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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名来到汇龙镇江天大自然生态
园，参观新建的“农家大院”。

走进了高大的玻璃大棚,呈现在我
眼前的，是长长的一排茅草房。虽泥巴抹
墙，但墙抹得既平整又光滑，给人以端庄
感；虽茅草铺顶，但草铺得既整齐又顺
溜，给人以朴实感。屋檐下，挂着串串农
产品干货，红的是辣椒，黄的是玉米，紫
的是蒜头。一股浓浓的乡土味，陡然而
生。

此景此情，将我的思绪，霎时拉回到
儿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村，瓦房
少，草屋多。记得小时候有次去外婆家，
正碰上他家屋顶新铺稻草。远看，金灿灿
犹如“黄金屋”。进屋，浓浓的稻香味沁入
扑肺腑。见我喜出望外，外婆说，此屋冬
暖夏凉，喜欢的话，以后住这吧！

走进茅草房，一只老式两眼头柴灶，
闯入眼帘。“尺八”镬子，铁罐，灶花，搁
板，“灶猫洞”，“焊焦洞”，样样齐全。我笑
着问徐总：可有安放“灶家菩萨”的地方？

灶是家的象征。自记事起，第一印象
就是自家的灶。我至今清楚记得，我家早
先的灶也是两眼头的，灶花是两条在荷
花间欢蹦乱跳的大鲤鱼。儿时农村穷，难
得买鱼吃。我时常望着鲤鱼嘀咕：啥时跳
进咱家镬子里来？

灶也是母亲最忙碌的地方。小时候
母亲围着灶台转，我围着母亲转。长大
些后，母亲灶前忙不过来时，也时常让
我去灶后帮忙添柴烧火。当“火头军”
也是美差。自留地里的玉米灌浆了，母
亲会掰下一穗，插在“烧火镣”上让我

“烤来吃”。冬天，我可顺手在柴禾堆里
摸出个红薯、土豆、芋头什么的，埋进
火红的灰烬里“炮着吃”。那种纯真的
香甜味，没齿不忘！

灶是乡情的诞生地。最铭记我心胸
的，是小年夜送“灶家菩萨”上天的乡俗
了。

在全家人吃“廿四夜饭”前，老爸点
燃了香蜡烛，老妈盛上赤豆米饭和青菜
烧豆腐，先供奉给灶王爷享用。饭毕，少
顷，要送灶王爷上天了，老爸对着灶王爷
边叩头边言语道：菩萨上天言好事，孩儿
调皮，多多包涵。接着，也要我叩头行礼。
面对灶王爷那既慈祥又威严的面孔，想
到自己平日里调皮捣蛋的言行，不由得
诚惶诚恐。暗自思忖：又长年岁了，要长
点记性，明年不再为难灶王爷上天述职
了！灵魂得到了些许净化。

灶是人间烟火的发源地。人一生中
最难以忘怀的，是自家的灶。七十年代
初，我应征入伍，“背灶离乡”，从此，很少
接触到老家的柴灶了。从部队转业定居
市区后，住上了套间，用上了燃气灶，与
柴灶渐行渐远。今天，又见柴灶，仿佛遇
见了久违的发小，兴奋异常，情难自禁。
我凝视着它，灶前灶后，来回转悠。依稀
中，“尺八”镬子里冒出了金灿灿的玉米
粞饭，黑呼呼的灶膛里飘出了红薯悠悠
的焦香味！

江天徐总见我不停地围着柴灶转
悠，知道我触动了旧情，便说道：“空闲
了，带着全家，来趟回归自然之行！要吃
时蔬，到我大棚里去采摘。要吃河鲜，到
我后边“宅沟”里去捕捞。甲鱼、鲫鱼、螃
蟹、鳝鱼等，沟里啥鱼都有；丝网、趟网、
爬网、撒网，我啥网都有。”然后夫妇俩你
抱柴我打水，你“生加工”我“热处哩”，在
这柴灶上亲自烹饪，品尝一下“尺八”镬
子里的原生态！

“妙！”我翘起了大拇指。
刘善云

农家大院情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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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汇龙镇走进汇龙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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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今夜白
置身冬的怀抱
与你把盏寒冷的夜色
凛冽，穿越过烛火
随往事搁浅于岁月的河流

