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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一出池河高速路口，就从谭家湾
进入村道，时东时西，盘山而上。 一到山
顶，即入果园，山风吹来的果香一下子充
满鼻腔。

车一停下，我们的四周便是果实盈枝
的美景。 一行八辆小车上的采风团成员，
呼啦啦四散而去，各自睁大双眼，迈开双
腿，寻找自己的兴趣点。

举着相机的散文作家张朝林边拍边
问：“这么大， 这么白的呀， 这是啥李子
呢？ ”

果园的园主、秦牧果业公司总经理秦
绪杰从人群中挤出来，大声说：“这就是闻
名秦川云贵的蜂糖李，目前国内李子界位
列首席的‘大帅哥’。 ”

诗人陈春苗感慨道，终于在秦岭南坡
的石泉县看到了这种享誉九州的中华名
李。 因“文化赋能，助力三农”而来采风的
作家、诗人、画家、摄影家争先恐后地抢拍
着、感叹着、称赞着。大家正兴奋、欢欣时，
忽然听到了一阵轰隆隆的电动车响声。

寻声望去，只见一列一米宽、两米高、
三米长的“小火车”迎面驶来。车身是钢管
护栏，车上码着塑料筐子，筐内装满李子。
而车头除了电动机械，却无人驾驶，车轮
正沿着固定的轨道飞转着，前进着。 我们
的左前方，正好是终点站。 当“小火车”稳
稳当当地停下来， 工人们卸下了果筐，我
们得到了运载数据， 上坡路拉 800 斤，平
地里拉 1000 斤， 这一趟是下坡路， 拉了
1100 斤。

从秦绪杰的介绍中， 我们明白了，这

个果园，是他 2015 年以土地流转的方式，
在池河镇谭家湾村开发荒山坡地 1200 亩
兴建的观光农业示范园。他引进桃李杏名
优品种 20 多个，采用沿路栽花置景、林下
套种药材的方式， 形成了四季花果的特
色，长年吸引着观光游人、研学的中小学
生，建成了享誉陕南的农旅融合基地。 为
此，业界称赞道，“陕西李子看陕南，陕南
李子看石泉。 石泉李子看池河，池河李子
看秦牧果园。 ”这些已进入盛产期的蜂糖
李 、脆皮李 ，树型大 、产量高 ，株产平均
200 斤，采摘时就得使用大量劳力。 为了
解决务工农民的肩挑背扛之苦，节省时间
和人力 ，2021 年在安康市助农资金的支
持下， 秦牧公司新上了 “果园运输机”项
目。

三条轨道绕过三头，向东坡、西坡和
正梁奔去，全长 2000 米。 奔波在园子里的
“小火车”，不仅力大、快捷、安全，而且环
保，是非常受工人们欢迎的现代化运输工
具。

技术员杨宁宇感慨道，过去我们一个
小伙子， 在山坡上汗流浃背的背一天，才
能运一吨果子，这果园运输机，一条线每
天可顶 20 个好劳力，三条线一天能顶 60
个小伙子，真是高质量、加速度的最佳选
择呀。

刚赶上来的谭家湾村党支部书记付
荣建，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高声补充道：
“山上没有小伙子， 虽然说秦牧果园是个
兴农富民的好项目，解决了全村 100 多户
村民的就近务工问题。但因为是季节性用

工， 本村的青壮年仍然依靠外出务工为
生。 加之秦牧公司有意帮扶本村的 50 多
位残疾人，建立了残疾人就业基地，这里
的务工者就多为老弱病残， 缺少强壮劳
力。 因此，引进果园运输机，实行机械化、
现代化作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 ”

听到兴头上的著名残疾人作家、安康
市图书馆馆员王庭德大声喝彩， 举手点
赞， 同时伸手申请，“我能不能乘车观光，
好好儿去转一转，看一看？ ”

