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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季节的脚步走进金秋时节，小城
镇安的口袋公园里，草木深绿，花儿次第溢
香，晨练的人越来越多，好像从酷暑的笼子
里放出的群鸟，赶集似的兴高采烈，神情欣
然。从诸色衣着到健身方式，他们都醉意
于秋凉的赐予，陶冶在金秋的旷野，敞开心
扉，惬意在秋高气爽的怀抱，珍惜着岁月赋
予的万般美好。

沿着新城的入口慢慢攀缘到大S的绣
屏前端，依稀嗅到越来越浓的香味扑入鼻
翼，淡淡的、清新的、芬芳的，如春的桃花，
夏的丁香，秋的紫薇，冬的红梅，丝丝缕缕，
清丽优雅。禁不住诱惑，四顾瞻望，啊，是
绣屏山庄一片桂花园。桂树挺拔茁壮，蓬
勃昂扬，枝头碧绿的叶底冒出娇小嫩弱的
花粒，形细而精致，浓郁而高贵，已被金风
染黄，含羞绽放。站在桂花园内，眼微含、
身静立，如禅定般贪婪地深吮长吸，深深沉
浸在“清香不与群芳并，仙种原从月里来”
的境界中，让心灵感触“弹压西风擅众芳，
十分秋色为伊忙”的守望，把身心寄托在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陶醉里，期盼
留住满腔的芳香，向阳而生，为香而暖。

抬起头，仔细打量枝头缀满金黄或紫
红的桂树，像一把把巨伞，亭亭荫盖，遮风
避雨。它保持本色，常年枝繁叶茂，碧绿泛
光，初心不变。无论独居院落，还是密植公
园，甚或街市两旁，有它身影的地方，寓意
着吉祥安康，让人有一种特别亲和的感觉，
使人心情悦意酣畅。

金霞十里香，独立苒枝生繁叶，晨露含
娇态，蕊花更雅目。桂花拥叶开，密密匝
匝，花繁色丽，浅红浅黄，花瓣如米粟，团团
簇簇，如同繁星万点，绽枝灿烂，奇丽缤纷，
吻风垂怜，芳香四溢，沁人心脾。想起宋代
吕声之的《咏桂花》：“独占三秋压众芳，何
咏橘绿与橙黄。自从分下月中种，果若飘
来天际香……”他描述桂花独占三秋，看成
天外来香，想来，桂花确实有“清可绝尘，浓
能远溢”美誉了。

我从小最喜欢观赏月亮，听妈妈讲一
些玉兔捣药、吴刚伐桂、嫦娥奔月的神话

传说，遥望天际玉盘，生出许多神思妙
想。稍懂事时，想把月亮故事探个究竟，
就找书籍连环画。直到上大学时，在图书
馆才知道了完整的故事：吴刚心恋嫦娥，
被罚在广寒宫外砍伐桂树，每砍一斧，都
会震落些细花，日日如此，这些花撒遍天
涯海角，撒到人间变成了丹桂、金桂、银
桂、四季桂玲珑闺秀的模样。后来经历一
些与桂花有缘的生活乐趣，便知道，桂花
不仅供人观赏、嗅闻，还可茶饮，制成营养
丰富的美食。因出身高贵，香气浓郁，备
受人们喜爱，公园里、花坛上、舍院内、阳
台上便有了“贵客临门”，在万花纷谢的秋
季，桂花赐予满园芬芳，带来一抹灵动的
气韵，熏染了寂寥的时光。

桂树的外表极为普通，花儿细短茎俏，
树身粗糙，枝褶皮皱，甚至矮小纤弱，与参
天大树相比略显逊色，与倾国倾城的牡丹
相比，算不得妖娆，但它娴静低调，有不屈
的风姿，虽无国色，却有天香，贵贱可居。
李清照的《鹧鸪天》中说：“暗淡轻黄体性

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
是花中第一流……”恰到好处地为桂花加
冕。在树下逡巡良久，馥郁的香气叠加起
来，衣袖添味，满身醺醉。

秋日里，桂花占尽秋色，书房窗台置一
盆景——桂花，推窗迎香，幽幽的书香与淡
淡的花香相应和，是一种高洁而极致的享
受。我心里始终有一处花香馥郁的去处，
那是安于桂花树下，相约三五知己，饮桂花
蜜，佐桂花酒，尝桂花糕，诵桂花词，风吹桂
花林——人与桂，香与韵，两清绝。

