食种子，尤喜吃芦苇中的虫子，专家们称其
为“芦苇中的啄木鸟”。它们性情活泼，喜欢结成小
群栖息于芦苇丛中，备受人们珍爱。

大纵湖的鸟，很“野性”。 这里的鸟儿，不像城
里的那样飞不高或不高飞，它们展翅飞翔在广阔的
湖面，有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雄心。这里的鸟儿
也不像城里的那样只知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或从
屋檐的这头走到那头。纵湖的鸟儿没有束缚，没有
包袱，没有担忧，它们纵情于湖水，游戏于芦苇荡，安

栖于树林丛中，一派安适满足的样子。它们也不像
城市里的鸟儿那样，鸣叫声中，总含有一丝的不安和
胆怯，有些委屈和媚俗，它们的声音饱满飞扬、干净
流畅、底气充盈、野性十足，相比城里的鸟儿，更多了
几分磁性，多了几分天籁的意韵。

大纵湖的鸟，很“得福”。3.8 万亩的湖面一望无
际，波光潋滟，清澈见底的二级水质资源，丰沛肥美的
水草随波摇曳，湖中的鱼、虾、蟹、螺、蚬等水生物丰富
多样，是鸟的最爱，使这里成为鸟儿天然的自助美食

“天堂”。美丽的芦荡迷宫，成片的树林还给了鸟儿最
温暖、最惬意、最舒适的“栖息乐园”，树林、草坪、湖边
的鸟巢给了鸟儿欢乐相聚的“快乐驿站”，人工构筑的
外湖“鸟岛”，更成了鸟儿们联欢的“幸福圣地”。

大纵湖的鸟，很“随俗”。这里的鸟儿，既带有水
乡圆润的成色，又带着田园的气息，它们入乡随俗，乡
土气味很浓。有的鸟儿翅膀上涂有金色麦穗的色彩，
歌声里也饱含着大纵湖旁边那柔嫩水稻秧苗的乳
息。有的鸟儿如鸬鹚，则披着纵湖夕阳下的余晖，和
着渔人的欢歌，气定神闲地随小船晃悠，用喙悠闲地
梳理着羽毛。有的鸟儿带着大纵湖乡村那田园丰收
的快乐、带着农家院落的喜庆，飞到高高的银杏树树
尖上愉快地啁啾着，并随着微风在树尖上起伏着、荡
漾着。有时候，树尖的起伏几乎可以达到九十度甚至
超过九十度，而鸟儿宛如长在树上，依然站立在树尖
随浪翻卷、舞蹈，就好像是大纵湖水面上飞扬起来的
一朵朵快乐而美丽的浪花。有的鸟儿挥动着翅膀，划
破天空静谧的蓝，裁下一缕温暖的阳光，洒向纵湖的
水面，让大纵湖有了灵动，有了激情，有了生机。

大纵湖的鸟，很“顽皮”。当你乘一艘快艇在大

纵湖的湖面上飞驰时，身后会有不请自来的群鹜。
它们排着十几米、几十米长的队伍，不紧不慢地跟着
飞艇，与游人一路相伴，像是用自己特有的热情欢迎
并陪伴客人来欣赏美丽的大纵湖。当你走在纵湖的
林荫小道上时，突然会有一只鸟儿站在你的面前，歪
着脑袋看着你，你不走它不走，你一动脚，它便“咻”
地一声，飞到了树枝上，好像还发出了“你来抓我呀”
的挑战之声，让人顿生快意。被戏称为集海陆空三
栖为一体的“全能明星”的野鸭，更是调皮得很，它们
常常数以万计地聚在一起，或在水中游荡，或一个猛
子扎入水中，或在碧空中盘旋，黑压压一片，遮天蔽
日，比翼振翅，翻飞群舞，变幻不定，给人们送来不同
的画面、不同的情调和不同的趣味。

大纵湖的鸟，很“唯美”。清风翻柳浪，碧水涌诗
情。当你撑一叶舟，只身徜徉在青苇绿水间，观赏着
白鹭在空中自由地飞舞，欣赏一对野鸭在水中来回
悠闲地游动，你定会被这美妙的图画所迷恋、所沉
醉。当你静下心来聆听百鸟婉转动听的叫声，仿佛
是在听天籁之音，仿佛整个人都置身在仙境之中。
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
天一色”的唯美之景，你可以领略到“春去花还在，人
来鸟不惊”的动感之图，你还可置身于“两个黄鹂鸣
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那轻松明快的情调氛围之
中。在这里，最扣人心弦的还当数“百万水鸟飞平
湖，众鹜伴飞亲碧水”的宏大场景，给人们带来的不
仅仅是壮观宏大的视觉冲击，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震撼、愉悦和快意连连。

