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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的街巷，走着走着一抬
头，迎面就是一座公园。坐在公交
车里，视线滑进一条荫翳的绿道，
闯入眼帘的也是公园。荔枝公园当
得深圳公园里的元老，它和特区年
纪相仿，1982 年由原来的新湖公园
改建而来。亭台楼阁、廊桥水榭，
分布得体，景色宜人。围绕荔枝
湖，建有浸月桥、邀月亭、揽月
桥、复亭、凌波亭、羽仙馆。每逢
明月当空，湖面平静如镜，这里就

成了深圳的赏月佳地。
荔枝公园里，荔枝树当然是主

角，有 555 株之多。站在远处打望，
我一下子理解了杨朔的感悟，正如他
所言：“怎么楼前凭空涌起那么多黑
黝黝的小山，一重一重的，起伏不断。

赶到天明一看，忍不住笑了。原来是
满野的荔枝树，一棵连一棵，每棵的
叶子都密得不透缝，黑夜看去，可不
就像小山似的。”这是杨朔当年晚间
入住从化温泉的感受。

还不止于荔枝林子，数万株乔
木、灌木相映成趣，荔枝公园宛若
一颗绿色珠子，镶嵌在福田红岭中
路。漫天漫地的绿，从半空伸展着腰
身，又延伸到地面，一直洇进眼底。

那些草、树、花拔节、开花、

落叶，当枝头生发嫩生生的新绿
时，便会惊觉日子已是从春来到了
夏，又来到了秋。尽管这个城市不
按常理出牌，春天落叶夏天发芽，
秋天也发芽，但必须经历的过程一
样不少，植物们的生物钟也是按岭

南的脾性来调节的。
在一处更宽敞的绿草地前，我定

住了脚步。我抬起头，看着绿草地边
上那一排排大树，那绿色的大片叶子
在灿烂的阳光中晃动，透明得能看得
清细碎的脉络。我看见了国贸大厦、
地王大厦、京基100，对于在深圳的人
来说，它们并不陌生。我惊艳的是，它
们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同时在我面前
出现。在一片浓绿深处，它们清丽卓
然，在阳光下有着鲜明的色彩，像一
幅莫奈油画。

建造国贸大厦时，三天一层楼
的“深圳速度”，此后成了深圳发展
的代名词。近旁的地王大厦，曾是
深圳最高的建筑，接着被京基 100
打破纪录，直到平安大厦成了深圳第
一高楼。这些深圳不同时代的地标性
建筑，不断刷新着天际线，也记录了
一座城市的历史进程。无数的拓荒者
坐着绿皮火车、高铁来了，走了，定居
了。他们带着梦，抖落艰难与智慧的
汗水，终于成就了一座城的辉煌，也
成就了各自的人生。

在丝竹径，我时常被那些草亭
里练二胡竹笛的人吸引，他们以长
天当幕，以绿地为舞台，身处绿树
花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
中的许多人已不年轻，但周身洋溢
活力，充满阳光。身边不时有年轻
的情侣出现，一步一美景激起他们
拍照的兴致。年轻的妈妈推着儿童
车慢慢走，蓝天白云仿佛在抚摸孩
子的头顶，沿路无数生动的细节长
进他的眼睛里。童真的眼光看惯这
美好的事物，心里也会种下一粒美
好的种子吧。

记不清我去过多少次荔枝公
园，我在那里看过荔枝花的星海，
看过簕杜鹃的灿烂和池子里睡莲的
妩媚……荔湖上石桥斜斜地跨过水
面，桥那边的水面更宽了，国贸大
厦 、 地 王 大 厦 以 及 京 基 100 的 影
子倒映在水面上，岸边的沙滩上，
大人和孩子在戏水。时间藏在这些
风光里，风光在荔枝公园里。

每个人眼中的江南，都有着不
一样的风景。我记忆里的江南，是那
个鱼虾满仓、稻浪翻滚、荷香遍野、
听取蛙声一片，农耕的江南。“斗斗
鸡，蓬蓬飞，一飞飞到稻田里，稻田
里厢吃白米……”古老的童谣至今
在吟唱，那熟悉的乡愁迷蒙了都市
旅人的眼睛。我眺望心之故乡——
姑苏城外的那一片田野和湖泊。澄
湖国际慢城，这是少年的江南。

