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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伏天，我最偏爱的蔬菜和水果就是黄瓜。
我钟爱黄瓜，凉拌起来清爽美味，我更喜欢将黄瓜

当水果来生吃，用它来解渴或者当作晚餐。 黄瓜的营养
一点也不输于水果，富含各种维生素，香甜脆爽，不用担
心吃多了会升血糖，黄瓜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可以给身
体补充食物性水分。 部分黄瓜可以替代水果食用，而且
黄瓜热量低于大部分的蔬果， 非常适合减肥人群食用，
单是它清爽脆甜就让人欲罢不能。

安康菜市场内，黄瓜的价格十分便宜，一块钱左右
一斤。 超市里多是又长又绿的良种黄瓜。

每到周末的清晨，我定要去人间烟火味浓郁的菜市
场转一圈，去买农民们自家种的黄瓜，那都是刚刚从地
里摘来的，个个都新鲜翠绿，还带着清晨的露珠与清香，
是不打农药的绿色蔬果。 这样的黄瓜我称它为 “山黄
瓜”，洗净了吃一口，胜过其他时令蔬果。 只要几条鲜黄
瓜， 便让我在炎夏一整天都有了满满的幸福感与满足
感，仿佛一下子就有了旺盛的精力与蓬勃的朝气。 我可
以不买别的蔬果，但必须买几条新鲜的“山黄瓜”。

黄瓜特有的美味，更让我勾起对儿时的回忆。 孩童
时，夏天我和妹妹饿了，就偷偷地钻进自家玉米地里，玉
米地里总是混种着一些山黄瓜，黄瓜藤蔓刚好缠绕在玉
米挺拔的绿杆上，于是在空中垂下一个个大小不一诱人
的山黄瓜，我们每人都摘下好几个，在溪水里一洗，有时
连洗也不用洗，用手一抹就开吃了，因为黄瓜挂在空中，
我们认为是干净的。 有时也给家中摘许多回来，生吃或

凉拌，那美味的黄瓜填补了我们平常饥饿的肠胃，给了
我们成长的营养。

雨水好的时候，黄瓜结得很多，玉米地也成了我们
玩耍的乐园。 父母也默许我们这样疯玩，我们也自觉地
只摘大的，留下小的继续生长。 有个别黄瓜趁着我们不
注意躲藏在叶子下面，等我们发现时，它已经瓜老皮黄
了，不过它却是最有用的，这样熟透的老黄瓜摘回家，是
最佳的黄瓜种子。 切开黄瓜露出瓜瓤，把细小密集的黄
瓜子儿都掏出来晾晒在纸板上，晒干了储藏起来，就是
来年最好的瓜种。

周末清晨我在河边锻炼，贪玩了一会儿，返回来迟
了，路过菜市场时，已经罢市了，也不见有鲜嫩的黄瓜，
缺少了炎热一天中最有灵魂的东西， 心里有点儿失落。
然而回到家就听见小区楼下有农民在叫卖自己种的各
种蔬菜，我下楼，看到树荫下摆着许多熟悉的鲜嫩山黄
瓜，我赶紧问摊主怎么卖的，头一抬，卖主竟然是我老家
多年的邻居大哥，他也认出了我，笑着说：“自己种的，拿
去吃吧，要啥钱呢。 ”我说你不要钱我就不买不要了。 他
一看我这样，只好说捡吧捡吧，给我捡了一大袋，假装称
一下，说是 4 斤，却只收我 2 块钱，我付钱时，他又朝我
袋子里多塞了两个。 我笑着说：“我今天可捡了个大便宜
了！ ”

吃着家乡这些可口的绿色蔬果，顿觉幸福满满。 这
个夏天，因为有家乡的山黄瓜相伴，每天都觉得清爽美
好……

杭州西湖畔 ， 林社的雅静空间里 ，“旅杭望
圣———赵宏勋书法展”的墨香在 2025 年阳春三月
静静流淌。 40 余幅作品，篆之古穆、隶之庄重、楷

之雄浑、行之洒脱、草之飞扬，如同一条精神的河
流，从陕南安康的峻岭深谷，一路奔涌至江南烟雨
的诗意栖居。 这不仅是一位安康书法家首次在杭
州举办个展的里程碑， 更是一次跨越地理与心灵
的双重朝圣。

