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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元阳梯田
□蒲灵娟

早就听闻元阳梯田是世界
文化遗产，亦是哈尼族辛勤劳动
的结晶，到了云南，自然要去看
看，感受那书写在蓝天白云下的
隽永诗行。

到了山脚下，只见一条弯弯
的盘山公路如一根银白的绸带
系在崇山峻岭中，扶摇直上。山
路两旁的油菜花开了，鸟儿啾啾
鸣叫，清新的空气如溪水般涌
来。顿时，好心情也如这初春的
阳光，明媚而又欢快。

到了半山腰，忽然看见洁白
的云雾缭绕，像是仙境，忍不住停
下车，欣赏这如梦如幻的美景。
可是，还没看见梯田，梯田在山
上，还得再开20多公里才会抵达
村落。村落周围有古老的梯田，
春天里，勤劳的哈尼人开始在灌
水的梯田里栽种红秧苗，秋收的
红米滋养了一代代哈尼人。

渐渐地，村落出现在眼帘，有
砖混建筑的小楼，也有谷草垛做
成屋顶的古朴民居。一座座民居
散落在山顶上，民居下是一块块
灌了水的梯田，星罗棋布，像一幅
淡雅的水墨画，错落有致地铺展
在山坡间，像书写在山间的一行
行诗。

在这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
春天已经来了，紫玉兰与桃花在
微风中摇曳；金灿灿的迎春花与
油菜花张开双臂，迎接前来亲近
梯田的游人；那一块块梯田则在
阳光下呈现出蓝色、褐色、红色，
像大地的调色盘，一层层垒上
去，垒在蔚蓝的云端之间，令人
惊叹不已。

当地人说，外地人来了元阳
梯田，一定要去看日出和日落，
看日落的最佳景点是坝达景区
和老虎嘴。傍晚，我来到老虎
嘴，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看日落
的人们。风吹拂着，夕阳西下，
一只只黑鸟飞舞在鲜红的落霞
里，落霞映红了一块块横亘在山
间的梯田，梯田的水变红了，泛
起红亮的涟漪；然后，夕阳落下
去，水波又变成银白色，清亮晶
莹，满天的星星也跟着落在水田
里，美得如梦幻。

踏着一路星光，走进多依

村，山泉从村子里流过，土狗汪
汪叫，开满花儿的民居阳台上可
以欣赏夜晚的梯田。星空下，那
大大小小的梯田仿佛梦的呓语，
优美的线条勾勒出一汪汪有星
星的净水，逶迤起伏着，绘成一
幅独特清新的黑白田园水墨
画。坐在那里，忘了夜色与时
间，感觉这是儿时的村庄，多么
的安静与美好。

清晨，在公鸡的打鸣声中醒
来，窗外已泛起红晕。朝霞冉冉
升起，该去看日出了。站在观景
台上，只见山背后的天空被一道
红光映照着，仿佛是一条红龙飞
出来，驱散团团白雾。风轻轻地
吹拂，半山腰的云雾轻盈地升
腾，这洁白的晨雾与鲜红的朝霞
相互辉映，山坡上的梯田反倒呈
现出黝黑的色泽。

忽然，红日穿破云层喷薄而
出，接着，鲜红的太阳变成金色，
金色的光芒是那么迷人和具有
穿透力，驱散了白雾，把光芒洒
向大地。这时候，黝黑的梯田变
得分外亮丽，金灿灿的，像是金
色的童话。

我被眼前的美惊呆了：这黑
白的梯田变成了金色、红色、蓝
色，五彩缤纷，恍如不停变色的五
彩油画。但一会儿，阳光被乌云
包裹，风又携带着云雾升上来，梯
田又变成银白色。忽而，阳光钻
出云层，金光四射，梯田又变成橙
红色与碧蓝色。一块块的橙红与
一块块的碧蓝相映生辉，水面风
轻云淡，倒映出蓝天白云与飞鸟
的影子。

一个早起的阿婆走在梯田
上，她穿着蓝色的民族服装，身
后跟着一条黄狗。人与狗的默
契，就如阳光与梯田的默契，彰
显出这里的奇妙与祥和，让人不
想离开，就这么安静地看日出，
把眼前的美好珍藏进记忆里。
田埂上开出了五颜六色的野花；
农人赶着牛，走在梯田上；一只
只鸭子欢快地扑进水田里，嘎嘎
地叫着，觅食与嬉戏。

初春的元阳梯田在光影中
静默，我也在这晴空丽日的清晨
静默。

日复一日的蔚蓝
□侯为标

德阳是一座用桥连接起
来的城市。一条长约 17 公
里的人工湖旌湖，经过数次
升级改造后，成为名副其实
的生态湖，被德阳人称为“母
亲湖”。四季轮回、镌刻岁月
的年轮，滋养着两岸沃野，浇
灌出丰饶的五谷，它既是这
座城市流动的精神风骨，亦
是湖上人家茶余饭后的精神
乐园。