风从今夜白，让飘零的落花
顺流而下，去隐忍锥心刺骨的疼痛
让满天星光，浸染白皑皑的雪地

赋予枯槁的根蔓一丝光明

就让风，再次从今夜白
而我，就枕着通透的月华入眠
在那片辽阔原野上，静等一缕春晖
点燃心中久违的火焰

等一场雪
清晨，推开窗

见证了冬的一场延迟的热情

纷纷扬扬，飘落眼前
世间万物，身穿洁白的纱裙
参加着流光溢彩的盛典
幸福就是孩童们天真烂漫的笑容
天寒地冻中，与雪共舞

而我的梦，也飞奔而来
急驰的千里驹，怀抱着一团雪

深一脚浅一脚的痕迹，等待它
慢慢抚平，布满了伤口的心路旅程
用盈满泪的双眼，相拥温暖

就让这一场空灵的降临
渐渐消融两颗日夜思念的心
在它的身影下，再也没有黑的夜
让伊带走这一切，让灵魂得以升华
从此跟随你，走天涯……

梧丹梦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品王维的
诗，听齐秦的狼，很长一段时间总是向往着西
北大漠，如愿以偿成了内蒙的媳妇，遮天的沙
尘暴，却让浪漫的想法变得狼狈不堪。

不同于北方的苍凉辽阔，亚热带季风气
候的启东冬季温和少雨，一次偶然的就餐让
我邂逅了江天生态园。

江天生态园，我不经意的闯进这片世界，
小桥流水，绿意盎然，层次分明的绿色，湿漉而
又清新的空气，每个不经意的拐角就有一处就
餐的园落，颇有“幽巷深处有人家”的意境。

如果说大漠是一位粗犷豪迈的汉子，那
江天就是一位温宛细腻的女子。

整个园区占地600多亩，餐前或者餐后可
以在园区随意走动参观，方木搭成的葡萄架

走廊一眼望不到尽头，冬季只剩下那些灰褐
色的老藤在架子上寂寂地缱绻着。

只要春天一到，看似惺松的叶芽很快陆
续醒来。它们伸展开毛茸茸的小手，小心地探
寻着这个世界。不用多久它们就把阳光撕得
光怪陆离斑斑驳驳，游人行走在这绿色的廊
下，无端生出几分浪漫情绪。清风徐徐地一
摇，碎碎的阳光偶然洒在脸上，仿佛感受到了
秋季葡萄的甜美。

走廊两边是绿色的田地，葱郁的果树，餐
厅所用果蔬大部分都是自给自足。有农民在
耕作、有狗子在田地里撒欢、还有一群园丁在
果园修剪枝丫。

路过桃林，有一片枯叶飘落在我鞋面，让
我的目光不得不飘向这片林子。冬天的树光

秃秃的，好像是剃光了头发，枝丫千奇百怪，
就像童话故事里怪物巢穴前的恐怖森林。可
只要一场冬雪，却又变得充满生机，雪花包裹
着枝条，仿佛穿上一身厚厚的衣裳，偶尔有风
儿路过，它就兴奋的颤动着枝丫，告诉它春节
快到了，鲜花将要盛开啦！

果园前方的鱼塘安静地晒着太阳。也许
是锦鲤的脾气太好了，也许是饵料的味道太
诱人，平静的水面泛起了涟漪，一个两个
……片刻不到，它们欢快地打着滚，在涟漪里
嬉戏抢食，它们不断变换着妙曼的身姿，五颜
六色就像小姑娘的裙子，好看极了。

庭院深深深几许。园子太大，动物园、卡
丁车、游泳池、手工坊、真人CS等等，值得探
索的地方太多，我走过了一茬又一荐的田地
院落，就像走过了四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
飘飞。从韶华年茂，到眉宇沧桑，景色变了，游
人变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
寻。 姚宇

