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大茅山听风歌唱，去大茅山玩水游泳，去大茅山饕餮
味觉，去大茅山观小动物调皮，去大茅山看乱石穿空惊涛拍
岸，或者去大茅山静静待上一天，住民宿，住宾馆，租一个小
帐篷望星空……大茅山的静，让人感到清爽、振奋，就像一个
朋友淡淡的，安静地微笑；就像晚辈与父辈的一番灵魂对谈，
即使沉默，也是千言万语。无论何时，都觉得大茅山像一个
人，某一片大茅山的云，有如一只不眨的眼睛。

关于大茅山红色历史的记忆，赋予了大茅山别样的意
义，让大茅山有了一张特别的脸——恰同学少年的脸！

大茅山的山门，凝固着沉重的历史，也许是青春的时代
的跫音，也许是历史的人文的故事，传达着最淡然和最豪迈
的信息。它悄悄渗透到你的意识中，它看待人的目光是那
么高远，好像要把你引到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美好地方！
无处不在的石头上，有着无处不在的水和无处不在的真挚
感情。

当早上 9点的太阳来临，观音瀑上的彩虹也来了。优美
的造型，神圣的气质，使原本粗糙的山石平添了几分灵气。

上午 10点，搭乘观光车，感受大山里面柔柔凉风拂过脸
颊的一缕湿润。这个时间，你的所有的感情都急于表达，向
山表达着深情，向水表达着柔情。

当我们向山表达着深情，大茅山的水，也早已苏醒——
丝滑透亮、光可鉴人，绿色的、褐色的、金黄色的，明净的水面
宛如画家手里五彩缤纷的调色板，又像一面明镜。来避暑的
游客，渐渐多了起来，当人群出现时，马溪河的水从四面注目
着这一双双变迁不定的眼。水的梦境，水对石头不知长达多
少年的冲刷，是如此美好。石头会说话，水也会说话。这水
也像人一样，有时过于热情，直泻而下；有时情绪低落，冥思
一般静静流淌。

大茅山林场的职工虽不西装革履，却表现出随意、潇洒
的风度。遇到某个分场场长，与他们讨论蜂蜜中是枣花还是

桂花的香气，他们不反驳，也不生气，满面和气地给你解释，笑满林间。有清凉的瀑布，还
有森林里的一众植物气息。成片的森林，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味道——牛蒡子、路路通、
乌梅、杜仲、半边莲。守林人，于不自觉中成了文化的传播者。而这些中草药，一次次无声
鉴别、一次次配伍应用，已经流传于民间。千百年来，大茅山下黄歇田村、彩虹童话村的村
民总是以中草药来祛病消灾。种植中草药也成了村里人的一种习惯。

狭长的山谷，走过了多少爱美的脚步，走过了多少平凡的人生。乌老粿、双溪鱼、移
民酱、云雾茶……大茅山的景区餐厅，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大茅山的民间故事很多，
道教的、佛教的、民俗的，谁都似乎能详之又详、有根有据地说出几个，但谁的说法又都
有点细微的不同。尽管说法很多，但都洋溢着一种魔力似的美感。民间故事和传说，卦
师、老仙人、年轻猎人、双溪湖青梅竹马的恋人，这些原是人们对诚实、率真、质朴的品格
的怀念。

做一天大茅山人，你的思想会像生了翅膀的精灵。这里的避暑康养民宿，有着天然的
避暑优势。慢慢吃饭，感受呼吸，一夜好眠……

在这里，从清晨到傍晚就如人生的四季，可以浮想联翩，也可以扎实淡定。说不完的
故事，又好像没说完的话……

大暑天到了，溽热一天天厉害起来。临近黄昏，终于盼来了一场大雨，城市的热浪消
退了许多。料想，今晚的乡野应该是凉意可人的，于是，我驱车回到了乡下老家，想好好领
略一番乡野的夜色之美。

