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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余饭后, 我最喜到楼下的公园闲情漫步，
感受秦巴山水的轻灵与通透,而公园恰好浓缩了
安康各个区县有名景致.

这就是距我办公楼不足百米的安康高新区
秦巴生态文化公园。 今日是二十四节气的小雪，
安康城区没有一丝雪花， 反而湛蓝天空纯净地
醉人，茂密的香樟树枝头传来婉转的鸟鸣，这动
听的叫声如有魔力吸引着我逐级而下再次走进
了公园。

鸟儿似乎和我捉迷藏， 当我循声沿着香樟
树的绿荫道前行，却什么也没发现，一抬头来到
了杨柳依依的月儿潭。 尽管是冬季，这里景色别
致，秋色依然，柳叶散发着金色和绿色的光泽，
就像一个个金发女郎亭亭玉立在清澈的水畔，
巨大的芭蕉树结出了不一的果实。 我沿着人工
湖缓缓前行到尽头， 一抬头不觉是来到了安康
科技馆门口。

此刻，一树红得耀眼的枫树吸引了。 近前观
赏，一阵风儿来，火红的枫叶在枝头跳动，我屏
住呼吁聆听枫叶的如蜓飞蝶舞的心曲。 此刻，家
乡的北国早已是寒冷肃杀，枝叶凋零，而这里江
南水色却如春似秋。 眼前在几棵高大的杨柳和
香樟树之间藏匿这三棵高低不等的枫树， 枫叶
的颜色却不尽相同，除了这一树红，另外一树却
是金黄， 第三棵最小的枫树叶子呈现着浅黄和
墨绿浸染的双色。

我突然惊叹大自然的神奇， 未能如愿去岚
皋的南宫山看红叶，不想在初冬的季节，在“小
雪”这一天，在楼下公园青翠树木下掩映着晚秋
的美景。 这里也是红色、金色、绿色，大有层林尽
染之意，神态各异。

无意间，我一回头，被惊呆了。 近处是清澈
又如镜平整的湖水，水面上缥缈起一层薄雾，水
里倒映着蓝天与白墙红檐高大的仿古建筑和绿
色的树木， 而远眺处是连绵起伏不断的青山。
“最爱一树红枫来”， 我只能赞叹大自然和人类
智慧结晶的巧夺天工。 但如果用南唐后主李煜
的话来描述， 则变得意境深远，“一重山， 两重
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

此时，我又拾级而上，这里三三两两的游人
在或散步或晒着太阳聊着天。 这个公园果真是
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是喧嚣都市里一个难得的
秘境。 看，一位年轻妈妈正推着一辆彩色的童车
走来，摇篮里的孩子正咯咯咯地笑着，和着香樟
树或者黄连木树枝头上鸟儿欢快地叫声， 犹如
一曲美妙的乐章。

眼前这一切让我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一树
樱花叶子凋零，记得《淮南子·说山训》：“见一叶
落而知岁之将暮。 ”此刻，我明知是早已是初冬，
今天恰是“小雪”，可此时我既感受不到秋的寂
寥和冬的萧瑟。 佛家有云，“一花一世界，一木一
浮生，”我倏忽醒悟，人的一生难道不像树木，就
看心境如何了？ 心境不同，景致便不同了，真可
谓是“一叶而知秋，一树识菩提”罢了。

瞧， 樱花树上还有些许金黄的叶子依然挂
在枝头恋恋不舍， 像离家漂泊的孩子不愿离开
母亲的怀抱，但生命律动的冲锋号吹起，孩子们
恋恋不舍般离开了枝头， 飘舞在空中演绎着它
们最美的时光，一阵风儿过后，叶子们静静地躺
在母亲大地的怀抱， 它们来年将化为春泥更护
花护树，这就是绿叶对根的至深情义。

这棵高大挺拔的黄连木摇曳着一树的灿
烂，犹如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蓝天白云悠悠，
我静静地伫立在黄连木树下， 聆听树叶与风儿
的对话。 身旁是四季常青的灌木丛， 无论是初
冬，依然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在冬日暖阳里熠熠
生辉， 就像那些不畏艰难险阻毅然冲锋在新时
代拼搏不息的人们。

