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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意盎然的云庄

这山叫祈雨山，听起来像是缺水
少雨很干旱的样子；然而步入其中却
是另一番体验，满眼的葱绿、遍布的生
机，青翠的松杉茶林与新开垦种植的
经济作物间隔呈现，让人感觉空气中
似乎都带有草木的湿气与清香。显然
这里不缺水，当然也不缺少大自然馈
赠的朴素的资源。

沿蜿蜒山道进入山的腹地，沿途领
略了成片的贝母中药材、苗圃花卉等种
植园，体会到了人与自然零距离沉浸式
融入的惬意感受，委实令人心旷神怡。
随后便来到我们这次采风行动目的地
之一、有着诗一样名字的凉泉云庄农场
暨云艾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处
家庭农场，其法人代表是返乡创业的女
企业家王云珍——一位像她的农场和
公司一样朴素而又精干的乡间创业者！
她曾多年在外经商办企业，从事过多种
行业，甚至还曾独自赴新疆做建材生
意，虽披上满身风尘却一直未寻到自己
认为的归宿；闯荡多年后才发现，还是
家乡这一片土气朴素的山地才是她落脚
生根、耕耘创业之地，这里不仅有朴素的
资源，还有与泥土一样朴实的乡民，加上
国家日益倾斜的政策扶持，乡村日益呈
现勃勃生机，这一切足可以支撑她打造
一个朴实而有可持续生机的农庄！于是
她在祈雨山包了四百多亩荒地，创办了
云庄家庭农场，开始从事以种植碧根果
为主的林业开发，在这里开拓了一片绿
色，也开始开拓她的绿色人生！

来到农庄，女主人云珍领着我们参
观她的庄园，她一面不无欣悦地介绍这
数百亩绿色领地经过开发而形成的绿
色规模，一面意识流似的穿插介绍当年
开发这一山场的艰辛劳苦。初来之时她
既要迅速弥补转行从事种植业带来的
经验缺失和知识匮乏，又要克服农场创
建时各种环境条件改造所面临的艰难
困苦，甚至不得以以一个女人身家每日
带领工人从事开路、清杂、整地、挖塘、
种树等体力活，短短数月就将那片荆棘
密布、杂草丛生的荒山开辟成了现今的
果园。听了她的介绍，我们也感到她所
开辟的这一片林园的不易。而更让我们
感佩的不单是她的毅志力，还有她的眼

光、策略和挖潜能力。她告诉我们，薄壳
山核桃（碧根果）一般在定植后四、五
年才能挂果，六、七年才达丰产，投资
周期长、收益见效慢，为解决这一困
难，她经多方联系考证，将目光投向了
林下资源开发、做林下经济文章，以短
养长。一边投资林下土鸡养殖，形成果
园立体化生态种养植，一边种植林下
速生作物，瞄准国家大力倡导的大健
康产业，确定以市场前景好的艾草作
为林下经济的主导产业，同时为增加
附加值提高效益，投资兴建艾草加工
厂，对艾草精深加工，推出市场欢迎的
系列产品！介绍过这些之后，她指着眼
前成片的绿色林草说，现在我们云庄
的山核桃挂果率全县最高，收获颇丰；
艾系列产品更是在民间畅销！农庄投
资回报已超预期！更重要的是为本地
农人提供了很多务工机会！这成片的
绿色林草看上去很普通很朴素，其实
是颇具价值的绿色资源呐！过去她对
媒体上说的“绿色银行”没体会，现在
她明白眼前就是一个真实的“绿色银
行”，你的所有投资、劳作、用心、努力
都会从这里提取到报酬！

我能理解云庄的主人此刻陶然的
心态，不单是因为她的努力换来了丰
厚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她寻到了
一种有意义的精神价值，还有事业的
某种归宿……

