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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承海

秋色渐晚，秋野静寂，循着秋天
最后的一点儿踪迹，我们来到新宁
县万塘乡茶田村。秋风无疑是愁煞
人的，哪怕坐在车中不与之亲密接
触，哪怕在南方窗外始终一片绿意，
但凌乱的枝叶和冷峻的石岩，在清
冷的天幕下刺进心头。

四十多分钟车程后，车停在了
村支书冷东秀的家门口。冷书记
热情地把我们迎了进去，桌上摆满
了瓜子、蜜橘……那橘色像是融化
了，蔓延在桌面上，爬上众人的脸
庞，又透进心里。冷书记穿着毛兰
色的西装，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
起茶田村的基本情况，她个子不高
声音却有力，腰杆笔挺，脸上挂满
了自豪自信。

崀山后花园，三千亩石林，怪石
林立，溶洞星罗，大家都迫不及待地
想去感受石林的魅力。从冷书记家
后门走出是一条小径，步行半里路
到脐橙园旁。极目远望，石林被山
中茂密的树林遮掩，那偶然放出的

灰白色倒像是半遮的脸。在一小撮石林前，几根脐橙树
的枝丫不安分地伸出来，枝干在石头的镂空处若隐若
现，秋风一动，绿色、橘色、褐色在灰白之间浮沉。

离开石林小盆景，我们往右边的石林里走。山头不
高，遍地石头，典型的石漠化地质结构，土少地薄，犬牙
交错的石缝石沟里，顽强地生长着零星的翠柏及杂
木。石林里没有路，石缝小道四散开去，面对纵横交
错、八卦阵般的崎岖石径，我们在石巷中摸索前行，小
心翼翼地移步，且走且行，相互交谈。不知是谁，还哼
起了欢乐的小曲，却惊飞了树上的一群小鸟。大家一
边行走，一边赏石，一路欢声笑语。大约一个半小时，
我们终于走出了这个怪石嶙峋、难辨西东的小石林。

出口处，右下方有十几棵棕树、一丛皮竹，居中还有
几株楠木，以及叶子泛红了的枫树。左边是小片橘园，
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脐橙，一串一串地挤满了树枝，在
习习秋风里向我们微笑致意。随行的三个小男孩，从树
下拾得十几个掉落的橙果，你来我往地打起了球仗，最
后三人又抱团爬到了一个石头尖上合影。

下得山来，已是十一点过后，沐着秋阳，乘着雅兴，
我们来到了那个最有韵味、最有灵气的烟火山石林。抬
眼一望，枫叶在青山里闪着火红，满山遍野全是形态各
异的石头，或像刀剑兵器，尖石入云，星罗棋布；又像孔
明的八卦阵，交错相同，迷宫遍布；“八仙过海”石栩栩如
生，如诗似画。低头从树下穿行，翻过一丛丛百媚千姿
的石林，猴子石、骆驼石、天狗石、大鹏石、男根石、情侣
石等惟妙惟肖，令人目不暇接。越过半山腰，我们终于
见到了阳光下熠熠生辉的“象鼻石”。过“象鼻石”再前
行几十米，有一个深二十米、长五十米、宽三米的深坑。
石坑右上方的石壁上有块石头从中脱落，形状特异，那
就是充满传奇和灵异的“佛光岩”了。凹进的石壁高近
两米、宽一米五，深约一米，顶端成圆形仿佛是人头，中
间左右成弦状，恰似菩萨双手合一静坐冥想的形状。大
家纷纷踏进佛光岩中，双手合十正襟危坐，一时间，清风
自来，喧嚣远遁。

大抵烟火之处长伴着缥缈的香火，在茶田，二殿王
庙便是村民们的心灵圣地。村民老李领着我们跨过阡
陌交错的田垄，农家四季不得闲，一些收割晚稻的农人
还在田间劳作，他们迎着秋日的阳光笑着，金黄的稻谷
上闪烁着亮晶晶的汗珠。

意外的是，二殿王庙是一座矮小不起眼的土砖小庙，
面积约二十平方米。门前有一株四丈许的桂花树，虬枝上
黄星点点，喷薄出馥郁的芬芳。“这桂树一百多岁了，很通
灵哩！”老李郑重地说道。众人含笑不语，老李见我们不大
相信，脸涨得通红，信誓旦旦地说：“是真的哩！”

山不在高，果真有仙则名。我曾远涉千里去过彩云
之南的石林，却始终未得今日这一番风致。回返的时
候，我不由得频频回望林间的山石，秋阳映得满山的金
辉，显得肃穆而庄严。游兴未尽，夜有所思，作诗以记：