不经意间， 我抬头发现自己悄然来到了公
园微型景点“汉阴凤堰古梯田”处。其实，早在 30
年前上大学时因为师弟老家是汉阴， 从此对人
杰地灵的汉阴念念不忘，备感亲切。

“前望凤凰飞九天，后倚龙岗做靠山，”汉阴
拥有得天独厚的特殊地理位置，因而钟灵毓秀，
便有着“左膀麒麟呈祥瑞，右臂观音护平安”的
美好寓意。 因其人文底蕴深厚，汉阴素有“人文
汉阴，三沈故里”美誉。 其实，真正的凤堰古梯田
位于汉阴县漩涡镇， 是秦巴山区考古发现的面

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梯田，因此有着“中
国美丽田园”之美名，因此，汉阴凤堰古梯田不
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是国家水利风
景区和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秦巴生态文化公园里的微缩景点也是别出
心裁。 只见此处的“凤堰古梯田”层层灌木颜色
各异，一层环状的紫红色，一层环形的稚嫩的黄
绿色，再是一层浓厚的墨绿色，层层灌木不同色
彩。 而在我遥远的北方家乡却是不曾看到过的
美景。 这里郁郁葱葱的香樟树枝头挂满了小球
状的果实，绿色或淡紫色抑或紫黑色，不仅可供
鸟儿食用，也是一种绝佳的中药材，具有解毒退
热之功效，可用于治疗高热感冒、麻疹、百日咳、
痢疾等病症。 这不知名的灌木丛顶落满了颜色
和形态各异的树叶，点缀着绿色长廊。 一旁合欢
树的叶子大多都凋零， 剩下苍遒有力伸展向天
空的枝丫， 而个别的绿叶却毅然顽强地生长在
枝头。

继续前行， 这里一丛丛灌木的绿叶上生长
出一串串红色玛瑙状的果实， 微信扫一扫发现
这灌木丛原是南天竹。 而附近的一棵含笑树上
挂着金黄色的叶子正远远地颔首对我微笑。 我
一笑而过，来到这棵高二三十米的乌桕树旁，尽
管大部分枝叶已飘落， 金黄色或褐色或橘红色
的叶子挂在高高的枝头， 就像齐心协力一起托
起了蓝天，抬头仰望，别有一番风味。

站在这里， 我恰好可以看到公园旁边的中
国富硒产业研究院和钱学森智库安康中心雄伟
的办公楼。 很远处，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正独自
坐在暖阳里的香樟树下专心地读书。

我轻轻驻足不去打扰陌生女子， 沿着蜿蜒
的小径回归我的办公楼。 我知道，自己最喜楼
下公园里的景色是这里的神奇， 景致几乎是季
季不同、天天不同甚至时时不同。 因为，生命都
在悄然地进行蜕变， 尤其是冬日时光里， 它们
都在进行前所未有的蜕变， 其实更是生命的一
次升华。

我想， 公园里树木花草如此， 每个景致如
此，而我们每个人面对自己的人生也是如此。

“清清的汉江东流过，拐弯的地方叫白河
……”一颗无处安放的心多少次徘徊张望，给
故园，给河街，给心灵深处最柔软的记忆。

那年，我只有七八岁。 隐约记得是和从部
队回乡探家的叔一起去的白河县城。 那是第
一次去白河县城，一切都是新奇，第一次坐上
汽车， 第一次看到了火车， 第一次看到汉江
……

老汽车站位于河街路口，两排房屋不高，
都是 20 世纪的建筑物，沿江而建，汽车到达站
之后，下车步行几步，完全的进入河街了。

河街围绕汉江南岸而建， 全长约有 1.15
公里， 中间有一红星桥将河街拦腰截为南北
两段，人们习惯把桥北称之为上河街，桥南为
下河街，一直沿河街行走，可到达县城的火车
站，走完河街，便至火车站。 也是河街终点，更
有与对岸遥遥相望的湖北省郧西县的镇子，
渡江而过，来河街坐火车，或是做生意，一时
间白河河街，是最繁华的码头。

