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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红流绿的大都市已经二十多年了，很
少见过雪。 每当看到街头那些五颜六色的棉
衣，包裹着一个个笨重的身子，嘴里喷着热气，
缩手缩脚地急急前行时，就不禁想起儿时那冰
天雪地的冬天。

只要立冬一过，洋洋洒洒的大雪总要在那
空旷的原野下上几场。 初始是细雨，渐渐转成
飞雪，不紧不慢的朦胧着视野。 一夜寒冷，遍地
萧瑟， 一家老老少少全像冬眠的动物一样，静
静地躺在夜晚床上听着外面狂风劲吹，刮得窗
户棂上贴的塑料纸呼哧呼哧抖动，便知道一场
大雪不期而至。早上推开门，啊！外面果真一片
银装素裹， 茫茫大雪已经把门坎围得严严实
实。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便是跟在大人屁股后
拿着铁锨、笤帚开始清理厚厚的积雪。 从门前
到院外， 大人们一边铲雪， 一边嘴里喃喃着：
“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偶尔，头
顶上的树枝被风一吹， 呼啦落下软软的一团，
砸在头上、肩上、背上、手上一哄而散，像个魔
术。 人们欢呼，人们惊奇，雪给世界带来了严
寒，也带来了生动。

雪慢慢地停下来了。 不一会儿，太阳也露
脸了，微黄的阳光照在银白的大地上，把人的
眼睛刺得生疼。 这时候，孩子们高兴起来了，在
院子里，大路旁忙着堆雪人。 形体堆砌好了，最
费工夫的是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巴，便伏在雪
人前精雕细刻，仔细打磨，两只手冻得通红也
在所不惜。 栩栩如生的形象显示出来了，再找
一截白棍插在雪人的嘴巴上， 搞成抽烟状，头
上再雕刻一顶戴帽檐的绒帽子，打扮得越滑稽
越欢喜。

雪人堆好了，几个小伙伴相约去村里的水
坑边看冰封的水面。 见水坑里冰层厚实，先试
着走上去，知道很安全，便在冰面上滑行，不时
有人跌倒，摔得仰面朝天，让人笑得心口直跳。

还有人在冻得厚实的冰面上推铁环， 打翘杠。
这时候，冰面就成了天然滑冰场。

冰面上的活动玩累了，伙伴们便互相追逐
着往家里跑，一路上雪球乱飞，看谁抓起的雪
团团砸人砸得稳准狠，一会儿便演变成两拨孩
子的打雪仗，你一把，我一把，把雪团团摔得到
处乱飞。 每个人身上到处都是雪沫沫，谁要被
雪球摔进脖子里， 周围立刻就是一阵喝彩声。
被雪球不经意击中的小伙伴， 马上大叫一声，
然后沮丧地抖着衣领，那神态狼狈极了。

回到家里，家长见我们衣衫不整，浑身湿
巴巴的，两只手冻得像红萝卜，免不了要挨一
通训斥。

这时候堂屋的火盆里正冒着柴烟，几根木
柴架着黄灿灿刚剥去苞叶的玉米棒。 几个馋嘴
的孩子闻到浓郁的香气，急得猴子一般弯下腰
去， 把嘴对着火盆里冒烟的地方呼呼吹上几
口，看着火苗升起来了，赶快把几乎冻僵的小
手凑上去取取暖。 外面冰天雪地，屋里姊妹几
个坐在火堆旁烤火唠嗑， 这是一种少有的享
受。 火盆里不是干柴木炭，满屋子烟雾缭绕，呛
得眼泪鼻涕一块流。 为了转移烟熏火燎的不适
感，大人们拿来一大把黄豆，过一阵丢进火烬
中几颗，用火钳搅几下，然后是嘭嘭几声爆响，
用手迅速捏出开花的豆子填进嘴里，那滋味比
现在吃油炸麻花还美。

最闲不住的是那些可爱的孩子，他们唱着
歌儿，一颗心像野外凌寒傲雪的寒梅，任冷风
飕飕，任雪花飘飘，总是斗志昂扬，一往无前。
年轻真好，他们什么都不怕，在屋里烤会儿火，
只要身上稍微一热，两脚就像长刺了一样想往
外边跑， 看到房檐下挂着尺巴长的冰激凌，便
找来一根木棍打下来， 拿着它放到嘴里噱几
下，冻得倒抽几口凉气才算心满意足。

