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蝉语
□ 张锦梁

清晨，朦胧中，传来蝉的鸣声——“知——了”“知
——了”……

与一般叽叽喳喳的鸟儿不同，这蝉，总是拉长着腔
调，有节奏地，不紧不慢地叫着。

然而，又是那样的执着。简直没有消停的时候。
当人们刚被“知——了”唤醒时，有那么一股清爽

之感，但接下来没完没了、单调乏味的鸣叫，则令人有
些不耐烦了。

它究竟“知——了”些什么？
今天又是个大热天吧。据说，天越热，这“知——

了”叫得越来劲。
但也有人告诉我，这“知——了”不是它的叫声，而

是它翅羽振动时的声音。气温高了，它要用翅羽的振
动降温。

——这倒也是一种说法。
不过，另也有人说，这“知——了”声是由它的“发

声器”发出的。它可因气温、求偶、受惊等因素所致，发
出不同的声音。名堂很多。但，都是雄的在折腾。而
雌的则默默无语。这是雄蝉求偶的呼唤！

看来，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理由很简单，雌的也
要降温——为啥它的翅羽不振？

蝉是很奇怪的小精灵。小小的幼虫从卵里孵化出
来，秋风便将它吹落下来。一到地面，它就马上寻找柔
软的土壤往下钻，潜伏在地下。少则两三年，多则十几
年。才钻出土壤爬到树上脱去干枯的浅黄色的壳（这
就是蝉壳，价比黄金），蜕变成成虫。

它生命的周期，绝大多数在地下修行。最长的竟
达十七年之久，耐得黑暗，耐得寂寞。它不但要不受外
界一切干扰，而且要没日没夜地修行以完善自身。其
意志、其毅力可敬可叹！

只是成虫了，化成了蝉，才又飞上树梢搏命怒鸣：
“知——了”“知——了”……

——它是那么珍惜其短暂的成年生命！
人们只是疑惑，在黑暗中经历了漫长“闭关修炼”

的蝉，必然“有所领悟”。那么，既已“知了”，何必“知
——了”？

生怕人家不知道？
有一位大家曾侃，平生最厌烦两种动物。一是青

蛙——一触即跳；二就是这蝉——没完没了的“知——
了”。

实际上，这着实是冤了蝉。
蝉，与“禅”同音。因而其叫声“知——了”给人以

特殊的遐想：
“知”者，即智慧。而此“了”，不是彼“了”。它表达

的不是“完成与确定”的完成式，而是“晓解”“觉悟”“求
是”的进行式。

于是，这“知——了”声，便是在催促人们以其智慧
去求索真理。

用心良苦呀。
蝉中有禅——蝉声便是无字之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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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的小镇
□ 李雪芳

“哇，赛艇，妈妈你瞧——”小跑在前的女儿看
到一艘艘倏然而过的赛艇，激动得拍手欢跳。“看到
了！你别激动。”说着我和老公不觉加快了脚步，跟
上女儿朝赛艇小镇走去。

赛艇小镇，就是我们曹桥街道马厩村的村部，
它因曾是春秋时期齐景公的驻马之地而得名。小
镇依水而建，因马厩大桥而出名。现如今这个千
年古镇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活力十足的赛艇小镇，
确实极具吸引力，令从小在这里上学的我好奇不
已：古老与现代的融合，小镇又会散发怎样的气息
呢？

在期待中我们到了观光台。这是一个往河道
里挑出两米多的水泥砌的平台，有五六级阶梯向
下。我们跨下阶梯靠向栏杆，一艘艘白色的、红色
的小艇如梭子般在航道中穿梭。划艇人缩脚，身子
靠前；蹬脚，身子往后，用力扳桨。“哗——”小艇就
如快鱼般前进！看得女儿拉起她爸爸的手直央求：

“爸爸，我们也去试试嘛！”老公用眼神问我，“行啊，
为什么不去体验一下呢……”我话还没说完，女儿
就拉着我俩去对岸了。

拾级而上，看着脚下古桥石阶上的坑坑洼洼，

心却被感慨填满。桥西，记忆里冒着滚滚浓烟的低
矮砖瓦厂已被高大的红马铸造厂取代；对岸，难以
忘怀的村小如今是村部，儿时一直绕着跑的小宝塔
松如今枝叶上挂满了村民祈福的红丝带，伟岸又庄
重。桥东，就是赛艇小镇的主场地了。

来到赛艇区，一艘艘崭新的小艇腾空叠架在岸
上。付了费，我跟女儿穿好救生衣选了艘红艇，老
公一人选了艘白艇。工作人员教我们划艇技巧后
推我们下水，“啊——”我和女儿紧张得大叫。扑
通，身后一沉，我们下水了。

