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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它只是一个隐藏在山间的自
然村落， 而今却是国家级农业观光园。
有多条路可以抵达这个叫水泉坪的村
子。 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穿越莽莽林
海，在海拔近千米处，眼前豁然开朗：一
座宽约 3 千米、 长逾 10 千米的高山平
原横亘于两山对峙之间，仿佛被巨斧削
平了群峰，在云遮雾绕中铺展出一片翠
绿的绸缎。 这便是水泉坪，因坪中一汪
清泉四季喷涌而得名，其地质成因至今
成谜，却造就了“两山相对出，一坪天上
来”的旷世奇景。

站在王莽山巅俯瞰， 水泉坪宛如一
颗镶嵌在群山中的翡翠明珠。 这片千亩
平坝的形成，据考证，源自远古地壳运动，
罗家山与八龙山的剧烈碰撞，导致山体崩
塌阻塞河谷，历经数百万年泥沙淤积，最
终造就了这片沃土。 更神奇的是，坪中涌
出的泉水来自王莽山深处的暗河，水质清
冽甘甜，冬暖夏凉，滋养着坪上世代耕耘
的百姓。 当地流传着“金羊开泉”的传说：
旬阳县城初建时选址于此， 破土时突然
涌出清泉，一只金羊从泉中跃出，引领人

们到下游的葫芦岛建成新城， 留下这方
“水泉坪”的美名。

每逢阳春三月，万亩油菜花海将水
泉坪染成金色海洋。 春风拂过，花浪翻
滚间露出白墙黛瓦的民居，袅袅炊烟与
山间云雾交织，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
源。 待到秋日，千亩稻田铺就金色地毯，
彩色水稻组成的“中国梦”稻田画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 成为摄影爱好者的天
堂。 这种“春赏油菜夏观稻，秋品硕果冬
踏雪”的四季轮回，正是水泉坪最动人
的田园韵律。

从水泉坪沿溪谷下行，便踏入了崩
云峡谷的奇幻世界。 这座峡谷长约 1.5
公里，九瀑十潭星罗棋布，飞瀑如白练
垂挂，深潭似翡翠镶嵌。 最壮观的“崩云
瀑”落差达数十米，水流撞击岩石激起
千层雪，轰鸣声震耳欲聋。 峡谷两侧的
崖壁上，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和藤蔓植物
相互缠绕，形成天然的艺术画廊。

从水泉坪驱车十余里，便来到海拔
1400 米的王莽山。这座三县交界的巍峨
山峰，不仅是地理坐标，还是历史与自

然交织的圣地。 王莽山的灵魂在于变幻
莫测的云海。 雨后初晴的清晨，山腰间
云雾翻涌如万马奔腾，群峰在云海中若
隐若现，恍若仙境。 当朝阳穿透云层，金
色的光芒洒在山间的百年银杏和苍松
翠柏上，整座山仿佛披上了一层神圣的
袈裟。 山顶的“三县界碑”是观云海的绝
佳位置，一脚跨三县的豪迈与云卷云舒
的诗意在此完美交融。

八里坡的盘山公路如银链缠绕山
间，沿途可见奇松怪石与高山草甸。 春
季，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开得如火如荼；
秋季，红叶如火焰般燃烧，将山体染成
绚丽的画卷。 徒步登顶王莽山，不仅能
领略自然之美，更能在红色遗迹前感受
历史的厚重。

水泉坪的魅力， 不仅在于自然奇
观，更在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里推
行“稻油轮作”的生态农业模式，春季金
黄的油菜花与秋季金黄的稻谷交替登
场，既保证了土地肥力，又打造了四季
皆景的田园风光。 近年来，当地政府依
托水泉坪的资源优势，打造了“一轴、两

心、三片区”的旅游格局：沿水泉河打造
生态景观轴，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和农业
体验中心，划分特色林果、种植养殖、休
闲度假三大片区。

如今的水泉坪， 已成为集观光、体
验、研学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 游
客可以住进“稻田居”民宿，清晨在蛙鸣
声中醒来；在岩洞酒吧品尝自酿的苞谷
酒，夜晚仰望璀璨星空；参与稻田摸鱼、
油菜花海摄影等活动，体验农耕文化的
乐趣。 每年春季的油菜花节和秋季的稻
鱼丰收节， 更是吸引了数万游客前来，
田间地头的文艺演出、 特色农产品展
销，让古老的田园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崩云峡谷的狂野心跳，到王莽山
的云雾缭绕； 从水泉坪的田园牧歌，到
红色遗迹的历史回响，这片被大自然和
时光双重眷顾的土地，正以开放的姿态
迎接八方来客。 当你踏上这片土地，呼
吸着清新的空气， 聆听着溪流的吟唱，
触摸着历史的温度，便会懂得：水泉坪，
是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更是一首镌刻
在秦岭深处的田园史诗。