儿时的冬天，尽管一片冰天雪地，却藏着
我永远的记忆。

开学后，第一天第一堂课就是语文，这也是新班主任
肖琪玮和初中二年级一班 45 名同学第一次见面。 这话也
不太准确， 因为住在街道附近的一些同学都已经和肖老
师见过面了， 但他还是在课堂上郑重其事地做了自我介
绍。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郑重地写下“肖琪玮”三个字，
然后说：我姓肖，名琪玮。大家知道琪玮的意思吗？见没人
回答，他自己继续说：琪玮是两种玉，美玉的意思 。 我能
不能成为美玉 ，还是要靠大家的 ，你们努力学习 ，考
上了学 ，出人头地 ，我这块美玉才能大放光彩 ，否则
就是石头一块 。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谁要不好好学 ，
有十分力只使出九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好，现在开
始上课。

第一堂课，肖老师并没有让我们打开新课本，看着同
学们面前已经把崭新的初二年级的语文上册课本打开
了 ，肖老师说 ：大家都收拾起新课本 ，我们这一堂课
讲初一期末考试的语文试卷 。 上一学年的语文课是
张绍琪老师给大家代的 ， 这学期张老师和你们的前
任班主任都考上大学走了 ， 他们的课和他们的责任
都有我来承担。 我不看过去的成绩，也不管你过去的学习
态度，我只看你们现在的学习态度。 好，方英安同学 ，你
来发上学期期末语文试卷 。我呢 ？点一下名 ，认识一下
同学。

听他这样说， 我就走到讲台上， 把厚厚一叠试卷拿
来，按名字发下去。 我上学期是学习委员，这活就是我包
了的。 但今天肖老师一开始就让叫我的名字让我发试卷，
我感觉真是不一样，见同学们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 有什
么不一样呢？ 好像不仅仅是过去的无所谓吧，还有羡慕。
作为学生，谁不想在新来的老师眼中留下好印象呢？ 而我
轻易地做到了。

我很快就发完了卷子，但奇怪的是少了两份试卷，没
有我和阮茵的，见肖老师还在点名，我又不好问，就安安
静静地坐在座位上。

阮茵回过头来问：我的试卷呢？
我摊了摊手，说：也没有我的？
完了，该不是要挨批评吧？ 她一脸的疑问。
怎么会？ 你的语文 118，我的满分，怎么会挨批评？ 我

看是要表扬我们。 见我这样说话，阮茵才心满意足地转回
了头去。 我是随口说的，但说完后，自己一想，可能真是如
此，否则肖老师把试卷留着干吗？

我们所有的考试成绩在放暑假时就知道了， 学生手
册上记着呢。 因为我的语文学得一贯好， 但见到语文是
120 分的满分，自己也很惊讶。语文不同别的课，只要还有
作文，作文谁能得满分呀，何况当时改语文试卷和教语文
的是张绍琪老师。 他本人是一个作家，发过一些诗歌散文
什么的，还经常在当时的《镇安文学》上发表民间故事，是
商洛地区作家协会的会员，他眼高着呢，能给我满分。 但
放假时张老师就走了，他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那
时他的女朋友在陕西体操队，已经在西安了，所以他早早
地去了，先会女朋友了。 所以我虽然一直想看他给我作文
的评语，但是却没有机会，现在呢？ 机会来了，同学们都在
看自己的试卷，叽叽喳喳的，我却干着急，还是见不到卷
子。

暑假的时候，我和阮茵说起过语文成绩的时，当时对
比了半天，我们确认 80 分的基础知识都是满分，而作文
我是满分 40 分，阮茵是 38 分，只扣了两分。 阮茵的语文
也学得很好的。

肖老师终于点完了名。 他说：安静，同学们安静一下，
在讲评试卷以前，我要请两位同学上台来。 方英安，阮茵，
你俩到讲台上来。

我和阮茵慢腾腾地走到了讲台上去。 他说：你们俩是
不是没有拿到试卷？ 试卷在我这， 我仔细看了你俩的试
卷，真是不错，且不说基础知识，那是死知识。 你们俩的作
文特别好，够发表的水平了。

他又转过身对大家说：同学们，我们让阮茵和方英安
两位同学把他们的作文朗诵一遍好不好？ 他们朗诵完以
后，我再给大家分析他们的作文好在哪里。

好，大家齐声大喊，夹杂着掌声。
方英安同学先朗诵吧，他把我的语文试卷递了过来。
这次作文的题目是：我的 XXXX(写自己的一位熟悉

的人物)。我写的是我的父亲，题目是：我的严父。我大声朗
读起自己的作文了：题目《我的严父》，作者方英安。 下面
哄堂大笑，我听到阮茵也在笑。 我尴尬极了，停了下来，无
助地看着肖老师。

