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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峡谷位于攸县东乡黄丰桥镇满江
村，从该村谭前组丰瑞古桥起，有公路沿满
江河一路蜿蜒而上，至鸾山镇三联村的老棚
里止，全程直线 3公里左右；峡谷东边是寨背
山脉，主峰海拔 900 米，西边是小姑仙山脉，
主峰海拔 920 米，满江峡谷就在这两大山脉
中，呈西北、东南走向穿行，这里风光旖旎，
四时长盛，是休闲的天然牧场。

（一）

峡谷独特地貌让人叹为观止，鬼斧神
工，怪石嶙峋，形状各异，颜色有别，好似艺
术精品在山中展出。山以木为景越发葱茏，
山藉石为脊更显雄壮，山拥水而行犹见灵
动；一众草植攀石而生，细长草叶如绿色瀑
布垂落石体之上，显山露水处便有了诸多风
采和灵韵。

峡谷坐拥磅礴气势，群峰错落间如涛翻
浪波澜壮阔，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绵延里伸
向远方，大山脚下的溪流就是满江，它发源
于鸾山柑子山，是攸水上游三条支流之一的
兰溪上游，兰溪文学社在河畔蔚然兴起，文
脉随流水渊源而长。

“蝉噪林逾静，鸟鸣幽更深。”用来形容
满江峡谷真是恰如其分。峡谷吹来的风夹杂
着几许秋韵，天高云淡，气爽神清，没有强烈
的日照，峡谷略显腼腆羞涩，内秀如一位青
葱少年见了陌生客人。

平坦的水泥路蜿蜒曲折在峡谷，两翼青
山如黛高高耸立，山脚民房鳞次栉比，白墙
红瓦点缀其中，鸡犬之声两两相闻；屋场三
五居民围站一处，家长里短地攀谈着，爽朗
处笑声一片，随袅袅炊烟回荡山间。

江中流水欢畅，激烈处飞珠漱玉，犹似
哗啦啦地掌声迎着我们，江边菜地青翠油
碧，一派生机，让人羡慕着纯天然无污染的

“锦衣玉食”；田间亭亭玉立的不是花，是荷
叶，清香是混在空气里的灵魂，摄人心魄，纵
使不敌秋枯黄，细嗅山谷有余香。

（二）

朵朵莲蓬如稚嫩孩童般，好奇地探出脑
袋望向我们，碧绿的莲子藏在如发囊的蓬
中，饱满颗粒好似吃得圆溜溜的肚皮，撑得
莲蓬鼓鼓囊囊，与荷和莲细长的杆子形成了
燕瘦环肥的鲜明比对。季节的遗落里从没有
失落的表情，花落无声缔结成果，叶枯枝败
残荷雨声，季节从不为诗意，只为双向奔赴
里收获的意义。

路边几树深红斜斜垂挂于山坡，像青藏
高原上的经幡随风飘动，鲜艳的色彩是山的
多情，是叶子对树的表白，是初恋情人眼眸
里的爱，也为没有太阳的秋日留下一抹最绚
烂的温暖。

鸡鸭的鸣叫声唤醒沉醉的风景，那是从
几栋连体的老旧抖墙屋里传出来的，抖墙屋
金黄色的墙体在峡谷格外醒目，有的或刷上
了石灰白，只是那白粉随风蚀骨，飘落在岁
月的风尘之中。

黛色瓦片上爬着一串串瓜蒌藤蔓，排排
佛掌似的叶片张开着，在视觉里雕刻出绿色
镂空；房前屹立的那棵大树只剩下零星叶
子，裸露出一条条如筋脉样的细枝，呈放射
状排列在天空的背景中。

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树下，他身着
黑色的呢子上衣，身形清瘦，两鬓斑白，脸上
洋溢着慈祥笑容，离他不远处有一只小黄
狗，正欢快地摇着尾巴，见有人走近，则迅速
躲在一堵小石头垒砌的围墙角，两只眼睛环
顾着四周……

峡谷诸多元素的组合辉映在漫野绿色
之中，就像一幅清欢图徐徐展开，定格在峡
谷深处，定格在烟火人间，定格着时光清浅。

（三）

田园风景暖人心，山冲野果更喜人。只
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道路两旁随手
可触的野果便可收入囊中：八月炸、野柿子、
野荔枝、苦粒子……数不胜数，如珍宝晾挂
在儿时记忆深处。可以踮起脚尖，可以爬上
枝头，可以稍事伸手，只等你来识别，来寻
找，来品味，来成为峡谷里另一种自然味道。