江边渔船三两， 行人四五， 或是卖菜而
归，或是沿河街一直走，为省几块钱赶往火车
站，河街没有尽头，但也有尽头，火车站便是
在河街的尽头，车站甚小，几乎没有月台，看
上去像是悬挂在半山腰上。

曾经无数次站在白河老河街码头上追寻
父辈的足迹， 看着这么大一条汉江河优雅如
跳华尔兹般穿城而过， 没有现代交通只有水
运的岁月里，这么多老码头一个接一个，河街
的街市有多么的繁华。

河街两旁，商贾林立，楼房不高 ，都是古
朴的老式铺面木门，相对而开。 两至三层，少
有四层。 一般上层住人，下层用于做生意。 卖
农副产品的，卖五金的，卖食品的……应有尽
有，一片热闹非凡。 毫无疑问，这是白河县城
最繁华的地段。

叔与我下车一直在河街行走， 约莫中午
时分，有些饿，我们便在街道外侧临近汉江的
一家小餐馆坐下来， 餐馆的老板忙得不亦乐
乎，草草招呼了我们一下，便得去招呼另一位
顾客。 吃得很简单，一人一份凉皮，面朝汉江，
吃着凉皮，望要江上的帆船过往，乐趣，妙趣。
后来走南闯北，凉皮很多，便再也没有吃到过

雷同过的凉皮。
走在河街的街道， 三合土碎石铺成的道

路，路段高低不平，上下悬殊，汽车不多，偶尔
也有几辆通过，多数是菜农买菜的架子车占据
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前，多是青石板铺的路
面，古色古香，下雨的时候，青苔覆盖，仿佛行
走在江南的深深雨巷。 街道两旁，不时有些武
昌会馆、江西会馆等曾经遗迹斑斑点点，在岁
月的侵蚀里洗礼，足以见证曾经的河街是多么
的辉煌。 只要在河街居住时间久的老人，习惯
于叫河街为“小汉口”。 清末民初之际，下河街
主要是黄州、武昌商人所居住，上河街居住较
多的是陕西、江西的商人。 两地客商，把山货
土特产在河街码头装船可运至老河口、 汉口、
甚至京广一带，也有就地相互交易的。 在河街
起岸疏散，交通贸易，甚是繁荣。故而白河县也
有“小汉口”之美誉。

时过境迁，河街更像一位饱经风霜荆钗布
裙、静默的老妪。 水泥路的街面，干净而寂静。
一排排商铺，低矮陈旧灰黄，有些墙面斑驳脱
落。 那阖上的一扇扇或红或黑的板门，有的年
久失色得走形走样， 都似一张张布满褶皱苍
老、憔悴的脸。

现在河街原本的繁华不再有，曾经热闹非
凡的河街，已经是一片荒凉，高楼代替了原来
的河街景象。 老河街在白河历史中成为一段
记忆，在百姓口中成为一首民谣，在诗人的诗
歌里成为一曲离歌，在山水画家的画中成为一
幅经典，在游子的心中成为挥之不去的浓浓乡
愁。 靠近汉江的那排商铺房屋，完全的没有了
踪影，靠桥儿沟还有零零星星居户，年轻的已
经搬走，剩下些年龄较大的老人，有的开着商
店，少有顾客光临，权当作消遣，也当对河街曾
经繁华最好的纪念。

再次行走河街，岁月的变迁，竟对它有些
莫名地心疼。 热闹繁华过后必是冷清素静，这
样的轮回，河街，在漫长的岁月里要有一颗怎
样沉稳的心，使曾经的繁华落尽，久久地伫立，
泪腺潸然。