笑什么笑？以后大家朗读自己的作文都要这样。方英
安，继续。 肖老师严肃地说。

见老师这样说，我便不管下面小声“嗤嗤”地讥笑，朗
读自己的作文了。

几百字的作文，一会儿朗读完了，下面竟然没有一点
反应。我沮丧极了，不知怎么办才好。过了好半天，突然掌
声大作。 听到密集如雨的掌声，我的脸竟然红了。

肖老师说：同学们，方英安同学的作文好不好？
好！
好在哪儿呢？
真实，有人嘀咕。
还有呢？
形象。
还有呢？ 刘向东，你说说。 肖老师点名。
刘向东是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儿，是达仁中学第一高，

坐在最后面，他站起来比所有人都高。 但他说话声音细细
地轻轻地。

刘向东你是女孩子啊，扭捏什么？ 大声点。 肖老师笑
着说。

肖老师，我觉得方英安的作文有真情实感。
好，很好，我等会儿再点评分析方英安的作品，现在

请阮茵朗读自己的作品《我的爷爷》。
听到肖老师称呼我的作文为作品，我的心里怪怪的，

在我的心里，作品是多伟大的词啊。 自己不小心一下子就
写出作品来了，真是了不得。

这堂课我真是出尽了风头。 尤其是肖老师开始说我
的作品够发表水平了，让我的心里痒痒的。 可是怎么才能
发表呢？ 那时我能见到的报纸只有山西省的《语文报》，我
们班的李红梅就订阅了一份，平时李红梅常把《语文报》
塞给我看。 所以一下课，我就瞧瞧对她说：红梅，把你的
《语文报》借我看看，行吗？

好啊，你作文写得那么好，可有我的功劳哟。 她笑眯
眯地说着，顺手把最近几期报纸给了我。

谢谢啊。
你怎么那么客气啊。
我其实是真心谢谢她的， 她平日里十分珍惜自己的

报纸，一般人都借不到的。 在 1985 年的狮子口河，很少有
人私人订阅杂志报纸的。没有那个闲钱。私人订阅报纸杂
志的， 只有个别有爱好文学的年轻人， 还有就是领导干
部。 像李红梅这样的学生拥有一份自己的报纸， 基本没
有，而且还是新闻。 但人家李红梅是是谁啊？ 区委书记的
女儿，母亲还是供销社的主任，不订一份报纸反倒是新闻
了。 不过李红梅订阅《语文报》好事了我，她自己学习最
差，更讨厌作文，可是因为她喜欢我，和我家又住的近，我
妈妈开小店时，又在她妈妈那儿进货，来往稍微多一点，
所以我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 基本每期报纸都是我先
看的。

你怎么又看她的报纸啊。 阮茵见我拿着《语文报》不
高兴地说。 她知道李红梅有点喜欢我，所以最讨厌我看她
的报纸了。

我说，你别小心眼好不好？ 把你的作文用稿纸抄一遍
给我。

干吗？
投稿啊。
肖老师不是说我们的作文够发表的水平了吗？ 我就

投稿。 看《语文报》就是抄投稿地址的。
哦……我的能行吗？
试试吧，说不定发表了呢。
你会投稿吗？
你别看不起我，我没发表过作品？ 难道我连投稿都不

会了？ 你知道那个才来的雷祥文老师不？
就是马上要给我们带化学的雷老师？
是啊，他来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写诗，发表过，订有

好多《诗选刊》，还借给我看，我问过他投稿的事。 原来张
绍琪老师也对我说过啊。

没想到你这么喜欢文学，知道还这么多。
还有呢，我不是有个堂哥吗？
就是上学期张绍琪给我们朗读的那篇《桥》的作者？
咦，你竟然记住了。
你当时不是对我说过吗？ 笔名叫文英，西北大学毕业