沿途蒹葭苍苍，白鹭成双，户外游人，醉
在心上；成片蒹葭林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
返，或淋漓长在山坡，或袅娜立于水边，或一
字排开道路两侧，或三两拢聚一处；粉色花
絮簇拥两米开外的杆头，风姿绰约，随风摇
曳，像九天仙女身着广袖留仙裙在满江峡谷
翩翩起舞，妩媚动人，把一季粉红色的甜蜜
烙印在满江峡谷的记忆里。

硬化的水泥村道上，时不时可以见到一
辆辆满载青竹的货车，从山里运往山外，扬
起的土灰随车身消失而落定尘埃，留下一地
靠山吃山的生态富民感慨丛生。当阵阵清脆
的铃铛声传入耳内，眼前村道上一群黑压压
的移动点慢慢儿向我们靠拢，原来是当地村
民在满江峡谷放牧一群黑山羊，萌萌的叫唤

成为峡谷最动听的音乐，与可视的风景水乳
交融。

硬化的水泥路连接着峡谷风景，也将村
村落落的民风交织互通，带给走进峡谷的人
美好心情。心情在翻山越岭的行进中奔放，
跨过坳背源头桥，白墙黛瓦的小院首先映入
眼帘，古朴典雅得如同江南女子立在满江水
边，她在等，等故人归来，她在盼，盼壮士凯
旋，在原始风景的坳背桥头，在等和盼里又
立成了风景中的风景。

大江源原是满江村最偏远的一个村落，
原住居民 19 户 80 人，陆陆续续地搬迁后所
剩无几，留下的风景里游荡着乡愁，还有最
初的时光静好；一切都是原来的模样，青山、
古井、大树，田园、果木、老屋，小桥流水潺
潺，风景四季如故……

红砖建成的房子没有来得及刷上白石
灰粉，岁月的痕迹直观而清晰，依稀能嗅出
墙面涌动的年代气息，木窗木门早已被太阳
晒成了本色，厚重、质朴，入眼时生出几许亲
切的感觉，这感觉如此真实，如一汩汩的清
泉从心底泛出。

（四）

岁月不知何处去，化作银丝爬上头。门
前木椅上满头白发的两个老人面山而坐，晒
在秋日暖阳里，慈爱的脸上尽显和颜悦色，
他们守着这方风景，惯看山冲秋月春风，他
们守着这方田园，以土地为根爱得深沉。见
我们到来，热情招呼着，交谈中得知爷爷奶
奶已经 70多岁，舍不下几十年来与大江源山
水田园交厚的浓情，舍不下山中的宁静，还
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性。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桥
头小屋场有三户居民，一户在县城机关幼儿
园教书，一户南下广州打拼，只是偶尔会回
来住上一段时间，享受山中明月，峡谷清风。
或许身在他乡才更懂得思乡情切的心境吧，
聚散匆匆里丈量漂泊的距离，清风明月中寄
托难辞的难分。唯有故乡的景致才能慰藉，
唯有故乡的山水才能补偿，补充清新空气里
才有的满满能量。

路边的橘子、柿子青了又黄，圆溜溜的
果实儿在颜色里算着主人的归期；房前板栗
落了一地，叶子落了一地，把乡野小径落成
了诗意；棕黄色的叶片卷曲着，折叠的都是
山中过往，红色的红头杉果热情似火，一颗
一颗缀在针叶之间，红得似乎要燃了这树，
这山谷，这小小村落。

沿着道路往前走，不远处便是大江源洪
氏宗祠。祠堂依山脚而建，古朴庄严，门前两
座石狮威武雄壮，大门牌匾上的洪氏分祠四
个烫金字体如大山一样雄浑；拾阶而上是祠
堂前坪，有围栏圈护，80 多岁的洪有规老先
生得知我们到来，专程风尘仆仆赶来打开祠
堂大门，为我们讲解祠堂的历史和故事。鹤
发童颜的洪老先生禀性里流露出的何尝不
是这方山水的性情呢。

