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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高，山也不大。山有两绝，
一绝“茶”，一绝“艾”。山名祈雨。
秋分日，我们走进祈雨山。

车在山间小路穿行，百转千回
间，茶园赫然现于眼前。摇开车窗放
眼望去，满目青绿。漫山的茶树犹如
列队的士兵，又似荡开的涟漪，一波
接着一波，连绵起伏。那浓淡相宜的
绿呀，仿佛在迎接我们的到来，令人
赏心悦目。没有春日的采茶盛景，没
有夏季的如嘶鸣蝉，此刻，秋山空
寂，“通过寂静，我们战胜了时间”，
秋天的茶园悠闲且自在。

俗语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
酱醋茶。”茶作为“之一”，可见饮茶
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而自古以来，雷池大地素有
以茶待客、以茶会友的传统礼仪。家
里有客来访，问候之余，撮上几片茶
叶，沏上一杯清茶，沉浮之间，茶香
溢出来了，主客之间的关系更融洽、
情谊更深厚了。记得初到合肥上学的
时候，同学中有肥东人，每当她端起
白开水而嘴里呢喃“喝茶”的时候，
我便十分纳闷和疑惑：明明只是喝水
呀！何来“喝茶”一说？没有茶叶相
伴的水还能叫“茶”吗？岂非自欺欺
人？现在想来也说不个所以然，姑且
归纳为语言习惯的不同而已。

早在2013年，我同女儿便购得上
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茶经》一本，中
国茶道奠基人唐代陆羽所著。“茶者，
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
尺。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
并……”每每读来朗朗上口，如茶香
不绝，爱不释手。“神农尝遍百草，日
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更是将茶
上升到了另一高度。据植物学家分
析，茶树起源至今已有七千万年历史。

吾爱茶，不仅爱其香，亦爱其
形；爱其沉沉浮浮的情态，也爱它

“苦尽甘来”的余韵，更爱其平心静气
之攻效。祈雨山，空气清新，富含负
氧离子，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适
宜茶树生长，其色、其状、其香、其
味自然天成，有品牌“祈雨云尖”“祈
雨云雾”等种类茶叶，实为馈赠或待
客之佳品。

“茶”字，上中下结构，拆开来
看，恰似“人在草木间”。而生于草木

间的人，得草木之风雅，当有自然清
灵之气韵。

这么想着，祈雨山的缕缕茶香便
在秋风里荡漾开来。

秋风里还荡漾着另一种植物的香
气——艾。

《诗经 王风·采葛》有“彼采艾
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之句，以
艾来表达爱之意、思之苦，寄托着人
们的美好情感和希望。艾草作为一种
草本植物，可驱邪（蚊）、可食用、可
入药。

“云珍正是看中了祈雨山的清幽和
艾草的价值。六年前，她扎根祈雨山
开始种植艾草。”当同行师友侃侃而谈
时，我内心忽然充满了兴趣：一座
山、一种植物、一位女人，将串联成
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小车在一幢两层楼房前停下。我
下车，看到“云庄家庭农场”几个
字。主人王云珍热情地招呼着，“先喝
点茶。茶叶是我们自己种的，这里环
境好，茶叶品质也好，完全原生态。
休息一会儿，我带你们到附近转转。”

“请喝茶”，我会心一笑，望江人
待客先从茶开始。

长方形的会议桌上，五六只红色
的荷花供养在花瓶里，散发出淡雅的
清香。

农场地势较缓，碎石小路纵横交
错、蜿蜒其中，宽窄一致，干净整
洁，正好适合我们若干人等一起悠闲
漫步。路两旁，一棵棵薄壳山核桃树
随秋风摇曳，累累硕果缀于枝头；树
下套种着艾草，挤挤挨挨的，即使平
凡如草芥，也要努力地向上生长吧！
秋风过处，携来阵阵药草的清香，沁
人心脾。吹呴呼吸，吐故纳新。我摘
下一片艾叶，边走边轻轻地嗅着，想
起顾城诗句：“我们站着，不说话，就

十分美好。”心意相通时，最曼妙的言
语就是勿需言语。那一刻，心如止水
般宁静。

经过一座亭，云珍莞尔一笑，“我
和老杨最喜欢这里，清晨或者傍晚，
喝喝茶说说话，日子就十分美好。”纳
兰容若题“赌书消得泼茶香”，寻常夫
妻将寻常日子过出了甜蜜的滋味。平
时不太爱表达的杨老师 （云珍的爱
人）此时开口了：“我现在都不住城里
了，下班就往这里跑。山间空气好
啊，又安静，边散步边还可以摘果子
吃。”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他们是祈
雨山中的神仙眷侣吧。

