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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乡情

书画天地天地

山野拾趣
李永明

黄柏塬原生态风景
区位于秦岭南麓核心腹
地、太白山西南角，距县
城70公里。境内崇山峻
岭、层峦叠嶂、碧流穿梭，
有珍稀野生动植物2000
余种，是秦岭之中最具原
始生态的地区之一。

进了景区，观光车
将 我 们 拉 到 最 高 处 的
停车点，司机一声“到
了 ”，游 客 都 下 了 车 。
我 们 顺 着 路 边 的 栅 栏
没走几步，就听到阵阵
涛 声 ，且 声 音 越 来 越
大。这时，一条气势磅
礴的大峡谷展现眼前，
只 见 几 条 瀑 布 从 巨 石
上 一 泻 而 下 ，波 涛 汹
涌，白浪翻滚，似万马
奔腾，又似蛟龙出海。
飞 腾 的 浪 花 在 阳 光 的
照射下闪烁着七彩光芒，倏忽又汇成一条
河流欢快地向前奔去。这就是素有“陕西
小九寨”“秦岭的香格里拉”等美名的黄柏
塬大箭沟。

我们沿着栈道旁的河道往前走，河床
时而宽时而窄，时而陡时而缓，曲折迂回，
富于变化。水流时而翻滚咆哮，时而轻盈
舒缓，或如银链悬空而挂，或如蛟龙戏水，
弹奏出曼妙之音，如丝弦般悦耳动听。

从没见过大箭沟这样奇特的石头，河
床是一块完整的巨石，看不出分割独立的
痕迹。但又并非平坦如砥，而是千姿百
态，五彩斑斓，橘色、褐色、土黄色、浅绿
色、浅灰色在巨石上随意渲染出花纹，像
一块硕大的美玉，又像织女精心织成的锦
缎。清澈的溪水漫过瑰异而奇特的五彩
石头，形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瀑布、漩
涡、深潭，溪水也被染得五光十色。潭水
深处绿如翡翠，美轮美奂；浅处清澈见底，
不但能看见石头上的花纹，还可以看见小
鱼儿自由自在地嬉戏。特别是具有“活化
石”之称的细鳞鲑鱼在瀑布前上演“鱼跃
龙门”，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漫步在林荫栈道上，听溪水淙淙、百鸟
争鸣，看彩石变幻、溪流婉转，是无比惬意。

晚饭是在黄柏塬镇一家农家乐吃的。
老板告诉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做大半年生
意，一般三月底来，十一月离开。秋天景色
最好，层林尽染，色彩斑斓，极富层次，如童
话中的仙境，每年来看红叶的人特别多。

一听秋天的景色最好，大家立马又来
了精神，开始筹划起秋天来赏红叶了。

在那片小小的土地上
母亲的菜园静静铺展
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那是家的味道，最温柔的牵绊

晨曦微露，露珠轻挂叶尖
母亲的身影，在晨光中显现
她细心耕耘，汗水滴落泥土
滋养着希望，也滋养了家的温暖

四季轮回，菜园变换着色彩和模样
嫩绿与金黄，稀疏与繁茂
每一片叶子，每一颗果实
都承载着母亲的爱，深沉而绵长

西红柿红得像孩子的笑脸
黄瓜青翠欲滴，挂着晶莹的露珠
辣椒火红，如母亲热情的心
还有茄子紫得深邃，藏着家的秘密

傍晚时分，夕阳洒满菜园
金色的光辉，与绿意交相辉映
母亲坐在田埂上，笑容满面
看着这片土地，心中荡漾着满足

暑假里，回到了乡下老家
避暑。每天晨曦初露，睡意朦
胧中，村子里最响亮、最热闹的
声音就是公鸡打鸣声了，一种
久违的亲近感，顿时袭上心头。

你听，村东头一声声高亢
的鸣叫，婉转而响亮，划破了
寂静的夜空。一方啼叫，全村
响 应 ，一 声 声“ 喔 喔 ”的 打 鸣
声，响彻全村。虽然只闻雄壮
的啼叫声，但躺在床上的我能
想 象 到 鸡 啼 叫 时 的 场 面 ——
站在高高的柴垛上，油亮的脖
子由低到高，划过一个优美的
弧线，然后它气宇轩昂地站在
柴垛上，聆听着一声高过一声
的啼叫。

村东头一叫，村西头随之
响应，一高一低，一远一近，随
之，全村众鸡响应，争先恐后，
好不热闹。不用排练，不用指
挥，鸡鸣叫得自然和谐，真乃天
籁之音。

记得小时候，乡下老家几
乎家家户户都养鸡，这也是贴

补家用的一条
路子。开春不
久，天气逐渐变
暖 ，就 有 小 贩 走 街
串 巷 卖 刚 孵 出 的 小
鸡。那些毛茸茸的小鸡
特别可爱，随着小贩的
一声吆喝：“卖鸡娃哩——”大
人、孩子们就会围着看。大人
买了小鸡拿回家，孩子就勤快
得不得了，又是找虫子又是做
窝窝，精心侍弄着……

