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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地人介绍，每年这个季节，红杉身姿俊

美矗立在水中央，水面是柔柔的绿色，澄碧清

澈，镜子般倒映着红杉的身影，美不胜收。据

说，早在2004年时，有一家公司看中了青龙湾水

系资源优势，在此种植了千亩红豆杉。红豆杉

性喜阴凉湿润，因此在边上又种植了落羽杉为

其幼苗遮阴，以保护红豆杉的生长，红豆杉和落

羽杉一共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成为皖东南最

大的红杉种植基地。谁知，红豆杉的生长速度

极其缓慢，它所扎根的这片土地，在青龙湾水库

的水位逐年上涨后，喜阴怕“涝”的红豆杉几乎

“全军覆没”，用来给红豆杉遮阴的落羽杉却“很

耐水淹”，活了下来。原本打造成为商业和药材

产品的红杉林，竟然因为落羽杉林而成了一片

独特火爆的旅游盛景。

我们到达的这天，由于天气原因，库内水位

下跌，无法乘坐木筏从中畅游，只好沿山路上盘

旋，来到红杉林最佳位置观景点，从高处遥望俯

瞰，视觉冲击的震撼更为强烈，整片红杉林尽收

眼底，大面积密集的黄红色艳丽夺目，湖水如蓝

色的绸带从林中蜿蜒而过，起伏的群山郁郁葱

葱的环绕在旁，蓝天白云下展示的一幅美丽山

水画，美得让人惊艳。

穿越皖南川藏线，怪石嶙峋，竹海连绵，其

中，有“江南天路，水墨画廊”之称的泾县境内，

藏着这样一段云端“天路”——桃岭公路，它既

有桂林山水之美，又有云南石林之奇，集北疆喀

纳斯之貌。桃岭公路又被称为“六道弯”，是泾

县境内海拔最高的盘山公路，也是皖南川藏线

最精华最惊险之处，全长20公里。在一处观景

台俯瞰，只见山路以“S”型顺山势而上，蜿蜒曲

折，狭窄的公路盘山而建，绝壁千仞，空谷幽深，

每盘旋上升一次，180度急弯此消彼长，似玉带

盘山环绕，险趣共生。公路的一侧是陡峭高山，

一侧是万丈悬崖，若赶上山雾弥漫，更是犹如行

驶于天路之上，让人心跳加速。

蜿蜒川藏线，有数不清的山庄、民宿和农家

乐。我们入住的山庄位于宁国市方塘乡码头位

置，距离马路大约200米左右，避开了马路车流的

喧嚣，坐落于风景优美恬静的村庄，驾车或步行从

码头停车场随着乡间小道蜿蜒而进。这里鸡犬之

声相闻，群山与小河环绕，植被茂盛，游客可以充

分享受大自然的天然氧吧带来的清新感，更有农

家自种的各种应季蔬果、喂养的土鸡家禽、味道鲜

美的当地水库鱼等乡间特色供给来客品尝。

山庄的老板娘姓叶,将近50岁，她既好客又健

谈，她告诉我们，自己原来因生活窘迫，为了生计，

不得不在宁国市摆水果摊，生活艰辛。五年前，有

两位爱摄影的退休老师游玩到这里，发现红杉林

的美景，就拍下照片在网上发布，引来很多外地人

来游玩。因当时食宿条件有限，游客自带干粮、打

着地铺留在这里过夜居多。看着如此火爆的旅游

队伍，她贷款在老家翻盖了三层楼房，接待游客们

吃饭和住宿。见到商机，有很多原先背井离乡的

人也纷纷回到家乡，搞起了餐饮、住宿一条龙服

务。大家的日子于是越过越好。

原来，川藏线不仅仅是皖南的风景线,更是

皖南人的生活线、幸福线。

穿越皖南川藏线 安徽庐江 曾福来

川藏线是四川成都与西藏拉萨之间汽车通行的第一条公路，也是早期的茶马古道，道

路十分险峻。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和炒作，皖南也有了“川藏线”。2021年11月，

在朋友驱车下,我们一行人穿越了皖南川藏线。宁国红杉林是我们穿越皖南川藏线经过、停

留的第一道风景线，它位于宁国市方塘乡内。时值“立冬”，红杉正当时节，有些是明艳的红，

有些略呈金黄，它们以“伞”状的树型笔直地矗立在水中，身姿挺拔英伟，养眼却不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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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褐色夏蝉潜伏在门前的槐树上，“吱儿吱