赵宏勋的书法之路， 始于少年时与笔墨初遇
的心弦震颤。 20 世纪 80 年代，安康书坛名宿刘旸
光先生以其自然高古的书风、 博爱谦和的人格以
及对艺术极致境界的执着追求， 为赵宏勋点亮了
书法殿堂的第一盏明灯。在刘旸光悉心指引下，他
沉潜于历代法帖的瀚海：钟繇的古朴醇厚、颜鲁公
的雄浑正大、“二王”的风流蕴藉、米南宫的跌宕奇
崛、赵松雪的圆融典雅、怀素僧的奔放不羁……他
奉行“守一家、兼百家”的信条，在数十年如一日的
临池不辍中，将千年底蕴内化为自我风骨的基石。
20 世纪 90 年代， 他又负笈叩问于陕西大家陈少
默先生门下，汲取新的滋养。 千禧年后，他更以开
阔胸襟“转益多师”，在书法的长途中永不停步。

巍峨秦岭的雄浑气魄与灵动汉水的蜿蜒不
息， 是赵宏勋书法艺术最深厚的灵感母体与风格
密码。其楷书，如秦岭主峰拔地而起、笔力扛鼎；结
构宽博宏阔、气象正大雄浑，深得北碑筋骨与唐楷
法度之精髓， 一种庄严的秩序感中蕴含着撼人心
魄的力量。 其行草书，则如汉江春潮，笔势连绵回

环，线条如清流般灵动畅达，墨色枯润相生，韵律
天成，于挥洒间尽显南帖的飘逸风神与抒情特质。
这种“北骨南韵”的独特融合，是秦巴山水赋予他
的独特禀赋。他的笔墨，早已超越了单纯技巧的呈
现，成为对故土深情的磅礴礼赞，每一笔、每一划，
都浸染着对安康山水人文的赤子之心。

对赵宏勋而言，书法远不止于案头墨戏。它是
“文化的滋养 ”，是 “心灵的修炼 ”，是 “艺术的沉
淀”。 他在墨海砚田中研习修身，在笔走龙蛇间静
思养性， 视书法为通往内心澄明与精神升华的修
行法门。 他笃信：“书法家， 首先应该是一个有修
养、有担当的文化人。 ”这种文化自觉与使命意识，
深刻地烙印在他的笔墨风骨之中。尤为显著的是，
其作品在追求自然、和谐、大气之美的同时，总有
一股刚正之气力透纸背。这铮铮铁骨，无疑源于他
数十年司法生涯的淬炼———作为原安康市人民检
察院的资深检察官，正气凛然、公正担当的职业品
格早已内化为其艺术精神的一部分， 使他的书法
在飘逸灵动之外， 更添一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庄严
风骨。

赵宏勋的艺术视野与影响力早已跨越了地域
的藩篱。 2009 年，他作为陕西省书协代表团成员
赴韩交流，让笔墨架起国际沟通的桥梁。 2019 年
深秋，“在路上———赵宏勋书法汇报展” 于安康市

群众艺术馆成功举办，作品所展现的“气势磅礴，
生命力强，诸体兼备，风格多样”（书法家田尔斯评
语），在当地引发强烈共鸣。 怀着对书法圣地的无
限向往，2024 年，赵宏勋旅居杭州，进入中国美术
学院潜心进修， 在千年文脉的滋养中寻求更深层
次的突破。一年后的“旅杭望圣”展，便是他这份朝
圣之心与求索精神在西湖山水间的璀璨结晶。 展
览中的作品，无论是鸿篇巨制的奔放草书，抑或咫
尺精微的典雅小楷， 皆凝聚着他对书法真谛的不
懈叩问与对传统文人情怀的深切凝视。

从陕南安康的山水滋养， 到西湖畔的艺术朝
圣，赵宏勋的书法之路，是一条永不停歇的精神跋
涉。他深研传统而能“守正创新”，博采众长终成一
家风骨，将秦岭的雄浑与汉水的灵动熔铸于笔端，
更将司法生涯的正气灌注于墨痕。方寸之间，他观
照的是千年文化的浩瀚世界；笔墨之中，他印证的
是永无止境的艺术真章。 对于这位书法路上的逐
梦人而言， 杭州并非终点， 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
点。 他以笔墨为舟，以文化为楫，将继续在中华优
秀传统的浩瀚江河中扬帆远航， 在不断的自我超
越中，担当起传承与弘扬的永恒使命。他的书法苦
旅，始终“在路上”，向着艺术与精神的更高圣境，
坚定前行。