“杨老师，这不就是书中描述的世
外桃源吗？”听我这般抢着说话，同行
的师友们都笑了。

“小小一根草，全身都是宝。”是
啊，这些从诗经里走出来的古老植
物，不仅气味好闻，还具有散寒除
湿、温经止血、平喘止咳的作用，是
一种传统的中草药。从生长到收割再
到生产加工，变成绒，化身艾条、艾
精油、艾灸贴、艾绒被、艾草日化用
品……走进大城小巷、千家万户。

在恰当的时间，做适合的事情，
只要认定的方向正确，通过时间积
累，待时机成熟，一定会有一个好的
结果。这句话用在王云珍和她的

“艾”事业上，最恰当不过了。
2017 年某天，王云珍和三五好

友偶然来到祈雨山游玩，立刻被那
里清幽的自然环境所吸引。也许是
骨子里对土地的热爱吧，这个果敢
的女子毅然放弃在安庆已经打拼立
足的市场，决定返乡创业，创办了
云庄家庭农场和安徽省云艾堂艾草
制品有限公司。几经周折和努力，
从土质分析、选种到试种艾草获得
成功，现在种植面积已扩大到近

2000 亩。由于艾草种植的技术含量
并不高，很适合普通老百姓，所以她
鼓励周边农户种植艾草，为他们免费
提供技术指导，通过“公司＋基地＋
农户”的模式，解决他们的艾草销
路问题，带动近百名农户实现家门
口就业，促 进 他 们 增 收 致 富 。 去
年，她又新增四条生产线，用于生
产艾绒被等生活用品，远销上海、浙
江等地。产业链的延伸可以创造更高
的附加值，王云珍一直与科研院所保
持密切合作，利用高新生物科技打造
优质艾草产品。目前已注册‘益品
艾’‘祈雨山’等商标，产品涵盖养
生保健、家纺、美容护肤、日化用品
四大系列。2022 年总销售量达 2000
万元。

听着同行师友介绍，我不禁唏嘘
不已，原来“艾”与“爱”谐音，从
古走到今，小小艾草隐藏着一颗大爱
之心啊！

“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
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祈雨山的
秋天安静而美好，暖日晴空，和风
轻拂，处处明朗。你看，秋日的池
塘，水中的倒影，清甜的无花果、
果肉白嫩的山核桃……我们就这么
走走停停，闻着艾草发出的独特醇
香，在秋阳下，慢慢溜达几个小时
也不会觉得单调，仿佛即刻开启修
身养性模式。

祈雨茶香万里，“云庄”“艾”行
天下。茶自带隐士气质。而艾，又多
隐居乡野。那份恬静的茶香，湿润的
艾香，集结了各种美好的元素，谱写
出秋日成熟的味道。这些从远古走来
的植物，在新时代绽放更美丽的身
姿。祈雨山位于望江县凉泉乡韩店村
境内，它在等待更多有识之士的到来。

祈雨山秋行
●欧阳玲燕

三面环水，一面负山。自古以
来，望江县就是皖西南边陲的鱼米
之乡。在这个鱼米之乡的西南地
域，有许多依山傍水、宜居宜业的
诗意村落。2023 年 9 月 23 日，时令
正值秋分，我们一行人以文学的名
义一口气马不停蹄地探访了县西南
隅好几个地方。正如一位同伴打趣
所言：这哪里是在采风，分明是踩
着风在跑。

这一趟行程，我们先后走访了凉
泉乡团山中心村和美乡村现场、祈
雨山林场、云珍家庭农场及云艾
堂，也参观了长岭镇杨家宣塘角乡
村发展的美丽蝶变以及村后一片水
域上的弹丸之岛。这个诗意的弹丸
之岛，是一位民间书法家的水上工
作室。近些年，这位书法家投入数
百万元资金，将江南几户人家徽派
老房子的老砖瓦老屋梁老牌匾老门
窗户扇以及老石器老生活物件全部
一并打包买运回来，然后将其在这
座小岛上建起了四栋房子，并在岛
上栽种了树木和竹园，修建了水上
竹道栈桥。一幅山水相融的水墨
画！站在岛屿中央，目睹着风光秀
丽的金鸡山及其山脚下金黄的稻
田，在我眼里，这座被搬移复制的
水上江南分明就是当代的世外桃
源。不过，此行引发我心灵触动最
大的，却是一个极不起眼的村落，
它就是地处长岭镇南台村的尚花
棚。在来尚花棚之前，组织协调这
次 活 动 的 同 伴 告 知 过 我 们 ， 1928
年，我县第一个中共基层党组织就
诞生在这里。