自从家里装修好，一直为添置哪些家居冥
思苦想着。正巧，赶上文联采风活动，去了趟东
大文化创意园，灵感顿时唤醒了。

东大文化产业园在北郊，环境幽静，本是一
间间厂房，工业元素与文化艺术碰撞着新的对
话产生新能量。景德镇瓷器文化展示跟雅堂茶
饮文化体验、软装设计与制作、花艺教室、海内
外家居用品展销等等，琳琅满目，看得眼花缭
乱。一件件充满设计感的物件，看似普通，却彰
显着主人的性格与气质。刚拿起一件美式精致
的餐具，又被旁边的造型优美的饮水杯吸引；一
边感慨复古风格的装饰画值得拥有，一边又不
忍放下个性舒适的懒人椅。平时的网购是比较
方便，但你会发现，代购太慢，而且真假难辨。这
样的海淘体验更能亲身体验到适合自己的、感
兴趣的东西，超多单品可以选择，还有贴心的导
购帮着答疑解惑呢！

都说，购物让女人保持愉悦的心情，从而努
力地使自己貌美如花，一个人逛有点孤单，三五
个好友一起，热热闹闹，还能多点建议。跟同行
的姐们都喜欢中国传统竹编工艺品，大家都想
纳入个手工竹编的包包，那些竹制包包，木扣装
饰，造型古朴大方。我想，无论是参加聚会时的
文艺典雅之感，还是便携出游时可清新可复古
的从容，都有一股子闲适的气质，淡然行走于浮
华之中，出淤泥而不染。崇尚天然，回归田园之
趣，怎能不惹人喜爱？我不禁想起，儿时淘米用
的烧箕、晾晒用的囤盘等家居用品，现在都被塑
料和不锈钢制品代替。小时常常在邻居陈婆婆
家玩，她就是竹制品工匠，一件竹编工艺制品，
包含构图、选竹、劈篾、编织、上色等一系列流
程，每一步都异常复杂，所有的活都体现在手
上。依稀记得，竹编工具主要有篾刀、刮刀、匀
刀、夹子、锯子、锥子。陈婆婆先选材，根据不同
的竹器选用不同的竹子，然后采伐竹子，采伐
后，把竹节削平，用篾刀剖开，再剖成细篾，剖篾
是基本功，篾条剖好，然后刮去表层，刮得大小
均匀……一旁的导购让我们摸摸，任何处都是
光滑舒适的。

是啊，传统手工艺，用竹丝篾片的挑压交
织编织出各种形态的工艺品。 随着全手工竹编
制品的自然美被逐渐认同，把竹编技艺融入到
生活中去，将实用与艺术结合，成为传承最好
的方式。

徐刘杰

“听说，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上午
9点，上岛咖啡，一定要去，听见没？”小
满临出门前，阿兰千叮咛万嘱咐。

小满一边换鞋，一边敷衍地点头：
“妈，知道啦！”眨眼间，已经消失得无影
无踪。

阿兰摇了摇头，垂头丧气地关了
门。

小满都28了，为了他的婚事，阿兰
真是操碎了心。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前
介绍了两三个，小满都不满意。这小满，
心里到底在想啥呢？

9点30分，手机响了。
“喂，大姐，女方觉得怎样啊？什么？

小满放人家鸽子了……”放下手机，阿
兰火冒三丈，“臭小子，看我怎么收拾
你！”说罢，急急地拨打了小满的手机，
只响了一下，就被掐了。

抬头一看，爸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这一大一小，都不让人省心！阿兰强压
怒火，换鞋出了门。

下了楼，阿兰一路往东走。她知道，
这是爸喜欢的遛弯路线，走着走着，阿
兰有点犯迷糊。咦？小区里的老人都上
哪去了？平日里，他们喜欢坐在楼下晒
太阳，聊聊天，打打牌什么的，今天是怎
么了？

“阿兰，是在找你爸么？”抬头一看，
是邻居宋大叔。

“是啊！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这阵
子，总是神神秘秘的！”

宋大叔掩嘴偷笑，朝前面指了指：

“你上那找，往前15米！”
宋大叔的表情，让阿兰有些摸不着

头脑，什么事那么好笑？阿兰不去想它，
继续往前走，“咦？城东安康通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阿兰稳了稳神，抬脚走了进
去。