后在商洛群艺馆工作， 发表了好多东西， 是个有名的作
家。

是啊，现在到处都是他的作品，我想他一定会成为伟
大作家的。 他给我写过几次信，也回答了我问的怎么投稿
的事。

哎，他给你写信，我怎么不知道？
阮茵， 别看你我青梅竹马， 我的事你总不能全知道

吧。 我一脸坏笑地说。

去，去，狗嘴吐不出象牙，你快抄地址吧，抄完就把报
纸还回去，别老黏糊不清，我晚上再抄作文行不？

晚上？ 那你得熬夜了，自习课你是没法抄了。
为啥？
刚肖老师不是说晚上开班会吗？ 呵呵，开完班会，你

就不是阮茵了。
她一脸不解地看着我。
你忘了？ 那天给肖老师收拾家的时候， 他说开班会

后，我当班长你当学习委员的事。 今晚开完班会后，你就
是阮委员，而不是阮茵了。

去你的。 她嘻嘻哈哈地又转回身子到自己的座位上
了。 她的笑声太大了，让那边几个同学回过头来看我们。
阮茵也无所谓的，反正都是同学，大家都知道我和她一个
院子，从小一起长大，她的婆还喊我孙女婿……虽然平日
里她文文静静地，也故意避开我，但此时我知道她故意这
样做的。 女孩子啊，有时候就有那么一点小心眼，总是斗
来斗去的。 果然，李红梅在那边看着我们。

我装作没看见的样子，但李红梅叫我：方英安，不好
意思，刘向东要先用一下报纸。

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在乎阮茵对我的态度，也在乎我
对阮茵的态度。她是故意拿刘向东刺我。刘向东一直喜欢
她，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他们俩本来正好门当户对的，都
是商品粮户口，都是干部家庭，学习都一般。 但她好像对
刘向东不太感冒。 可是我对她也不感冒啊，只是报纸吸引
我。 若说还有别的原因的话，就是还有我妈妈的因素。 不
是说我妈妈势利，但当娘的，心里其实只有自己的儿子，
别看我只有 15 岁，但我知道母亲其实过早的操心我的婚
事了。 她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能想到的只有这些，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 哪一个不是十几岁就定亲
的？！我越来越大了，自然该考虑婚事了。母亲永远不会知
道我会考上学走出狮子口的，因为没有先例。 而且在那个
年代，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唯一的出路是当农民，好
点地找个媳妇，结婚生子，还有人伦之乐。差的呢？连媳妇
都找不到。 虽然阮婆说我是她孙女婿，可母亲从来不做非
分之想，她觉得我配不上阮茵，至少是家庭配不上。 我想
在 1985 年以前周围所有的人对我的看法是等同母亲的，
在他们的眼里，我若不努力，是连媳妇都找不上的。 虽然
周围很多人知道我有一个小媳妇叫阮茵，但那是嘲笑，当
不得真的。 所以，当 1985 年秋天，我上初二没多久，好像
是中秋节前几天吧， 家里多了一个名叫黄桂英的大姑娘
时，所有人都知道那是母亲给我预备的媳妇。

只有我不知道，我那时虽然没有设想过自己的前途，
我虽然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但我与所有人一样，还有着自
己的快乐和浪漫， 而我那样的年龄也许还来不及像母亲
一样考虑那么现实的问题。 对黄桂英的到来，所有人是敏
感的，只有我是迟钝的，一直以为还仅仅是母亲的娘家外
甥女。

当然，母亲也有母亲的智慧，或者说是母亲的狡黠。
她从不对我明说，她也不对大家明说，她也在观察事态的
发展， 或者在观察她儿子的能力。 她的想法是多一手准
备，她的儿子若有用，自己有本事找到一个媳妇，而不用
她这个当娘的操心，那何乐而不为呢？ 万一他的儿子没有
能耐，她就手里有人，心中不慌。 现在，她看到她那十五岁
的儿子不算太坏，还有一个名叫李红梅的女孩子喜欢，她
是打心眼里赞成的。

为什么不赞成呢？ 多好的事啊，人家本来是商品粮户
口，父母又是干部，更重要的，李红梅的母亲是供销社的
主任，她自己开一个小卖部，批发活的若是自己的亲家，
那是多么方便的事啊。但母亲又忧心忡忡。小安怎么能被
李红梅看上呢？仅仅因为学习好？那时，虽然家庭以平反，
也允许考学了，但小安能考走吗？ 这是未知数呢。