尚花棚，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陌生
的地名。源于对当年红色革命史的关
注和崇敬，我急切地生出探寻的冲
动。探寻，也是一种形式的崇敬。
路，是缔结村庄的藤蔓？从南台村党
群服务中心出发，沿着七拐八弯的混
凝土村道，我们乘车抵达了尚花棚。
被自然生长的蓊郁杂木林掩映，尚花

棚，是位于连接皖鄂两省的泊湖边上
一座极其普通的村庄，普通到如果你
稍不留意就很容易将它忽略。第一次
来到尚花棚的我，大脑里忽然冒出

“边区”这个词汇。
1928年初春，读过四年私塾和六

年新式学堂的沙堰沟（隶属今鸦滩镇
茗南村）青年孙敬纯在太湖县大石岭
加入共产党，3月底任中共太湖支部
大石岭特支委员，随后赴距家二十公
里的尚花棚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发展
党员，成立党小组，同年9月扩建为
支部。此后，尚花棚成为太宿望三县
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

1930年 3月中旬，望江县成立中
共特别支部，后扩建为特别区委，隶
属中共太湖县委，孙敬纯任区委书
记，当时有党员50多人。1930年立春
后，望江地区久旱无雨，春荒严重，
农民以树皮、草根为食现象日益普
遍，而当地豪绅则花天酒地。家住金
鸡山脚下李家新屋的李干桢，曾在湖
北省担任承审和地检厅书记官等职，
在任职期间他大肆攫取钱财，将原本
富裕的家产迅速扩充，仅耕地就占有
650亩，并且乘春荒将每石稻谷价格
由两块银元飞涨到四块银元，激起农
民满腔愤恨。针对这一形势，党组织
一方面组织群众开展生产救灾、互助
互济，一方面号召大家与地主豪绅作
斗争。3月下旬，中共太湖县委在尚
花棚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分析革命形
势，认为必须以党组织为核心，迅速
组织开展打土豪、分粮食的农民武装
暴动。会后，孙敬纯随即在尚花棚召
开望江区委扩大会议，决定将李干桢
作为农民暴动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并制
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要求党员迅速
到农民中做好宣传鼓动工作。4月 12
日，孙敬纯率领二百多人的队伍来到
李家新屋将李干桢家团团围住，向李
干桢提出平价买粮遭到拒绝，随即队
伍打开李家粮仓，把二百多担粮食和
一千多件衣物分发给灾民，并缴获李

家的枪支弹药。李干桢负隅顽抗，遂
被拉到村外处决了。金鸡山农民暴动
以后，国民党望江县政府咬牙切齿，
迅速扩充自卫团和便衣队昼夜剿捕孙
敬纯等共产党人。就在敌人全力通缉
和武力追捕孙敬纯的日子里，他却不
顾自身安危，继续深入开展活动，将
党的组织向县域各地拓展，并积极筹
建中共望江县委。为对抗国民党的围
剿，4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太望赤
卫队”成立，孙敬纯任望江赤卫分队
队长。8月30日，国民党政府望江县
长马吉悦得知孙敬纯等在太湖县大石
岭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即率自卫团和
便衣队迅速追捕，孙敬纯等人虽奋力
反击，终因力量悬殊被捕。在狱中，
孙敬纯饱受酷刑却坚贞不屈。9 月 7
日，他在望江县城大北门外英勇就
义，时年25岁。这，就是望江县金鸡
山农民武装暴动活动的始末。

时移世异，斗转星移。寻觅着曾
经的存在：时间，总是比空间随意
和任性，所以建筑物是最稳定的因
子，因而通常会被我们视为史实里
最忠实的坐标。在尚花棚村子北面
的路边，给我们带路的当地村干指
着一片杂树林对我们说，这里就是
我县第一个中共基层党组织诞生地
和领导金鸡山革命暴动的活动据
点。他站在那条水泥村道上，向我
们指点着那个虚拟中的建筑物——
在它的遗址上面，长满了野草和散
乱的灌木，只有几棵松树正以一种
宁死不屈的革命者造型屹立于那片
乱丛林之中，一如当年英勇就义的
孙敬纯。可以想象，这个已经消失
的党组织的活动旧址，它曾经应该
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所谓硬
件，是指那些实体的构筑物和物
件，比如它首先应有一座房子，房
子里面至少应该有用于开会或联络
的桌椅什么的。而软件，在当时的
环境条件下，则当然应该是刻在大
脑里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坚