春深网购的两盆绿萝，总带着恹恹
的倦怠。 叶片蔫耷耷的，像贪睡未醒的
孩童， 连新抽的芽尖都泛着灰扑扑的
暗。 反观邻居张姐家的绿萝，早已在阳
台织就一袭绿瀑，阳光漏过叶隙，碎成

跳动的翡翠。 每当浇水时望过去，难免
生出几分困惑———同样沐着晨光暮色，
我的草木为何总沉默得如此疏离？

直到留意到办公室的君子兰，两株
同根兰草，一盆在窗台与打印机的嗡鸣

相伴， 另一盆在客厅守着电视机的微
光。 初时皆生着青玉般的叶片，月余后，
窗台那盆竟从叶心抽出箭镞似的花茎，
而客厅的仍蜷缩成紧实的芽苞，如紧攥
的小拳头。 某日整理会议室，见保洁阿
姨要倒掉半壶冷透的茉莉花茶，鬼使神
差地接来浇进花盆， 未曾想这无心之
举，竟让那株光杆龟背竹在次年春天萌
出新叶。 巴掌大的叶片边缘卷着嫩红，
恰似婴儿攥紧的小手掌。

从此便留了心，每次会后，总提着
塑料壶收集残茶。 龙井的清冽、普洱的
沉厚、菊花的甘苦，都在瓷盆里化作草
木的私语。 长寿花在茶碱滋养下爆成绯
色的云，茶花落瓣时跌在积着茶渍的盆
沿，像随手搁下的胭脂盏。 同事笑我成
了“植物茶客”，却不知指尖触到叶片上
细细的绒毛时，总想起老家院角的老茶
树———父亲说茶叶是草木写给人间的
情书，原来这情书，亦可说与案头草木
听。

家里的绿植却一直没喝上茶。 总觉
得， 为几盆草木专门泡茶太过郑重，直
到在菜市场遇见卖粗茶的老人。 褐色纸
包里的茶叶碎似秋末落叶，却裹着太阳
晒过的暖香。 烧水时，白瓷壶里浮起的
叶片，让我想起办公室的龟背竹———它
从光杆蜕变成撑开绿伞的模样，原来草
木的生长从不是单向的给予，当我们俯
身倾听，它们早已把光阴的故事藏进新
抽的枝叶里。

昨夜首次给客厅的君子兰浇茶水。
深褐色的液体漫过陶盆时，叶片上的尘
埃仿佛被拭去，露出青缎般的光泽。 蜷
曲的叶芽在水汽里舒展了几分，让我想
起初次给婴儿喂水时的忐忑与期待。 所
谓照料， 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
是隔着泥土与根系的私语，将人类的茶
汤化作草木的甘露，在冷热交织的时光
里，等待一场静默的回应。

此刻凝望窗台上的绿植，忽然懂得
张姐说的“草木有灵”。 当我们把喝剩的
茶水分给它们， 指尖抚过叶片的脉络，
在某个清晨撞见新抽的卷须正悄悄攀
上花架———这何尝不是跨越物种的温
柔约定？ 就像父亲的老茶罐永远留着半
杯热茶待人，母亲浇花时总哼着不成调
的曲子，让水珠顺着花瓣滚成跳动的音
符。 人与植物的缘分，便藏在这些充满
仪式感的小事里，藏在将日常滋味与草
木分享的心意中。

或许再过些日子 ， 绿萝会抽出新
藤，君子兰顶起橙红的花冠，发黄的叶
片在茶香里重染新绿。 而我终将明白，
最好的滋养从不是单向给予，而是以平
等之姿与草木共处，把生活余韵分享给
这些沉默的朋友。 此刻阳光穿过纱窗，
落在茶渍未干的花盆上，叶片绒毛在光
里轻颤， 仿佛诉说着等待与懂得的秘
密：原来最深的照料，是在烟火日常里，
为彼此留一口温热的茶，让时光在茶香
与绿意中，酿成漫长的告白。

山林夏雨歇，为我生凉风。 暑灼多
烦扰，众山清景中。

炎炎夏日，觅清凉幽静之地，就去
正阳大草甸。 正阳大草甸位于平利县最
南端，东与镇坪县毗邻，南与重庆城口
相连，西与岚皋县接壤，北接平利八仙
镇。 驾车在逶迤的山岭间穿行，蜿蜒盘
旋的公路， 如同群山中看不到尽头的
“蜘蛛网”，向远方延伸。