冬天甫一转身，气温嗖嗖
摸高，旌湖顺应时节的音阶，须
臾之间完成从冬天到春天的过
渡，卸下冷峻的面具。湖面碧
波荡漾，蓝天下一片浩瀚的蔚
蓝，那日复一日的奔腾，承载着
无数人的心事，蜿蜒流向远方，
荡漾着说不尽的人间烟火。

人们常说，生活在有水
的城市是幸福的，它流动着
诗和远方的意境和城市不竭
的活力源泉。漫步旌湖两
岸，10多座东西走向的大桥
浮于水面，倒映于水中，像旌
湖上空悬挂的一道道彩虹，
连接着湖两岸剪不断的千丝
万缕。“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
画面相映成趣。

湖畔草木葱茏，绿肥红瘦
应季肆意生长。沿湖两岸的
北公园、南公园遥相呼应，为
城市默默“洗肺”。特别是“靓
妆”出镜的柳梢堰湿地公园，
更是锦上添花，绵远河自北向
南从园中穿过。配备湿地步
道、骑行绿道、亲水休闲区、智
慧科普区等6个特色主题区
域，让湿地公园一年四季拥有
不同景致。

俗话说，栽有梧桐树，自
有凤凰来。旌湖水深约6米，
水面宽度在300米到500米，
从北到南被桥闸截成五段，
小鱼小虾很多，适宜野生鸟
类栖息获取食物。

每到初冬季节，以红嘴鸥
为代表的候鸟，从万里外的西
伯利亚翔集而来，到旌湖栖息
过冬，兑现与德阳不见不散的
承诺。珍贵鸟类青头潜鸭、中
华秋沙鸭、黑鹳等也年年故地
重游。这些“稀客”的到来，每
年吸引国内外数万爱鸟者前
来观鸟、拍鸟。

“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
木而栖。”随着生态环境日益
趋好，候鸟也越来越青睐这
里。为缓解鸟儿们在湖面

“打挤”的现象，几年前，旌湖
上 放 置 了 14 个 扎 好 的 竹
筏。随着鸟儿数量逐年增
加，三年前，又在湖中建造七
座人工鸟岛，在岛上种植植
被、设置树桩，为候鸟提供
食、住、行、玩“一条龙”服务，
把旌湖打造升格为四季观鸟
的胜地。德阳因此获得“中
国鸟语城”美称，被评为四川
十大观鸟胜地之一。

夜晚的旌湖，银辉闪烁，
岸边来来往往，人流如织，有
步履蹒跚的长者手拉手结伴
遛弯，有年轻情侣在树下窃
窃私语，不少人干脆席地而
坐，任湖风吹拂脸颊。沿着
长长的湖岸走动，时不时能
听见鱼儿摆尾泛起的脆响。

无数次伫立在湖边，我卸
下白日里坚硬的外壳，笑纳红
尘中所有的潮起潮落。一种
抵达彼岸的向往，在心头油然
滋生。

这些年，我的脚比起我的
手来，那是要勤快得多，它带我
看过了太多的美景。但我必须
用手来写写广安五华山的野
樱花。

每次，我都惊诧于它的淡
定、舒坦与蓬勃，像一束束白
色的火焰，照亮这片山谷。我
把手机的照相功能差不多用
尽，也不能满足我揣摩它的宁
静与安详之美。

五华山地处川东盆地底
部隆起的第一道屏障明月山
中。山体一分为二，东坡得重
庆长寿区日月之精华，西坡享
四川邻水县天地之灵气。

五华山谷，一个海拔600
米到1000米的缓坡。从谷底

进入，豁然开朗，田园阡陌，屋
舍俨然，令人想到陶渊明笔下
的桃花源。但这里没有陶渊
明，只有陶渊明归园田居的鼻
祖老子的石像。若说老子隐
居于此，打死也没人相信。但
这崖上的石头，经风沐雨，硬
是活生生进化成了一个传说
中的老子，使人看上一眼，便
顿生清静无为之心。

没有陶渊明，当然也没有
桃花，但却有不逊于桃花的野
樱花。我想，野樱花应是这片
山谷的原住民，一到春天，那
一丛丛野樱花便盛开于山谷，
那一团团洁白如银的火焰，足
以亮花你的双眼。

五华山谷的春天，因为有

了野樱花的缘故，变得十分神
奇，把冬天和春天连在了一
起，几乎找不到一丝间隔的缝
隙。往往头一天树梢上还是
六角形的雪花瓣，第二天就变
成一束束爆米花似的野樱花
了，真是太蒙太奇了。

野樱花极具观赏性。树冠
蓬松、巨大，既可远观又可揽枝
闻香。长于山间地角的野樱
花，有飞鸟盘旋为之歌唱；生于
湖畔的野樱花，花朵落在湖面
上，活脱脱一群灵动的小鱼儿。

五华山谷的春天，因为有这
么多野樱花照着，自然比别处亮
堂得多，来看花的人没有不和它
们留影的。随手一拍，樱花，人，
就都在一张氤氲的照片里了。

野樱花盛开的山谷
□张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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