月亮已升起来，不是满月，但十分明朗，还有几分俊秀的气质。田野上的空气很清新，
远处的山峰呈黛青色。田里都长着早稻，正在步入成熟期，它们都攒着劲呢，我分明听得
见一片又一片有力量的呼吸。在月色的照耀下，白茫茫的稻穗浮动斑驳的色彩。路面有
些湿，没有泥泞，两旁的野花野草很安静。突然，响起了两声蛙鸣，这应该是近处发出的。
接着，四五声响起，好像一种心领神会的呼应，再接着，几十声响起，几百声响起，所有的角
落都发动起来了。时间被织成了一张颤颤悠悠的网。在蛙声的激扬之下，四周的村庄荡
漾起来，天空显得更为舒展。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想起一句古诗：“雨过不知龙去处，
一池草色万蛙鸣。”

“一夜蛙声不暂停，近如相和远如争。”因为这热烈而酣畅的蛙声，今夜注定是丰富
的，也是美好的。我被蛙声邀约，走向田埂，在一丘丘稻田间徜徉着、陶醉着，止不住思
绪飞扬。

总觉得，我们应该感谢蛙声。蛙声能有序展开，说明在乡村行走很踏实，生态是和和
美美的，而且，蛙声总是起承转合，推进着农事的深入，也点亮着人们对岁月丰稔的期许。
当惊蛰春雷一响，田野上的蛙声被激活，一阵阵催动着春耕。禾苗长得茂盛的时候，蛙声
就抬高自己，它们的演奏使农户的心事节节攀升。当丰收在望，蛙声就是欢庆的前奏，我
们抓住了一把沉甸甸、亮堂堂的喜悦。朔风吹来，蛙进入冬眠，蛙声落到地表之下，成为一
种蛰伏的状态，这是在蓄着一种势，等待另一场出发。

自然，蛙声也充盈着美感。零碎的几声蛙声，也许单调，但蛙声连成一片，就成就了一
种壮美，一种欢快，一种醇厚，兼之与水色、月色、阳光等等融合一起，更显韵味。“君听月明
人静夜，肯饶天籁与松风。”用心谛听，蛙声胜过了许多天籁之音。“萤火一星沿岸草，蛙声
十里出山泉。”这已经是十分唯美的意境了，沉浸其中，一切忧郁会烟消云散。

蛙声还在勤勉着，饱满着，飘荡着。过几天，收割开始，丰收的鼓声会擂响，“稻花香里
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今夜的蛙声是含着满满的欢喜的。真想，潜入稻田更深处，枕着
蛙声，就此睡去。

■品味乡村

听取蛙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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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记事

晒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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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的脚步总是磕磕绊绊，刚刚走出“梅子黄时家家雨”的潮湿，又陷入“赤日炎炎似
火烧”的重围。三伏天里，明晃晃的太阳，望一下都觉得刺眼。

妻忙着擦阳台，让我清理衣橱里的冬装。“大热天的，动一下就出汗。”我嘴里嘀咕着，
不情不愿。

“这叫晒伏。这么好的太阳，别浪费了！”妻这一说，我才恍然大悟，赶紧帮忙。
晒伏是在一年中的伏天，将粮食、衣物等搬到太阳底下暴晒，以达到去湿、杀菌、灭

虫的效果。小时候在农村，三伏天里，父亲总会将粮仓里的麦子挑到稻场上晒一晒。麦
子里经常会长虫，这些虫最喜欢躲在粮仓里吃麦子。夜深人静的时候，甚至能听到它们
的啃啮声。三伏天里，父亲将麦子往滚烫的稻场地面一倒，它们终于慌了神，四处乱爬
寻找生路。

晒伏的重头戏是晒衣物。经过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节，箱子里的被褥、衣橱里的棉衣
毛裤再不搬到太阳下晒晒，以后就别想再穿了。母亲在大门口摆两条板凳，搁上抹干净
的门板，摊开衣服鞋袜。又在院子里几棵大树上拉起绳子，晾上棉絮被褥。最后，母亲
搬出簸箕，刷得干干净净，把压箱底的东西也倒出来。我终于见到母亲箱底的宝贝：一
对绣花鸳鸯枕、两床描金缎子被。母亲说这是她的嫁妆，舍不得用。更让我好奇的是，
箱子里竟存着一双半岁孩子穿的婴儿鞋，鞋尖绣着虎头，样子十分可爱。母亲说这是她
亲手绣的，我小时候穿着可好看了，看着鞋子就想起我小时候的样子。晒伏，晒出一院
子喜气！