跋山涉水游乐，缓慢徐行不急。 一
行人边走边看， 碰到雄奇的大片森林、
浓荫下的竹园、清澈的河流，都要把车
停下来，在林下醉醉氧、在竹园拍拍照、
在溪水潺潺处洗洗脸，感受久违的爽快
惬意。

中午一点半左右，来到正阳镇政府
所在地。 找了家临街饭馆，点了四热一
凉 5 个菜：竹笋炒腊肉、青椒豆腐、酸辣
土豆丝、红烧茄子、凉拌黄瓜。 可口飘香
的农家菜让我们胃口大开，多数人都添
了半碗米饭，燥热烦闷的心情，也在此
刻释放。

依山傍水的镇子不大，街道显得空
旷清冷。 随行的当地人告诉我们正阳镇
是典型的“版图大镇、人口小镇、资源富
镇”。 山上林草丰茂，林下药材众多，有
“巴山药谷”之誉。 境内河网密布，水资
源十分丰富 ，正阳河 、南溪河 、龙洞河
……纵横交错。 山顶广袤的草甸就是龙
洞河的源头。 龙洞河瀑布群绵延 10 余
公里，尤以彩虹瀑布、韩婆瀑布、羊子洞
瀑布最为有名， 龙洞河瀑布群被誉为
“陕南第一瀑布群”。

为觅幽凉再攀越， 高山草甸殊不
同。 盛夏来正阳，亲山近水，不仅凉爽宜
人，而且风物独特，让人期羡欣然。

走着走着，浓荫蔽日的大森林慢慢
隐退，偶尔有三三两两低矮的树丛散落
在偌大草原上。 越往高处走，树木越稀
少 ，许是岭上风大 、土薄 、树木扎根不
易，这就给草腾出一片天地来。 有水的
地方，草丰厚一些，山包处则稀疏一些，
有的地方则裸露着连片山石。

神奇的大草甸适合远观。 从上往下
看，蔚为壮观。 山峰、怪石、林子、弯弯曲
曲的道路，在阳光照射下，峰峦叠嶂、层
林墨染、山石陆离。 有的绝壁千仞、有的
卧躺休憩、有的临河端倪。

站在草甸任何一处朝上看，山岭相
连、起伏一体、云裳花浓、草天相接。 有
绵延不尽不规整的草坡，也有馒头一样
隆起大小不一的山头， 绿草如茵花争

艳，碧波千层浪如海。 艳阳洒向绿茸茸
的地毯，新鲜温润的空气，朵朵飘移的
白云， 构成草甸上特有的风和日丽、云
牵草舞，云卷云舒壮阔美景。

正阳草甸，海拔 1500 至 2500 米之
间，是较大的高山草甸，面积足有十个
关山牧场大。 坡麓平缓，无垠无际、舒展
圆润、风光旖旎，宛如一幅美妙油画，镶
嵌在苍茫大巴山上。

朗日下，迎着草原的风，追着洁白
的云，看草长莺飞，瞅云彩调皮，祥云与
草原撒欢，人们与大地相融。 许是山高
风速较快，云朵一会儿聚集一起，一会
儿又各自散开。 低头亲吻花草，抬脚戏
耍苍穹，不停变换形状，云吐八荒，仪态

万千，激发着人们不尽的想象空间。 身
旁的草木，和谐与共，同染脚下大地，黄
色、红色、紫色、白色的花朵尽情绽放，
把草原扮靓。 几位游客，纷纷拿出鲜亮
的衣衫和围巾，摆出各种各样的动作拍
照。 站立时头顶蓝天手托白云，躺下时
身隐花丛。 真乃“景不醉人人自醉，笑靥
如花近山水”。 融入自然乐趣，享受惬意
人生。

在太阳西下之际，搭好帐篷，将带
来的食品、炊具依次摆放到位，燃起篝
火、边吃边唱，别具一格的野炊，让游客
体验到生活可以更浪漫一些。

如火盛夏，酷暑煎熬。 而在正阳大
草甸，清风伴着草香，蓝天扯着白云，夜

间的温度仅有 17 度， 丝丝凉意让人感
受到浓夏里的舒适和惬意。

我们仰望着浩瀚星空，坐在帐篷边
和星星对话。 感悟着：“露宿大草甸，伸
手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
韵味。 夜深沉，静静聆听草地里夏虫的
低吟浅唱和山风拂过的声音。

