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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的漫漫旅途中，我

曾饱览无数风光旖旎的胜地，
黄山的云缥缈似仙，如梦如
幻；泰山的云雄浑壮阔，气吞
山河。然而，龙里油画大草原
的云，却宛如一首空灵的诗
篇 ，深 深 镌 刻 在 我 的 心 灵
深处。

踏入这片广袤无垠的草
原，仿佛置身于一幅无边无际
的绿色巨画之中。那翠色欲
流的草地，如同一席天然的绿
绸，一直铺展到遥远的天际。
而在这绿色的舞台之上，云，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

清晨，晨曦微露，草原还
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此时
的云，似薄纱轻笼，又似牛乳
初泼，透着一种朦胧的美。它
们悠悠地飘荡在天际，仿佛是
一群优雅的舞者，在蓝色的舞
台上轻盈地旋转、跳跃。有的
云纤细如丝，像是仙女手中的
绫罗；有的云团簇如棉，宛如
孩童手中的棉花糖。阳光透
过云层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
影，给草原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山峦在云影的映
衬下，时隐时现，宛如娇羞的少女，欲语还休。

中午，骄阳似火，那璀璨的光芒似要将整个世界
点燃。天空，成为了云的舞台，它们在这炽热的温度
中，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激情与活力。

云朵迅速地聚集，眨眼间，便形成了一座座巨大
的云山。那洁白如雪的颜色，在阳光的映照下，愈发
显得纯净和耀眼。这些云山高耸入云，宛如巨人般挺
立在天空之中，雄伟壮观，气势磅礴。它们相互簇拥
着，彼此交织，仿佛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聚会。每一
朵云都在尽情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分享着彼此的
欢乐。

然而，风，这位调皮的使者，似乎不想让这场聚会
太过平静。一阵狂风呼啸而过，瞬间将原本紧密相连
的云山吹散。那些巨大的云朵顿时化作丝丝缕缕的
流云，在天空中自由地穿梭。刚刚还是巍峨的巨峰，
转瞬间便成了飘逸的丝带，这变幻莫测的景象，实在
令人叹为观止。

我静静仰望着天空，任由自己的思绪随着那不断
变幻的云朵飘荡。在这片广袤的蓝天下，云以其无尽
的创造力和灵动之美，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令人陶醉
的画卷。它们不受拘泥，自由洒脱，将大自然的神奇
与美妙展现得淋漓尽致。

黄昏时分，夕阳西下，天边被染成了一片绚丽的
橙红。云也被这温暖的色彩所浸染，变得如梦如幻。
它们宛如一团团燃烧的火焰，热烈而奔放；又似一片
片绚丽的彩霞，璀璨夺目。整个天空仿佛是一幅巨大
的油画，云就是那画中最灵动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美
轮美奂的画卷。草原上的一切都被这金色的余晖所
笼罩，牛、羊也仿佛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铠甲，在草原上
悠然自得地漫步。远处的蒙古包，升起了袅袅炊烟，
与天边的云霞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温馨而宁静的
画面。

龙里油画大草原的云，是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最
珍贵的礼物。它们自由自在地飘荡在天空中，不受尘
世的纷扰，不受世俗的羁绊。它们用自己的姿态诠释
着生命的真谛，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伟
大。在这片云的世界里，我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忘却
了生活的烦恼，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慰藉。

当夜幕降临，繁星点点，云悄然隐去，但它们留下
的美好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间。这片草原的云，将成
为我心中永恒的记忆，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
直前，去追寻那片属于自己的自由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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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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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高中毕业，不存在任何讨价还
价的砝码，离开校园第二天，记得是六月二
十七日离校的，担任生产队长的三叔就催我
和他一起下田劈草准备“双抢”，也就是抢收
抢种，然后生产队就开会给我站“级”，然后
就正儿八经地当了两年半农民，然后就到了
恢复高考，然后就迷迷糊糊地考上并于
1978 年 2 月重进校园，然后就毕业参加工
作，直到2014年退二线，幸运地作为最后一
批享此待遇，然后就达到年龄，在2018年11
月办理了退休手续。

由于父母年事已高，退休后就常回家看
看，多陪陪他们。弄一部车子自驾，每周往
返福州二趟。在福州的日子，走西湖走福
道，感觉时间很容易过；在老家的日子就感
觉无聊多了。于是突发奇想，重操四十年前
的旧业，去省璜街打铁店打了一把锄头，种
菜！私底下自称：第二次回乡务农。