是的，祈雨山的确并不干旱，她所
祈到迎到的不光有大自然丰沛的雨和
甘露，还有国家大力扶持三农的大量政
策以及已然认识到绿色资源价值而纷
至前来拓荒投资的创业者！

接下来我们离开祈雨山，随王云
诊去了她设在村部所在地的艾草加
工厂，在这个普通的厂了里，我们看
到一种普通的草竟变成了品种众多
的健康保护品，这些产品据介绍颇受
市场青睐……

当我们结束采风，回望这个朴实的
农庄时的确感触良多。一座普通山丘，

经过整理开发，竟然可以成为一个“绿
色银行”；一种普通的草，经过加工利
用，竟然成为乡村振兴的产业资源。由
此令人感慨的是，乡村的资源其实就深
藏在其朴素的外表之中；就如同这里的
农人，他们的聪颖、机智以及能力就隐
藏于其朴素的外表和淡吐之中一样。只
有当你走进乡里、深入乡村，你才能感
受到乡村朴素的外表中，处处存有生机
和资源；只有当你沉浸在乡土气息和氤
氲绿意之中，才能真切领悟“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的真谛！

乡村的觉悟
一

步入仙塘角自然村，映入眼帘的是
一盛开荷花的池塘；荷塘不大，却很精
巧，满池各色荷花在微风中摇曳，别有
一番诗情画意。视线跳过荷塘，便可直
视这个杨姓村落的祖堂，这是一座颇具
气势的古典风格楼宇，雕镂画栋，飞檐
翘角；正门之上，高悬题有“四知堂”字
样匾额，很是醒目，其来历及意函，已在
祖堂一侧的文化墙上得到呈现。村人从
中华浩瀚史料中挖掘到一段本村杨姓
郡望的相关资料，并加以弘扬。

据村人考，这个自然村落里占据多
数的杨姓宗族，乃史上东汉名士杨震的
后裔。杨震，字伯起，陕西华阴人，东汉
时期名臣，通晓经籍、博览群书，有“关
西孔子之杨伯起”之称，五十岁时方步
入仕途，历任荆州刺史、东菜太守，后入
朝任司徒、太尉等要职；杨震一生刚正
耿直，其任内因正直不屈权贵，又屡次
上书针砭时弊，被人忌恨陷害，最后被
罢官遣乡，途中饮鸩而卒，后为顺帝平
反。“四知堂”杨姓堂号来自一个典故，
相传公元108年春，杨震调任东莱太守
时路过昌邑县，县令王密是他在荆州刺
史任内举荐的官员，得知杨震到来，晚
上悄悄去拜访，并带金十斤作为礼物，
一来是对杨震过去的举荐致谢，二来是

想请上司以后关照。杨震当场拒绝了，
说道：“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
王密以为杨震假装客气，便道：“幕夜无
知者。”杨震马上就生气了，说：“天知、
地知、我知、子知，何为无知？”王密十分
羞愧，只得带着礼物狼狈而回。“四知”
乃成干古美谈，其后人遂以此为堂号。

仙塘角村人在和美乡村建设中，
注重控掘本村文化资源并加以利用，
将一系列经挖掘整理的文化元素有机
融入到各类设施设计和建设之中，使
之与村史村情及村规民约融合在一
起，从而使这个村落不仅有优美自然
风景还有优秀传统文化，这无疑是一
种文化意识的觉醒。

二

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村庄越来越
重视自身形象的整塑，乡土文化的挖掘
利用也逐渐成为某种自觉的行为。

这些年笔者陆续走访过古雷池大
地上的一些村落，留下许多深刻印象。

长岭镇银杏村的周家前屋自然村
在建设和美乡村中，发掘到这个村周
姓宗族乃是唐朝那位因撰写《爱莲说》
而名闻天下的周敦颐的后裔，于是在村
庄整治过程中将周氏祖堂号定为“爱莲
堂”，还将清理重修后的当家塘命名为

“爱莲塘”，树上标牌种上荷花供人游
览，同时还将周敦颐的《爱莲说》整篇配
图书画于文化墙上.。这样不仅使这个拥
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奠起了丰厚
文化底蕴，还使古老村落焕发新的容颜
和生机；文化赋能使古村更加富有魅
力和发展潜力。