“您请进！”一个红衣女子礼貌地打
招呼。

阿兰朝里面望了望，环境优雅，屋
子打扫得一尘不染。

“这里是？”
红衣女子笑着说：“来，我带您参观

一下！这里是老人休闲的地方，可以打
牌，下棋，书画，跳舞等，都免费。还提供
代购代买，上门送餐，护理等服务……”

楼梯口，摆着旧时的老物件，什么
八十年代的画报，黄书包，铁皮饼干盒
……转瞬间，阿兰回到了青春年代。

红衣女子一路讲解，阿兰跟着上了
二楼。这时，餐厅传来阿兰熟悉的笑声。

红衣女子说：“今天包馄饨，免费吃
哦，您要不要一起参与？”阿兰走到门
口，见一帮老人正在包馄饨。其中，老爸
正和一个老太太有说有笑。角落里，阿
兰看见了儿子小满，此时，正跟一个模
样清秀的女孩一起准备馄饨馅儿，眉眼
间满是爱意。

顿时，阿兰明白了，朝红衣女子
“嘘”了一声，悄悄地下了楼。

“所以，我儿子和那个女孩都是义
工？”阿兰问。

红衣女子点了点头：“是的！他们都
很有爱心，一有空就过来帮忙！大姐，您
要不要一起包馄饨？”

阿兰笑得合不拢嘴，摆了摆手：“不
了！不能打扰他们！谢谢你，也谢谢这个
地方……”这简直是双喜临门呀！一路
上，阿兰激动不已。原来，小满早就有了
意中人，看来，是自己瞎操心了。更让她
欣慰的是，爸终于打开了心门。妈都走
二十年了，之前，阿兰一直劝他再找个
老伴，可他非是不肯……

幸福来得太快！回家，赶紧翻一下
日历，看哪天是吉日？也许，祖孙俩可以
同一天办喜酒，哈哈！阿兰喜滋滋地想。

张春风

在启东，提起江天生态园，几乎没有
人不知道，以至于当有人问起“有谁没有
来江天吃过饭？”时，十余人中，只有一两
人举手。在大多数人印象里，江天生态园
只是个休闲农庄，是休闲用餐的好去处，
其实，真不尽然。

“既然大家对前面的用餐区域都有所
了解，今天就不带大家参观了。正好我们
新准备开放一个新项目，正好带大家一起
先去参观一下。”徐总热情的介绍说。于是
我们跟着负责人绕过前面的用餐区域，信
步来到了一栋二层小楼前。早已入冬，庭
院里的草地一派萧瑟枯黄的景象，几枝未
尽枯萎的黄玫瑰在寒风中作凌乱的挣扎，
倒平添了几分生气。

进了大门，顺着台阶扶梯而上，上到
二楼，眼前竟呈现出一片不同景象。“地球
水资源展厅”牌子首先映入眼帘。只见整
个大厅都被蓝色的灯带晕照着，好似天
空，又像是大海的颜色，给人一种魔幻的
感觉。雪白的墙壁上，次第展放着有关

“水”的各式图片文字介绍。头顶的幻影机

也在投影着跟“水”有关的影像，加上同声
音响设备的播放，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现
场感觉。地上摆放着一个“启东水域分布
图”的模型，热情的负责人给我们讲解了
启东地区大致的水域分布，让我们对自己
生活的地方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大家都好
奇的在图上寻找着自己熟悉的地方。顺着
展厅往里走，一颗防真大树树立在展厅中
央，地上也铺着碧绿的仿真草坪，投影仪
正播放着“地球与雨水”的循环过程。幸好
是假的草坪，否则，看了这样的影像，为了

“爱护自然”，真是舍不得在真的草坪上踩
踏了。出了“绿色的展厅”，映入眼帘的是
几只摆放在台子上的马桶，诧异之余，我
仔细一看，哦，每只马桶旁边都有用水量
的比较和介绍。看来，这不仅是介绍了厕
所“马桶”的发展史，更为了突出“节约用
水”的主题……

出了展厅，大家都对“江天生态园”即
将开放的这个项目赞不绝口，更为它能成
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而开心。

张香梅

小满的婚事小满的婚事

偶遇江天

享受海淘

在江天水资源展览厅在江天水资源展览厅

施惠新书

江天大自然生态园一角江天大自然生态园一角 潘杨摄潘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