秦绪杰知道，身患侏儒症的王庭德先
生，对这次采风心怀向往，可下车以后又
担心自己走不动，不想拖累别人，就坐在
这棵果树下一边观赏一边休息。 于是，秦
绪杰让工人卸下果筐，收拾好“车厢”，亲
自做了安全检查，才让一位工人陪着王庭
德“上车”。

似乎只是山风从头顶掠过的一瞬间，
“小火车”就经山头、山腰和三坡上绕了一
周，回到了终点站。

王庭德刚被人抱“下车”，就兴奋得手
舞足蹈，“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果园、这
么多的果树， 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山
风，也没见过这么多品种的李子。 ”

奔向四面八方，各找兴趣点的采风团
成员，听说王庭德乘坐“小火车”，体验了
一把“观光游”，纷纷聚来请他谈体会。 从
新奇与兴奋中冷静下来的王庭德，认认真
真地回答：“这种强烈的刺激、 新鲜的感
受，真是千言万语也无法言表，敬请大家
静待我的作品吧！ ”

初夏的平利，暖风轻轻吹过，青砖黛瓦马头墙掩映
在阡陌茶桑之间， 飞檐翘角格子窗浮现于清溪潺湲之
上，独具徽韵的特色民居既有江南水乡的意境，又有梦
里老家的乡愁，一幅“山水情、田园梦、秦楚风、江南韵”
的画卷徐徐展开，构筑了令人流连的风景线。

去过平利的人，总有一种进入江南的错觉，这不仅
是因为平利拥有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自然环境，更重
要的在于， 全县有很大比例的民居是青砖马头墙的徽
派建筑。 很多人奇怪，平利是陕西的一个县，和安徽相
距上千公里，是如何形成今天的徽派建筑风格呢？这要
从平利的特色产业说起，平利山地多，耕地少，不适宜
发展规模农业， 历史上这里以种植茶叶和绞股蓝而闻
名，是全国绞股蓝生产第一县和西北名茶大县，早在唐
代，平利已经是八大茶区之一。目前，全县有 20 多万亩
茶园，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徽商来平利经营茶叶和盐业
生意，久而久之保留了许多徽商民居。

徽派建筑重视房屋布局和周围环境的协调，有“无
水无山不成居” 之说， 所以大多数坐落在依山傍水之
地，环境优美，布局合理，交通顺畅，建筑融汇于山水之
间。 错落有致的马头墙，是徽派整个建筑的点睛之笔，
不仅造型精美，更融合了古人的智慧，在遭遇火灾时，
这样的设计可以阻断火势的蔓延，安全可靠。 可以说，
平利优美的山水自然环境， 为徽派建筑的发展提供了
有利条件。

自 2003 年起，平利县结合陕南移民搬迁，集中推

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 ，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群
众主体作用，按照“山上
兴产业、山下建社区、社
区办工厂”的发展思路，
围绕 “一城十镇百村三
十个新型农村社区 ”的
城乡规划布局， 引导居
住在生产条件落后 、地
质灾害严重、 求学就医
困难的高寒边远山区群
众搬迁建房。 选择徽派
建筑风格作为当地民居
特色， 当地政府看重的
是民居与平利山水 、茶
园浑然一体的意境美 ，
其定位既是“可以住”的
房子 ，也是 “可以看 ”的
景致。

平利加快发展全域
旅游，把整个县作为一个大景区打造，把每一个村庄当
作景点设计，把每一户人家当作小作品改进，既继承当
地“花屋”建筑传统，又选择“青砖马头墙”的徽派民居
风格，构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
乡村底蕴，这种美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美、是人与文化的
融合美，还能转化为可持续的生产力，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美丽经济”。

特别是近几年， 平利发展生态旅游， 改造人文环
境，投资补贴老百姓改造房屋，形成陕西规模最大的徽
派民居群，其中比较具有特色的是龙头村，位于平利县
城东南 5 公里处的古仙湖附近，村庄环山绕水，形如游
龙，故而得名龙头村，曾入选了“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和
“中国美丽田园”。