于是，从竹叔那儿拿来三畦公路边的菜
地种萝卜，自己给自己定规矩，每天只能劳
作一小时，不得超时，准时收工。时间安排
在下午三点半至四点半之间。

第一天到菜地，挖了十几锄头，绝超不
过二十锄就要停下来歇一歇，气喘吁吁兼之
脚酸腿软。一个小时过去了，才仅仅挖了三

分之一畦。
这天陪我挖菜地的是堂叔公，一个智商

并不怎么高的老农。在任时，他很受我给他
的许多恩惠，所以跟我也特别亲。他拄着拐
杖在田埂边教我怎么挖地，俨然已经把我曾
经当过农民这档事给忘了。他说他要不是
腿脚不便，就下田帮我挖了。我说那可不
必，因为我的目的是锻炼和打发时间，不是
为了生活和收入。更何况叔公肾衰晚期引
起的腿脚积水肿痛，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万
一有个长短，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晚饭后，我习惯走一遍璜墘坑步道，在
这乡间小道上，有星星，有蛙鸣；有凉风，有
潺潺流水声；在这浸漫着泥土气息的氛围
里，惬意之余，总是使人想起往事——

回乡务农后，“站级”要求我每个月需出
工二十天，不足要倒扣，超过不奖励。二年
半时间基本没被罚过，当然这里面大队的误
工补贴也都参进去算。尽管白天上山下田，
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还是不会感觉到累，每
天晚上还能和一帮小兄弟打闹，不到十点不
归不睡。

两年半的时间里，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
是“种田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几乎成了同
时期回乡务农的青年哥的口头禅。这句话

的潜台词谁都知道。这辈子有百分之八十
的可能当农民，的确什么都不怕了，况且怕
也没有用。

一个大队，几十号青年，但由于出身不
同，就分成了两种人，插队居民户、回乡农业
户。居民户插队，第一年有每月八块钱的补
贴，够生活费了；还规定生产队不能给他们

“站级”，第二年开始才享受农民“待遇”。劳
动两年后，大家都有升学招干参军的资格，
但插队的多了一条招工之路，农村户口的就
没有。相比之下，农业户就是“二等公民”。

当然，论种田，插队的和回乡的没得
比。从小在农村长大，“农忙假”和暑假都要
参加劳动，所以回乡劳动“轻车熟路”，而居
民户从小养尊处优，适应劳动还要有相当长
的“历史”时期。共同点就是大家都感觉力
有余而心“瘁”也！

第一天挖菜畦仅堂叔公陪我，第二天下
午就热闹了。来了一个又一个，来了一拨又
一拨，连过路的也要停下来指点一番。都不
外乎两种声音：一种是菜畦挖得不规范、不
平整，然后指手画脚地指导指点一番，有的
还亲自下来做示范动作。我很感激他们，生
疏了四十年的农活手艺的确需要恢复期和
师傅评点；第二种声音基本上是异口同声地

劝说不要种，一个退休局长，一个月拿着几
千元的退休金，做什么做？其实他们怎知我
内心所思——

参加工作三十八年，从教师到公务员，
总是有工作压力的，更何况那年头那环境，
身体虽然没有被拖垮，但难免有瑕疵。退休
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体检，结果是得了两种慢
性病且将终生陪伴我。医生开出的处方是：
终身服药、适当锻炼、定时体检，才能有健康
的身体欢度晚年。

遵医嘱寻找“适当锻炼”的良方——种
菜，却能引来这么多人的关注，实在是三生
有幸啊！除了上面二种声音外，其实还有一
种我最不爱听的声音：与农民争利！意思是
我们要用退休金去买菜，而不是自己种菜而
省下退休金，减少农民收入。

三畦菜地在熙熙攘攘之中和一周时间
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播下种子告一段落。
这七天里，我犹如动物园里的大熊猫，经过
了众多参观者的品头论足，耳提面命，更得
到一次心灵的洗礼。其实经过四十年的风
雨涤荡，早已是心如静水，与人无争，抱定自
己的初衷：我是为锻炼而来而非争功斗气
也！晚年的这一场“较量”和第一次务农有
何不同？年轻时力足而心“累”，辛苦又“心
苦”，苦在前途渺茫……而这一次则是力不
足而心又宽，是否“吃饱了撑的”？