刚下水的我们就像第一次下水的小鸭，在水面
上乱拨，老公忍不住笑我们：“白毛浮绿水，红掌拨
清波！”我急中生智提议：“毛毛，我喊左时，我们都
划左桨；我喊右时，我们都划右桨。”“好！”我立马喊
划桨口令，女儿妥妥配合，小艇真的乖乖前进了。
我兴奋地大喊：“我们乘风破浪啦！”女儿也大喊：

“我们甩掉爸爸吧！”于是两艘小艇在航道里竞赛。
划了好一阵，累了，我们停下桨，任小艇漂浮，

我们欣赏着这眼前的风景。南岸是新建的沿湖绿
道，河畔间隔而种的垂柳枝在风中轻拂，真是“绊惹
春风别有情，世间谁敢斗轻盈”呀，连看的人心情也

跟着“轻盈”起来。北岸是一排三层楼，政府征收了
做成了民宿。一楼的墙面上绘上了金平湖、马厩
村、水上赛艇等图画，二、三楼的阳台上挂着红灯
笼，随风轻晃，给人岁月静好之感。

这时，教练看我们在欣赏风景，就靠过来唠嗑：
“这儿风景不错吧？”“是啊！这儿的变化真大！三
十年前我在这儿上学，只有一排平房，操场是煤渣
铺的，一圈跑下来，齐刷刷都是小黑鞋。”女儿听得
大笑。“以前也没有这些楼房，只有一些低矮的木门
店铺，有卖香烛的、卖布匹的，对，还有个卖熟食
的。雨天中午不能跑回家吃饭，我就在学校买二两
饭，然后去熟食店花三毛买两块红烧豆腐干。”“妈
妈，这儿以前很穷的嘛！”女儿说。“是啊，以前能解
决温饱问题就算不错了，哪敢想住楼房！谁知，我
们不仅建起了楼房，如今又都到城里买商品房了
呢！”看着这些改成民宿的楼房我感慨道。“是啊，我
们国家的发展真是快呀！”教练也感慨。

“哗——哗——”千年的河道里我们的小艇勇
猛精进，余光里，两岸景物纷纷倒退，我们似乎在乘
风破浪，赛艇小镇也在时代的激流里乘风破浪，昂
首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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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游恩施大峡谷
□ 陈年兴

5月 24日，终于到了闻名遐迩的恩施大峡谷。
从七星寨景区的地面缆车下来后，沿石梯也可步行
上山，但为了节约时间和体力，我们采纳了导游的
建议，坐客运索道车上山。索道车顺着云龙河峡谷
西侧山坡上行，经小楼门“踏浪亭”南侧垭口到达上
行站。车厢是全封闭式的，六个人挤在一块。索道
车内视野开阔，可俯视七星寨全景。可惜天公不作
美，窗玻璃上一层水汽。外面的景物朦朦胧胧，同
伴们举着手机却无从下手。老倪一本正经地说，要
不我出去把窗玻璃擦一下。其他人都说，好啊，说
话要算数啊！这家伙却咧着嘴端坐不动。索道全
长2200多米，高度800多米，爬到外面去擦玻璃，可
不是闹着玩的。透过模糊的车窗，还是可以看到底
下一片葱绿中，有一些粉墙黄瓦的建筑，有的是酒
店民宿，有的是山村民居。

到了山顶，环顾四周，群山都在我们脚下。跟
着导游阿华，走进了七星寨的石崖迷宫。乍一看，
以为是到了云南石林，只是石壁上没有“石林”二
字。这是又一处喀斯特地貌，一大片巨型柱状岩
体，直立于陡坡之上，称之为“岩柱林”，形状各异，
高低错落。穿行其间，如入迷宫。为防不测，导游
一再叮咛：如遇岔路，一律往右。所幸直到结束，无
一人掉队。有几处石壁之间，通道狭窄，仅供一人
侧身而过。老姚和老沈，一对胖子，居然也挤过去
了。老姚在挤过去时，故意大叫，卡住了，快来救
我！鬼才信呐，连他的老婆都不理不睬，自顾自赶
路。一堆乱石上，有一块长方形巨石，旁边的牌子
上写着“悬棺高升石”。好端端的五星级景区，却弄
口棺材作景点，岂不大煞风景。当地人却说凡见过
此石者都会升官发财，长命百岁。这里也有一线天
景观，确如一线嵌于崖缝之中，一端直通天际。因
为防止山上落石伤人，在两边峭壁上拉起了铁丝防
护网，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