华阳镇陶寓村从其村名来历中挖
掘到一段颇具文化价值的历史传说。相
传晋代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曾乘舟过
江来陶寓庄观赏桃花，那时的陶寓庄名
叫桃花滩，临长江、倚雷池与彭泽县隔
江相望，滔滔江水经年冲积而成的沙洲
被外来人开垦种植大量桃树形成桃林，
陶公慕名前来并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并对这里淳朴民风眷恋有加；回去后
仍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写下历代传
颂名篇《桃花源记》，这个庄后来也改
名为陶寓滩；之后村人也将村名改为陶
寓村。今天在和美乡村建设的大潮推动
下，陶寓村人将这则传说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呈现在“和美乡村”建没的村墙上，
引进“皖水绿之源智慧农业产业园”将
乡土文化与绿源产业相融合，为乡村振
兴注入自身特色，着力打造富有内涵的
有故事有产业的特色乡村。

香茗山脚下的郝家老屋自然村
有着五百年的历史，这个古老村落在
推进新村建设时没有完全毁掉老村，
村人不仅很好地保留了郝氏祖堂，而
且经过挖掘，确定本村郝姓宗族乃东
晋名士郝隆后裔，并在新村围墙和老
村祖堂内将“郝隆坦腹晒书”的典故绘
录其上，让村人明了，这是一个有丰厚
文化根基以及好学传统的地方，以此
赋能本村的发展。

凉泉乡凉泉村是黄梅戏“龙腔”创
始人龙昆玉和龙甲丙父子的故乡。作
为黄梅戏鼻祖蔡仲贤的弟子、著名黄
梅戏艺人，他们广泛吸收太阳山脚下
民间山歌小调精华，集黄梅戏老腔老
调之大成，创立这一经典优美唱腔。凉
泉村人在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融园”
时，将黄梅戏元素有机融入园区建设，
在园内处处埋设石质音箱，让参访者
在游历园区中，时时处处听到“龙腔”
的优美之音，让现代农业产业与乡土
特色文化实现完美融合。

当下这类注重发掘利用本土特色
文化、让乡土文化赋能乡村发展的村
庄其实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他们的做
法不仅让乡村变得美丽，而且让乡村
充满魅力……

三

外出返乡贤人对乡村文化建没的引
导和推动作用，也是乡村文化自觉的重要
因素。返乡贤士带着他们在外游历闯荡的

丰富见识回归故里，将他们在外积累的文
化生活见识及感悟作用于本土，推动乡土
文化建设在量上推进、质上跃升，从而让
乡土文化日益丰富起来多彩起来。

这次在仙塘角村见到的杨洲洋先
生便是一位返乡贤人。他早年走出乡村
务工，经历多个生活场景打拼并有所作
为，特别是在北京经营图书，积累了物
质和文化两方面资本。他于十年前回归
家乡，一方面牵头修篡杨氏宗谱，并从
中找寻家族文化传承的精髓，且将发掘
所获应用于村庄文化建设之中，“四知
堂”的故事运用便是这种努力的成果之
一；另一方面参与和美中心村建设，并
为之输出他的知识和意见。在他建议之
下，除了将村庄当家的仙塘重新整治，
美化仙塘四周环境，还在塘中建成一个
风景小岛，并让这个岛集聚诸多文化元
素，使之成为风景秀美的文化之岛。岛
上建了古典风格的亭子，用竹木搭建了
步行桥，看上去显得原始古朴别有风
味。同时他还自己投资在岛上兴建一幢
具有徽派风格的房屋，为使该建筑具有
中华传统文化品位，他费尽心思斥巨资
从徽州等地收集一些传统老旧建筑材
料运回来建设房子，同时还从具有丰富
文化传承的地方收集众多旧时生产生
活用品摆放其间，最终用意是把这幢古
朴建筑打造成老旧物件博物馆。经由这
番努力，仙塘小岛不仅成为仙塘角中心
村一处亮眼的风景，而且也着实成为一
处有故事有蕴涵的文化景点，提升了整
个和美中心村的文化品位。