人已老，力虽衰，尚能饭，吾心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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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祥

沉浸武夷，不提山，是因为不止山。
身为福建人，自然很早就知道并向往

着武夷山，毕竟这是自己的山。四月中下
旬，一个培训在武夷山市举行，幸得参与。

广义的武夷，“北引皖浙，东镇八闽，
南附五岭之背，西控赣域半壁”，面积达
2000余平方公里，山脉横亘达550多公里，
乃福建省最高的山脉，江西最长的山地。
许多山峰海拔在千米以上，最高峰达2158
米。武夷市区到景区，高楼并不多，作为
旅游城市和茶叶胜地，并不走现代都市的
路径，甚至本质上还是一个留守的县城。
夜间逛过，并不多见年轻人。茶企人与茶
农，与一般山区县一样，多是中老年人。
但景区不一样，她是闻名全国的，吸纳的
客流很丰厚，最有活力的年轻人亦是
常客。

来培训的人，本是“文旅”，为主看看
山脚下的武夷精舍，领略一番当地的传统
文化与底蕴，当然也让大家可以自行到水
月亭，至多到半山亭转一下即回头。常客
自然是愿意的，望山而畏的人更巴不得。
只我这样心向而神往的痴徒，暗中盘算
着，哪怕“出格”到脱离队伍，也要把天游
峰盘了。

首站直奔武夷精舍，这是“朱学”的重
要传承地。资料说：朱熹先后创办了武夷
书院、考亭书院，培养大批学生，创立了闽
学，武夷山遂成为理学名山。武夷精舍，
又称紫阳书院、武夷书院、朱文公祠，位于
武夷山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是朱熹
于宋淳熙十年（1183年）所建，并在此完成
了《四书章句集注》。此处不仅是朱熹著
书立说、倡道讲学的场所，也是其文化传
承的重要基地，被视为“武夷之巨观”。朱
熹在武夷精舍时期提出“四书学”将《大
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并，形成了以

“理”为核心的精密哲学体系。我瞬间感
觉神圣起来，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里
程碑，越走近越感觉庄严。

首先的关注点是这儿的选址和环
境。它位于一个山谷之间，九曲溪从面前
环过，形成一片开阔的平地，精舍在一个

稍高的台地上，后面很正地枕着峭立的石
峰，“风水”常称此为笔锋吧？象征文运隆
兴。整个环境氛围很静雅，着实是读书和
熏陶人的好地方。“精舍”建筑俨然，四合
院结构。历史上，几经重建，现在的建筑
主体是2001年，按照清代董天工的“武夷
精舍图”以仿宋古建筑风格在原址重
建的。

从“精舍”转向天游峰路线，游人显然
稠密了起来，看来大自然永远比文化明
白。虽初来乍到，不曾“攻略”，但肉眼望
得见的几处景点，定然都值得奔赴。到处
是石头：石厅、石崖、石洞、石涧、石面、石
峰，高低错觉，典雅险峻，娇俏伟岸，丰富

地牢牢吸引着人。而昨天刚下过暴雨，到
处湿涔涔。翘升于空中的石檐上，清水珠
帘般落下，叮咚如琴；石壁上沁出的水痕，
如泪如洗，更为石之无情有情之衬；至于
流泉飞瀑，轰鸣而下，则令人心旌摇动地
神驰着。

过“重洗仙颜”岩，穿云窝谷，越问樵
台，跨“叔圭精舍”，我直往人群汇流的“天
游”山而来，并从一线天入口“消失”。一
线天位于一个幽邃的峡谷中，从外而看，
绿色的青山里有一条脉搏一样的曲线，其
实是“漏空”的地方，置身其中，人便在一
条狭深的裂缝下，抬头仰望，但见岩顶裂
开一罅，就像是利斧劈开一样，两壁相去
不满一尺，天光一线，如地狱幽光。“裂隙”
从山脚向山腰延伸，供人通行的台阶很
陡，石壁边设有褐色的铁链供人攀援。雨
后的滴水啪哒落下，闪烁如珠。有的人走
累了，倚着湿润的崖壁喘息，急进的人则
从他身侧越过，彼此看不清容颜。越到高