方英安，你把报纸还给我，刘向东要看。 李红梅又不
耐烦地喊。

给，你拿去吧。 我还没说话，阮茵扭头拿过我课桌上
的报纸扔了过去。 有什么稀奇的，不看就不看。 阮茵耷拉
着脸说。

你怎么这样啊，李红梅不高兴地说。
阮茵要回话，我拉了她一下，她闭上了嘴。 我跑过去，

拣起报纸，递给她，说：对不起啊。 李红梅这才算了。
回到座位，我刚坐下，阮茵回头看了我一眼，瞪着我

说：没出息。
我笑了。
她站了起来，没好气地说：笑什么笑？ 还不回家吃饭。
哦，该回家吃饭了。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这几年的自然天气一如人
世脾气，跌宕难测。 冬月中旬了，西安不冷反暖，毫无下雪征兆。 于是
从刘禹锡的诗句里借来片绺寒流，醒醒脑壳。 寒流与春潮，各有其德
也。

不过心底里的季节情绪，是任谁也无法预报的。 偶起微澜春波，
也不必惊艳。同楼的刘胖子，校友，迷书法、爱美酒、好善言。经常夜里
拎来佳酿，对酌闲话。 三次要我搬出《群山绝响》手稿翻看，称某收藏
家有意；又谬奖说当代作家拿毛笔写长篇，未闻第二人吧？呵呵。胖人
爱笑，呵呵已醺。又问出版六年了吧？该再版喽！肥掌相击，啪啪带响。
值得吗，我反问道。胖刘说四大名著为啥一版再版？因为是毛笔写的。
猛一听，颇为雄辩；细一回味，不禁哑然。 哂笑这人一发胖，逻辑也同
步紊乱了。

上网巡游，方知传看与诵听者，一直兴味递增着。 专家析文与读
者评论，字数超过百万了。 签名本高价倒腾，且发现盗版……看来再
版事宜，可以列入日程。

然而书运如人运，只看是否遇见青眼编辑。 《群山绝响》能够再
版，全因幸逢贵人。 天意作美，人事鸣谢。 鸣谢编、审、校，及美编设计
所付出的才华与心血。

此志。

专家点评《群山绝响》
英文兄此作发乎情止乎礼。 对昔日生活之泥泞窘迫，看得真切，

又有天高云淡的宽余旷远。如此襟怀，如此态度，有传统的底子，也是
心性修为。 因此，《群山绝响》与诸多同类题材的作品断然不是同类。
它眼光别具，所见迥异。

———李敬泽

是少年颂歌呢还是少年哀歌？这是一个时代的绝响。无数人经历
了那个时代，有心人难忘，有志者记录，有佛眼的少年使哀痛凝晶化
珠为不腐不朽的艺术。 元尚婴啊，你是那个时代无数少年的化身啊！

———周 涛

如果说方英文的《群山绝响》延续拓展了自己博雅温婉的叙事风
格，并没有错。 但是你可读出了作者对自己的颠覆？ 平淡中深藏沉郁
顿挫， 平易亲和中尽显宽阔气象。 小说通过一个乡村少年的心智成
长，概括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历程，在悲悯的人性书写中，完成了对一
个时代的凭悼。

———李国平

《群山绝响》取材于四十多年前的乡村生活，精细逼真地还原了
一个时代的落霞与孤鹜。 众生不易，却皆能顺应与变通，展示出令人
叹息的生存智慧。 亲情爱情纯净动人，哀而不伤；笔法微妙、修辞婉
讽；自然状写尤为妥帖，诗、音、画三美兼融。

———仵 埂

《群山绝响》小事含要义，从容显张力。 这部可读耐读的长篇小
说，通过奇崛瑰丽的文学话语，饱含着对社会演绎与人性百态的梳理
与整合， 写出了城乡二元分治格局下的种种敏感而强烈的具体社会
效应，诸如物价与供给、阶层与落差、宗教与伦理、民歌与灵异……小
说写到这个份儿上，就不止是写个故事、写个人物，而是真正跨越了
文学殿堂、逸出了文学，延展并兼备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
和经济学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群山绝响》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
个重要收获。

———张志春

这是一部内蕴丰富深远的小说， 对于不同阶层的人物性格均有
着精准的把握，举重若轻地反驳了历史化的宏大叙事、英雄化的审美
风格，显示出独有的价值意义。

———周燕芬

从安康市区驱车半小时，便到了到平利地界老县镇，到平
利若没到老县镇蒋家坪茶山，就等同于“不到长城非好汉”。

顺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 蒋家坪茶山在云雾的包裹中若
隐若现，阳光淡淡地撒在茂密的林间大道，一股草木的香味迎
面扑来。 途经平安居小广场，要去看看那棵高十米、需三人合
抱的千年老鹰茶树，老鹰茶因性甘凉，有兰麝之香，经夜不馊，
不仅可解暑消食、去腻减肥，还能解毒消肿、灵心养神，被称为
“长寿茶”。