水是湖之魂，鸟是湖之精灵。我更爱大纵湖的
鸟。我更爱美丽的大纵湖。

到大纵湖观鸟
□ 陈宝林

下雨了，西乡的雨，可是如此的独特而迷人。西
乡没有城市的繁华，没有尘世的纷扰，只有那无尽的
宁静和诗意。

天空渐渐变得阴沉，云层低垂，仿佛触手可及。
雨滴从天际纷纷扬扬地落下，打在屋顶上，落在地面
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这声音宛如天籁之音，让人心
旷神怡。

西乡雨中，如同一幅水墨画，云雾缭绕，仿佛
是仙境一般。雨滴打在树叶上，顺着叶脉滑落，
形成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水珠。这些水珠在阳光的
照射下，散发出七彩的光芒，宛如一颗颗宝石。

走在西乡的小径上，脚下的石子路仿佛在诉说着
雨的故事。每一滴雨都带着温度和情感，它们落在屋

顶上、树叶上、小河里，发出细微而悦耳的声音，仿佛
是大自然的交响乐。

漫步在雨中，感受着雨滴打在身上的清凉。这清
凉的感觉让人心生宁静，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雨水冲
刷而去。雨中的西乡，有着一种独特的韵味，让人沉
醉其中。

雨中的小桥流水，更是别有一番风味。桥上的人
们撑着伞，悠然地走过，留下一串串脚印在石板路
上。桥下的河流潺潺，与雨声交织成一首美妙的交响
曲。田野里，水稻随着微风摇曳着。雨滴落在稻田
里，溅起一圈圈涟漪。河水中，鱼儿欢快地游来游去，
仿佛在享受这雨季带来的欢乐。

西乡的雨季还有着独特的人文风情。当地的居

民们喜欢在雨季时聚在一起，打牌、聊天、品茶、听雨
声。他们享受着这宁静的时光，感受着雨季带来的
美好。还有人喜欢在雨中漫步，感受着雨滴打在身
上的清凉和舒适。他们喜欢听雨声，感受着这美妙
的音乐。他们也喜欢在雨中品味生活，感受着这宁
静的时光。

西乡雨中，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它有着独特
的自然景观、丰富的人文风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
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品味生活的美
好、领略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这个美丽的季节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西乡的
雨季吧！让我们一起来品味这宁静的时光、聆听这美
妙的音乐、领略这诗意的世界！

西乡的雨
□ 熊 杰

盛夏时节，公园小道两旁的紫薇花开了，粉的、白
的、紫的，好不热闹。看着这些花团锦簇的紫薇，我想到
了几年前回高中母校时杨中学的场景。

八月里的一天，我们几位同学约上老师去学校玩。
毕业后同学们都在外奔波，所以见面后总有聊不完的话
题，一顿午餐吃了将近三个小时，大家还未尽兴，老师就
建议去他家小坐。

老师住在学校安排的教师公寓里，就在我的高中母
校里面。踏入学校北门后，一种亲切的感觉涌上心头。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主干大道两旁的梧桐树，梧桐树上住
着许多聒噪热闹的蝉，那些蝉鸣，让我们枯燥的读书时
光变得有趣。

沿着梧桐大道向南走了一会，就看到一座古色古香
的小桥，桥头花枝微颤，桥下流水潺潺。小桥的那头是

一排青红砖建造的房子，那是我们高三时的教室，我们
曾经在那座充满诗意的建筑里埋头苦读。

参观完教室，我们再次回到梧桐大道。大道的东边
是一座特别大的食堂，每每下自习，都要经过这个食
堂。食堂前面是个幽静的竹林，那里的路灯光线昏暗，
老师每天都会在竹林那里“护送”我们回到宿舍。

穿过食堂就到了学生的宿舍区，宿舍区南边就是教
师公寓了。我还是第一次去老师家，自然有些拘束，在
老师与别的同学聊天之际，我就去厨房烧水泡茶了。烧
水期间听到他们的谈话：有些男同学晚上溜出去上网，
为了不被宿管发现，就把床单当绳索，从窗口下楼，老师
知道了并没有责骂他们，而是悄悄站在窗下等他们，确
保他们安全之后，才是一番苦口婆心地劝说，自那以后，
再也没有同学“走窗户”下楼了。

茶泡好之后，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思绪一下子
飞到在校那段时光。高中那时候我是住校的，由于家
庭条件不好，吃得最多的就是开水泡饭，就着家里带来
的咸菜，吃得津津有味。这种“艰苦卓绝”的住校生活，
让我对现在的美好生活无比感恩。现在胃口不好的时
候，我还是会吃开水泡饭，反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涌上
心头。

不知不觉已是夕阳西下，我们意犹未尽地走出教师
公寓，向学校的南门走去。分别之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母校，校门旁的紫薇开满枝头，老师就站在紫薇花树下，
微笑着向我们挥手作别。

我走过许多地方，看过许多花，却一直忘不了母校
的那些紫薇。那天碧空如洗，紫薇开得热烈；那天阳光
炽热，一如我对母校的感情。

那年紫薇开
□ 武益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