河街，已经无法记得它繁华样子，只会在
梦中依稀浮现。 流逝的岁月如歌，河街依然在
一代白河人的梦中。

周末的空闲恰遇初冬一缕缕暖阳， 或睡个
懒觉， 或去汉江边沐浴光的和谐……思绪难定
之时，旬阳老乡吴鸿也是文友，发信约去安康高
新区桃花源，我还没去过这颇具魔力的“网红”
打卡地，有好友相助，我可欣然前往。

对于出走不便、难得以游玩心情外出的我，
不快的车速显现着友人的用心， 这样能充分欣
赏一路的风景，条条宽敞时尚的高新大道，身着
“黄金甲”的银杏沿路肃立，散发着平安祥和的
气息；一排排俨如仕女神情的青柳，把人带入宫
廷的感觉；一路路褐红色的樱花树，又把人导入
浪漫的生活气息之中......

桃花源在一路画卷里迎面而来， 还没进入
已闻人声鼎沸，显然已不是陶渊明笔下幽静、与
世隔绝的桃花源，每一个人，每一棵树，每一段
路，仿佛就是一段段优美的文字，或是一句句精
妙绝伦的唐诗宋词， 在这里我仿佛穿越了历史
的时空，忽而走进大宋都城的繁华，忽而又神似

“刘姥姥”进入现代版的“大观园”。
由于在图书馆工作的缘故， 步道尽头的阅

读吧， 才是我理想的圣地。 走在阅读吧的阁楼
上，沐浴着金色阳光，孩子、成人、老人静静地阅
读，每个角落，孩子们与书中的一个个人物、动
植物同喜共悲。 阅书、读人、品物……在桃花源
阅读吧，每个人享有阅读的自由，享受自由地阅
读，他们可以游走纷繁浮躁的城市，也可以在这
样一层阁楼上在文字的森林里穿行。

景区和阅读吧相遇， 是诗和远方的邂逅 。
将阅读吧设置在网红打卡地 ，向游人宣传图
书阅读推广活动 ， 让 游 人 们 在 欣 赏美景的
同时又享受油墨书香的陶醉 。行走在这样的
网红打卡地 ，也许每一个都是满腹经纶的诗
人 ，每每走一步路 ，都是在执着地采撷一个
词语 ，每一条路 ，都弥漫着书香 ，在纵横交错
的文字里， 点缀快乐， 在书本里找到另一个自
己， 把许许多多的喜怒哀乐也静静地躲进书行

之间，抛去工作上的烦恼、生活中的琐事 ，在桃
花源里享受安逸的时光 ，在阅读吧里和李清
照、李白、杜甫、泰戈尔、巴尔扎克约会，与古人
对话。

桃花源阅读吧是一个“新生儿”。 今年 11 月
初， 安康市图书馆采取馆企合作模式， 在 AAA
级景区桃花源建成了安康阅读吧桃花源分馆 。
阅读吧里，均是开放式书架，藏书类型不限，国
内外小说、 散文都能找到， 读者们会坐在桌椅
上，或是抛光的木地板，或是阶梯状上，享受慵
懒和放松的时光。 桃花源里，跑山的人、观光的
人，许多游客走进阅读吧，寻觅宁静。 当光影掠
过书籍，指尖摩挲书页，一个浪漫的午后被拉得
很长很长，足够抚慰过去一周的疲劳。

随着都市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 静下来读
一本书成了一件越来越奢侈的事儿。 随着时代
发展、科技进步，人们的阅读内容愈加丰富、方
式也日益多元化，可读读纸质书或读电子书。 在
这样一处风景迷人的空间里，捧一纸书，翻页的
书响伴着风动、虫鸣、鸟叫，能不是一场美妙的
音乐盛宴？

