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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的达里诺尔 摄影 冯伟

晨曦微露，睡意朦胧，车窗内已开始有人低
语交谈。不知是谁说了句：“汉口到了！”话音刚
落，列车已缓缓停了下来。这时，恰巧我的手机
也发来一条短信，打开一看，是首打油诗：

朦朦胧胧到天明，
睁眼一看汉口城，
旅途劳顿与谁讲，
最终目的韶山冲。

小诗平仄押韵不说，但就这短信发送时间
把握的火候叫人惊叹。

汉口位于汉水与长江汇流处。武汉市即由
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汉口一过，开始进
入绿色的江南水乡。倚窗眺望，只见相连交错
的稻田网状般铺开；水田里时有三三两两忙碌
的身影；育好秧苗的稻田葱茏碧翠，宛如编织好
的块块绿色地毯；偶尔见到水牛或耕耘或伫立
在水田边；几只苍鹭鼓翼从田间掠过；一排排红
顶白围的阁楼掩映在万绿丛中。好一幅绝妙的
江南水墨画！真是：

浓浓江南情，殷殷小康家。
过了汉口，已呈现出连绵的山岭。
到达湖北荆门站正是上午10时许，停车30

分钟。顿时，站台上布满了人流，打拳踢腿的、
做操的，还有慢跑的，人们利用各种方式活动四
肢舒展腰身，驱赶旅途中的疲惫。

列车旁，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引起我的
注目。说起话来，得知夫妻俩已退休多年赋闲
在家，这次也随团去张家界、韶山观光。老头儿
不善言谈，老伴儿倒是快言快语：

“人家可是个名人！林业专家、人大代表、
劳动模范……”

问起名字，老伴儿告诉说叫张凤。
“呵，张凤！以前在报纸上可没少见到这个

大名。”我随口说。
提起张凤，还真是赤峰林业界的名人。

1959年毕业于扎兰屯林校，分配到赤峰林研所
从事科研工作。他常年蹲在基层，与群众同吃
同住，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一晃40个春
秋过去了，他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编织了一个

又一个绿色的梦，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他研
究实验的“黄土高坡松树栽培”，获得了国家研
究成果二等奖。由于业绩突出，先后被评为自
治区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望着两位老人
硬朗的身躯，心中油然敬意，默默祝愿他们身体
安康颐养天年。

邻近张家界，山峰相依，隧道相连，绿野如
盖，村舍和农田挂在半山腰上。这里是大山的
王国，动植物的乐园。

下午5时许，列车准时到达张家界。赤峰
“红色之旅”的十几个分团由当地导游导引着走
出站台。站台外依然是鼓乐齐鸣，当地土家族
以他们特有的风格礼仪欢迎内蒙古客人的到
来。迎面几个身着土家族服饰的姑娘手衔着大
红横幅，“张家界欢迎您”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克旗团被编为13团，赤峰红山区有5个人
也划到我们团里。然后，我们乘坐大巴去鹏程
大酒店下榻。担任我们13团的导游是位20岁
出头、个子矮小的土家妹，她自我介绍姓张，让
我们称呼她小张或张导。在车上，她不厌其烦
地给我们介绍张家界的由来、当地风土人情、魅
力湘西等，她虽然用普通话讲解，但语速过快，
且夹杂着不变的乡音，让人总觉得有些牵强之
感。

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面积9563平
方公里，人口154万，其中72%为土家族、白族、
苗族等少数民族。

张家界市辖区内的武陵源风景区包括：张
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天子山
自然保护区三大景区，景区内奇峰耸立，万石峥
嵘，融峰、林、洞、湖、瀑于一身，集奇、秀、幽、野、
险一体，被游人誉为“天下第一奇山”“中国山水
画的原本”。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张
家界市辖区内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
遗产》中的《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00年，武陵
源风景名胜区和黄龙洞被评为中国4A级景区。

张家界市正向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现代化
国际旅游城市迈进。

第二天吃过早餐后，6时乘大巴出发，去武

陵源名胜风景区之一的张家界森林公园游览。
武陵源是一个具有原始生态的砂岩峰林，素以

“奇峰三千，秀水八百”著称，张家界则是它的经
典力作。

走进张家界，首先要登临黄石寨。在车上，
导游小张征求大家的意见，是乘索道直达山顶，
还是步行拾级而上。黄石寨顶峰海拔高 1080
米，步行要爬3878个台阶，需要近两个小时到
达山顶。乘坐索道只需要3分钟，而且能饱览
沿途走路无法看到的万千奇峰，最后大家一致
说是乘坐索道。唯独红山区的三位团员坚持徒
步上去。乘坐封闭索道登临黄石寨别有一番刺
激。由于索道建在悬峰峭壁上，加之行速过快，
行进在上面，犹如人在空中荡秋千。上负天穹，
云霞缥缈；下瞰深谷，岚气重重；伏窗瞭望，秀岩
翠峰，令人胆颤而又心旷神怡。

