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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升腾烟火气
喻德余

雨中安康湖
王福荣

清晨，窗外那“哗哗哗”的雨声如同起床
的闹钟，将人们从甜美的梦乡中唤醒。此时，
既没有电闪雷鸣的惊心动魄，也没有狂风呼
啸的肆虐张狂。 人们满含着期盼、等待与欣
喜， 心中默默祈愿这场雨能下得更持久一
些。

我撑起一把雨伞，脚蹬一双凉鞋，走进
了如诗如画的雨幕之中。 出了小区，便踏上
了西堤。雨点如同铁匠快节奏打铁似的把雨
伞打得“砰砰咚咚”直响。伞沿垂下的水帘如
细密的珠串，垂挂在四边；雨伞外的雨丝，恰
似织布机上的经线， 悬挂在朦胧的烟雨里。
雨水的“哗哗”声与公路上车辆行驶声交织
在一起， 宛如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合奏曲，奏
响了盛夏最为动人的乐章。

城堤上，雨水很快汇成了一条“小河”。
幸亏我穿着凉鞋，“水陆两栖”自由行走在城
堤上。 堤面已经形成了波浪般起伏的小浪
花，还有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跳动着水花的
小水潭。 雨滴在堤面上欢快地跳跃着、欢唱
着，溅起的小水花如同跳动的音符，在我的
鞋下四处乱窜；水潭里的小水花则像一艘艘
小划艇，在波浪中飞舞、旋转。 这场大雨，就
像是一位母亲给婴儿洗浴一般，把花草树木
清洗得一尘不染。

走在城堤上，我看到花坛里的花儿笑得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嘴巴笑得像月儿那样
弯；石榴笑得红透了脸，柏枝笑得弯下了腰。
在这场大雨中，最耀眼、最美丽的当数汉江
河———安康湖。前些日子，河床、沙洲和桥墩
还是一片花白，青白色的鹅卵石大片大片地
裸露在炽热的阳光下。 而今天，安康湖就像
一位从土地里辛勤劳作归来的母亲，身着土
布长裙，带着泥土的芳香，款款走来，更显淳
朴、宽厚与温柔之美。这一湖灵动的活水，瞬
间将安康小城打扮得风姿绰约，湖城相依相

伴，充满了勃勃生机。
湖岸边，绿草如茵，那些不知名的小红

花、蓝花、紫花在水浪的轻抚下，摇曳生姿，
尽情地绽放着美丽的笑容。 湖面上，汉江的
泳者们，毫不畏惧水深流急，戴着橘红色的
泳帽，在湖水中灵活地上下穿梭，宛如一条
条灵动的鱼儿。

燕子在大雨中奋力搏击，它们那对灵巧
的翅膀一伸一缩地扇动着， 如同轻盈的舞
者，翩翩起舞，勇敢地挑战着风雨，尽情地展
现着自己的风采； 白鹭就像汉江的护河巡
警，从西向东，时而独自飞行，时而三两只排
成纵队靠右飞行，它们警觉地关注着湖面的
动静。

来到一桥下， 看到一位画家正手持画
笔，专注地面对着竖起的画板。 小桌面上摆
放着红、黄、橙、白各种颜色的调色盒。 他全
然不顾这大雨，依旧在画板上涂涂画画。 他
一会儿望向远方，似乎在寻找着灵感；一会
儿静静地站在那里思考，仿佛在构思着一幅
绝世佳作； 一会儿又在画板上细心地补色，
力求将每一处细节都描绘得栩栩如生。 他用
心描绘着这雨中安康的湖景啊！ 我从心底称
赞他这种热爱安康、敬业执着的精神。

穿过一桥，远远地便能看到水西门西边
耸立着一座多面体高塔。 塔顶的五星红旗在
风雨中迎风飘扬，显得格外鲜艳；塔身题写
“安康市洪水历史标志塔”十个金色大字，在
大雨中依然清晰可见。

守护好汉江这条母亲河，不仅要让这一
泓清水造福于我们自己，也要确保一江清水
送达北京，造福于人民。 七八九月是暴雨泥
石流的高发时期，始终牢记“安全第一、生命
至上 ”的根本 ，让这一湖清水 ，成为生态宜
居、幸福安康的靓丽名片。