定信仰了。
从尚花棚到金鸡山，再到与其相

邻的太湖县大石岭，为何到处都密布
着共产党人红色革命的脚印？我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尚花棚、金
鸡山还是大石岭，这些农村边区的历
史都是由贪官污吏和赤贫阶级共同书
写的。伟人毛泽东早在1926年于《国
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就指出，若

“论功行赏，如果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
作十分，则市民(工人)及军事的功绩只
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
七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
的，历史之车的方向，就是因有一块
块众多的小石头在颠簸中支撑而彻底
改变。大历史，从来都是由众多的小
事件构筑和推动起来的。正是因为有
了太多的像我们望江县这样1928-1930
年的“星星之火”抛头颅洒热血，才
逐步有了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及
共和国版图上众多的和美乡村和欣欣
向荣的城市。

连一块标识牌和纪念碑都没有。
此刻，在尚花棚，昔日的革命旧址已
经难觅具体的踪迹也无法考证它当初
的具体样貌了，或者说，它仅仅只是
以汉字的方式存在于历史的书册或
者人们偶尔的言辞里。而与它相隔
八公里的金鸡山，那个很具象的山
名，因为有了九十三年前在尚花棚
酝酿和发动起来的那场红色革命运
动，已不仅仅只是对一座山简洁形
象的称谓了——现在，那片区域已经
通过行政区划更名为“金鸡山村”，
且在当地建起了“金鸡山农民暴动纪
念馆”供后人缅怀和瞻仰，并且还在
附近的公路边竖立了醒目的纪念碑。
这，是不是意味着“金鸡山”这个名
字与原来的实体之间已不再是完全对
应的？或者换一个说法，它已与以前
实指的本体和本意逐渐脱节并且演
变成了一个喻体或象征？一座山名代
表了一片区域甚至一种精神！与被人
熟悉和铭记的“金鸡山”响亮的名字
相比，“尚花棚”的名字是寂寞的，
寂寞得只有极少数了解那段历史的
人，才知道这里曾经酝酿和发动过一
场轰轰烈烈。

历史既近又远。风吹动着风声，
并使风声变得更加抽象。如今和美的
生活图景，总容易使人忘却这片热土
上曾有的宝贵东西。但是土地总是永
远存在的！阅尽沧桑且世事洞明，我
相信：在尚花棚，这一片红色的土地
是永远鲜活和有记忆的。

寂寞的尚花棚
●李皓

题记：1928年，望江县第一个中
共党组织尚花棚党支部诞生于该县
长岭镇南台村，点燃了望江的革命火
种，仿佛报春的布谷，给这片土地带
来希望和生机。

那时河水轻拍小镇上的老油坊
蒙面的驴子，绕着环形钢槽小跑
布谷——
穿过晨雾和错觉，直抵地心
仿佛结绳记事的方言
简单，急切。在画眉、黄鹂、白头翁
婉转的调情和细碎的卖弄中
持久沉默，如一坨泥
一旦开口，青青杨柳可以制笛
细雨湿透蓑笠
桃子新蕾、生涩，四月烟花的困倦
止于新麦蒸糕，如蜂巢
在丘陵起伏的皖西南，田间阡陌
都能通往土地庙
棺材厝在高处，还未满三年
骑云的，衔草的，怀旧的布谷到处飞
有时飞到重阳木下的瓦罐边找水
插田的人，一生都在后退*
他们退到山脚，直起腰，眯起眼看
秧苗纤弱，嫩绿，压住云头
布谷，在他们身上溅落醒目的泥点
不是山寺的桃花和袈裟
*人工插田必须边插边后退。