儿”地唱出高腔，音域宽广，远远的就能听到。一

个小小的身影，猫着身子，蹑手蹑脚地来到树下，

滴溜着黑葡萄似的大眼睛在枝叶间搜寻。突然响

起的蝉鸣暴露了目标，小身影慢慢伸直腰，轻轻地

将手靠过去。接近目标的一刹那，迅速捂住，一只

蝉便乖乖地落在掌心——那个小小的身影便是

我。活捉的蝉用细线拴住，牵在手里。那蝉还想

飞，振翅腾空，却被线拉住，摔倒在地。有时候它

兜着圈子，转晕了，错把人体当树干，飞到小腿上，

胆小的伙伴吓得大哭。玩腻了，我们便将它系在

树桩上，用竹枝轻按它褐色的肩背，按一下就叫一

声，然而按久了，它却不叫了，大约被我们欺负得

烦透了，懒得说话了吧。后来，我们给它喂食，将

米饭或活捉的蚂蚁送到它嘴边，它理都不理，以绝

食抗争。因为担心它会饿死，只好松开细线放生。

庄子里的蝉真多，尤其是雨后，往往能看到地

上、树干上散布着黄褐色蝉壳，有时还能看到蝉蜕

壳的过程。一只蝉挂在树枝上，后背裂开了口子，

就像女孩儿后背开拉链的连衣裙。粉嫩浅红的蝉

从裂口中一点点往外挤，很费力很痛苦的样子。

过了很久，终于破壳而出，渐渐地，浅红的蝉一点

点变成赤褐色，轻轻抖动翅膀，飞走了。蝉爬得到

处都是，蝉声也密集，清脆，激越，高亢，悦耳。一

只蝉开了个头，千万只蝉齐声跟唱，比除夕的鞭炮

还要热烈，将整个村庄煮沸了。蝉声一浪一浪的，

这边息了，侧耳细听，另一座村庄的蝉声隐约又

起，齐声高歌。

蝉是林间的歌手，栖于高树，游走于民间，唱

响乡村歌谣。它的嗓音好，带着草木的气息和露

珠的质感，从清晨唱到黄昏，嗓子从不嘶哑。“明月

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有时候，遇到明月朗照

的夜晚，它们错把月光当日光，扯上几嗓子——不

唱白不唱。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地下，钻出地

面存活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十几天。

但它珍惜生命中每一天的时光，引吭高歌，歌唱乡

村，歌唱生命，每一声，每一句，都清澈如洗，玉润

珠圆。

一个又一个夏天走了，一只又一只夏蝉走了，

一个又一个捕捉鸣蝉的孩童离开了村庄。但蝉声

没有走，它一直都在，声声不息。夏天里，随意走

进一座村庄，总能听到如洗的蝉声。

蝉声是村庄的标配。夏天里的村庄，要是没

有蝉声，那该多么寂寞无趣啊。幸好，我们还有蝉

鸣，一声声，陪伴村庄寂寥的黄昏。

蝉声洗过的夏天
安徽桐城 疏泽民

一座村庄，要是没有夏蝉，那是不完整的；

要是没有蝉鸣，那是乏味的。夏蝉在高树，在

林间，在枝头，它们在每一座鸡犬相闻的村庄

里高歌，在每一个离乡的游子记忆里回荡。“池

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一首流传了几十年的歌谣，将记忆带回到无忧

无虑的童年。

透过层层绿意，隐约间，可以看见两只胖乎

乎的小猫斜躺在树杈上，像在拉家常。几只珠

颈斑鸠站在路边自顾自地低头找寻食物，它们

一点也不怕人，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有

报道说，一男子在公园树下行走，被小鸟追逐，

吓得狼狈奔逃。估计那只小鸟是在护巢，所以

它的行为有些出人意料。有时看见小鸟，我便

下意识地离它远一些，以免惊吓着它。不过，我

们小区的小猫却与人走得很近，彼此相处得很

好。早晨，它们慵懒可亲，成为令人怜爱的一

景，傍晚，它们也是不可缺少的伙伴。

那时，这绿色小岛便开始热闹起来，孩子们

有的拿着玩具枪模仿着天外来客在互相“交

火”；有的在健身器材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

乎；还有老人在下棋。小猫呢，则埋伏在灌木丛

里，很多只，一动不动，像吃饱了饭买了门票的

观众一样观看着，极有耐心。孩子们对小猫也

印象深刻。一次，绿岛边的一棵柳树的树枝断

了，小区的管理人员就站在树下看啊看啊，极为

心疼的样子。一个三、四岁小孩说，会不会是小

猫弄断的？因为小猫会爬树。她妈妈笑了，说

不会的，是暴风雨弄的。昨晚下雨了？现在住

在高层的人，很难听到雨声。最后管理人员用

绳子把柳树圈了起来，以防人不小心碰着它。

猫走路很轻盈，一般不会损伤公物的。小区里

的人对猫实在很宽容很信任，任它们来去自由。

小区里还常常出现两位爱猫达人，一男青

年，一女青年。男青年瘦瘦的，头发遮住脸颊，

背着双肩包；女青年也瘦瘦的，背着双肩包，长

发飘飘。他俩一个在左边道给猫喂食，一个在

右边道给猫喂食，从不交流。即使你主动上前

搭话，他们也不瞅你，两只眼只看着猫，眼光柔

柔的，说话轻声细语，像两个远道而来的人，没

有俗世的烦恼。从他俩身边经过，你能感受到

一股凉气迎面扑来，像是从几千年的深潭里冒

出来的，清爽宁静干净。

有一天，我在小区地下车库外行走，偶然抬

头，看见一棵树在西斜的阳光下开着星星点点的

紫花，啊，这不是楝树吗？我曾经在一首诗里认

识楝树，便很想亲眼见到它，许是那首诗写得太

深情了吧。后来，我在绍兴鲁迅故居的附近见过

楝树。当时高兴极了，望着一树楝花，我想起鲁

迅的散文诗：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

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不怎

么写花，但他对树情有独钟——原名周树人，便

于树结下良缘。而眼前的树虽不是枣树，可也很

挺拔，更何况它还生长在鲁迅的故乡，这叫人怎

不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它呢？而在合肥，却一直

没见过楝树，我很纳闷：怎么见不到楝树呢？不

曾想，楝树就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它位于深幽

之处，被海棠树、玉兰树、枇杷树和合欢树遮挡

着，难怪十几年来没有注意到它。边转悠边想

着，不知不觉又走到那棵楝树下。此时正值梅雨

季节，树上结了许多小小青果，十分诱人。

猫与楝树 安徽合肥 胡玲

清晨起来在小区转悠。小区里树木葳蕤，低的有灌木丛，高一点的有鸡爪槭、桂花树、

樱花树和山茶花树等，更高的则有落羽杉、白玉兰、红玉兰等。它们杂乱交错密密匝匝地

立在小区中央曲折的水池周围，给人一种原始森林的感觉，又像绿色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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