经年幽处寻胜景，秋岁茶田探石林；
疑是千载烂柯处，长叹万般造化形；
青山复见橘色动，古刹半揽仙气盈；
观音坐隐远名利，殿王俯身就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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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脚步
早已远去
为谁，在这个收获的季节
结出女人的果实

橘子红了
红了的橘子

甜蜜如你拥抱我时
熟透的春心
脆弱的生命
经历了风吹雨打
只要你依然
站立在渴望的村头

想起橘子红了
一个落花的梦

修成甜蜜的果
任日思夜想的你
将遮挡秘密的外衣
一层层脱去
让满溢蜜意的内心
引诱你的双眼
一起甜蜜到无期

刘群力

我从远处赶来，近距离把你仰望
你从时光里穿过，是山顶永远

的风景
八十多年了，这一阵风
还带着血腥的味道
我听到了呐喊声，看到了你愤

怒的眼睛
你举起了刺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我站在你脚下，沿着你的轨迹
前行

你钢铁般的脊梁铮铮作响
为何？我眼中有泪
我的血液里有你的血在沸腾

我举着你举过的旗帜
学着你的样子奔跑，攀登
昔日的血雨，腥风
化作明媚的阳光，一丝比一丝

地温暖
轻柔地抚摸着每一寸受伤的

土地
让她以惊人的速度
愈合，成长，飞腾

我站在阳光下，风吹来的声音里
有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有现代化工厂里的高速旋转的

马达声
有天安门广场雄赳赳走过的身影
在向世人宣布的

“祖国万岁，人民万岁”

一条条公路，铁路穿过
在祖国的版图上蜿蜒
一座座大厦，立在世界东方
祖国的大好山河，它们
静默着流淌
这里的主义，理想
这里的初心、使命
让一切美好，蓬勃生长

走过老山界

方 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
在，无论是别墅，还是小宅院门前，
都喜欢摆有一些返璞归真的小物
件，譬如小石磨，小水车，风车，板凳
石雕，倒是那些雄赳赳的石狮，少了
一些许了。

很多人都觉得，一摆上这些东
西，一种古朴感就让家的感觉，浓厚
了许多。

看来，不是一个人想回归自然，
而是很多的人，想回归自然。

物以稀为贵，最原始的最初的
模样，成为大家一致的追求。

走入城市的繁华深处，不难找
到那些古色古香的店铺。他们总是
在用朴素的色调、自然的稻茅草、竹
篱笆、土墙、黑瓦片，这些乡村元素，
成了一个店铺装修的最主要的装饰
材料，很多人喜欢用这些东西来打
扮自己的门面。

这些东西，真的能够让人得到

宾至如归的感觉吗？
总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疏离，

有一点点隔阂。因为“家”“家园”，
是搬不来的。搬来的，只是一种享
受，给你座上宾的享受。

而我，看到那些仿真品，多多少
少还是有一点点亲切感的！因为我
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这些稻草，这
些竹篱笆，少了阳光的味道，少了田
野的味道，少了花香的味道，少了乡
村的气息。

它们努力在成为一个“返璞归
真”的模样，其实是没有内涵的。

真真假假之间，告诉了人们：
自然的东西，乡野的东西，是多么
的美好！

因为有他们努力营造的氛围，
我们即使远离了乡村，可是乡村的
一些东西，还是随处可见。

路过某院落的时候，我就真真
切切地听到了鸡鸣。我停留原地仔
细辨听了，真的就是鸡鸣。

然而当我把这一切告诉别人的时

候，别人笑我太幼稚，告诉我说，那是别
人养的电子鸡，不是什么真正的鸡。

连鸡打鸣也是可以仿冒，也难
怪别人说，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自然
界的声音了！包括一些虫鸣蛙鸣。

你看，以前很多人嫌吵闹的蛙
鸣、虫鸣，到现在竟然都成了稀罕
物，受到多少人喜欢啊，给多少人以
心灵的寄托与安慰！因为那些蝉鸣
虫鸣蛙鸣，都能够给人一种回归自
然的感觉。

忽然觉得，养一只电子鸡、电子
虫、电子鸟，想听一下山里的歌的时
候，就能够听一下，不亦乐乎。一声
鸣唱，就是心间的享受。

我不逃避现实，我也喜欢随波
逐流，跟着他们在追求“野”，喜欢

“野”。这种野，就是一种放逐自然
与回归自然。用视觉盛宴来填补内
心的虚无。

归根自然，归根结底还是看你
用哪一种方式回归。

幸好大家都在寻觅这种自然的
风格，让我们无论离开家多久，都不
难找到乡村的样子与影子。

时下，逐渐成为一个返璞归真
的年代，回归自然，将是引导大家的
主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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