青翠的绣屏公园，飘香的桂花园，萧疏
的凉秋，静逸的广场，曲径通幽的步行道，
葳蕤草木的花坛，我想人生最美就在眼前，
也在我的笔下铺展。揉破黄金万点轻，剪
成碧玉叶层层，布满诗情画意的神秘，多彩
多姿的容颜，秋天如果少了桂花和花香，就
残缺了许多季节该有的韵味和完美。明月
高悬，丹桂飘香，绣屏山庄桂花园甘甜黏
稠，唏嘘回不到青春年少。孤芳自赏中，天
地揽我入怀，醉倒在花香中！

金秋桂花香
贾章明

这是怎样的茶园呢？仿佛是一位神奇
的仙子，让人意兴无穷，以至于回到家好多
天，竟在梦中再次遇见。商南茶园啊，为何
直叫人魂牵梦绕？

这是依秦岭而居，源丹江而兴，一脚
踏三省，鸡鸣一声听八县的商南茶园；这
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汉高帝刘邦、明末
李闯王挥戈跃马，曾驻足的商南；这是留
有明显商於古道文化印记，多少秦商、渭
商曾在这里歇脚的商南；这是李先念、徐
海东等革命前辈，曾在这里浴血奋战、撒
播火种的商南。

这里在秦岭深处，被称为中国的天然
氧吧。这里融秦风楚韵，集南北之灵秀。
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风土人情，孕育
了商南人开放包容、厚德诚信、创新实干的
品质。这里又是中国西部最北端的茶区，
被誉为“中国名茶之乡”。

我们去的那天是五月七日，这一天注
定是个好日子。清晨，灿烂的阳光一扫商
南几天的烟雨。天，湛蓝湛蓝，蓝得发亮，
蓝得让人望眼欲醉。空气中氤氲着淡淡的
雾气，甜润而轻灵，我们的心也随即朗润起
来。根据采风行程安排，我们马上就要动
身去茶区参观。

商南也叫鹿城，因商山洛水而得名，位
居秦岭南麓，耕地不多，而所有的山，几乎
全都被密密匝匝的绿植覆盖，被誉为避暑
胜地，是名副其实的康养之都。

大巴车沿着宽阔的公路疾驰，两边的
群山向后退去，好似一片偌大的绿纱帐在
随风舞动，毓秀而灵动。雨后初晴，满目清
新而鲜亮，耀眼而润泽的绿，氤氲着厚重的
浓雾，神秘如人间仙境。

汽车下了公路，进入乡间小路，路说小

也不小，均是水泥铺就。
“茶树！”还没进山，有人倚窗叫喊

道。这叫声，把我们这些秦岭以北的人，
与茶树相遇的心情，演绎得活灵活现，既
新鲜又惊奇。

“叶片怎么带点白色？”
“那是白茶。”陪同的同志笑着解释道。
这下，车厢里热闹起来了。有的说，

他是第一次见到茶树。有的说，他见过绿
的茶树，还是第一次见到白茶树。有的女
士幻想起来，最好今天能和采茶女一起采
茶……所有的话语都以茶为题。

汽车要进入茶区，盘山水泥路像条灰
色的巨龙，蜿蜒在此起彼伏的山岭间，穿梭
在丛山葱绿中。拐了多少弯，爬了多少坡，
又下了多少坡，都没有在意。我们只看到
纵横在山坡上的白茶树，光鲜得像列队的
士兵，纯净得像处子的眼睛，这儿一片，那
儿一片，密布在绿植掩映的沟沟坡坡。

不大一会，汽车爬上了山顶。迎接我
们的是商南县“春语茶业合作社”的领导。
几句寒暄过后，工作人员就把大家领到一
座古朴典雅的两层楼台。拾级而上，登斯
楼也，移步观景长廊，凭栏而望：远处，翠山
起伏，雾霭渺渺，如诗如画，宛若人间仙境；
近处，一片片白茶树，宛如一颗颗星星坠落
在绿丛中，夺目而耀眼。

这时，身着汉服的纤纤女子，款款奉上
一杯绿黄清亮的白茶。此刻，品一口香醇，
点一根烟，把茶临风，便有“白茶清欢无别
事，我在等风也等你”的浪漫，便生“煮好岁
月待故人”的幽思，还有“清香悠悠白牡丹，
闻香品茗如八仙”的超然，更有“老白茶中
生叶味，神韵精髓陶亦然”的通透。

移步一楼，穿过茶秀，走出门，有一长

廊摆放着带有现代风味的桌凳。人们边
享受着暖阳和风的沐浴，品着香茗，边听
合作社领导介绍基地的创建与近年发展
情况。他说，“春语茶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采用现代化技术种植，使
用机械化管理、收购和销售产品，为社员
提供包装和技术服务的“国家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现有社员 680 人，其中残疾人及
家属96人，2019年，被评为“陕西省农村扶
贫助残基地。”