秦巴深处，横溪河畔，隐藏着这样一处鲜为人知的秘境，这里山
水相绕，绿荫成林溪蜿蜒，民风淳朴景如画，恰似铺展在大自然中的
一幅多彩画卷，这里便是位于岚皋县石门镇大河村的“大河逸境”。

从岚皋县城出发，沿着 G541 国道石门镇方向一路前行，驱车途
中， 山水美景变幻莫测， 让人心旷神怡， 路经陕西省最美农村公
路———岚皋县石门至懒稍台旅游公路，干净整洁的道路如丝带般延
伸于群山峻岭之间，似灵动的音符在山间回荡，道路两侧的草木郁
郁葱葱、繁花摇曳、风光无限，“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之感涌上心头。

前往大河逸境，横溪古镇便是必经之地，此处是古与今的对话，
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黄墙黛瓦，飞檐翘角，古巷蜿蜒，宁静深远，尽
显古朴典雅、磅礴大气之感。 漫步于古镇的青石巷道中，匆忙的脚步
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用心用情去感受古镇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仿佛每一处都散发着古老而动人的诗意， 亲切的微风时而轻拂脸
颊，勾起对久远历史的回忆，使人思绪翻涌不断。

带着对横溪古镇深厚历史文化的余温，伴随着悦耳的鸟鸣和潺
潺的溪流声，继续朝前行走，享受着绿水青山带来的愉悦之感，如行
云流水般洒脱飘逸。 在不知不觉中，山水交融的“大河逸境”便呈现
在眼前，竟是这般壮丽景象！

置身于“大河逸境”之中，宛如在亲手描绘一幅多姿多彩的山水
画，每一笔、每一处都弥漫着诗意与宁静。 流水将两岸的特色民居串
联起来，使这片土地更富生机与活力，建筑风格统一，排列整齐有
序，服务设施齐全，气势宏伟壮观，这都是得益于“和美庭院”建设政
策的惠及，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号召和群众的积极参与下，齐心协力
将这里装扮得十分端庄美丽，也为游客前来体验做足了准备。

“小桥流水人家，田园院落繁花”。 最为繁忙的要数那座朴实美
观的石板桥，桥上人来人往，穿梭不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将一河

两岸的纷繁万物紧紧连在一起，且承载着源源不断的乡愁记忆。 依
桥而望，只见桥下河水清澈见底，鱼虾欢乐畅游，忍不住下河戏水，
掬一捧泉水润肺腑。 步入田间院落，只见成人乡间劳作，孩童嬉戏打
闹，处处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 再哼上一首小曲，与大自然遥相呼
应，景与曲充分融合，顿时忘却内心的嘈杂与烦扰。

加之此处“四美”民风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开展，一则则温暖动人
事迹感人至深，一个个先进模范典型催人奋进，在演讲者声情并茂
的宣讲下，助力形成向上向善向美的村风民风。 再看“心连心”志愿
服务队伍穿梭在大街小巷，俯下身子为民热忱服务，在他们的耳濡
目染下，乐善好施已然成为一种行动自觉，这里的环境变得更加整
洁，民风敦厚淳朴，外增颜值，内提气质，人勤业兴景美的氛围越加
浓厚。

环境美了，游客多了。 在乡村院落、林间小径、游乐场所，游人如
织，热闹十足。 看一家老小，围坐在露营帐篷里，其乐融融，尽情享受
大自然的美好时光。 再看一对对情侣在景点打卡拍照，浪漫温馨，惹
人留恋，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 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精心统筹
谋划，立足本地优势资源，持续完善服务设施，推动文旅产业蓬勃发
展，吸引游客前来驻足体验，三产融合发展的节奏显而易见。

行走中，寻着一缕缠绵的炊烟，走进一处农家乐，丰富多样的地
道美食任由自己挑选，辣子鸡、粉蒸肉、酸辣魔芋、酸辣土豆丝、洋芋
粑粑炒腊肉、巴山土豆汤……每一道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菜，根据
自己的口味点上几道，与好友围桌而坐，尽情享用美食带来的那份
惬意。