信步桃花源阅读吧，很多学生、年轻白领，
还有一些游客特意拍照留念， 桃花源俨然不仅
仅是抖音上的网红打卡地， 还是名副其实的书
香之源，景区就是一座图书馆。 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都不要紧，书香气才是永恒的美，你背上
行囊，踏过万水千山，只要胸藏文墨怀若谷，必
定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是最容易的奢侈。 读书，逐渐从贵族的
活动，走向平民化；读书的主体，也逐渐由贵族
走向普通人与大众， 读书， 是一种智力上的权
利，知识结构，多数正是由读书建构而成的。 所
以，来桃花源了，去阅读吧停下脚步吧，走进去，
不会因为你身无分文把你拒之门外， 不会因为
你富甲天下而对你阿谀献媚，在这里，人与人之
间是平等的， 都是一个阅读者。 只有你徜徉其
中，细心体会，让你的气息融入它的气息，用你
的手触摸它的枝叶， 才会领略到它的绮丽与美
妙。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桃花
源里有“桃源”，“十里桃林”谓之器，阅读吧谓之
“道”，将阅读吧的“文”与来桃花源的“旅”结合，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
下民， 谓之事业！ 来桃花源不仅身游更是神游
也。

作家吴昌勇先生说：春天，是可以吃的，鲜
嫩的豌豆苗，美味的香椿，清香的野葱……作
为资深厨娘的我，当然不会错过每个春天。

春日的阳光如水， 轻轻拂过田野和山坡，
路边的柏杨树婆娑地摇晃着，轻风拂过，一丝
丝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心旷神怡，到处一片
生机勃勃的景象。 我和女儿决定去挖野葱，那
是一场关于自然、美食和亲情的奇妙旅程。

我们提着篮子，拿着小锄头，漫步于田间
小径。 路旁盛开的花儿散发着清新的芳香，蝶
儿翻飞为我们引路。 途中，遇一片翠绿荒草野
坡，在一片野草之间，一簇簇野葱挺拔而立。我
指着给女儿看，她兴奋地说：“妈妈，我来挖！ ”
于是举起小锄头，朝一簇野葱挖去，顿时野葱
被拦腰砍成了两半，一股清香
的葱味儿扑鼻而来。

我接过锄头， 告诉女儿，
挖野葱要挖进泥土里，要把整
根野葱挖起来，因为下面还有
小小的野葱头，也是美味的菜
肴，这些葱头既可以放进酸菜
坛制成泡菜，也可以直接和肉
片一起炒着吃。女儿眼中闪着
好奇，蹲下身子，手握小锄头，
开始仔细地挖。 一块块泥土被
锄子刨开，一颗颗珍珠似的葱
头显露出来， 用手轻轻一拔，
整根野葱就拔了出来。不一会
儿，一大把野葱成了我们的篮
中之物。

提着满篮野葱回家，我们
要做野葱饺子啦！ 把野葱洗净
晾干，切成细碎的葱花 ，女儿
帮我搅拌鸡蛋液。 上锅烧油，
把鸡蛋炒成鸡蛋碎，盛入装入
野葱末的碗中 。 再放入生姜
末、盐、生抽、香油等调料，搅
拌均匀，馅料就做好了。 将劲
道的面粉揉成饺子皮，野葱馅
儿铺满其中，蘸上清水 ，轻轻
捏合， 一粒粒饺子悄然形成。
开火蒸饺 ， 那清香四溢的葱
花， 在饺子的温度中逐渐绽
放， 透过亮晶晶的饺子皮，可

以看到浅绿嫩黄，如同春天的颜色。咬下一口，
馅料的鲜美与葱花的清香交融在一起，细腻的
口感，浓郁的香味，在舌尖上缓缓流淌开来，回
味悠长。女儿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妈妈，真是
太美味了。 我告诉她那是春天的味道，是大自
然爷爷亲手为我们准备的美食，所以我们要迈
开腿去采集，勤动手去劳作。

春风拂面野葱香，乡村大地任我行。 带着
孩子寻味田野，沐着春色，走进大自然的怀抱，
开启一场充满奇乐的亲子之旅。在挖野菜的乐
趣中，在制作美食的快乐中，在野葱饺的美味
中，感受乡村的美妙，品味大自然的神秘，感受
诗意与亲情。

白河老河街
汪海玉

寻味乡村
朱合玲

桃花源里有“桃源”
王庭德

秦巴生态文化公园秀秀 美美 安安 康康
程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