其实当下的乡村，像杨洲洋这样返
乡贤士不在少数，他们对当今乡村文化
记忆的唤回、促使文化意识的觉醒起着
牵引和助推等诸多作用。

四

诚然，乡村振兴唤醒了乡村的生
态意识和文化记忆，这是乡村的觉
悟，是乡村发展的一次跃升。乡村的
觉悟让人们看到，乡村的自然之美其
实便含在乡村的文化之美中，而带着
泥土芬芳的乡土文化之美才是和美
乡村的核心之美、富涵之美。仙塘角
村的和美乡村建没，只是当下华夏众
多乡村文化自觉的一个缩影。这种令
人激动的变化，让我们有理由期待乡
村更为美好的明天。

何立杰的散文

南 京

六朝烟雨十朝风，天下文枢天下崇。
独抱苍黄承道统，合将金粉证英雄。
花香荡漾书香里，山色浮沉水色中。
千古沧桑一标本，石头城拱大江东。

南京文脉

历史幽深处，长明一盏灯。
偏安淮水老，益复孔门兴。
胜败皆超越，诗书独继承。
中华文脉久，正朔在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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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门外雨凄凄，卅万冤魂夜夜啼。
山海难平惟此恨，又闻国祭响惊鼙。

谒中山陵

近代积贫弱，国家生死间。
儒风保帝座，主义乱尘寰。
未历砍头恨，谁知革命艰。
共和天下始，创制是中山。

梅园新村感思周恩来

不留骸骨不留灰，不占人间土一堆。
无在反而无不在，恩来到底是恩来。

玄武湖之夜

远近霓虹罩，周遭暑气收。
城墙涂月色，杨柳摆风流。
梦与双飞鹭，心随不系舟。
余生何所似，今夜一湖秋。

灵谷寺访桂

灵谷三秋暖，钟山万木亲。
花香融月色，白露浥红尘。
寺老江湖远，心宽世道淳。
夜阑寻桂者，不是等闲人。

五马渡

八王争大统，五马渡江东。
帝国家天下，无非血泊红。

访天堡城遗址

最忆钟山月，徒悲天堡城。
东王冤死后，月不照天兵。

栖霞山初冬

冬月春山老，栖霞如火烧。
枫林红艳艳，江水碧迢迢。
梵向尘心唱，声循木叶飘。
金陵明秀地，侵恼一时消。

琵琶湖秋行
后宰门前色尚青，诗家几个说曾经。
行吟口占琵琶曲，谈笑风生燕雀亭。
时至秋深春不老，人逢心直语难停。
归来枕上一堆梦，应是情多酒未醒。

后宰门寻桂

花气逼人寻，花开万点金。
莫云花朵小，点点是芳心。

富贵山探幽

花好游人密，城高古树稠。
清风扶桂子，香气满山流。

随袁裕陵先生登游子山

广原忽地耸高山，三教同弘非等闲。
为觅人间真学问，与君同上白云间。

莫愁女
芳名早已种心头，为有相思不自由。
世上女儿君最好，一声轻唤也消愁。

南京白云亭文化艺术中心联

文化古今，天下为公青史厚；
书香襟抱，人间爱我白云深。

周贤望的诗
秋天的鸟巢

老家，老屋的枫树林里
百鸟这时候隐匿了歌喉
只有它们留下来的羽毛，一片片，

片片滑过黄土坡
我几次回家都要徒步去看看
那儿，有一窝鸟巢孤独的搭建在百年

的老枫树上
风吹深秋，它们或许在南方过冬的

路上

去老屋，要穿过一条窄窄的乡间小路
还有一片被开垦的荒地
荒地里栽了许多的树
绿色的针尖的叶子相互排列着
阿叔阿婶们弓着腰身拾掇岁月
黑色的土地起伏，在我故乡的山水