山高一丈，大不一样。 久居闹市，偶
尔露营， 伴着徐徐凉风和漫天繁星入
梦，在第一缕阳光中醒来，微凉不寒，风
拂不冷，让人身心俱爽。

天地清气，自然和美，恬静宜人，流
连忘返。 欲消暑热来草甸，能使心静身
自凉。

紫阳县界岭镇麻园村盛产苦荞。村里人自从
苦荞酒上市便广种苦荞， 贫瘠的山坡长出苦荞
苗，缀满了苦荞花，一坡一湾满是沉甸甸的苦荞。

高山野岭，土地薄得只有一层土，阴坡地终
年太阳照得少，长满了蒿草。 苦荞却不嫌弃瘠薄
与潮湿，只要播种，它就生根、发芽、长叶、开花，
结出一串串籽粒。春播的季节，农民精心整地，种
完了洋芋、玉米，只剩下一点残余的粪土，这时猛
然想起还要种苦荞。 一背篓粪土尘埃拌匀种子，
撒了一道湾，经过一场春雨，地里便长出了绿油
油的苦荞苗，刚锄完一次草，苦荞便开始扬花了。
村里人走进苦荞地，挥舞着镰刀，心里好像在说：
苦荞真是个苦命的庄稼， 难怪它的味道是苦的，
种两三亩地，收获三五斗。

以前，苦荞是麻园村的特产。 一家人围坐在
一起吃苦荞馍，细嚼慢咽，品味苦荞馍的原汁味
道。 苦荞产于高山，生长期短，产量低。 它的味道
微苦，山里人不怕吃苦，就怕饥饿，每当歉收的年
份，便迫不得已广种苦荞。苦荞丰收了，解除了青
黄不接的饥饿难题。村民吃了苦荞馍，锄地薅草，
浑身是劲儿。

经济快速发展， 村民们的生活也富裕起来
了，地里再也看不见成片的苦荞花了。 然而苦荞
馍的味道却留在山里人的记忆深处，村里几户人
家依然珍藏着苦荞种，每年种一小块地，收获四
五升。 这些农户把苦荞馍当作稀罕食品，有时候
进城去还带上几个桐子叶包的苦荞馍，送给亲戚
朋友，城里人不仅喜欢苦荞馍，还特别喜爱用苦
荞壳制作的枕芯。前些年村里有一老者身患糖尿
病，四处探访名医。某日遇郎中开处方，自制中成
药，以苦荞酒为引子。 儿子尽其孝心，试验酿造苦荞酒的方法，便用生苦
荞发酵数日，添加酒曲，竟酿出了半坛苦荞酒。品其味，酒微苦而醇香，清
凉爽口，色泽淡绿，颜色好像香槟酒。

难忘那年苦荞丰收的季节，村上来了个“土专家”，自诩有方法可以
用苦荞酿美酒！ 村上反复酝酿，按招商引资政策签订联办苦荞酒厂的协
议。“土专家”用脱粒机去掉苦荞壳，缩短了发酵时间。然后在一间房里单
独操作数日，果然烤出了苦荞美酒。品味刚从酒樽里流出来的苦荞酒，清
香扑鼻、回味悠长、酒度适中、后劲绵软。 于是麻园村便打出了苦荞酒的
品牌，苦荞酒走俏，从山里走进城市，走红了市场。

村主任偏不相信世上有什么“祖传秘方”，心想这一定是苦荞的神奇
作用。 他凑了苦荞的研究经费，到省城一所医科大学，非要弄个明白不
可。 结果发现麻园村的苦荞含有生命元素“硒”，天然富硒绿色食品苦荞
具有清肝火、降血脂、治疗高血糖及糖尿病的保健功能，经过人体新陈代
谢后将发挥清洗剂的作用，排除毒素，在皮肤表层映出淡黄的汗渍。村主
任感到惊讶，没想到苦荞竟有如此神奇的作用。

村主任从省城归来，给村民带来了规模种植苦荞的喜讯，麻园村人
家重拾旧业，一个乡村振兴项目应运而生。 村上组织协调、选择地块、拌
匀底肥、锄草松土，一环套一环，守护漫山遍野的苦荞地。 市场上富硒苦
荞酒、富硒苦荞系列食品，让人眼花缭乱。 改革春风唤醒了麻园村，苦荞
苗泛绿了，苦荞花沐浴着春光，在山坡上笑得甜蜜蜜。村民的劳动成果在
空气里散发出五谷杂粮的清香，苦荞花开酿美酒，幸福的美酒在这里飘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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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出泉生山莽莽
方晓蕾

给绿植“喝”杯茶
潘文进

欲欲觅觅清清凉凉去去草草甸甸
余余佑佑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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