在特色民居建设过程中，平利县强化产业支撑，既
抓搬迁安置，更抓产业培育，着力在发展产业、支持创
业、解决就业上下功夫，实现搬迁群众就地城镇化、资
源就地资产化、农业发展现代化，确保持续增收、稳固
发展，统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如今， 平利拥有 AAAA 级景区 2 个、AAA 级景区
6 个，A 级景区数量位居全市第二。 徽派民居可居住可
观赏可办厂，村民楼上居住楼下就业成为时尚，正成为
美丽乡村风景线上的亮丽风景， 使每一个踏入平利的
游客眼前为之一亮、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这
正是，蓝天白云马头墙，青山碧水映茶庄。 乡村振兴平
利房，居民阔步奔小康。

天书峡谷，隐居八仙；壑弥幽翠，
谷流冽泉。 化龙支脉，因八仙修道以
成灵秀；巴山神韵，得万年懋化而叠
鸿篇。 处陕、渝、鄂之界，居神、秘、幽
之间。 地设磅礴，意骋苍山之阔；峰挺
椽笔，情驰奥妙之玄。 奇哉！ 傍崖可抄
林花流霞，临溪能观天书宝典。 幽溪
串潭，勿用人工造饰；谷岩若书，无须
捏词巧辩。

地脉奇娇 ，归藏灵毓佳景 ，天工
神巧，造物蔚然大观！ 十里翠峡，隐藏
玄妙天机；两壁茂林，凝集物象万千。
谷幽岩峻，飞瀑垂天，一溪清流，十步
一潭 ；叮咚天籁 ，翠流涓涓 ，名木傲
壁，逶迤连绵，藤钓潭心月，石破水中
天，景物棋布，雅趣愉酣。

逆溪而行，亦真亦幻。 凌虚廊上，
飘然恍若真仙，姥姥桥下 ，枯木神通
天堑。 云路仙踪，留迹迷疑之际，临洗
心滩，忘却尘俗忧烦，望仙人瀑，疑是
九霄垂帘。 至若林木葱郁，野花斗妍，
珍稀生物，独厚得天，雪飞峰化龙，叶染林换颜，生物基因库，国家地质园，皆伴高山云雾而生，俱汲峰壑雨露以衍，
亦秘亦奇，亦盛亦嫣，逸致情趣，神幽乐全。

化龙怡魂，峡谷韵涵。 留神话传说，遗胜地争览。 欣临谧峡，神旷飘然。 忘尘世喧嚣，得鲜爽清闲。 可借凉菲喻
己，犹捧天书释难，借物华以思齐，游幽境而不厌。 乐山乐水，悦乎心田，无欲恬淡，无拘心宽。 大好山河，风光无限！
意欲赞咏，愧恨才疏学浅；亦且词穷语拙，颇为自惭，语亦不精，聊作游乐自欢。

在汉滨区坝河镇繁荣村王岭子缓坡山脊， 长着五
六棵桦栎木古树，最粗的树径大于一米，三人合抱，目
测树冠面积有 500 平方米以上。

我年近八十岁的三舅说，他自小记得古树一直这
么粗大，没有见长。 也许是树龄越长生长越慢，每天见
到古树习以为常，察觉不到其渐长之势吧。 要真正搞
清古树的树龄，得砍了古树细数其生长年轮，当然那
是不能的。 和其他标注年代的同类古树相比，推测最
大那棵古树不少于三百年树龄。

古树能留存下来是一个传奇， 当年大炼钢铁，附
近山上的树木被砍伐殆尽，乡民们烤火做饭也要砍伐
大量的树木，古树逃过刀斧之灾，实属幸事。 这得益于
附近的乡民们心怀敬畏，认为古树具有神性。 树下侧
根蔓延出地面，盘根错节，比碗口还要粗壮，无声而有
力地抓住地面又深入地下， 牢牢固定着高大的树干。
正是靠着粗大的根系作为支撑和汲取营养， 古树扛
过数百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枝繁叶茂。

