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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诱惑

诗 绪 纷 飞

一块水田
养活一片天光云影
一群鸭子
举着金色的铲子
埋头泥水中
戳破冬天寒冷的谎言

竹林里，柏树上
鸟儿隐居
时不时练练声
闲逛的鸡犬听不懂
凑在一起
指指点点，叽叽歪歪

满坡的柑桔
穿火做的风衣抵御冷
北风一吹
火苗跳跃
冬天的灰布袄便烧成星星的洞

萝卜长相圆润
菠菜迸发青春
莲花白抱着身子取暖
儿菜怀着多胞胎
冬苋菜用九条命扛住冬天
冬天
菜地里不相信萧索荒凉的预言

（作者单位：璧山区委党校）

乡村即景
石子

龙河的水越来越清了
河风摇曳着坡上的雷竹

河岸的另一边
有一块唯一的峡谷平坝
那是绿春坝村的花圃

动车从一个隧道里出来
在五颜六色的花朵上空驶过
又秒入下一个隧道

站在上百年的黄葛树下
恍如来到小桥流水人家
保家楼院落的草石房舍

处处都有故乡的身影

一壶清茶，一杯土酒
一碟花生米，一碗豆花
一钵竹笋烧猪蹄
再来一份香椿炒鸡蛋

这是我点的菜单
虽不丰盛，却能满足
与乡愁有关的味觉

故土拴住了留守的人
乡愁能拴住飞远的鸟儿吗

（作者单位：丰都县政协）

绿春坝的乡愁

唐代贤

生 活 随 笔

城 市 漫 记

小径林香
樊开源

杨智华

生活，除了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对于我来
说，诗是阳春白雪，令我仰望，而我对远方有一种很冲
动的感觉，它总让我有无限的遐想，有一种朦胧的美
好，有一种无穷尽的诱惑。

或许因此，我自小喜欢看地图，尤其喜欢看那种沙
盘式的山形地貌图，直观而具象地观察那些山脉和平
原、城市和河流。年轻时工作忙或因诸多因素很少去远
方，多是在地图上聊以自乐。终于我退休了，且迷上了
摄影，太妙了!这下我不仅能随时去远方，还能用镜头把
远方的景象带回来与家人朋友分享。于是，我和一群摄
友开始相约去远方行摄，把地图上那些标记和网上描述
的风土人情逐渐变成了我镜头中的人文影像。

记得10年前我第一次摄影采风是去云南东川红
土地，去拍那片被誉为“上帝遗落在地球上的调色盘”
的彩色土地。在地图上只看到这是一片绿色的色块，
身临其境才看到是如此的斑斓多彩。在花石头村仰望
深蓝色夜空，我第一次发现在天清气朗的夜空观看星
斗是有远有近，是层层叠叠的立体景象，如此美妙！这
更激发了我远行摄影的兴趣。此后，每年都要与摄友
们一次次相约去远方而乐此不疲。

近几年，我去云南的哀牢山拍过元阳的哈尼梯田、
去秘境滇西高黎贡山拍中国远征军的抗战遗迹，翻越
川西夹金山拍红军长征之路，穿行渝、鄂、皖、赣、湘等
地，一路行摄长江中下游风光，还到黔东南镇远古城、
黎平肇兴侗寨、从江岜沙苗寨探寻民族风情……

摄影采风人只关注天气，不问归期，我喜欢这种快
乐行摄，心无旁骛，随遇而安。

我们摄影采风通常不走旅行团那些线路，有时朝
着一个方向，有时沿着一条河流、一条公路，有时甚至
是随心而动，临时改变行程，去探寻一些意想不到的风
物人文。记得有一次，我和摄友们去稻城亚丁拍摄“三
神山”，归途中在“世界高城”理塘宿营，仍兴犹未尽。

有人提议：沿雅砻江北上到甘孜色达绕一圈回去。立
即得到大伙响应。理塘到甘孜的G227国道，是川藏南
线G318和北线G317的连接线，以前我们从未走过，
没想到这次随心而动，却遇见一生难忘的美景。比如
新龙县美若仙境的措卡湖和雅砻江大峡谷两旁数不过
来的经幡藏寨让我们流连忘返，其间，我们还在下着小
雪的草场和一个放羊的小男孩合影，并送他不少随车
带的食物，还登上甘孜的洛戈梁子观景台眺望白雪皑
皑的沙鲁里大雪山，感觉一生不到此地会终生遗憾。

有人说，旅游最应去两个地方，一是没有去过的地
方，二是有故事的地方。感受最深的是有一年去西北
环游，那片广袤的戈壁荒漠，从古至今都朦胧着一层神
秘的色彩。不仅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
与空旷，还有那些掩埋在黄沙中的古城残墙，史诗中描
绘的金戈铁马，沙漠月色下的枯树驼影，这一切无不令
人神往。

那次我们包租了一辆由大卡车改装的宿营车，穿
越若尔盖草原进入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到了青海祁连
山、兰州、酒泉、嘉峪关、内蒙古额济纳，穿越巴丹吉林
沙漠到宁夏、陕西，一路西行，缅怀若尔盖草原上红军
长征的遗迹、领略塞外边关的风沙、三千年之胡杨林的
神奇、延安宝塔山下的红色故事、黄河壶口瀑布的雄
浑、黄帝陵记载的古老传说……随着宿营车，我们在广
袤的大西北就不用为食宿而劳顿，而且，在大漠中宿营
时的孤烟落日也是一种别样的景致。