立秋过后的清晨，雾气薄凉，
禾田披着油绿的衣衫，稻谷开始抽
穗。雨后的荷塘，洁净的水珠在荷
叶里嬉戏，农夫的双手在水里一番
摸索，起出一支粉嫩的莲藕。蝴蝶
在荷花旁追逐，莲蓬好似楼台，让
人想起梁祝化蝶的千古绝唱。水渠
里的水缓缓流淌，淘气的小儿郎，
塞了一只箩筐在下游，一路踩着
水，惊了觅食的泥鳅，激起一阵阵

水花。田埂上的女娃娃，挥舞着手
里的玉米秆，欢呼雀跃：“好多泥
鳅，哎呀，哎呀，还有小鱼！”此
般情景，叫人怎能不忆年少？这是
记忆中的江南，姑苏城外澄湖畔，
碧波万顷，良田万亩。你看，你喜
欢的鸡头米，长在这铺满水田的绿
毯里，趁着雨后的清凉，抓紧抢收
这一亩果实。白鹭翱翔天际，盘旋
着落入农夫走过的田地，追逐着虫
蛾还有水洼里的小鱼。

采完莲藕，鸡头米就熟了，吃
过鸡头米，又该是俊俏媳妇划着船
儿采红菱的景象。似乎一年闲不得
几时，大地的丰厚回报令每一张朴
实的脸，挂满了收获的喜悦。衣食
无忧的乡翁，一壶茶，一根钓鱼
竿，在湖岸坐上半日，看渔船往来
不息，撒网收网。当年身强力壮，
他也曾是风里雨里驰骋湖面的“浪

里白条”。这一处姑苏的鱼仓里，
有让人津津乐道的塘鲤鱼，从那小
小鱼儿身上剔下肥嫩似豆瓣的脸颊
肉，一碗鲜美奢侈的“雪菜豆瓣
汤”，不知要羡煞多少饕餮客。

远方的村舍有炊烟袅袅，归家
的脚步，沐浴在霞光里。小小的院
落，竹篱菜圃，种着几畦韭菜与小
葱，还有丝瓜、豆角，藤蔓缠绕竹
枝，红的、粉的花儿，招来蜜蜂嗡
嗡。门前桃李丛菊，屋后绿水垂
柳，蔷薇木槿满园，关不住的芳
菲。小儿一路欢笑，家养的大白鹅
早就等在路口，长长的脖颈一伸一
缩，叫唤着迎向满载而归的小主
人。满筐的泥鳅可以犒赏忠实护家
的白鹅，盘旋半空的白鹭也飞掠来
抢食。飞鸟不怕人，竟也与大白鹅
相敬如宾，出来摘葱的农家阿嫂，
折返回屋，舀来一碗玉米喂它。

暮色降临，稻田里不只有蛙
鸣，还有几盏萤火，扑闪扑闪，应
和着远处城市的灯火。湖风清爽，
带着清新的水汽。波涛拍打着礁
岸，诉说着“天宝元年地陷成湖”
的传奇。新月在天空游走，来自亘
古的星火，仿佛脱离了管束的顽
童，在明净的夜空肆意而欢。此般
江南，令人迷醉。他日，我愿邀你
至此，把世间所有的纷扰统统丢进
这浩瀚的澄湖，余下一盏清茶，几
帘竹风，简明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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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洋口桥头，
一座写有“洋口镇”三字的牌坊，飞檐
翘角，雄赳赳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牌
坊前是新城，牌坊后是古镇。一个孩
童晃悠悠踩着单车从我们身边经过，
往牌坊而去；牌坊下，老人们或站，或
坐，或倚，相互攀谈，欢声笑语不
断。孩童从牌坊底下穿过的瞬间，
被我快速地定格在了手机镜头里：
画面里有老人有小孩，有悠悠河
水，有依依杨柳，有低空盘旋从镜
头前掠过的鸟儿，正如洋口镇里交
叠在一起的新旧时光。雨后初晴的
洋口，路面略显潮湿，男孩的单车
轮印清晰可见，弯弯曲曲地向桥那
头延伸而去。循着车轮的印子，我
邂逅了洋口民俗乡愁馆。

乡愁馆里展乡愁，辣椒、洋葱、玉
米、小麦，竹筏、花车、梭机、农耕器具
应有尽有。时代不断发展，这些代表
乡愁的农产品和农耕器具在这里寻
到了栖身之所，在这个赣东北小镇，