每年清明过后， 春风温情地抚摸沉睡一冬的山
野。 古树苏醒了，萌发出鹅黄的嫩芽，后来叶子散开
变成浅绿，夏日树叶长圆满了是深绿。 炎炎三伏，树
荫遮蔽整个小山包， 是附近几户人家歇凉庇荫的好
去处。 印象最深刻的是二舅、三舅和附近的王家，中
午把几头牛拴在树下喂草。习习凉风，树下没有蚊子
苍蝇滋扰，黄牛眯着眼睛咕噘地反刍嚼食，嘴角不断
涌出白沫，显得那么悠闲惬意。

小时候，夏天偶尔到舅舅家玩耍，和表哥表弟席
地而坐，斜靠树干避暑，有时干脆仰躺在地上，头枕
粗大的树根，闭上眼睛听那树上知了的蝉鸣。 深秋，
古树叶子变黄，随着初冬几阵寒风刮过，树叶飘零落
地，形似黄色地毯。 古树落掉全部叶子之后，露出虬
曲苍劲的身段，树干上粗糙皲裂的树皮，像刻在岁月
老人脸上的烙印。 古树不甘寂寞， 是追赶时髦的女
子，随着季节更换身上的衣裳。 春日萌芽似少年，夏
天成荫如青年，冬季是则养精蓄锐的老人，等待下一
个春天的来临。

腊月底， 表哥们在最大的古树横直树枝上绑一
个简单的秋千。正月初的几天，我和父母去舅舅家拜
年，吃过舅母或表姐妹抓来的吃货零食，五六个乃至
十来八个小娃叽里呱啦一窝蜂涌到树下荡秋千。 秋
千很简陋，两根耐磨的红根刺藤条环形绑在树干上，
系上两根手指粗细的葛藤条， 藤条末端两头横绑着
一段刀把粗细的木棍。 表兄弟表姐妹们或坐在或站
在秋千横棍儿，双手抓住两侧的藤条，一边有人往前
推送，刺藤把树枝磨得咯吱咯吱响。 几次回荡之后，
秋千越荡越高，伴着咋咋呼呼的惊叫和嬉笑欢闹。我
第一次坐秋千吓得双眼紧闭，几次回荡之后，头晕目
眩，从秋千上溜下来瘫坐在地，不敢再玩秋千，只看

着表兄弟表姐妹们尽兴地荡秋千。 附近的小娃也赶来
荡秋千，欢叫吵闹烘托着年的气氛。

我想，古树一定是见证过外爷、舅舅和母亲儿时荡
秋千的， 每个人都有快乐和调皮捣蛋的童年。 如今年
轻人在外地务工，天各一方，一年难得回来一次，树下
没了秋千，少了荡秋千的孩童欢闹，只有容颜苍老的舅
辈和不断变老的表哥， 过年也显得冷清许多。 年轻一
代为了生存背井离乡，远在千里之外，虽然忘不掉生养
自己的家乡，却只能通过电话维系着亲情，也许这就是
农耕文明向工商业社会过渡的必然代价。

古树下边几十米处， 是外爷的老宅， 土屋瓦房依
旧，古树罩护着土屋，黛瓦白墙，和谐有致。 微信圈的
朋友惊呼，好美的地方，啥时间带我去看一下么！ 抚今
追昔， 真要感恩先辈们敬畏大自然， 留下这无价的风
景，静静地等待每一个光临的来者。

走进汉滨区双龙镇的时候，暖阳高照、微风和煦。
溪流、山峦、树木从身旁掠过，满山遍野的绿，草木花
香的气息沁人心脾，途中遇到一处三百年的古村落，
让我震撼流连，开始了对古村落的寻访。