清晨，月河两岸垂柳依依，平静的河水在微风
中漾起层层涟漪，坡地边的晨风总是会带着月河边
丝丝的烟火气，轻柔地吹拂着两岸边的田地，一片
片迷人的稻浪和荷叶的嫩绿， 又将蜿蜒的河面覆
盖，勾勒出月河川道绝美的田园图画。 无数的行人
走过连接月河两岸的木板桥，担着柴碳，提着鸡鸭，
背篓里是鲜嫩的各种蔬菜，竹篮子里是刚从鸡窝里
拾的鸡蛋，城里人需要的物品，都在人们的肩挑背
扛中，不断地涌入了西坛，那条小街便成了全城最
热闹的交易市场。

汉阴县城西， 曾经有两扇饱经沧桑的城门，门
的外面包裹着一层厚厚的铁皮，那一排排锈迹斑斑
的铁钉，见证了这座小城时代变迁的历史风云。 西
门外，有一条全长不到三百米的小街，街的两边，是
一排排杂货店和一处交易市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
需要的针头线脑、坛坛罐罐、砍刀挖锄、草鞋麻线；
喂牛的稻草、煮饭的柴禾、羊羔猪崽，还有治病的草
药，这里都能找到，这就是曾让生活在县城的人们
离不开的西坛。

进入西坛仄狭的街道， 两边门面高低不齐，商
铺摆满了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各种物件，让西坛
河堤边的空旷场地增添了更多的繁华和热闹。

在西门外城墙边临河小巷里，县食品公司的豆
腐坊，天没亮就有人在门外排队。 老城墙的小巷，弥

漫着豆汁的清香， 让排队人浸润在氤氲的豆香中。
大家平心静气地等待豆腐开箱的时刻，大娘在思考
今天的豆腐是红烧还是清炖， 小孩子手里捏紧零
钱，计算买完豆腐后能剩多少零钱。

紧挨柴炭市场边，就是牲口交易区，几只干瘦
的山羊、毛色艳丽的公鸡、温顺的鸭子、装在笼子里
活蹦乱跳的兔子，都成了禽畜交易的主力军。 交易
区内人声鼎沸，买家们围着这些禽畜，仔细打量，时
不时伸手摸摸羊的肥瘦，捏捏鸡的翅膀，还和卖家
讨价还价起来。 卖家们则热情地介绍着自家禽畜的
优点，试图说服买家出个好价钱。

充满着人间烟火味的西坛，低矮的屋檐和忙碌
的门面，不变的老板和匆忙而过的顾客 ，构成了繁
华涌动的人间生活画卷。

柴碳市场，这是买卖中人数最多体量最大的地
方，一担担的块子柴，一长溜整整齐齐待价而沽。 成
A 字形放置一条线的稍子柴，条顺枝枯，主妇们在这
里转悠巡睃，发现心仪的干柴，才上去和卖主交谈。

随着社会的变迁， 西坛慢慢地淡化了它的功
能，这条几百米长的房屋商铺，已在几年前被彻底
拆除，几栋设计古朴典雅的楼房，矗立在显得矮小
而苍老的城墙边，那一对注视着西坛月河木桥的石
狮，见证了月河的变化和西坛的兴衰。 城墙西门洞
又敞开了大门，期待着西城走向繁荣的未来。

瀛湖以水出名， 弯弯绕绕的湖
泊，大大小小的岛屿一一拆开就是一
篇散文的单独自然段。

我们抵达瀛湖时，晨光正从山头
的褶皱里溢出来。 一缕淡黄的光斑，
瞬间铺满湖面，晨风吹过，泛起一层
层的波光。

站在翠屏码头的石阶上，一眼望
去， 湖水铺成了一幅没有边际的蓝
绢，不是那种锐利的湛蓝，而是被云
雾洇染过的、 带着青灰色调的幽蓝，
蓝的微观曼妙。

初见瀛湖，像是见到多年未见的
初恋一般， 有些怦然心动的隐隐感
觉。那蓝的水、绿的草木，都一股脑地
点缀在瀛湖的沟沟峁峁，有水便有了
灵气，有草木绿植便有了活力。 瀛湖
不仅仅是一团有活气的水，更有“秋
水共长天一色”的临摹绘本。