登上黄石寨，才领悟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
美妙。放眼望去，峰岩重叠，苍翠如黛，幽谷含
烟，云气仙灵，千姿百态，气势磅礴，真乃聚名山
大川之精髓，让人倍感“千岩迤逦藏幽胜，万叠
云峰图画中”。恍如登临仙境，飘然妙哉！

黄石寨是张家界美景最为集中也是张家界
最大的凌空观景台，俗有“不上黄石寨，枉到张
家界”之说。相传汉朝留侯张良看破红尘、辞官
在此修行后遇难，被其师黄石公搭救而得名黄
石寨。张良仙逝后便葬于此。为怀念这位汉代
名臣，土家人也多以张姓为荣。古时，达官圣贤
多在此隐居。明末，有出家人建“清平寺”于绝
顶。民国以来被匪寇盘踞，历史上著名的湘西
剿匪就发生在这一带。

黄石寨拥有众多的精华景点，其中：摘星
台、天书保匣、定海神针、六奇阁、南天一柱、前
花园、五指峰、天桥遗墩、回音壁等都是不可多
见的奇观异景。游览其中，让人赏心悦目流连
忘返。

游完黄石寨，我们乘索道滑翔而下，在景区
午餐后，又去漫游峡谷画廊——金鞭溪。

金鞭溪因拔地而起的金鞭岩而得名，溪谷
全长7.5公里，是张家界风景最美的地方。沿着

溪谷小径曲蜒而行，两边奇石伟峰屹立，摩肩接
踵，抬头仰望“一线宽”，悬崖对峙倚霄汉，大有

“刺破青天锷未残”之势。据说，电视连续剧《西
游记》的许多外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溪谷间，
曲径通幽，流水潺潺，古木参天，藤蔓缭绕。笔
直挺拔的树木都是名贵的树种——楠木和水
杉，构成了一幅莽崖高峡，奇花异木，瑰丽清幽
的山水丹青。

在溪涧的一座桥上，我见到一位为游客抬
竹轿的土家族壮汉，正在桥边歇息，我上前和他
打招呼，问他家住在哪儿？壮汉抿嘴一笑，指着
望不见山头的云雾深处，说：“喏，就在那上边，
欢迎你去做客。”“路都没有，能上去吗？”我感到
迷惘。他给我讲了金鞭岩的传说及溪谷的幽
深。最后，他哼唱了一首歌谣：“金鞭岩，峰谷
连，终年不见太阳面，只见猴子扔石头……”

果然，这里是猕猴繁衍栖息的乐园。不时，
三五成群的猴子在林边和溪水里嬉戏，有时蹲
在路边向游客讨要吃的，那滑稽的表演，让人哑
然失笑。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猴雏依偎在母亲怀
里，母猴悠闲地咀嚼着人们递给她的食物，其它
几只猴子则毕恭毕敬立在一边，不敢靠近。其
实，猴子的等级观念很强，各自的身份和地位决
定着尊严不可侵犯。

顺着金鞭溪一路走来，除了欣赏旖旎的风
光，还有许多别致的活动吸引游客去消费。在
金鞭溪骆驼峰下的一处土家族点歌台旁，我们
见到一群叽喳说笑的土家妹，姑娘们头戴围花
帽，身穿红白相间的百褶裙，红石榴似的脸蛋绽
开笑靥。她们上前拉住游客的胳膊，问：“土家
妹漂亮吗？喜欢不喜欢？合个影吧！”合完影，
除了正常收取照片费外，还要付给与你合影的
每个土家妹小费10元，倘若不答应合影就缠着
不放，让你精彩又无奈。

金鞭溪还有许多景点，如：迎宾岩、紫草潭、
千里相会、水绕四门……由于时间安排，有的只
能一览而过，甚至无缘相见。

散文

魅 力 张 家 界
——赴张家界、韶山观光散记（二）
■柴树果

世态般般好问疑，童梦总依依。过去，
我曾见过我家的院墙里，有一块特别的石
头，上面有一个深深的石窝儿，磨得很光
滑，很明显是人工凿成的。我问这是干啥
用的，奶奶说这是捣米用的“捣窝子”。其
实那就是老辈子人用过的杵臼，后来不用
了，被垒到了石墙里。