伏天还是晒酱、晒干菜的最佳时间。母亲喜欢晒酱。进入伏天，将麦面上锅蒸熟，冷
却后放进一个大瓦盆里，盖上塑料膜、锅盖捂起来，几天后掰碎加盐水浸泡，搁在屋瓦上，
日晒夜露，从伏天晒到秋后，只下雨时盖上木盖。

晒酱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等酱料呈褐色，酱香扑鼻，面酱就晒好了。
下饭做菜，味道极佳。

梅雨季节，野地里疯长的马齿苋，菜园里吃不完的豇豆，入伏后被母亲收回来，用开水
焯一下，放到太阳下晒个三两天，豇豆、马齿苋就变得像稻草似的。母亲将它们缠成一把
一把的挂在廊檐下，过年时取下来用水泡开，烧肉煮罐，都是难得的佳肴。

结婚后搬出了老屋，晒伏的情景变成如烟的往事。妻让我帮忙翻晒衣物，那些晒伏的
记忆又重新出现在脑海，让人倍感亲切和温暖！

晒伏，晒的不只是潮气霉菌，晒的还是一种心情，晒的是生活中的小幸福！

■灯下漫笔

《白鹭来到我家乡》农民画。 钱诗雯 画

我的家乡北京门头沟区现存51个古
村落，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3个，列入
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 12 个。山洼水畔，
远远望去，屋脊沿着山的走势翘望，云层
存储前世的炊烟。青砖灰瓦的韵律，夹
杂黄土的温暖与谷草的幽香。满脸皱纹
的石碾石磨是慈祥的老者，会把磨道和
碾坊里的故事讲得有滋有味。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的爨底下
村，把传统庭院与山势巧妙融合，布局
合理、错落有致、工艺精良，构成独特
的山地古民居建筑群。拂去岁月的烟
尘，古堡高耸，数百座四合院，砖石砌
成线装的史书。青紫两色石板，铺就
野花掩覆的小径，水路进出有序，环绕
晒谷纳凉的天棚，别出心裁的猫眼狗
洞，养育了与人和谐相处的生灵。门
口的拴马桩和上马石还在等候，马上
的主人何时出征。著名画家吴冠中在
此写生时，称爨底下是“北方民居的周
口店”“仿佛从火山灰里扒出来一个意
大利的庞贝古城”。我国著名古建筑
学家罗哲文说：“爨底下古山村是一颗
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
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
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
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岁月打磨的
铮铮古韵，在“爨”字的笔画里，底气十
足地生根发芽。

另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灵水，充
满古老灵动的神韵，因明清出过2名进士
和多名举人，称为举人村。古老的街巷
里，有明代五进院落的“举人宅院”，有

“八大堂”之称的古商宅院，有保存完好
的清代“三义隆”四合院……这些个性化
的古民居古商号，门楼、影壁、门窗、隔扇
做工都很考究，砖雕、石雕、木雕精巧别
致，寓意独特，并独出心裁。

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那些溢满文明
素养的乡村文化。灵水村西南海火龙王
庙的墙壁上，至今还镶嵌着一块300多年
前为保护这里的八角池水源而铭刻的

“三禁碑”。
除此之外，村里还制定了“猪羊圈

养”规定，举人刘增广煞费苦心“从我做
起”。故意将自家猪放到街上，并带人追
赶，待猪跑遍全村，将猪捉住杀掉，把肉
分给村民，带头接受惩罚。至今村民还
能随口说出“猪有圈，狗有链，鸡有绊，养
猫户户串”的民谣。村里碾坊的墙壁上
写着“君子不争”，体现村民的君子风度。

灵水村还有 4 株奇特的古树，其
中，一株 2000 年古柏长在村北半坡，胸
径 213 厘米，是全区最粗的侧柏，几支
主杈托起蓝天白云，如一株仙气袅袅
的巨大灵芝。南海火龙王庙的院子
里，有两棵树龄千年以上的古柏。其
中一棵怀抱一棵桑树，人称“柏抱桑”，
另 一 棵 怀 抱 一 棵 榆 树 ，人 称“ 柏 抱
榆”。是人为嫁接，还是小鸟叼来的
缘，至今是个谜。灵泉寺内还有一棵
雌雄一体的银杏树，原本雄性，却有一
段雌枝，并果实累累。