天宝村古村落位于汉滨区双龙镇新华社区，村子
里有保安寨、大寨子、小寨子、落汉寨、何家寨五大古
寨。 相传唐朝年间，边远地区治安混乱，再加上天道
不顺，经常有土匪占山为王，欺行霸市、强抢民女、打
家劫舍，因此才出现了当时的寨子，用于保护当地人
一方平安。 古老的大寨子就建在山顶上，三面深涧，
另一面留有上山的小道，秘境通幽、花香四溢，伴着
潺潺水声，寨子周围显得更加宁静安详。 村民祖祖辈
辈凿石砌墙，硬是将山顶开挖出一片平地，四周用石
头砌成围墙，设立寨门以及哨塔，一来用于居民日常
生活，二来抵御土匪入侵，上面至今还遗留有抵御土
匪而发明的武器火炮，俗称“过山鸟”，以及抛滚雷石
的一些工具。 直到后来天下太平，村民便下山安居乐
业，而这些古寨就保留至今，天宝村也因这个寨子而
得名。 就天宝古寨而言， 它是老祖辈们为了抵御外
侵、守护家园的智慧结晶，随着天宝古寨历史的研究
和开发， 这些古寨将会再次担负起传承一个地域古

老文化的重任，使更多的人懂得天宝村地域的祖辈们
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追求与向往。

在一段温暖的时光里，用一个陌生人的虔诚来叩
击这个夏季中的古村落，用灵魂深处的芬芳去感受一
种未经雕琢的古朴。天空晴朗、空气清新，古村落像一
个深闺中的女子一样，守候了三百年、矗立了三百年，
也沉淀了三百年。指引着我进入这个古村落的是一股
淡淡的栀子花香， 当这一缕栀香随风向我袭来的时
候，我毫无抵抗力，不忍拒绝这初夏的盛情。 走进古
村落，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踏上历经岁月打磨日
益圆润的青石板路面上，缓步走进巷子里，像回到梦
里一般，这里的一切都以一种缓慢的方式运转着。 村
子里较为冷清，门前的老人们在话家常的同时，用嘴
边的笑意跟过往的行人示意，不远处牵着黄牛的农夫
正向着村子的深处走去。高过屋檐的杏子树露出黄灿
灿的果实，就连屋檐下的懒猫也从地下爬上了高高的
屋梁。 最难忘的是古村落的女人们，她们用勤劳的双
手，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古村落。 从屋顶上冒出
的炊烟像极了她们的日子，时而浓烈时而恬淡，身旁
的孩童逐渐长高，而她们青涩的容颜渐渐老去。 在古
村落的正前方，一个古井的牌子吸引了我，这口井也

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滋润着人们的生活，古井与古村
相互依偎，互为彼此的一部分，悠悠古井馈赠给了人
们甘甜与幸福。走近古井，我虔诚地弯着腰，反复地看
着这幽深的古井，感受着历史的变迁、岁月的烟云。

古村落的拐弯处，一位头发稀疏的匠人正在磨刀
石上打磨着剃刀，他剃头的工具很简单，一张小板凳、
一条干毛巾、一条湿毛巾，还有一面摔裂拼接的镜子，
他剃头的动作娴熟，大多是为村里的年长者和小孩理
发。听当地人讲，这位理发匠已经八十多岁了，老人理
发手艺娴熟，基本不收钱，平日里乐善好施、为人忠
厚，是古村落受人尊重的好人。 整个村落的房屋错落
有致地排列着，都是清一色的土屋黑瓦，遍布岁月的
沧桑痕迹。 如今这里正在对原有的房屋进行修缮，对
交通和基础设施进行了提升，且正在着手打造古村落
的旅游名片， 让天宝村的文化底蕴在人们的保护、传
承中展现出更深层次的内在价值。

走在远离都市喧哗的古村落，在宁静淡泊的心情
中，穿过漫长的历史隧道，我仔细搜寻这个古村落厚
重的人文印记，古村落的淳朴宁静和历史文化沉淀让
我难以忘怀。

果园里飞奔的“小火车”
李焕龙

梦里老家在平利
王健春

天书峡赋
贺德山

寻访古村落
李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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