皆辽阔博大

鸟巢就伫立在门前迎秋的树上
春华秋实，草木皆兵
乌鸦飞过，也有喜鹊掠过巢的周围
无鸟栖息。岑寂，落寞，衰败
林子里，总有一些啾啾的声音

鸟鸣总在高处
好听的云雀鸣叫一声高过一声
叽叽，叽叽叽
那叫喊，仿佛悬在半空

我从树下小心的走过时
空空如也的鸟巢摇晃了几下
我是确信那里面一定有鸟儿的
这信念坚定，斜阳刚好落入
故乡，便接管了我泪目的双眼

每天的夕阳都会准时的落进枫树林
那个曾被乌鸦麻雀盘踞的老屋
我也曾经在那里光着脚丫奔跑
那孤立的鸟巢在秋风里再一次被写意

点赞
我又一次泪流满面蹲在故乡的山头，
频频回望……

万步有约

脚下的路
通往心湖 也通向比心更高的高处
健步迈开的 也不只是脚步
还有比脚步更高尚的灵魂

今天我们在此盟誓
立下万步有约的宣言
红旗指引 党徽照耀
你我竞相奔走的体魄
是相互搀扶、共同奋进的舵手

五月的莲花湖水 格外清澈
荷香 诱来一对对
追逐脚步的蝴蝶
飞扬的诗句 葱茏热烈的炎夏
健康永远是人类追逐的目标
中华文明 文化自信 造就中华复兴

的大道
头顶乾坤 背负青云
让健康的体魄在祖国的山水迈开矫健
的步伐吧

暮 色

站在暮色里
看成熟衰减
情绪的浪潮零碎成斑点
遗落的风景就像流水般
与来时的路无关
因为璀璨不记得太阳曾经的温暖
所以 夜在瞬间就地扩散

原谅我的爱吧
不管是深是浅
早已被素描成单一的眷恋
冬雷没来得及落下的那片叶子
对着北风呼呼序言 结局亦或是开端
哪一个才是日不落的明信片

雨邀来雷声
在初冬
有些震撼
不知道是雪在孕育冬的情感
还是冬要洗白一年斑驳的痕迹

冬情不自禁的呐喊
就像是舞台上走来一位风度翩翩的

黄梅小生
只一挥衣袖
乡音便在梦中抚摸我中年的双肩

徒步岁月

抒写和落日都极为宁静
铺开旧日的纸张
泛黄的页码被风吹的零乱
落日，总是在黄昏悄然来临时升起
落下，是为了让黑夜打开天窗
写，为了纪念活过
不写，就谢谢来过的暖风和细雨

与夕照生怜大概是为了缅怀
七情六欲吧

一念起，千山万水
一念落，孤雁齐飞
站在草木之间，听风为岁月磨墨
天，收去了白昼的五彩缤纷
只留下了一抹残尘的回忆 蓦然飘落
我站在沼泽深处
身后的荒野继续蔓延迹象与意象的甄别
一把铜锁就替我关上了留不住的暮色