古树是岁月的文化积淀与见证。
据查，全区在册古树有 1720 棵。除潭柘
寺、戒台寺里那些被皇家青睐、受皇家

封赏的古树外，更有那些与古村共生共
存，为村人遮风挡雨，与村人荣辱与共，
同享悲欢的村中古树。有村的地方就
有树。千百年来的风雨，以最经典的意
象，把一棵棵老树塑成了村的精魂。村
人对古树也是敬神一样尊崇和敬畏。
清晨，太阳从树梢上升起，夜晚，月亮在
树枝上挂起灯笼。村人总是聚在树下
乘凉游戏、说古论今……街巷中的老
树，古槐居多。历经千载冰霜雨雪与狂
风霹雳，有的仍高大粗壮，枝繁叶茂，有
的树干中空，树结突起，如先辈劳累变
形的骨骼，还有的在战争中挺身抵挡枪
炮，伤痕累累。不论何种形态，它们都
以顽强的生命力，成为村中不朽的风
景，都是乡愁最生动的象征。每一棵树
都是传奇，都有故事，都是村的情怀与
图腾。

新建成的国道 109 新线高速路于今
年 7 月 1 日已经通车。新路以龙腾盛世
的吉祥和前所未有的壮观雄威在京西山
水间盘旋环绕，对进一步拉近城乡距离，
促进旅游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将起到重大
作用。老区人民感恩新时代，也没有忘
记昨天遍布地域的京西古道。区境内，
经人工修筑过的古道是以河谷、沟谷、山
隘等地形为基础，以人类活动为目标，以
西山大路等为主干，东连北京城，西达冀
晋蒙，南北通房山、昌平、涞水、涿鹿、怀
来等区县及村镇，具有商旅、军事、宗教、
民俗等功能，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
网络，统称京西古道。不仅是祖先留下
的不可再生的宝贵遗产，而且成为当今

生态文化的闪光点。在全国第三次文物
普查中，京西古道被列为“100 项重大新
发现”之首。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自西北向
东南穿区境而过，京西古道以永定河为
主线。古道也是一条河，是家乡的一条
旱河。河流牵着古道越走越远，古道追
着河水日月穿梭。岁月沧桑，许多古道
段落仍保存完好，如坐落关城、伴着小
桥流水人家的牛角岭古道；建在悬崖上
的石佛岭古道；蹄窝胜景成千古奇观的
峰口鞍玉河古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
枢纽作用的王平口古道和大寒岭古道；
交错纵横的妙峰山进香古道等。京西
古道藏卧在崇山峻岭中，起伏跌宕、迂
回婉转，每一块路石都成了被岁月打磨
的包浆美玉，形态各异、气象万千。幽
深 境 远 的 道 路 串 起 无 数 美 景 ，亦 如
仙境。

多年来，区里的文化人以高度的文
化自觉性进行京西古道的挖掘和研究，
促进其开发和利用，使古道文化发挥越
来越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慕“道”而
来，探幽猎奇，观光休闲，旅游健身，并陶
冶情操和净化心灵。

困苦封闭的年代，古韵山村如磨道
上蒙住眼睛拉磨的驴儿，走了很远的路，
却始终没有走出贫穷的小圈儿。如今，
山乡的主人成为一群矫健的雄鹰，沿着
春的风向找到了天空。他们从绿水青山
和悠悠古韵中提炼舒心的日子，古韵山
村成为最美休闲乡村和乡村旅游模
范村。

悠 悠 古 韵 润 山 乡
□ 马淑琴

立秋之后，暑热的余威依然还在。
每天早早起床，我总喜欢到公园散步、听蝉。
公园里各种树木青翠欲滴，漫步期间，蝉鸣声此起彼伏，无休无止，不知疲倦。
蝉的一生很传奇。当它还是幼虫的时候，需要在土里经过漫长的沉默，相伴它的只有

黑暗和冰冷。后来从地下钻出，见到光明，爬上树干，经历撕裂般的痛苦，蝉衣裂开，生出
透明的翅膀，终于实现了一生的自由。然后，飞在枝头，沐浴着阳光，尽情地歌唱。当它产
完卵的时候，生命就会终止。而卵又会回到土里。