洪老先生说：洪氏宗祠始建于 1841 年，
历时近 200年，分祠至今保存完好。因大江源
洪氏当年有位百岁老人，清光绪帝遂下旨建

“百岁坊”，该牌坊至今仍屹立在满江左岸坊
下组，今年 9月黄丰桥镇拍摄文旅片时，专门
在“百岁坊”下取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
在洪氏宗祠设苏维埃大江源乡政府，湘赣临
时省委经常在此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谭余保重回旧地，称赞这是一块红色的
土地。出生在大江源的洪石生，秋收起义后
上井冈山，后来参加长征，在途中壮烈牺牲；
出生于竹巷里的洪长仔，是攸县第六区九乡
赤卫队员，1932 年被反动派杀害于昭村；出
生于竹巷里的洪石珠，是攸县第三区九乡苏
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党员，1933 年在江西红
军医院因伤重病故。《攸县黄丰桥镇志》均有
记载。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透过开门见山
的风景，内心感慨油然而生！

航拍下的大江源，风景更甚，一览无余，
似一幅波澜壮阔的山水画卷铺呈在满江村
落，山势连绵披锦绣，峰峦叠翠出重霄，河道
穿梭临无地，宛若游龙翩若鸿，真是山原旷
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以无穷魅力让人沉
醉，流连，感受它的神奇与美妙。

当太阳缓缓滑过山顶，金色的阳光打开
了山门，一点一点照在树上、草上、河面上、
房顶上、我们心上……

满江峡谷游记
虞晓平

游记

生活家

初冬时节，大自然仿佛是一位神奇的画家，用
最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绝美的画卷。金黄色的
银杏树叶飘落，无疑是这幅画卷中璀璨的一笔。

当第一缕寒风吹过，银杏叶仿佛听到了冬的
召唤，开始了它们生命中最后的舞蹈。那一片片金
黄色的叶子，宛如一把把小巧的扇子，又似一只只
灵动的蝴蝶，在风中轻盈地摇曳着。阳光透过稀疏
的枝叶洒下，给银杏叶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每
一片叶子都像在诉说一个古老的故事，它们经历
了春的萌发、夏的繁茂，如今在冬的门槛上，以最
美的姿态告别。

满树的银杏叶，黄得那么纯粹。它们紧紧地簇
拥在一起，仿佛是一团团金色的火焰，燃烧着生命
的热情。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演奏一
首欢快的交响曲。不时有几片叶子飘落下来，打着
旋儿，缓缓地落在地上。它们像是大自然馈赠的礼
物，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地毯。走在上面，
脚下发出清脆的声响，仿佛是在与大地进行一场
亲密的对话。

银杏树叶飘落的情景，自古以来就引得无数
文人墨客为之倾倒。在古人的诗词文章中，银杏树
叶飘落的画面被描绘得如诗如画。“鸭脚半熟色犹
青，纱囊驰寄江陵城。”这是梅尧臣笔下的银杏，他
将银杏叶比作鸭脚，形象地写出了银杏叶的形状。
而在李清照的词中，“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橘
可为奴。谁怜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则
赋予了银杏一种高贵、优雅的气质。银杏叶飘落，
在古人眼中，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情
感的寄托，一种对生命的感悟。

在这个初冬时节，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欣赏金
黄色的银杏树。公园里、街道旁，随处可见人们驻
足观赏的身影。孩子们在银杏树下玩耍，他们捡起
一片落叶，仔细观察。年轻人则拿出手机，拍下这
美丽的瞬间。老人们则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飘落
的银杏叶，陷入了沉思。

银杏金黄的美丽也让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神
奇与伟大。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常常忙碌于
琐碎的事务，忽略了身边的美好，当我们停下脚
步，去欣赏那金黄色的银杏树叶时，我们才发现，
大自然是如此美丽。它赋予了我们无数的美景，让
我们在疲惫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心灵的栖息地。

初冬的银杏树叶飘落，是一场美丽的告别，
也是一次新的开始。它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
命的意义，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感动与启示。让
我们怀揣着这份感动，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
战，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日出。

散文

银杏黄了
谢正义

冬 日 的 暖 阳 透 过 疏 落 的 树 梢 倾 洒 而
下，为寂静的竹林披上一层轻柔的光辉。每
年这个时节，父亲会背上背篓，扛上锄头，
带 着 我 去 寻 觅 那 隐 匿 于 泥 土 之 下 的 美 味
——冬笋。