观荷记

题记：采风途中，随处可见湖泊水
塘中盛开荷花，映衬出乡村蓬勃之美。

有两种现实阻止我触碰荷花
汉语里的“无穷碧”、“别样红”、

“不染”
和湖边湿漉漉的烂泥

我没有见过比荷叶更阔大的绿叶
黄昏突如其来的一场雨
从容漫步，荷叶上雨珠晶莹，奇妙

的声音

我也没有见过比荷花更硕大的花盏
如此简略：无皱褶、缠绕、复杂的花式
而向世界完全敞开，花的空虚

莲蓬正在这空虚中成形
如同莲籽一颗颗镶嵌在空洞的

圆环里
莲肉渐渐饱满，撑开密实的黑暗

此刻，如果荷花是唯一而自在的意象
是不是还有一种现实
印证距离和美的辩证法，不是最

高真理

在山中，每一座小寺都要供奉观音
莲花宝座上的拈花微笑
让蒲团上磕头的人，念念不忘一

身罪孽

那背负的沉重，不同于背对荷花
自拍的人

惊叹于一朵白莲的洁质
止步于美：云影与红莲交相辉映

我冒险踏过水沟上接近腐烂的独
木桥

伸手仍然够不到一株荷花……她们
愈来愈远。遮蔽地平线，一直开到

天边

艾草盘香

题记：在望江县凉泉乡云珍家庭
农场，曾经生于荒野的艾草发展成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农场经营
者以大“艾”无疆的情怀，带动周边
群众走向小康。

在铜制镂空香炉里，艾草

释放出麝的芬芳，浓郁而刺激
我们坐在桌边
面对这一炉香，若有若无
淡青色袅袅弥散
寂静和空——
在四月的山坡上，我们来时的小径
蜿蜒绕过松林
没有人知道我们来到这里
草蛇灰线，伏脉于千里之外
像一个人体内的沉疴
自有最隐秘的源头
农场主告诉我们，艾草要陈两年以上
制成艾条
小心盘起来，像冬日的金环蛇
游进铜制镂空香炉里
春天，当新的艾草在山坡上一味地绿
是蛇信子点燃时间之环的时刻
也是盘香断裂的时刻

林中漫步

题记：望江县凉泉乡团山村的祈
雨山，松林森然，翠竹环绕，茶园碧绿，
丹桂飘香，和美乡村与生态之美浑然
一体，美如画卷。

小径依旧无人，将我引向松林
厚厚的松针铺满林间
松果随处可见，木塔一样
已然不能在林中耸立
我曾写下的锦鸡
这时没有在林中觅食
也不在小径上曲颈梳洗蓝色羽毛
如果我对你说
林中空无一人，是对自我的刻意回避
松树环绕着我
那么多松树，粗壮而挺直
当我仰望松针之上被遮蔽的云
阳光乘虚而入
加重了松林深处的荫郁
泠泠来风
现在我对你说，如果在大雪纷飞时
我只会独坐室内冥想
偶尔看一眼窗外
松林在雪地之上悬崖一样黑

仙塘角记事

题记：在望江县长岭镇金鸡山村的
仙塘角，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

初春，仙塘角田畈的早油菜
在稀薄的日光下
绽露星点花蕊，蝴蝶还在沉睡
鹧鸪山，青翠欲飞，终于没有飞起来

飞走的是两只仙鹤，在传说的
口述史上，立于水塘
这时，南山风力发电的修长扇叶悠悠
转动风，也转动水纹

老人喜欢看它们转动，又想仙鹤
在云中盘旋，有白亮的翅膀
鹧鸪山在村前，低伏而圆，有些寂寞
无人领会玄关之妙

村志也无记载，关乎山形，还是鹧鸪
栖息之地
村中猎手成党，入山
三日复出，身上尽是羽毛和芭茅草

在仙塘角，流水和小径一样蜿蜒
环绕一个祠堂，杨氏
前冲后起的山势，高于屋脊
但祠堂台阶高于田畈，二月菜花黄

这些都是大地一角，不曾抛离
乡人谦卑，在白墙间走动
仿佛辜负了青山绿水。而仙鹤神

迹修远
歇脚之地，醉里簪花*

*出自黄庭坚诗句“风前横笛斜
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布谷（外四首）

●詹永东

编者按：
在乡村振兴的宏伟征程中，文学的助推赋能不可或缺。近日，市作协联合县

作协在我县开展了“乡村振兴，文学赋能大型采风活动”，文学采风小分队一行

十余人先后赴团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祈雨山家庭农场、云艾堂艾制品有限
公司、长岭镇南台村尚花棚革命遗址、金鸡山村宣塘角等地，深入了解乡情村
史、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等情况，撰写了一批高质量采风作品，为
乡村振兴鼓劲、赋能，本报特遴选刊发部分优秀采风作品，以飨读者。

乡村振兴文学赋能大型采风活动作品选登

秋 思 卓识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