一个又一个炎热的早晨，我漫步在公园的树林中，听熟悉的蝉鸣声，享受着这悦耳的
乐章。只要心静如水，就能把光阴过出禅意。爱美食华服，也爱粗布麻衣。喜美酒浓汤，
也喜清粥淡茶。可以面对名山大川生万丈豪情，也可以静坐林泉看云卷云舒。

也许有浮躁静不下来的时候，那么，在匆忙赶路之余，不妨听听这深情的蝉鸣。“知了，
知了”，知道了什么，悟出了什么……人的一生也是一场修行，经历风吹雨打、面对悲欢离
合，必须耐得住寂寞，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努力过后，奋斗过后，释放出最大的能量，方不
负青春，不负这一生。当历尽千帆，及至暮年，返璞归真，生命又会归于平淡，包裹在烟火
人世里平凡的温暖和感动里，内心从容便是修行。

拾田螺是我不能忘却的童年谐趣。
每逢雨季，漫天遍野的水灌满秧田，块块田地青苗簇簇，田螺也在水垄间快乐地游动。

一到周末，我就迫不及待地在腰间系上小竹篓，与小伙伴相约来到田间拾田螺。灼热的阳光
把田里的水晒得暖洋洋的，田螺一一缓缓浮上水面。我和小伙伴光着小脚丫钻进稻田，把它
们抓在手里。小田螺机敏地躲进硬壳，紧紧闭住小圆盖子，我伸开小手把玩一下，然后笑嘻
嘻地把它扔进竹篓里。有的田螺或附在稻丛，或爬上田埂，都被我们弯腰捉了起来；有的则
耍起本事来，钻进水底的泥里。我们耐住性子，将手插进去，一点点向前移动，突然就握住一
个硬实的小东西，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田螺了。那时乡下的日子清苦，但生态环境相当好，十
分有利于田螺的繁殖和生长。我们每次下田拾田螺，都会有两三斤的收获。纵横交错的田
埂上，回家的脚步“哒哒哒”地响着，我们的心里装着田螺的香味。

回到家里，母亲将拾回的田螺清洗干净，滴入三两滴菜油，放入清水中泡养三五天。每
天换一次清水，还要捡出没有露出头的死田螺。等田螺吐净泥沙，再用钳具剪去螺蒂，洗净
沥干水，就可入锅翻炒了。母亲先将豆豉、蒜、紫苏叶一起捣成茸，再旺火烧热锅，加入适量
油，将花椒、干辣椒和葱姜煸出香味，快速倒入处理干净的田螺。接着将盐用清水搅匀，淋入
锅内不停地翻炒，然后盖上锅盖。煮上一会儿之后，放入豆豉、蒜、紫苏茸炒透炒熟，一大盘
鲜亮亮的炒田螺就出锅了。这是我最爱吃的美食。自从田螺拾回家，我就眼巴巴地盼着快
快吃上炒田螺。一顿美餐之后，我还会去田间拾田螺，每次都能品尝到乡野的美味。这香辣
味浓的炒田螺，肉质鲜美，滑嫩爽口，是我童年里抹不掉的快乐和记忆。

生活在衣食丰足的今天，想吃什么都不愁，但那回忆里的真切感受和欢乐，始终在心
间难以忘怀。

■口颐之福

螺趣缤纷

□

董
国
宾

立秋（外一首）

□ 何军雄

山间的云，紧贴地面

不让一片落叶迷失方向

手托微风，轻柔而抒情

从故乡的指缝间侵入

这是一个节气抒情告白

一丝凉意，透过季节

最为动感的章节和诗句

秋日里，枝条摇曳不定

夕阳的红晕爬满额头

秋高气爽，轻拂过心灵

用一剂风，为季节增色

那些温馨浪漫的画面

从秋日的辉煌里，递进

立秋，这尘世繁华落尽

又富有诗意的美

山乡
羊群出入，炊烟高升

攀岩在内心的路途延伸

山乡，脚步矫健有力

沿着故乡的影子进发

一丝乡愁，从山梁飘散

游子，朝着山乡而来

犹如一株漂泊的蒲公英

山路蜿蜒，绕过故乡

最为深邃的苍茫和旷野

时光隐喻，再次停歇

在童年的记忆里回味

故土情怀，从深处拔节

山乡的一草一木蜕变

不变的是一个游子

浓郁的乡音，穿透老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