我大表姑父是我们村里第一位专门负
责为生产队加工粮食的人。那时候，大食
堂边上有个碾坊，里边是一盘石碾子。碾
盘和碾轱辘，都是用白马牙子石头打造的，
推起来很沉重，发出隆隆的响声。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那巨大的碾轱辘周而复始地
在碾盘上碾轧，表面被磨得溜光。靠门口
的地方有一架扇车，那东西是木制的，像一
个大风箱。用手一摇，里边的风扇就转动
起来，巨大的风力可以把粮食里边的糠皮
儿吹出去。大姑父用一匹白马拉碾子，把
一口袋一口袋的粮食碾成小米、白面、莜
面、荞面。他不断地把碾好的粮食从碾盘
上扫下来，再添上新的粮食。然后用笸箩、
簸箕、筛子、粗罗、细罗等工具，不停地把碾
碎的粮食筛呀罗呀，弄得全身上下都是面
粉，就像刚从面缸里出来似的。

那马长时间拉着碾子转圈，有时候会
停下来撒尿拉屎，就地解决了如厕问题。
所谓懒驴上磨屎尿多，就算这马不懒它也
得大小便吧！然后再拉着碾子继续转圈，
那个圆圆的碾道里，蹄声踏踏，尘土飞扬。
碾盘上面，干燥的粮食颗粒被碾碎，发出一
片清脆的响声。空气里混杂着米面的香气
和马粪马尿的气味。平时，大家基本上都
是用人力推碾子，推一些原谷原糠的谷子

炒面，有时掺上一些莜麦，那就是难得的美
味了。

食堂解散以后，家家户户还是自己去
推碾子。一到腊月里，大家都忙着碾麦子，
碾黄米。然后蒸馒头、撒年糕。碾房里就
忙碌起来，一天到晚没个闲时候。因为太
慢，大家只能排班，一家推完了，再轮到下
一家。大家没有抱怨，因为这总比老祖宗
用杵臼加工粮食快多了，碾子的推广使用
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后来，村里有了柴油机，办起了米面加
工厂，石碾子被淘汰。碾坊存在了几十年，
渐渐完成了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那碾
轱辘和碾盘，被卸下来安放在打谷场的门
口，充当了门卫和保护神，相当于蹲在门口
的石狮子吧。现在是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不知被丢到了哪里。

柴油机是新生事物，乡亲们使唤惯了
牛马驴骡，谁能摆弄它呢？当然是我表舅
爷了！他年轻的时候家境富裕，读得起书，
关键是他聪明过人，天赋异禀。村里大事
小情，他都能安排得明明白白，头头是道。
大队派遣他出去学习当“拖拉机手”，不久
学成归来，开着拖拉机耕地、拉煤。每当他
开着拖拉机回到村里的时候，大人孩子站
在当街看，他就更加得意洋洋。坐在驾驶
室里，做着夸张的驾驶动作，故意开得更
快，露一手给大家看。那拖拉机也很给力，
突突突突地响着，朝上竖起的烟囱喷着蓝
色的烟雾，一溜烟开过去了。

加工厂也归他管。他把机器安装得井
井有条。用一个铁摇把子把机器摇着，巨
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一条宽大的皮带把

柴油机的动力传输给碾米机、碾面机。机
器里排出浓浓的烟雾，那从来没有闻到过
的柴油燃烧的味道，也感觉格外好闻，再也
不是那骡马粪便的气味了！人们大声地说
话，我只看到他们的嘴在动，听不清说的什
么。谁家要加工的时候，几乎是全家出动，
人手少了根本忙不过来。大人用撮子把粮
食添加到机器里，孩子帮着撑口袋装米装
面。加工出来的半成品从下面的出口流到
一个铁桶里，还得有一个人专门在下面接
着。大家手忙脚乱，加工三四遍之后，机器
停下来，几袋子粮食已经加工完成。大家
把面和麸皮分装好，背回家里。因为这加
工的事，我每次都很紧张，因为我很笨，干
不好就会挨训的。

有时候机器坏了，我们去看表舅爷修
理机器。一个大笸箩里摆满拆下来的各种
零件，他用黑乎乎的油手把一个个零件放
在脸盆里用柴油清洗干净。组装完毕，那
机器就又喷着烟雾轰鸣起来。他学什么都
能一看就懂，摆弄这个柴油机，对他来说，
算是小菜一碟！