晨冬的竹林里，细长的竹叶已经枯萎，
随风一摇，如一尾尾小鱼，从竹枝上飘然而
落。用不了多久，那细长的竹叶把整片竹林
覆盖得严严实实，踩在上面发出“沙沙”的声
响。而美味的冬笋就藏在这片片竹叶覆盖的
泥土下面。

父亲对这片山林了如指掌，犹如熟悉自
己的掌纹一般。一路上，他向我讲述着冬笋的
生长习性与寻觅的技巧：“冬笋通常生长在竹
子根部附近，扫开竹叶，顺着竹鞭走，仔细观察
一下地面的裂缝和隆起的地方，轻轻用脚一
踩，土壤松软的地方或许就藏着冬笋。”

聆听父亲传授的技巧之后，我迫不及待
地想寻找冬笋的踪迹。看到地面有些隆起的
地方，就兴奋地去用树棍撬开上面的土层，却
发现除了一些竹节的根系之外，其余什么也
没有。许久过去，偌大的一片竹林寻了个遍，
我却一无所获。这时，父亲走了过来，轻轻地

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说道：
“别着急，挖冬笋需要耐心与

细心。你看，这是根老竹子，
沿着它的根部看看，这里
就有一个大的裂缝，下面
应该就有冬笋。”说完，父
亲拿起锄头，小心翼翼
地挖开四周的泥土，果
不其然，一个胖乎乎的
冬 笋 露 出 了 头 ，好 奇
地打量着这个世界。
我急着要把冬笋挖出
来，没想到，一锄头下
去 把 冬 笋 挖 成 了 两
截，鲜脆的上半截被
刨了出来，而下半截

还藏在泥土里。父亲看了我挖出的半截冬笋，
连声说着“可惜可惜了”。他告诉我，裂缝越
大，说明冬笋越大，下锄头的时候更要小心，
要先把四周的泥土挖松，再一点点刨开，等冬
笋露出了全身，再用锄头挖它的根部，这样就
挖出了整个冬笋。半截子冬笋既影响它的看
相，也造成了浪费。

我懊悔不已，在父亲的指导下，我也渐渐
掌握了挖冬笋的技巧。刚刚挖出的冬笋带着
泥土的气息，每个冬笋都形状不一，大的如同
鼓涨了的纺线锤，小的就像弯弯的牛角。外皮
呈金黄色，覆盖着一层细密的绒毛，摸起来还
有些扎手。一个上午的时间，虽然累得腰酸背
疼，但大大小小的冬笋装了半个背篓。父亲擦
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看着背篓的冬笋，脸上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

回到家后，母亲将我们挖回来的冬笋洗
净、去皮，切成薄片，与腊肉一起炒。不一会
儿，一股浓郁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我们围
坐在餐桌旁，品尝着这美味的菜肴，也享受自
己的劳动成果。

在那个冬日里，挖冬笋不单单是一种活
动，更是一种亲情的纽带。父亲用他的耐心与
智慧，教会了我如何在大自然中寻觅宝藏；母
亲用她的巧手，将我们的收获变成了美味的佳
肴。那些温馨的画面，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
海里，成为我心中最为珍贵的回忆。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离开了家乡，来到了
繁华的城市。城市里的生活虽然丰富多彩，但
少了那份与大自然亲近的宁静与温暖。每当
冬日来临，我总会想起那些与父亲一起挖冬
笋的日子，想起那片茂密的竹林，想起母亲做
的美味的冬笋炒腊肉。

远传冬笋味，更觉彩衣春。冬笋，它不仅
仅是一种美味的食材，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它见证了我和父亲之间的亲情，也见证了岁
月的变迁。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期望能有更多
的机会和父亲一起走进山林，去寻觅那藏在
泥土之下的温暖与幸福。

冬笋里的亲情
肖日东

记事本

周末来临周末来临，，阳光斑驳地洒落阳光斑驳地洒落，，如金砂般点如金砂般点
缀大地缀大地。我踏上了前往乡村老家的归途，那里
宁静而生机勃勃，每次归来，都如同一次心灵
的洗礼。车子还在村口，灰灰狗就摇着尾巴前
来接我。刚入家门，那熟悉的画面便映入眼
帘，父母正在院子里忙着收黄豆，院子的一角
仿佛成了一个金色的世界。