处，越发明亮，出口就逐渐呈现了。上面
置着绿树新春的荫，很青绿，让人有胜利
的振奋。

出得洞口，又震惊到了，可谓别有洞
天吧，一个小山谷赫然眼前。突起处的建
筑便是水月亭了，有点人满为患。在此鸟
瞰九曲溪第六曲，它把丹炉岩环抱个扎
实，盈满又湍急地绕行而去。背后则是千
仞壁立的伏虎岩，崖壁如刀劈斧削，兀立
的傲岩居高临下凝视着你，直把人们盯成
蝼蚁。我继续绕而向“茶洞”进发。洞，可
以是走向山的深处，横向成穴；也可以是
在地的深处，垂直深幽。茶洞是石峰围合
下的一个洞天，接笋、隐屏、玉华、仙游、清

隐、仙掌诸峰环护如屏，人在洞中如隐井
底。前头的石门匾曰“峥嵘深锁”，极为允
当的。据传此处所产茶叶极佳，故名。

仙浴潭里淙淙清流，倾泻而来，奔涌
而下，直往地底而去。一半可见，是为流
瀑，一半隐身，当为幽河，再露出来，便在
九曲溪里了。循它的来源，我折而往天游
峰半山亭而来。从山底就望见胡麻涧如
千寻白练从峰头直泻而下。水的柔与石
壁的硬互补，比起悬垂飞泻另有一份妙
曼。任何角度的拍照，都呈现不了它的气
势，我不得不夸奖，昨夜的雨来得好，今天
的行期，来得巧。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左侧
自谷至巅的陡梯，密密麻麻全是蠕动往上
的人群，服饰多彩，醒目而生动，与自然对
接又和谐着。天游峰位于景区中心，东接
仙游岩，南续清隐岩，西连仙掌峰，壁立万
仞，高耸于群峰之上。徐霞客评之为：“其
不临溪而能尽九曲之胜，此峰固应第一
也”。自茶洞往上，人都在石面上行走了，

得感谢人类用伟力凿出粗糙的石梯，再以
水泥柱与铁链子围护着。“队伍”如彩线拧
成的一股绳，沿梯而布，以一种缓慢的节
奏“蠕动”而上。人在画中行，画在险处
生，原来是这么回事呀。好不容易爬到瀑
布的尽头，那是夹在石壁间的胡麻涧了

“隐身”段了，它藏在山谷石缝中，曲水涌
流，把坚硬的石沟蚀成一个一个的窝盆，
又在里头冲击回旋着，再被重力拉扯着滚
涌向下，成为坚硬石峰里最生动的景观。

山绝路险，不影响游人如织。你与前
后人之间的空间并不足50厘米，这是不允
许回头的路，唯一的办法就是走透它。而
人群的拥堵，无形之中却起了壮胆的作
用，稀释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如果前后
空旷无人，让你直面这里的险陡，相信不
少人要因恐高而打摆子。现在你前看脚
后跟，反观别人头顶，反倒有着莫名的安
全感。

越过“龙脊”，再向上是天游峰顶。此
地这被誉为“武夷第一胜地”，卓然而独
立，飘然欲仙游，不像海拔只有408米，相
对高度215米，有一种感观叫气质吧。气
质险峻，不绝对高，但在心里形成的感受
却如临天外之境。在此俯瞰九曲溪，一览
众山小之态毕现，远山雾起云蒸，仙境之
感宛然。“天游”的石牌四周围满了“打卡”
的人，如一段震撼人心文章之末的句号。
天游碑之后，巅顶之处便是天游观。武夷
山是道教名山，列三十六洞天中的第十六
升真元化洞天。天游观供着老子石像，

“老子天下第一”，他所占居的名山，就应
该是天下“第一山”了。下山路边一面山
崖上就有“天下第一山”石刻。

时过正午，“过时不候”的同学们早都
回去了，我也该自己找着回来。带着“登
顶”的成就感，我沾沾自喜又飘然地下
山。虽说这次武夷游只单线地浅浅走一
路，九曲溪、竹排什么的都没领略，但毕竟
跟武夷山有了不浅的亲密相处，也算慰了
心愿。不尽之处，以后再来呗。武夷山，
虽只打卡式地飘过，但却在心底烙下了清
晰的印记。

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打 卡 武 夷 盘 天 游
○ 池宜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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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我们来到云丘
山景区，先是坐一程电瓶车，
然后沿一溪涧旁由山石铺就
的道路，徒步向古村落塔尔坡
和冰洞前进。沿途景色清新，
路旁花圃里蜀葵、月季等花
卉，争奇斗艳，竞相开放。