一九八四年，村里分产到户，成立互助
组，家家户户仍然用牛马驴骡，拉车种地。
生产大队的拖拉机已经没有用处，就卖给
了别人。那天，大队院里来了好几个人，围
着那巨大的拖拉机，怎么也开不着。这里
检查，那里换件，都无济于事。顺着斜坡溜
车，听见那东西有气无力地突突了几声，就
又熄灭了！他们再把那大家伙弄到高处，
再溜下去，结果还是不行。每次都满怀希
望，次次都是失望而返。一个个累得精疲
力尽，满脸沮丧。村里人在看热闹，表舅爷

心里不舒服，躺在家里生闷气。因为拖拉
机卖了，他这个拖拉机手就没有了用武之
地。几天之后，那些人彻底绝望，只好买点
东西来请他出马。他也想露一手给他们
看，到了现场，别人还没看清他是怎么弄
的，那大拖拉机早已发出轰鸣，神气活现地
站在人们面前，复活了。那些人花了十几
天时间，不如他去捣鼓几下，不得不佩服得
五体投地。表舅爷开了好几年，对这拖拉
机早已烂熟于心，也有了感情。眼看这心
爱的东西被人开走，一时放不下，不是他小
家子气，实在是情难割舍。

村里通电以后，煤油灯被淘汰，进入了
新的照明时代。我们的生活一下子亮堂起
来，只有偶尔停电的时候，才再用一下昏暗
的煤油灯和小蜡烛。随之而来的，是村里
米面加工厂也改用了电动机。加工员只要
一合墙上的刀闸，那电动机就嗡嗡地转动
起来，带动碾面机、碾米机、粉碎机运转，粮
食加工更加快捷高效。用现在的话说，节
能降耗，低碳环保，是又一次动力革命。因
为分产到户，这加工厂也归个人所有。大
家加工完粮食，直接交加工费就得了。

春到故乡春更媚，老树发新枝。如今，
农村早已实现了机械化。播种、灭草、喷洒
农药、收割、脱粒等全部都可以用机器。小
型农机具普及推广，进入寻常百姓家，家家
户户在院子里就可以使用了。养牛羊养的
乡亲们，用粉碎机把饲料打碎，轻而易举；
用铡草机把秸秆切碎，方便快捷。农村人
力资源真正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再
也不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劳动之
余，可以悠然自得地刷抖音，扭秧歌，跳广
场舞了。各个自然村的米面加工厂，几乎
已经销声匿迹。大家把种出来的粮食卖给
国家，到小粮店里买来大米白面、各种杂
粮。还有商人隔三岔五就开着车送货上
门，物美价廉，应有尽有，谁还用自己去加
工呢？

人事纷迁岁月迷，几度草离离。隆隆
作响了半个多世纪的碾坊，还有那个繁忙
的加工厂，已经悄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散文

遥远的村庄
■向再春

叮铃铃，叮铃铃，山水酒厂李厂长办公室的电话响
起。李厂长拿起电话：“你好，我是山水酒厂的李厂长，
请问你是哪里？”“我是榆树镇派出所民警，我们所最
近抓获了一个盗窃团伙，据盗窃嫌疑人交代，你们厂职
工韦全四年前丢的木匠家具，也是这个盗窃团伙所为，
现在赃物已被取出，让韦全来认领吧！”榆树镇派出所
民警告诉李厂长。

李厂长撂下电话，想起此事心有余悸。韦全丢失
木匠家具幸亏当时没有听一面之词、小题大做，否则酿
成一起冤案。秘书通知韦全去榆树镇派出所领回丢失
的木匠家具时，韦全脸一下红到脖子。愧疚地说：“丢
东西不能乱猜疑啊！拿我木匠家具丢失这件事来说，
生生赖苑会干的，让他蒙受了不白之冤，两家还结下仇
怨，真是不应该。”

韦全说的苑会和他家是一墙之隔邻居。韦全在酒
厂当木匠，苑会是酒厂的技术员。以前，两家相处的关
系不分你我，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谁家来个亲戚
朋友的都相邀来家陪客，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互相帮
忙。要问为啥两家突然结起仇怨？只因看电视占座
位，才让两家近邻反目成仇，视为敌人。

春季一天晚上，眼见快到七点时，苑会九岁的儿子
急急忙忙跑着去会议室占座。到了会议室，他推开里
外能开的门进了屋。这时，门就着惯性自动往回关时，
恰好将尾随其后也去看电视的韦全拍了个满脸蹿花。
韦全十分生气，进屋劈头盖脸就给苑会儿子两个耳刮
子。苑会儿子挨了打，电视也顾不上看了，哭着回到
家，把被韦全打耳刮子、受了委屈的事告诉了父亲。