父母向来勤劳，他们在河边开垦出了几
块荒地，全都种上了黄豆。那黄豆从发芽起就
透着一股蓬勃的生机，嫩绿的芽苗像一个个
精灵从土里探出脑袋张望这个世界。在父母
的精心照料下，它们茁壮成长，每一株都挂上
了饱满的豆荚。到了收获之时，那一个个鼓鼓
囊囊的豆荚好似在向人们炫耀丰收的喜悦。
父母竟然收了整整三箩筐。

但这般上好的黄豆，却遭遇到不景气的
市场行情。父母挑到集市上售卖，无人问津；
甘心低价让豆腐店老板收购，也次次碰壁。那
三大箩筐豆子在院子里静静堆放着，像被世
界遗忘的珍宝。父母守着它们，满脸焦灼，那
眼神里透着无奈和担忧，原本被丰收的喜悦
点亮的目光，因此变得黯淡无光。

见此情形，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心疼父
母的心血即将付诸东流，也明白这些黄豆承
载着他们太多期待。想到朋友圈有不少热爱
自然、向往质朴田园生活的好友，时常会在朋
友圈夸赞那些来自乡村的、未经工业污染的
有机食物，便琢磨或许父母的这些黄豆能在
我的朋友圈里觅得销路。

我于是拿起手机，翻出以前拍的那些照
片，父母种黄豆的过程一一呈现：播种之时，
父亲弯着腰，用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埋下
豆种；平日间，母亲提着水桶精心浇灌豆苗，
拔掉周围的杂草；收获之际，父亲大把拔起黄
豆植株，那串串豆荚在风中晃动；还有在院子
里晾晒黄豆，黄豆铺满了整个院子；母亲挑拣
豆子时专注的眼神紧紧盯着豆子，用干枯却
敏捷的手指挑出干瘪坏豆……

我认认真真地把这些画面拼成了九宫
格，并且附上了一段诚挚的话语：“亲爱的朋
友们，这些黄豆乃是我父母亲手所种的老品
种，它们就像是来自旧时光的馈赠。栽培过程

中，未施一丁点的化肥农药，全靠父母辛勤耕
耘和自然雨水的滋润。这种黄豆磨出的豆浆，
口感浓郁醇厚，营养丰富，豆香萦绕在鼻尖，
极适合用来打豆浆。各位追求健康、讲究生活
品质的朋友，如果你们有这样的需求，可以给
予支持哦。这不仅仅是一袋黄豆，更是一份来
自田园的纯净守候……”

未曾想，这个消息在朋友圈一经发出，就
像是一颗小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泛起了不
小的涟漪。仅仅半天的功夫，我就接到了几个
朋友的订单。仔细一合计，竟然有几十斤呢。

接下来便到了为朋友分装豆子的环节。
质朴善良的母亲特意叮嘱我，称重的时候一
定要给人家足够的分量，她的眼里闪动着认
真与坚定，说：“咱可不能做缺斤短两的事儿，
可别让人家觉得咱乡下人不实在。”并且每个
袋子里还要额外添加二两豆子。对于母亲的
叮嘱，我连点头答应，内心深处也为有这样诚
实善良的母亲感到无比自豪。

随后，我就开着车满县城里给朋友们送
豆子。丈夫看着这般情形，不禁打趣说：“照这
样的态势发展下去，明年爸妈肯定会种出六
箩筐豆子了。”

第一批售出的黄豆评价非同凡响。朋友
们将黄豆打成豆浆，都说口感醇厚，豆香味十
足，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味田园的气息。于是，
他们又纷纷追加购买……

父亲等我把黄豆打包完，看着余下的小
半箩豆子，笑颜如花地说：“这点豆子我们就
留着自己做豆腐吃。如今村里推行退林还耕
政策，咱们家分到了一亩地。这地可不能就那
么荒废了呀，黄豆收成这么好，明年咱们继续
种黄豆，你还像今年一样，到朋友圈里帮我们
售卖。”父亲的声音里充满了希望，母亲则在
一旁轻轻点头。

望着父母满怀壮志却有些憔悴的脸庞，
我内心百感交集。父母虽已年迈，但对土地的
热情依旧。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们便会投身
于那片熟悉的土地，播种、耕耘、收获。当那些
农作物换来微薄的收入时，他们的笑容便如
孩子般纯真。我笑着对他们说：“好，明年我继
续通过朋友圈卖黄豆，再当一回老板。”

卖豆记
燕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