这时已到半山腰，只见前
面山涧烟雾蒸腾缭绕，迷迷濛
濛。树木也渐见高大，映入眼
帘的还有散落在坡地上的民
居，这些民居多为不规则的块
石砌就，已显岁月之悠久。导
游介绍，塔尔坡古村落到了。
古村已有 2500 年，原名“塌耳
坡”，因老子李耳曾云游到此
并居住过，故名。老子，公元
前 571 年—471 年，春秋时期
人，著有《道德经》，被列为世
界百位名人之一。

塔尔坡古村共有 30 多户
原住民，由于塔尔坡辟为旅游
区，村民进行了搬迁，旅游区
建成后，大部分村民被返聘回
村，从事服务业工作，既增加
了他们的收入，又使他们在全
新的行业中大显身手。

群众搬迁后，民居稍事整
修，基本保持原来样貌。村落
的建筑风格多为窑洞式建筑，
依山而建，显得独有一番风
味。古村内的院落共43处，错

落有致，整体呈叠地式排列。这些院落以土窑、石窑、石
木结构的瓦房为主，展现古代先民的居住理念。我们粗
线条地浏览了部分民居，这些民居墙上挂着辣椒、玉米，
门上贴着红对联，功能也多样，有的做花馍，有的卖豆腐，
有的从事打铁等手工艺，俨然像一个百业兴盛的小社
会。对于民居结构，我们也细看了一二座有特色的古厝，
其中一座有厅堂、卧室、厨房、杂物间，由于受地形限制，
房子并不宽敞，显得有点局促，在一卧室主墙体位置，立
着一衣柜，移动衣柜后面便是通向后山的暗道，这应该是
在紧急的情况下，避险的一条通道。

塔尔坡不仅建筑风格独特而吸引人，而且民俗文化
也受到青睐，如皮影戏、捏花馍、打铁铺、植物染等传统工
艺，深受民众及游客的欢迎。在塔尔坡我们看了《猪八戒
背老婆》皮影戏，八戒的形象可谓妙趣横生，也让人惊叹
传统艺术的魅力。

塔尔坡古村多果树，有桃、李、杏、桑葚等，尤其是在
家乡看不到的核桃树，在这里让我们开了眼界，核桃树原
来是那么地高大，树上的果实与桃子差不多，我们市面上
见到是去掉皮肉的“核”。当然更让我们称奇的是村中隋
槐，唐槐，元代皂角树，千年金钱树，栾树等，高龄的它们
太值得我们的敬重。它们历尽沧桑，见证了历史。

塔尔坡古村的自然景观也十分秀美，仿佛是一个世
外桃源。村前有一泓由山上流下的清澈见底的山泉绕村
而过；村中古树葱茏挺拔，老屋忽隐忽现；村后峻峭的云
丘山如屏风衬后，使得古村落更显美丽如画。

11点许，我们结束了对塔尔坡古村的游览之旅，前往
冰洞参观。因为冰洞温度低，穿着单薄的游客必须穿棉
衣进洞，我挑选了一件合身的棉大衣，然后经50米通道
进入冰洞。

进到冰洞内，温度骤降，但眼前美丽的冰雪世界完全
吸引着我们。那些万千姿态，异彩纷呈的冰柱、冰笋、冰
钟乳、冰樱花、冰玫瑰花……美丽晶莹，盛开在零下，真是

“乱花渐欲迷人眼”。冰雪公主用她最灵巧的手打造出世
界上最富魔幻色彩而浪漫极致的景观。

我们在冰洞内欣赏流连，冰洞蜿蜒曲折，据介绍，总
长有100多米，最宽处12米，最高处15米。目前探明的冰
洞群共有16个，其中1号冰洞群已正式对外开放。

云丘山冰洞群，是世界上三大奇观之一，也是至今发
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冰洞群。这些冰洞形成于第四纪冰川
期，距今已有300多万年的历史，其围岩地层年龄在4亿
年左右。云丘山冰洞群属于地热负异常型冰洞，因其成
因复杂，规模最大，全年都有冰，而成为最具科研价值和
观赏价值的冰洞群之一。

从冰洞出来，景区给每位游客一杯红糖姜茶，姜茶下
肚觉得暖胃更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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