苑会听了儿子的话也非常生气，认为小孩子不是
故意的，再说又是邻邻居居住着，有啥事找家长，凭啥
打孩子？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苑会气囔囔地来到会议
室与韦全理论起来。双方虽没动手，但骂了近两个小
时。在大家的劝说下，俩人才就此作罢。

次日，韦全去木工厂上班，木匠家具一件不剩地不
翼而飞，他立时想到被人偷了。立即寻找线索，看地上
留有许多带圆点塑料底鞋踩上去的鞋印。韦全丢了木
匠家具，沮丧地往家去时，看到苑会脚上也穿了一双塑
料底带圆点的鞋。韦全还领人查看苑会鞋子留下的鞋
印。于是，韦全深信不疑地到厂里把木匠家具丢失、猜
疑是苑会的想法向领导报告，并请求搜查苑会家。厂
领导没有答应，因为，一是靠脚印和猜疑不行，二是搜
查不出赃物怎么办？

韦全与苑会晚上打的仗，夜里韦全就丢了木匠家
具，现场鞋印又同苑会的鞋印吻合，不是苑会又是谁？
许多人也猜疑是苑会。因此，韦全和苑会两家矛盾急
剧升温。大人见了吐口水、谩骂，就连孩子们见了面也
剑拔弩张。厂里多次调解也无济于事。人们闲聊有了
话题，韦全还花钱找过“香头”。香头煞有介事地说：

“这木匠家具十拿九准是苑会偷去了！”甚至，苑会将木
匠家具搁到哪儿，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准得像监控。

四年过去，韦全木匠家具丢失一事，终于真相大
白。

无独有偶，某局局长因不满意属下工作，将一股长
免职。过了不几日，竟然有居心叵测、别有用心之人趁
机而入，署名被免职的股长，给局长总结十余条不作为
的材料，投放到纪委信箱。此“借刀杀人”之计，让人疑
惑难解。

猜疑只是怀疑，不能作为事实。尤其是处理某些
问题，理应三思而后行。

小小说

猜疑的后果
■刘玉国

这两天正逢世界读书日，听着这大
地上琅琅的读书之声，在这春天的光景
里是这般的恰到好处，就像是一曲温馨
悦耳的交响曲。我是无比希冀这首曲
子的节奏长久而漫长，用阅读开辟出一
条阳光大道，穿过高山和溪流，经过一
站又一站的风景，满载一路的幸福。

时间过得真快，还记得念大学时，
参加过伊利集团举办的“书香伴着乳香
飘”草原读书月活动，自己在深夜里伴
着咖啡的香气写着对读书的心得和感
受，那时青涩的自己对读书的感受也停
留在青涩的记忆里。过了几天从街上
买了份《北方新报》，从报纸上惊喜的发
现自己得奖的名字，那时得了优秀奖，
奖品就是新华书店的购书卡，我怀揣着
这张看似不起眼的卡片，心里好像装满
了整个世界的美好，去新华书店领书的
路上，对我来说就是获取真知的幸福之
路，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不时在自己耳
边响起，原来幸福的定义可以这么简
单。

我是热爱读书的，比起当下流行的
网络阅读，我热衷纸质的书籍和刊物。
我会沉浸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
它会带你领略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
多的百年兴衰，感受拉丁美洲一个世纪
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我会欣喜于泰戈
尔的《飞鸟集》，虽然诗集中都是些平常
简单的事物，萌芽的小草、吹落的树叶、
空中的飞鸟、流淌的河流、夜晚的星空，
但就是这些平常简单的事物把对大自
然那份深厚赤诚的热爱展现在我们眼
前，读诗的过程仿佛自己就进入到大自
然的怀抱里，耳边响起了清脆的鸟鸣。
我总会被文字中那种向上的力量所鼓
舞，那种即使经历过生命里的荆棘和泥
泞仍然不向现实屈服的勇气和毅力，那
种让你感受到天空不再渺小，我们远远
能够承受生命的厚重和自己在这条路
上所寄予的梦想。

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来自于我们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创作的根源在这，
前行的力量也在这。可以说，书籍是我
们精神世界的粮食和氧气，亦是我们的
精神财富。其实，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
感受的岂止是大自然的景色，事实上我
们更多的在品读着人生。从文字的叙
述里体会不一样的人生，有的故事里的
主人翁或许写的就是自己，所以有的书
籍会让我们爱不释手，毫无厌倦的看了
一遍又一遍。

在人生的旅途中，多读书是一件幸
福的事，在文学色彩斑斓的风景里，每
个人的人生都会因热爱阅读而变得充
沛和饱满，阅读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真
实和亲切，在时光和岁月不断的累积
中，让自己找到一个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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