近日，石门镇大河村入选为陕西省首批“‘千万工程’示范村”，
想一想，“大河逸境”功不可没。 “大河逸境”，一个安逸静谧、令人向
往的地方，启程吧！ 让我们一起领略“大河逸境”的迷人风采。

提起魔芋，人们不自禁地感叹道，这个“魔”
字可真是了不得嘞！ 它“魔”性十足，生得既“丑”
又“怪”，黑不溜秋，坑坑洼洼，如果把它弄破了，
沾在皮肤上，会感到火辣辣的疼痛，这丑东西它
还有毒呀？更不招人喜欢！魔芋那布满花纹的杆，
活生生像条菜花蛇。

现在， 别看这个不起眼的丑八怪， 那可是
“魔”力“爆”发！ 一转身就成了能变钱的 “金疙
瘩”，真是不可貌“相”呀！ 以前魔芋常生在房前屋
后，荒坡和路边。 任它自生自灭，也没有人去打理
它， 也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人们才会把它想起。
“额，在坡上挖点魔芋回来，磨点魔芋豆腐，过年
凑个菜吃”！ 这是它在一年四季之中，有了唯一一
次“露”脸的机会。 现在不同了，人们发现它身上
竟藏有许多的营养价值和用途，摇身一变，当即
就成了“宝贝儿”。 老百姓开始对它重视起来，把
它当作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大面积种植！ 它虽然是
“貌”不“惊”人，一旦在这个地方“扎”下根来，那
就会在这个地方发展繁衍下去了， 这就是它最
“魔”性的地方。

魔芋是一种富含膳食纤维的植物，在食品工
业、医药、化妆品 、环保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用
途。 随着它用途不断被人挖掘，它的身价也是一
涨再涨！ 魔芋一般生长在海拔 600 米以上地区，
植株和块茎水分含量在 90%以上，属于半阴性植
物，喜温暖湿润光照，怕高温渍水。

魔芋确实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性价比高，和
其他经济作物相比较，它的投入少，产量高。 但
是，它的难点在于同一块地里，不能连茬种植，连

续种植就会发生严重病害，没有产量。 这就是人
们最为头痛的地方， 不把它当回事儿的时候，它
是肆无忌惮地疯狂生长！ 把它当“宝”一样捧着的
时候，它却是一反常态，恃“宠”而骄，极其难以侍
候，软腐病、白绢病、根腐病……一股脑儿涌上来
让人们对它心生敬畏！ 尽管人们逐渐摸索出它的
生长习性， 想尽办法为它创造适应它生长的环
境，选择林下种植，农作物套种等模式来种魔芋，
也没有解决它生长过程中带来的根本问题，所以
产量还是上不去，要想规模生产，人们的心里是
十五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还不敢舍本去投
资。

近些年，随着科研成果的逐步显现，一些投
资者开始蠢蠢欲动。 他们看到了魔芋产业背后巨
大的潜力，尽管风险依旧存在，但是在新技术的
支撑下，信心也逐渐增强。 地方政府也敏锐地察
觉到魔芋产业的发展机遇，纷纷出台相关扶持政
策，鼓励企业和农户扩大魔芋种植规模，建设加
工生产线，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在这样的形势下， 魔芋产业迎来了新的曙
光。 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政府和企业的引导下，小
心翼翼地扩大种植面积，同时积极学习新的种植
技术。 加工企业也加大了对魔芋产品的研发力
度，除了传统的魔芋豆腐、魔芋粉丝等食品，还开
发出了魔芋膳食纤维保健品、魔芋美妆用品等一
系列高附加值产品，进一步拓展了魔芋的市场空
间。 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魔芋产业必将突
破瓶颈，实现规模生产，为农业经济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初次听到香溪洞这个名字，头脑里浮现的是
一个硕大无比的洞，到底有多大呢？ 没准能同时
容纳几十上百人！

第一次去香溪洞，和家人一起从香溪文化广
场下车，沿步道一路前行。 步道左右两侧各有半
人高的大理石栏杆，栏杆把车辆完美隔离，打造
出一片安全惬意的区域。 忍不住感叹设计之棒！
沿山势起伏，步道一路蜿蜒盘旋，途经一天门、二
天门、终点三天门。对香溪洞的第一印象，主要是
这条很棒的步道，但还是没能明白“香”自哪里，
“洞”在何方。