小鸡在孩子们的关怀下慢
慢长大。不久，母鸡就能下蛋
了，公鸡也扯着脖子学打鸣……
每天早晨，一声啼叫，四方回响，
叫得整个村子一片欢腾热闹。
听着鸡的啼叫，农人该起床下地
的下地，学生娃该上学的上学。
在那艰苦的岁月，没有闹钟，更
没有手机，那鸡鸣声就是全村的
起床“司令”。

我七岁上小学时，家里有
只枣红色的公鸡，打鸣准时不
说，还雄厚有力，节奏明快。母

亲也是靠这鸡鸣声唤我起床。
每晚睡觉前，我总担心迟到。
每次母亲总是掖掖被子，笑吟
吟地说：“放心吧，大公鸡的打
鸣声比钟表还准。”起初，我总
是半信半疑。但事实证明，是
我多虑了，母亲的话非常对，整
个六年的小学时光，我从没有
迟到过。这只大公鸡的打鸣声
从来没有误点过，春夏秋冬，从
不停歇。每次起床洗把脸，吃
完早饭，到学校捧着书大声朗
读，没少被老师表扬，所以从小
我 就 对 家 的 大 公 鸡 充 满 了

感激。
闲余时间，我最爱做的游

戏就是和小伙伴学公鸡打鸣，
手捏住鼻子，然后模仿大公鸡
打鸣的样子，神气地“喔喔”一
叫。大家比着谁学得像，引得
笑 声 一 片 ，回 荡 在 童 年 的 记
忆里。

时间一晃而过，离开家乡
多少年了，常年在车水马龙中
穿梭，难寻心中的那份宁静。
这个暑假，回乡下老家避暑，能
再听鸡鸣声，返璞归真的感觉
真好！

上班途中，我要经过小区
的蔬菜市场。每天这里人来
人 往 ，烟 火 气 浓 郁 ，很 是 热
闹。地摊上摆放的一种红色
或淡黄色的野生菌一下子吸
引了我的眼球。这种野生菌
来自山野，营养丰富，味道鲜
美，是餐桌上一道珍馐美馔。
看着这种野生菌，我想起了儿
时采野生菌的快乐时光。

家乡对面是南山，中间隔
了一条月河。南山山势险峻，
蜿蜒百余公里，四周群山环
抱，峰峦叠嶂，草木茂盛，野花
点缀，山与河相互映衬，风景
秀丽，美不胜收。小时候，我
经常和村里的小伙伴在雨后
的南山捡拾野生菌。出门前，
母亲让我拎上竹笼和袋子，还
悄悄在笼子里放上几个馒头，

让我在路上饥饿时吃。
雨后的南山晨风习习，松

涛阵阵，林间光影绰绰，露珠
在太阳下晶莹剔透，折射出
七彩之光。高耸的桦树下面
地势平缓，多年积淀的树叶
枯枝铺就了厚厚的地毯，走
在 上 面 软 绵 绵 的 ，非 常 舒
服 。 远 处 不 时 传 来 鸟 的 叫
声 ，更 显 得 树 林 清 幽 寂 静 。
行走在树林里，冷清凉爽，阵
阵野花的芳香扑鼻而来。

我们瞪圆了眼睛在树林
间、草地里寻找野生菌。树丛
中的桦树林野生菌很多，在树
蔸周围、松散的草丛、潮湿的
山坡、沟壑的阴暗面等地方都
长着胖嘟嘟、小伞状的野生
菌，花冠粗壮肉厚，还有一种
淡 黄 色 的 野 生 菌 也 招 人 喜

爱。野生菌喜欢扎堆，一旦发
现一个，要有耐心在周围寻
找，往往就能发现许多。有时
会发现一大簇野生菌，三朵五
朵挤在一起，紧紧抱成一团。
野生菌菌盖又大又肥，我轻轻
地捏住菌柄往上一拔，就将它
拔出来了。野生菌散发浓郁
香气，真是令人陶醉。回家的
路上，我和小伙伴互相比着谁
采的野生菌又大又多。笼子
中收获的野生菌沉甸甸的，让
我们特别开心和满足。我们
一边走一边唱起了《采蘑菇的
小姑娘》，笑声和歌声在山野
中久久回荡。

那时候，家里生活拮据，
采回来的野生菌就成了改善
生活的美味佳肴。母亲将采
回来的野生菌仔细挑拣，把

那 些 完 好 无 损 的 野 生 菌 晒
干 ，拿 到 集 市 上 卖 ，很 是 抢
手 ，赚 的 钱 可 以 补 贴 家 用 。
那些瘦小破损的野生菌，母
亲用水洗干净，再放到热水
里焯一下，用存放很久的肉
皮炖野生菌汤，或者炒韭菜
鸡蛋，鲜美可口。每次母亲
做野生菌汤的时候，我和哥
哥总是围着灶台转。当锅里
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时，我真
是垂涎三尺，不停地吸鼻子，
只等着母亲将野生菌汤端上
桌，大饱口福。

故乡那片郁郁葱葱的南
山，母亲那浓郁的野生菌汤
味，就这样留在记忆的深处
了。野生菌在我的梦里香了
一年又一年，在记忆的长河
里永远挥之不去。

又闻鸡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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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清流（国画） 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