自 渡

你独自用柔弱的肩将万吨重负承载
涉水万千，才隐约看见远方的

星星灯火
俯首瞻仰六朝古都的夫子庙
才能，在灯火辉煌的夜色里寻觅天下
文枢的华章溢彩

庞大厚重的夜，狂笑着张牙舞爪
欲将你整个地吞入腹内

逼你退场
你必须活成羊羔的模样
而，那一群狼无时无刻不咧着血腥的

嘴撕咬

天空，一轮血红勇敢喷薄
这固执的太阳
从白天一直坚守到夜晚
为了在黎明再次出场
涨红了脸，铆足了劲

拽着短暂的昏黄
循着灯火的方向
你为自己引渡，也为自己摆渡
奔涌的浪，激情滚烫，一路狂奔

狂放，一路中流砥柱
誓将黑暗煮成明亮

秋 霜

几场暖阳，就将季节遗忘
南山上，几朵杏花
在背风处，闭着眼，就坠入故乡的

池塘
不想理会身上落下几枚菊花
更不在意嘶哑的蝉鸣无声退场

粉妆，抗不住突降的寒霜
所谓的春花秋月
不过是时间撒过的谎言
睁眼，山河空荡辽阔
而自己，已被迫颠沛了半世流离
枯骨，漾不起一寸馨香

冰冷坚硬的天空下
隐约封存着，几点紫绛
你看，多年前守住村庄的那个大娘
还未绽放，就已老去
记忆里一个个扎堆的稻草人
披上了薄薄的秋霜……

深秋（走进十月）

想在落叶上描摹书笺
想在花红落去刹那留住一抹衰黄
秋色，已洋洋洒洒坠入人间
阳光有些深幽，有些坚韧
透过薄雾扑照下来
那是在收拾我昨夜遗落的梦
时间的残笺，墨迹未干
这个零落的天空便接管了十月

深秋的武昌湖在云影里打坐
孤独明亮且安静
像流水与落花的交融
一桥凭空凌架在波光粼粼的湖面
桥面上驱动的四轮奔驰而去
又反方向呼啸而来
而我虽然没有在此时到过江南
故不知层层叠叠的烟雨湿了几处风尘

但见秋枫分落

红叶石径而上
我又在逆流和顺流之间放走了月夜和

星光
远走高飞的南雁啊
一路崎岖坎坷
一路千山万水
一路寻寻觅觅
一路秋水伊人

心 语

我喜欢这样的早晨
卧冰河有小小的鼾声
一行白鹭，是我们的第二信使
在此岸与彼岸间穿梭，把浓雾
撕裂又缝合，弹开又聚拢
抚摸又打碎，痛爱又痛恨
它们，终归要寻觅一道上青天的路径

放眼，卧冰河两岸
一地秋霜缓缓冒着白气
像刚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温语
热乎乎的，鹭声环绕
缠绵悱恻的琴音应是难觅的天籁
有钓者已经三五打坐
各找鱼窝，安家落定
钓竿一抛，水族便纷纷上线

天地间豁然开朗，边界渐渐消失
东方的鱼肚白的辣眼
我们盼望能坐在一起
白发苍苍
在手机的这头或那头
戳点着泛黄的日历被今秋刷新
初冬，在某个深秋的午后翻了一地的

地瓜
而那个挖地瓜的老农再也没有遇见

相 逢

我并不是刻意要计算
算出这一次和你的相逢
可我一直如斯这样糊里糊涂地过
计算不出日复一日的明天之后
又有多少个明天在消磨

灯火正辉煌
月光上月台
而你我只能在手机的一端各自触摸

忽明忽暗的屏幕
再相视的刹那都已经憔悴苍老
有谁能听见心的啐念？
悄无声息又恰是重拳出击

许多的事情都已过去
许多的忐忑就当是一次地震
听着振动恐慌的人们一心只想赶快

逃离
我在此处祈祷平安喜乐顺遂
今宵月色依旧朦胧
顺着云梯的人已经爬进了胡同
然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十一月，风吹时间远
●远方

川瘦逶迤，跃金万点，惊现龙尾。
龟首高昂，神蛇尾摆，隔水千秋峙。
针茅峻峭，高擎毫笔，山水欲描天际。
渚中鹄，云霄斜插，倏又击水嬉戏。
湄边丛草，参差黄灿，却有青葱纤卉。
亸柳风搓，枝条绿涌，几粒鳞苞翠。

水牛立岸，午阳慢咀，竹笛无童吹起。
飞虹上、时鸣铁笛，响声脆脆。
注：1、龟、蛇：指雄踞武昌湖畔

的龟山、蛇山。
2、飞虹：济广高速从武昌湖湖梢

飞跃而过。

永遇乐·
冬日过望江武昌湖湖梢

●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