喝了老鹰茶，拐过几个弯，远远瞧去，有一处像驼峰一样
隆起的山包，这就是蒋家坪茶山。 茶山生机勃勃，一垄垄茶树
犹如连绵的碧浪，形成层层叠叠的“茶梯”。 沿石阶而上，总会
遇到很多慕名前来的游客穿行于茶园间。

站在茶山顶端，蓝天白云竟让人感觉近得触手可及，迎着
山风，漫山遍野沁人心脾的茶香沾染于衣袖间，心也跟着静下
来,人不得不跟随茶香，感受那独特的韵味，领略这小叶子所
蕴含的世界，敬佩茶人的智慧和艰辛。

如果说三月的春天在武大的樱花雨，在婺源的油菜花田，
那么四月天， 你一定要来平利的龙头村。 清澈的冲河环村缠
绕，行如游龙，走过那绿荫成道的牌楼桥后，“白墙青砖黛瓦 ,
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美景便映入你的眼帘 。 驻足间 ，就能
听到欢快的唢呐锣鼓迎客曲 ， 热闹的舞龙舞狮热火朝
天 。 走进茶园 ，你可以边嗅着淡淡的茶香 ，边观赏茶园实
景演出 ，你还可以到飞行营地搭乘直升机 ，在惊险刺激
中鸟瞰 “龙头 ”全貌 。逛累了 ，随便路过哪家 ，热情好客的
主人都会邀你品一杯清香的平利富硒茶；无论歇息于哪个农
家乐，主人都会为你奉上腊肉洋芋粑、木耳炖土鸡、干萝卜条
条炒瘦肉等农家特色佳肴，还会自豪地向你炫耀：猪是自家养
的、鱼是自己钓的、蛋是自家下的、菜是自家肥浇的、包谷杆儿
酒也是自家酿的、连掌大勺和端菜服务的都是自家的，满屋子
充满了茶香、酒香、肉香和欢笑，保你大呼过瘾，吃到月上枝

头、燕归檐下才肯作罢。
长安镇的洪福茶山坐落于平利县的东大门，沿着茶山 N

个“之”字路，但见翠绿的茶树层层叠叠，与山花相互映衬，勾
勒出春意盎然的五彩油画。站在陆羽广场，在花香四溢中欣赏
着万亩樱花、茶花和梨花竞相齐放的视觉盛宴。

你若想感受策马奔腾的潇洒，抑或牵马漫步的闲散，那就
移步到县城附近的马盘山。在这里，你可告别都市的嘈杂与繁
华，静心畅享自然风光，让身心释放。白天，带孩子在山林间采
古茶、捡松塔、摘野花，冒不盹儿还能遇见机灵乱窜的小松鼠；
晚上， 站在山顶观景房的露台或躺在坐落于青翠山林间的小
木屋，透过天窗看漫天繁星，听风吹阵阵松涛声，别有一番滋
味。 在异域风情的蒙古包，三五好友围坐篝火，羊排被炭火烘
烤的“滋滋”作响，烤羊肉的味伴随着袅袅炊烟，这才是最美的
人间烟火。

盛夏七月， 若想寻一处身与心的清凉， 就到平利的天书
峡。这里一步一景，幽谷崖深，怪石异洞，碧水流泉，瀑潭相连，
茫茫林海间常年青纱薄雾袅绕， 莺歌蛙鸣悦耳， 盛夏枝密叶
厚、浓荫遮地。

盛夏亲水，平利还有一处好地方。 走进桃花溪，呈现给你
的是一幅水墨丹青的清凉图画，一进景区便是一道溪流，溪流
上是竹筏浮桥，脚踩上去，溪水从竹隙中涌出，阳光照耀下波
光粼粼，宛若“人在水中走，水在画中游”之感。桃花溪的水，常
年不断地蜿蜒而下，时而在密林中曲径通幽，时而在巨石中柳
暗花明。桃花溪的花，四季不断，迎春、桃花、樱花、杜鹃和腊梅
……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奇花异草，置身于“花溪”中，花香
盈袖，为之沉醉。 一阵
风起， 那花瓣与蝴蝶
一 同 在 空 中 盘 旋 起
舞， 那一刻你的心也
会随之翩翩而动。

第一次投稿的故事
方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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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美景任你游
何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