它们成了人们乡愁的寄托。品味着
这样的乡愁，不得不感叹古人的聪明
智慧，正是有了这些农耕时代的种植
和发明，生命才有了更好的延续，生
活才有了最美的色彩。

离开乡愁馆，我往战畈深入。那
里有一片广阔平坦之地，是 1000 多
年前黄巢起义军激战的古战场，因而
得名战畈。一缕阳光落在了战畈的
河面上，河水闪闪发光，不紧不慢地
前进。樟树在村庄里、河岸边，三三
两两地站着，枝丫突兀，伸张有力，刚
气十足，像极了守护战畈的勇士。一
只闻着花香而来的蜜蜂，悄悄地趴在
一朵花蕾上，一边采着花粉一边朝村
庄窥望。我猜想，是否有更大的蜂群
在等着这只蜜蜂的号令，随时准备吹
响嗡嗡的号角，前来收获甜蜜。

村中一位 80岁高龄的老伯对我
们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听说
我们还要去探访稼轩岩、笔架石、
龙井、神仙洞，身手矫健的老伯立

即自荐为我们带路。
一路前行，一条隐藏在杂草中

的山道，被老伯手中的柴刀劈开。
弯弯幽径，落满松枝，鲜花有白有
红，立于两旁，花姿百展。它们是
守护大山的精灵，在我们刚抵达山
脚时，便争相翘首，朝我们张望。
等我们有所察觉时，已被它们欢快
地簇拥，围观。我想，这是笔架石
早就知道我们要来探访它，而提前
做好的布局。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笔
架石，并不十分高大，但因三石相
连形似笔架，而引来游人无数。

在山的心脏处，稼轩岩从树丛中
探出头来。老伯呼气粗豪，一手叉腰，
一手撑刀掷地，双眼炯炯有神，站姿
威风凛凛。稼轩岩在老伯的雄视下竟
显得愈发威壮起来，让人望而生畏。

老伯耳聪目明，非常健谈，一
路上给我们讲述稼轩岩、笔架山和
龙井的前世今生，讲述千年前铁血
冰刀、兵跃马嘶的战畈。我们眼前
渐渐浮现出千年前战畈的战争场
景，仿佛听到了千年前战鼓齐鸣下
的金戈铁马声。

我们惊诧于老伯丰富的学识，
时间在聆听和畅谈中过得飞快，不
知不觉，神仙洞已出现在面前。

神仙洞是一个小山洞，洞外看
似平淡，洞内更无神仙，虽有石钟
石乳，却与我想象中的神仙二字有
很大出入。不曾想，从神仙洞出
来，却捕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原
来，神仙洞的神奇不在于其本身，
而在于站在神仙洞前俯视下的战
畈，那些散布于战畈阔野中层层叠
叠的田地、山水、牛羊、白墙灰
瓦，在蓝天下，在日光里，勾勒出
了一幅人间仙画。

站在神仙洞前，望着美丽如画
的山川和阔野，我忽然觉得，在祖
国繁荣发展的大好时光里，我就是
一尾游荡在光阴里的鱼，幸福地一
路品尽乡愁，饱览山色。

图为古色古香的洋口老街。
周莉莉摄

赏秋景
绿水青山生态美

漫山的红枫环绕着白墙黛瓦的古
民居，袅袅的炊烟伴着氤氲的雾气，在
民居四周慢慢飘荡；顺着盘山公路一
路向上，成片的波斯菊扑入眼帘……
这是江西婺源的秋天。这里以春天的
油菜花而享有盛名，事实上，它的秋
天一样让人惊叹。婺源秋天的美被网
友评为“耐人寻味”，吸引着无数游
客和摄影爱好者前往。

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独具特色
的美丽秋景，为了让更多游客知晓，
各地推出了自己的“秋游地图”，并
衍生出成熟的旅游产品。

入秋以后，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便开展“秋游山西”系列宣传活动，
推出了一批自驾游、研学游、乡村游等
旅游精品线路。其中，沿着旅游公路
赏秋景，成为一大亮点。2018 年，山
西省决定用5年时间修建黄河、长城、
太行三大板块旅游公路6143公里，构
建“城景通、景景通”全域旅游一张网
格局。经过 3 年多的建设，多条旅游
公路路段建成并投入使用。例如，全
长 2.8公里的太原市龙山石窟景区支
线是连接景区的重要通道，入秋后，
沿线漫山的红叶与松柏格外迷人，成