瀛湖对岸的山是朦胧的。秦岭巴
山的余脉在这里低眉颔首，连绵出无
数山峦沟壑， 浸在晨雾里若隐若现。
那些被雾气浸润的山体，绿得格外温
润，深绿、浅绿、翠绿和墨绿交织在一
起，如同画家的调色盘泼上去，在天
地间晕染出一片苍茫的绿意。偶有几
只白鹭从水面掠过，翅膀划过空气的

声音清越而悠长，为这静谧的画面添了几分灵动。
我们脚步第一次踏上湖边的栈道， 鞋底与木板相撞的

“咚咚”声，竟像是与瀛湖的心跳达成了某种默契，它在这儿
等了太久，而我们，终于来了。

还未登上翠屏岛，站在亭台相连的廊桥，尽收眼底的是
湖边的曲水拍岸，一浪没过一浪，撞击着湖边的岩石。 湖边
步道被大片大片苍翠的绿植包裹，大多是翠竹，还有少量的
灌木丛，一股绿植的清幽扑鼻而来，走着走着，有种忘我的
感觉，仿佛要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山水皆是自我，自我皆是
山水。

瀛湖的美，是一首流淌的长诗。
这里的水，承载着安康的文脉。 秦巴的山水，历来是文

人墨客笔下的灵感源泉。 站在湖边，仿佛能看见李白“汉水
波浪远，巫山云雨飞”的豪迈，能听见王维“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的闲适。 而瀛湖，将这些诗意都揉进了自己的碧
水清波里。春时，湖水涨满，岸边的油菜花盛开，金黄与碧绿
相映，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夏时，荷叶田田，百花绽
放，清香四溢，让人想起“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盛景；秋时，湖
水澄清，两岸的山林染上了斑斓的色彩，倒映在水里，像是
打翻了油彩的颜料；冬时，湖面薄雾弥漫，远山如黛，宛如一
幅淡雅的水墨画。

梦里水乡，瀛湖一年四季都在画里。
瀛湖的水， 也孕育着生命的奇迹。 湖中的水草随波摇

曳，岸边的芦苇荡里，藏着无数的飞鸟，划船而行，大概会
“惊起一滩鸥鹭。 ”瀛湖水底的世界，更是丰富多彩，千百种
鱼类在水草间穿梭，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水下世界。而湖
边的植被，更是因这湖水的滋养，长得格外茂盛。 那些藤蔓
沿着岸边的岩石攀爬，那些野花在草丛中绽放，那些树木在
湖边扎根，枝叶垂入水中，与湖水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话。

山水一程，人生不过尔尔。时光在瀛湖的水面上轻轻流
淌，带走了岁月的痕迹，却留下了无数美好的瞬间。 我们见
到一对老夫妻在湖边漫步，手牵着手，看着远处的风景，脸
上带着宁静的微笑；我们见到孩子们在岸边玩耍，追逐着浪
花，笑声在湖面上回荡。 我们也见到一位画家支起画架，对
着眼前的美景挥毫泼墨，将瀛湖的美定格在画布上。这些瞬
间，都是瀛湖写给世界的诗行，平凡而温暖，却又让人感动
不已。

来看过瀛湖，就觉得瀛湖山水简单，不繁杂，山水中孕
育草本、鱼虾，这些微小的生命，让一山一水有了生命

离开瀛湖时，夕阳正将湖面染成一片橙红。 回头望去，
湖水在暮色中轻轻荡漾，远处的岛屿渐渐模糊成一个剪影，
唯有岸边的灯火，星星点点地亮起来，像是瀛湖在向我们挥
手告别。我忽然想起《诗经》里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
伊人，在水一方。”于我们而言，瀛湖便是那“在水一方”的伊
人。 藏在秦巴的深处，用一片碧水，一份宁静，一种温柔，打
动了每一个来过的人。 来过瀛湖，是山水的馈赠，是时光的
礼物，更是心灵的归处。