说到这里，这位敦厚实干的合作社领
导，给我们分享了乡村振兴的一些成功做
法，最吸引大家的，是几个扶贫助残的动
人故事。

试马镇郭家垭村的王海云，50 多岁，
家里现有7口人。丈夫的哥哥自幼患上了
小儿麻痹，右腿残疾，行走不便，且不能说
话。王海云为了改变家庭的贫穷面貌，10
年前在村里开了一间磨坊，不幸的是在一
次操作机器时，因操作不当，磨面机齿轮
将右胳膊伤成粉碎性骨折，属二级残废。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原本清苦的日子
更加艰难，看病几乎耗尽了家中所有积
蓄，王海云也因此关闭了磨坊。最初那段
日子，身体的痛苦、精神的压力，使她产生
了天塌下来的绝望和悲痛。一个地地道
道的农村妇女，拖着不便的身体，又无法
再下地种田，怎么办呢？王海云陷入深深
的苦闷和彷徨中。

2013年，合作社知道后，多次派人到王
海云家做工作，让她到茶园基地上班。王
海云因身体状况，心怀顾虑，都婉言拒绝
了。合作社领导知道后，便多次登门做说
服工作，王海云最后答应先到茶园基地试
试。在培训师傅的精心指导下，王海云付

出比健全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掌握了炒
茶的基本操作和技能技巧，在加工车间干
起了炒茶工作，主要负责茶叶的杀青。由
于她技术过硬，又勤劳肯干，在茶园基地春
季一个半月就能挣6000多元。同时，根据
合作社的政策，她把自家的土地流转给茶
园，每年租金可领2000多元。尝到了甜头，
王海云又让儿媳在加工厂炒茶，每年一个
半月能挣5000多元。丈夫的哥哥每年也安
排在茶园干活，可挣3000多元，她的家庭每
年在合作社领到的工资就有2万元左右。

生活质量的逐渐好转，王海云饮水思
源，没有忘记回报社会。多年来，王海云先
后带领十余名残疾人在茶园干活，让他们
也走上了自强自立的人生道路。

大家被合作社创新务实、一心为贫困
和残疾人服务的精神深深感动。

这时，日上中天，白云生处的群山，隐
去了面纱，变得清晰朗润起来。站在长
廊，放眼望去：绿山新雨后，那一棵棵茶
树，喝饱了水，攒足了劲，正在努力向上生
长着。那一条条渗灌的带子，像一条条长
蛇，调皮地蜿蜒在茶树行间，像是在快乐
地嬉戏。茶树的生长，离不开阳光、肥料
和水分，这些“长蛇”，就解决了山坡茶树
的施肥和浇水难题。我们深深感受到了
现代农业的魅力。

汽车载着我们下山，山路蜿蜒盘旋，峰
回路转，景随路移。路上，我在思考：“春语
茶业合作社”只是全国扶贫助残和乡村振
兴的一个缩影，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虽然
历尽风雨，但它毕竟结合当地实际，走出了
一条适宜于自己发展的新路子。此时，打
开车窗，我分明嗅出了茶区特有的芳香，沁
人心脾，令人沉醉，历久弥香。

商南茶园分外香商南茶园分外香
徐玉虎

下梁是一个地名，它
是我以前的故乡，是我现
在朝夕可见的家乡。

再次回到故乡，我
是以一个出嫁女的身
份回来的。老家移民
搬迁，为出嫁的女儿们
建了一幢房子，这让我
终于觉得自己这个嫁
出去的女儿不再是泼
出去的水，有了一种心
灵上的皈依和温暖，素
来喜欢田园生活的我，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
归。我买下了一楼中
间的一套框架结构的
房子，将它办成了一个
属于自己的文学馆。

回归故乡的我，在
闲时与周末，仍喜欢四
处 走 走 ，觅 旧 日 的 踪
迹，赏绽放的新颜。新
与旧，在我眼里，它们
都是故乡孕育出来的
孩子，是这片土地上珍
贵而亲切的风景。

故乡变了，真是变
了 ，变 化 太 多 太 大 。
以 前 去 学 校 的 泥 路 ，
变 成 了 水 泥 柏 油 路 ，
而且在边上还加修了木头的步行长廊，既安全又
雅致，走在上面，是消遣，也像逛公园。村民的房
子也全都从以前的土坯房变成了两到三层的小
洋楼，每一条路上都有太阳能路灯，夜间不再黑
暗，上完晚自习的学生在灯光的照亮下，能够平
安踏实地回家。