为自驾赏秋的好选择。
深绿、翡绿、金黄、紫红，位于

东北的吉林也披上五彩衣装，为给游
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吉林推出了吉
美生态游、吉致度假游、开心至吉游、
吉富文化游、顶吉创意游五类产品。

综观全国各地五彩缤纷的赏秋产
品，都与当地良好的植被密不可分。
赏秋产品的丰富，正是我国生态建设
的成果体现，“生态美”成为这些产
品的共同亮点。

庆丰收
体验传统农耕文化
近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向社会

发布了 13 条秋季休闲农业和乡村游
精品线路，这些线路均以“秋采摘”
为主题，结合各地休闲农业园区景
点，串点成线，为游客出游提供路线
指引和信息服务。

自 2018 年确立每年秋分为中国
农民丰收节以来，“庆丰收”逐渐成为
各地秋季旅游、乡村旅游、节庆旅游的
重要内容之一，并融入民俗表演、技能
比赛、品尝美食等活动，一些地方原有
的观花赏景、采摘体验、农业嘉年华等
成熟品牌也得以进一步传播。对于游
客而言，参加以“庆丰收”为主题的旅
游，除了感受丰收的喜悦，更是一个

体验传统农耕文化的好契机。
中国农民丰收节当天，北京市八

一学校里，70 余名师生聚在校园内
的一片稻田中，唱丰收歌、收割京西
稻、制作伴手礼，体会农耕文化，享
受丰收的喜悦。这次活动让许多生长
在城市里的孩子知道了“原来水稻是
这样生长的”。“京西稻”是中国农产
品地理标志产品，迄今已有300多年
种植历史。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有
一片京西稻保护区，如今也成为北京
游客感受农耕文化的好去处。

9 月下旬，北坞公园的京西稻种
植区里，水稻微微泛黄，还未成熟，许
多游客慕名前来。“小时候放学后，我
都要跟着父母去地里捡稻穗，颗粒归
仓，现在的孩子哪里经历过这些。”退
休的北京市民黄春秀带着孙女前来，
让孩子“识五谷、懂珍惜”，是她此行最
大的目的。“十里稻畦秋早熟，分明画
里小江南。”如今，北坞公园是距北京
城区最近的一处颇具规模的稻田景
观，已成为市民休闲观光的野趣公
园。“京西稻”不仅是一个水稻名称，还
是一个北京文化符号。

进乡村
看美丽乡村新变化
锣鼓声响起，大人、孩子纷纷卷

起裤脚下田捉鱼，一条条肥美的稻花
鱼被装进鱼篓……日前，湖南怀化大
峡谷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大坪村举
办，游客和村民一道共庆丰收。稻花
鱼、生态鸡、竹笋腊肉等“山里的美
食”，既是丰收的硕果，也成了外来
游客眼中最有魅力的吸引物。

谁能想到，仅仅几年前，大坪村
还是一个贫困村。虽然这里有着峡
谷、森林、溶洞等丰富的旅游资源，
但是当地村民却只能“守着金山讨
饭”。2015年，当地政府出资修建公
路等旅游基础设施，并依托生态、山
水、田园等资源优势，“石头缝里造
花海”，在悬崖上修栈道、滑索，村
民集体入股开发旅游。农业观光休闲
游发展得如火如荼，这里种植了高山
刺葡萄、蓝莓、黄桃等，每年举办采
摘活动，吸引游客前来体验乡土生
活，实现了“农旅双赢”。村民人均
收入从过去的不足 4000 元增加到如
今突破2万元，每年吸引20万游客到
此旅游。据介绍，未来大坪村附近还
将新建温泉养生系列旅游项目，向着
品质化发展。

扩大乡村旅游“战果”，推动乡
村游不断升级，成为各地的发展方
向。对游客而言，每参加一次乡村之
旅，都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它已成为
人们感受乡村新变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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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喜游丰收中国
本报记者 尹 婕文/图

游客在北京北坞公园的稻田种植区域休闲赏景。

随着全国多地有序启

动跨省团队游，长线旅游

热度逐渐上升。经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

年中秋节假期3天，国内

旅游出游人次已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87.2%。即

将到来的“十一”黄金

周，中国旅游有望迎来强

势增长。

正值金秋，全国由北

至南进入赏秋佳季。将赏

秋景与中国农民丰收节相

结合，不断丰富秋游内涵，

并展现中国乡村新貌，正

成为秋游中国的新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