此刻，远方的瀛湖，在静水流深，划船的船娘轻吟着属
于自己的歌谣。而我们，开始期待，下一次与瀛湖的重逢，瀛
湖在水一方，在我们心灵最柔软的角落。

所谓的幸福，除了高山与流水，清泉与明月，还有
杯中绞股蓝与这滚烫的白开水。 有了水的滋润，干枯
的绞股蓝叶子尽情舒展、绽放，有了绞股蓝的浸透，本
是寡淡的白水，变得有色有味儿。 色，是令人赏心悦目
的翠绿；味，是令人回味的苦中带甜。 也像此时此刻的
我和眼前的这杯绞股蓝茶。

到达平利长安镇绞股蓝科技产业园的时候，正是
正午时分，又渴又热。 走进展厅，一阵清凉让人神清气
爽。 找了地方落座，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端来一杯绞
股蓝茶。

我对茶的初步了解是在 30 年前的学生时代。 当
时宿舍有位女生就是平利的， 她经常带点平利茶叶、
洋芋粉、油茶等土特产。 也是在这时，我知道了绞股蓝
这种茶。

确切地说，在这之前，我是没有喝过真正的茶。 我
的老家不产茶，记得小时候，家里一个被茶垢染得漆
黑的茶缸，一半茶叶一半水，每天在爷爷和父亲的手
中传来递去，当然来了客人也会递给客人，有些浑浊
的褐色汤汁被他们喝得有滋有味。 我曾趁大人不注意
的时候偷喝过，那又苦又涩的滋味让我直伸舌头。 因
为太穷，就连那种大叶片茶也不常有。 经常买那种长
相酷似茶叶的马桑树叶子，泡出的汤色不是清澈的绿
色或褐色，而是深咖色，放置时间稍长，就成黑色。 喝
到嘴里又苦又涩，有点像未熟的柿子，体验感很差。 父
亲也会在端午节这天，早早起床，去田野拔些鱼腥草
回来洗净晾干，夏天泡水喝，清热去火。 后来条件好
些，为了增加口感就放点白糖，遮一些腥味儿。

第一次看同宿舍的女生喝那种藤蔓泡的水有点
好奇，问她喝的什么？ 她说是茶。 “怎么会是茶呢？ 茶
不长这样啊！ ”她说是绞股蓝茶。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那时在我
印象中，喝茶和抽烟一样，都是成年男子的事，但那种清澈透亮的色彩深
深吸引着我，我忍不住问她，茶有啥好喝的？她说：“喝茶解渴、提神、减肥、
防癌等。”她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让我对她刮目相看。然后就送我们宿舍的
姐妹都尝尝，那种感觉真的终生难忘。

后来参加工作，慢慢地喝起了茶，茶水是夏天最好的解渴消暑饮品。
说来很多人可能不会相信，这么多年，夏天我几乎不吃雪糕不喝饮料，但
一定要喝点淡茶，倒不是我有多大的茶瘾，而是觉得茶最能解渴提神，还
喜欢那种苦后回甘的味道，有点像我们人生经历一点苦后获得的幸福。

不过这次在平利县长安镇喝的绞股蓝茶，和当年喝的有些不一样，一
问才知里面加了甘草。 不但改变了口味儿，而且增强了保健功能。 几杯绞
股蓝茶下肚，顿感心定神安。 面对偌大展厅里琳琅满目的绞股蓝产品，忍
不住起身仔细观察。 绞股蓝茶叶，既有几千元的贡茶精品、龙须等中高档
礼盒，也有一两百亲民价格的叶片，满足各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 除此之
外，还研发绞股蓝药、绞股蓝酒、绞股蓝籽油、绞股蓝食品，特别是绞股蓝
面条、粉条、绞股蓝酸辣粉这些食品，深深吸引了我，也出乎我的意料，没
想到以绞股蓝延伸研发的产品这么多。 标价有 6 元、10 元不等，人人都能
吃得起。

平利被称为“女娲故里”，有“绞股蓝之乡”之称，绞股蓝有“第二人参”
“东方神草”的美誉。具有降血脂、减肥、促睡眠、抗衰老、疗白发、防癌变等
多种功效，是如今亚健康人群的上佳保健品，深受广大顾客喜爱。 在国外
又有“健美女神”“百病克星”“绿色金子”之称。听了工作人员的讲解，同行
的几位老师每人买了好几盒。 他们有的血脂高，有的睡眠不好。 降血脂我
是知道的，因为先生血脂高，需要常服药，后来就有人向先生推荐喝绞股
蓝茶，果然效果不错。 有外地朋友打算暑假来安康游玩，我和先生一直在
纠结送点什么为好，现在眼前一亮，毫不犹豫买了两盒。