每次远行回来，我都会把一路上拍摄的视频和照
片对照地图来慢慢回味，做一个短片，写一篇游记，然
后，满心欢喜地期待下一次远行……于是，我随时心生
期盼，随时备好行囊，卸下所有尘世的包袱飞向远方。
因为，走近了一个远方，还有远方的远方在等待着我。
如此的人生，便永远有憧憬，有向往，生命也就会永远
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作者系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

冬日的一个上午，因公又回了一次南
山。离开六年多，除了坡地枇杷园换了新
品种，园中修了几条青砖道，其余大体还是
当年模样。恰好这几天阳光温和如春，透
过林木，路上光影斑驳，落在身上，暖意融
融。浓密的树荫里鸟儿欢快地叽叽喳喳，
它们熟悉的声音也像是老朋友。背后的山

岭，森林几无改变。在南山工作期间，空闲里最喜欢的就是
穿行在那些林荫下的小径了。

那些时候，只要是无雨的日子，最好晴朗的天气，下午
或傍晚，天空散布着朵朵云絮，当斜阳从背后的山岭，越过
林木扶疏，向山间均匀洒下柔和的光，给山峦、森林、房屋，
以至于整个空间皆包裏上一层淡淡而微黄的余晖，你会感
到身前身后的山、山中林荫、林下小径，有一股神奇力量，拉
拽着你的步履。而每当这个时候，只要时间允许，就会邀约
三两同事，沿着某条山径，钻到森林深处去。

第一次行走，是秋天某日下班时分。忙完事务，四个人
迎着夕阳从后门启程，沿一条坡度略陡鲜有车行的偏僻支
路，到达山顶。山谷间，高大的香樟树枝繁叶茂，浓密的枝
叶遮蔽着天空，整个林间的空气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樟香味。

一次偶然行走，开启了我的乐趣，这条路线也成为日后
经常。后来，我们不断在原线路上向周围扩展，不断有发
现。此段山脉最高点，顶端一座白塔，非常醒目。站在塔
下，山下的城，城中蜿蜒的江水，城中直到看不清晰的远方
鳞次栉比的楼群，尽在视野中。天气好时，甚至可遥见十余
公里外长江北岸塔子山的另一座白塔。它们有个共同的名
字——文峰塔。

山中乔木灌木树种很多，无法一一作记。一年四季，森
林吐露的气息总是随它们的时装而改变。森林各个季节，
每种树木与茎草吐纳不同的气息，细心一点敏锐一点，就能
捕捉到它们的呼吸，甚至在风中的絮语。一路呼吸林中清
香，松树的香，樟树的香，各种植物散发的香。初春微寒，几
棵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先是打破萧瑟，自林中脱颖而出。
其中就有木姜子，它们的白色小花捧在手上香气馥郁。春
天正盛之时，森林更是色彩缤纷，成为红的、白的、粉红的花
的海，嫩绿、鹅黄、黄里带红的新叶，掺杂于满山满岭，一座
山一下生动起来。这个季节，林荫下小径旁尽是野花，我最
熟悉的莫过于蝴蝶花，走一路它们跟一路。一到盛夏，林中
浓稠的气息调拨着暑气，微风轻轻吹起，便一下子感到不那
么沉闷了。到了秋天，树木反应总慢一拍，树下的禾本科植
物先是完成生命周期，一丛丛茅花昂起头颅，比人要高出去
半个身子。一路走下来，你发现许多种子成了陪伴。入冬
后，山里空气变得清爽，森林也散发出一股冷峻气息。其实
冬天更适合步行，几公里后，已经感觉不到一丝寒意。

这些小径给你提供山城最美夜景不同的角度。夜色降
临，走在茂密幽深的林间小道上，或站在山脊最高处，眺望
城市一片灯火，然后自灿如星海的楼宇中，寻找到旧时工作
过四年的那座极不显眼的楼房时，仿佛感觉到有一束划空
而来的灼灼目光，在空中相遇。那是十多年前的我。一个
傍晚，我们在林下遇见一位老者，他戴一副金边眼镜，鬓发
微白，梳着小背头，文质彬彬，正投入地吹着竹笛。我们聊
了起来，原来他也是这里的常客。正好我带着相机，我拍了
几张他专注吹笛的照片，现在还保存在电脑里。

我们偶尔也去开辟新的路径。南山从铜锣峡跨长江而
来，在黄山大金鹰处分成两条并行的山脉，两个孪生兄弟体
型相当。单位对面一段山岭，行人更是少至，密林中多是荒
径，有点探险感觉。初春时分，趁着风和日丽，邀两名同事
同行，仅问行程不问目的。林中无路，树木的空隙便是路，
顾不上拦路的枝条草叶，林下枯黄的松针像厚厚的棉絮，头
顶的云朵似相行的驴友，清风徐过，树叶轻轻摇动，簌簌作
响，一身倦怠早已烟消云散。登临山顶，远处的城市新区在
阳光下闪闪发光。山顶有了小路，便沿路而行，在一处山凹
处发现一眼泉水，水质清澈透亮。在我们小歇之时，一位老
者挑着几个大容量矿泉水塑料桶从山径另一端走来。我们
很惊讶，他竟然是从城区上山来取水的。他告诉我们他是
远郊人，陪孙子上学租住在南山，自发现泉水后便经常来取
水回去用。于是随后我们的行程便多了一个人，肩头也轮
流多了一份担子。我们穿过森林，走过种满菜蔬的山坡，直
到城边才分手。

时间过去快得无法想象，森林的芳香，行走的快乐，还
像是昨天。如果你在重庆，一定要去走一走南山，无需去设
定何处为起点终点，那些无序嵌入森林底部的小径，只要随
便走入，也许前面会有惊喜发现。

（作者单位：江北区人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