老县城拓展，下梁凭借着天然的自然优势，
成了新城。街区重新规划，道路加宽，四辆车并
行。房子崭新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两边，自信满
满，极具仪式感，像两列穿戴整齐的仪仗队。柞
水县中学整体搬迁到了下梁，自此县中、职中、下
梁中学、交通小学四所学校呈十字排列，教育的
集中规划，学校的集中办学，让下梁新城成了妥
妥的学区城。有了人流量，自然就带动了消费，
超市和宾馆应运而生，各类商场、商店、餐饮店也
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地生发出来。尤其是卖水
果的，那叫一个壮观，整整形成了一条街市，它们
一溜儿排开长达五十米，父母在孩子身上是最舍
得的，处在长身体的阶段，父母唯恐孩子亏了营
养，给他们补充肉类、蛋白质，更有维生素。可怜
天下父母心，每一个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无比
伟大的，比山高比海深。

柞水溶洞是下梁最赢人的风景。它开发早，
名气大，在西北地质结构的溶洞中算是行业翘楚，
每日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游玩。古道岭的开
发，又增加了溶洞的人文含量，一条古栈道，让人
生出多少回味与遐想，它让历史回溯，它让青山动
人，那一路的车马行人穿过历史烟雨，兴了多少
事，又衰了多少事。时光总在不停地轮回与重塑，
一个朝代灭亡，一个朝代崛起，新的总会代替旧
的，进步的总会淹没落后的，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
规律。古道岭的高空游玩项目，更是吸引着远近
的年轻人一试身手，他们游荡在山峰与山峰之间，
头上是蓝蓝的青天，脚下是碧波荡漾的河水。此
刻，只宜静静地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李白有诗云：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
上人。”，似乎用在此处，是贴切的。

当然，说到下梁，绕不开的是木耳。木耳小镇
是人来柞水绕不过的一个去处，它也是柞水的第
一个人工木耳基地，柞水的木耳科研、木耳种植、
木耳销售与观光，以及木耳农副产品的研发，都是
自这个地方开始的。

与木耳小镇相峙而立的，是财神庙街。这在
古代，是下梁镇最火的一条街，这里有热闹的街
市，有频繁的商贸交易。在古代，财神家家都供
奉，认为供了财神，家里就会招财进宝，日子兴
旺，人们对财神不仅敬畏，而且带着一种心理上的
膜拜，毕竟人做逍遥客，还要食人间烟火，柴米油
盐酱醋茶，仍是生活不可缺少的。现在的财神庙
虽然没落，但它的遗址仍然存留，是旧时光的留
痕，也是人们追古溯源的见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代的记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在往老庵寺去的路上，有一个大石碑，有两米
多高，据说是唐武则天时期留下的，碑上的字已经
模糊，但其体形之大，仍让人仰视。这座巨大的石
碑现已被当作古文化遗迹被保护，用玻璃做的外
罩罩了起来，游客只能隔着玻璃观赏了。在石碑
周围，又开辟了一片休闲园地，昔时的农耕文化浓
缩于此，一如时光的剪影。

老庵寺水库是下梁最远的一个景点。这是
一个天然水库，面积大，水源旺盛，天然而成，它
是自什么时候就有的？据老人们说，在他们生命
的长河中，它就一直存在着，常常有远远近近的
人来玩、来踏春、来钓鱼，尤以春夏人最盛。舅舅
是金盆村的，离老庵寺很近，来舅舅家，他们常常
说到老庵寺水库，无事时，表哥表姐常带我们去，
在表哥表姐眼里，那是他们最值得炫耀的地方。
我们围着水库来回地转圈，扔石子，打水漂，甚至
和表姐在水边说着我们少女时代的悄悄话，因
此，对那一库旺盛的水源总是印象深刻。现在水
库已经被有识之士开发，水库上建起了木头的步
廊与长廊，人走在精致的步廊和廊桥上，置身于
湖光山色的水泊中，自然感觉不一样。水库周围
还开发了一些休闲民宿，闲日的午后，在这里置
一根钓竿，静静地坐于湖畔，悠然地等鱼儿上钩，
大有姜公之趣。不时地，有人递来几串烧烤，那
是姜子牙也求不来的人间滋味，山明伴着水秀，
应是此时最好。

下梁，还是我儿时的下梁，又已不再是我儿时
的下梁。它欣欣向荣，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既有
青山绵延，又有碧水流长，总予人向往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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