走出绞股蓝科技产业园，沿路都是一拢一拢、齐齐整整、碧绿碧绿的
绞股蓝。平利绞股蓝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性的产品，它对海拔、土层、有机
质、土壤酸碱度有严格的要求。全世界 13 个绞股蓝总系，中国有 11 个，而
平利就占了 7 个。看着墙上一个个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沉甸甸的奖项，心
里充满了自豪和敬佩。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这翠绿翠绿的“人间佳草”，从这里出
发，飘向大江南北，变成“金叶子”。

夏日芳菲醉，紫薇烂漫时。 眼下时节，江口镇塔
儿沟的紫薇红色健身步道，紫薇花竞相绽放，进入
观赏期。 远望成片盛开的紫薇花，如烟似霞，为夏日
增添了一份诗意的浪漫。

踏入紫薇红色健身步道，道路两侧的紫薇花正
迎着风绽放。 紫红色、红色、白色的紫薇在枝头紧密
簇拥，层层叠叠的花瓣，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微风轻轻拂过，枝头的花瓣宛如灵动的精灵，轻盈
地摇曳着。 此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缕缕淡雅的花香。
蜜蜂和蝴蝶在花丛间欢快地穿梭， 它们与山林、观
景台相互映衬， 共同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生态画卷。
江口镇特意选择在江镇村塔儿沟道路两旁开展绿
化美化工作。 工作人员精心挑选了 500 多棵紫薇
树，将它们整齐有序地种植在道路两旁。 这些紫薇
树树形优美，枝干挺拔，花期来临，满树繁花似锦，
微风拂过，花瓣轻轻飘落，宛如一场浪漫的花雨。

在一个美好的早晨， 我漫步在这条步道上，紫
薇花正值花期，一朵朵、一枝枝、一树树，开得热烈
而灿烂。 我一边沿着步道缓缓前行，一边大口呼吸
着早晨特有的新鲜空气，那空气仿佛还带着一丝丝
湿润，让人感觉无比清爽。 若有若无的淡淡花香萦
绕在鼻尖，这花香如同调皮的小精灵，轻轻地钻进
我的鼻腔，又悄然散去。 这样惬意的场景，让我的心
情变得格外舒畅，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被抛到九霄
云外，只留下宁静与愉悦在心间荡漾。 江口镇着力

打造了这条 2.5 公里长的紫薇红色健身步道， 它采
用了红色的环保材料铺设而成，与道路两旁的紫薇
树相互映衬， 形成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步
道沿途设置了清晰的指示标识和休息长椅，方便人
们在健身的过程中随时休息。 无论是清晨时分，迎
着第一缕阳光慢跑的健身爱好者；还是傍晚时分，携
手漫步欣赏夕阳余晖的情侣， 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
自己的惬意时光。

紫薇花色丰富艳丽、花量繁多，且花期长，能从 6
月持续到 9 月份，有“百日红”的美誉，观赏价值极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紫薇花更象征着吉祥与长寿。

江口镇充分结合当地的自然景观和地理特点，因
地制宜地在周边设置了听松、望云、嗅花、观山等主题
打卡点和观景平台。 在听松打卡点，人们可以静静地
聆听松涛阵阵，仿佛能听到大自然的低语；望云打卡
点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仰望天空、观赏云朵变幻的绝
佳位置；嗅花打卡点周围繁花簇拥，花香四溢，让人们
在不经意间便能沉醉在芬芳之中；观山观景平台则可
以让人们俯瞰连绵的山脉， 感受大自然的雄伟与壮
丽。这些打卡点和观景平台为外地游客与本地居民提
供了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 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之
余，能够走进大自然，放松身心，享受美好的时光。 身
临其境，不仅沉浸在浪漫的紫薇花海里，途经江口烈
士陵园，可追寻红色足迹，登至塔儿沟梁顶，便可与秦
岭东梁相望相拥，开启一段美好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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