后来住在安康城区，随着去香溪洞次数的增
多，对香溪洞的印象不断加深、变化。

清明前的晚春时节，单位组织去牛蹄岭参加
革命纪念碑扫墓活动。 活动结束后，我和同事从
香溪洞梁顶沿车路步行下山。 路上的汽车很少，
没有令人紧张的“滴滴”声。 举目四望，漫山遍野
的白色刺花开得正盛， 碎小的花朵集结成簇，盘
绕枝头，散发出阵阵香气，那是一种纯正的山野
之气，清淡的香味让人情不自禁深呼吸。 一边吸
气，一边感叹：香溪，香溪，真是香啊！

后多次在盛夏时节探访香溪洞。车行至三天
门外的停车场，自此步行跨进三天门。 三天门明
清风格的门楼前有石阶数步，迈过台阶，右前方
是一丛竹林，有直径 20 厘米的老竹，也有直径 5
厘米的新竹。新竹、老竹挤挤挨挨，翠绿的竹交互
盘错，挡住一切好奇的脚步；碧绿的叶，像一只只
调皮的小鸡高举着脚掌，在跳着“欢迎、欢迎”的
舞蹈。

竹林处有一个分岔路口， 右边能走到谷底，
抵达香溪湖；竹林左边是一条平坦小路，可较近
距离通往山顶。

我们大多时候走左边平路。 沿平路前行，目
之所及是一两米高的石崖， 崖上长满各种树木，
树深深扎根于岩石之中， 根系历经风雨侵蚀，像
老人手背上的青筋一样。小路右手边崖下是高大
的乔木，乔木分布疏密有致，从树牌介绍可认识
不少树。树皮青绿、树干笔直的青年梧桐树，鸟儿
在枝顶树梢间筑一个巢， 建它们理想的栖息场
所；树皮粗糙、枝干遒劲的刺柏，能分泌出有特殊
香味的树脂；树龄悠久，同一根系分出九条枝干
的长寿飞蛾槭。

树用密密麻麻的叶为小路撑起一把巨大的
绿伞。 外面骄阳似火，在小路行走几乎晒不着太
阳，却又明亮一片。偶有阳光从缝隙处透进来，形
成光束，微小灰尘在其中飞舞，形成丁达尔效应，
甚是美丽。

树木强大的根系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又通过
繁茂叶片的蒸腾作用，把水以水蒸气的形式送回
大自然。这个过程会带走热量，给植物降温，给环
境降温，最后水蒸气又变成雨回到大地，香溪洞
好似一个天然大空调。

沿着小路继续前行，左边石壁出现了一些精
巧的山洞，洞内有石雕泥塑的雕像。 平路终点有
一个池塘，池塘水质清澈，树木倒影映在水中，衬
得水色碧绿。 数百条大小不一的鲤鱼，在水中树
影间欢快地游来游去。 西南方向建有一小亭，内
设木椅供人休息。 可在木椅上小坐，看水、观树、
赏鱼、吹风。

一抬头就看到平路终点正对的天梯，这是一
条坡度很陡的百步梯。 我初次见这个天梯，倒吸
一口凉气。不过，等我手抓扶手铁链走到梯顶，再
回头看，觉得没有刚才那么害怕了。 百步梯终点
处是凌霄亭。

转弯到达一个大平场，登临福鼎了。 这里有
骑马拍照、击鼓、撞钟、荡秋千等一些收费项目，
自愿选择，可为登顶助兴。

荡一荡福鼎的林间秋千， 任山风吹干微汗，
一身轻松踏上下山的路。

下山时选择了滑道左侧小路。路边有一棵需
两人合抱的古重阳木。走近树，仰望树顶，视线触
及树干，被树干上刀刻般的裂痕深深触动。 这些
痕迹是岁月之“刀”赠予树的礼物吗？ “刀”痕愈
深、愈密，树的岁月历程愈久。 这条小路略窄，走
的人略少，因此更幽静。 重阳木下边有一片桂花
林，偶遇一只小松鼠正后脚着地，前脚起立，扭着
脖子东张西望呢！没准，它也想直立行走，解放前
肢，跟人类握一握手呢。

漫步香溪洞， 发现香溪洞里面有很多岔路，
可随意选择，或缓或陡或远或近，只要方向朝着
山顶，最终都能到达。就像人生之路，只要认准了
方向，就大胆迈步吧，不管选择哪条路，最终都能
抵达。 用平常心，走平常路，沿途都有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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