沿着步道盘旋而下，穿过一线天，豁然开朗，是
“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里有长五百多米的绝壁
栈道，在细雨中如巨蟒盘缠山腰。栈道上的游客在
巨蟒身上蠕动，头上五颜六色的雨伞，也成了自然
山水之间一道风景。当年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打败了项羽。今天的恩施人效法古人，结合现代技
术，在绝壁上修建栈道。2006年动工，耗时一年零
八个月。感谢栈道的开凿者，让我们饱览荆楚大地
的奇山异水。雨，还是紧一阵慢一阵，天公就是不
肯作美。我们只得穿着雨披或打着雨伞，紧赶慢
赶，又想多拍几张照，手也不够用了。想起李健吾
《雨中登泰山》别有风味，满载而归。我们现在是雨
中游恩施大峡谷，也应该是别有情趣，不虚此行。
果然在栈道上举目远眺，袅袅云雾从清江升起，缭
绕于群山之间，群峰若有若无，时隐时现，无怪乎杜
甫要说“荡胸生层云”，感叹“一览众山小”了。

途中景物俱佳。“朝天门”虽又小又窄，也可供
数人歇息；“相思鸟”正耐心等待情人到来；“回音
谷”余音绵绵，游人的狼嚎在山谷中回荡；“祥云火
炬”点燃的火焰是绿色的，原因是那里有一棵松树；

“雌雄菇”只不过是两根石柱上都戴着黑毡帽；“手
风琴”的叶片太薄了，经不起游人抚摸而被隔离了，

“母子石”上母子相拥舐犊情深……来到七星寨观
景台，左边是“大楼门群峰”，一座座山峰如门扇排
列；右边崖缝中有一棵百年树龄的“迎客松”，正挥
手向游人致意。

顺着步道继续前行，前面两山之间，有一石柱
兀立。这就是恩施大峡谷的镇谷之宝——“一炷
香”。人们说，到恩施不游大峡谷，到大峡谷不看一
炷香，等于没来大峡谷。多少人不辞辛劳长途跋
涉，为的就是一睹“一炷香”风采。所以，尽管导游
说雨天“一炷香”可能看不清楚，我们还是不顾疲
劳，喘着粗气往前赶。现在终于来到“一炷香”底

下。仰首细视，这“一炷香”也太高太粗了，估计连
皇上也供不起。自下而上，足有 150米高，底部直
径6米，腰部最细处也有4米，又让人担心会不会一
阵狂风吹来，把这炷香吹折了。央视新闻频道为此
曾专门做了一期名为《“擎天一柱”千年不倒之谜》
的专题报道，从力学、风向、地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
考证，结果让人们大为放心。“一炷香”风吹不倒，雨
打不动，在群山环抱中挺立千万年，自有它存在的
合理性。它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片神秘
的土地。据说这根天柱是天神送给当地百姓的一
炷难香。人间如有灾难，可将其点燃。天神看到袅
袅青烟，即下凡来救苦救难，故称“难香”。晴空万
里，白云缠绕柱顶，犹如燃香飘烟。阴雨天气，薄雾
缭绕，又如美女披纱，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现在，
天上还是飘着雨丝，烟雨茫茫中，“一炷香”更增添
了几分神秘色彩。我们在“一炷香”下拍了一大堆
照片，才兴犹未尽地继续往下走。

路上有轿夫抬着滑竿，接送体力不支的游客。
坡陡路险，空着两手，都觉得气喘吁吁，抬着一个大
活人爬上爬下，真难以想象要消耗多少体力。抬轿
的估计都是当地山民，有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也
有年逾五旬的“半老徐爹”，但都是皮肤黝黑，满脸
油汗。而坐在轿里的则都是细皮嫩肉，白胖富态的
城里人，自己不肯爬山走路，还嫌轿夫要价太高。
印象中，这种滑竿是蒋介石、刘文彩或者南霸天才
能坐的。现在时代不同了，只要有钱，都可以坐。
一个愿抬，一个愿坐，两厢情愿，也不存在地位高低
等级尊卑之类的问题。“一炷香”后面，还有一座双
子塔，两峰对峙，仿佛两只巨大的竹笋竞势而上，一
争高下。窃以为称之为“双笋峰”似乎更确切。双
子塔山腰正在修建栈道，以后人们也可以上去游
玩。走了半天山路，大家都气喘如牛，脚步沉重，下
山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乘坐电动扶梯。

柳拂银塘 吕海舟 作

东湖行
（外两首）

□ 陇 耕

湖上莲开谁引风，驱车向北蜡灯红。
清秋摇落香盈袖，霁色交横胜画中。

感遇

一滩高覆水粼粼，如黛丹青几度新。
我与南风皆过客，觉来东海寄吟身。

游莫氏庄园

弦歌南北柳参差，小苑初凉寒意迟。
花底每邀秋士和，一窗红叶古今知。

窗外的夜
□ 卢 滴

书房的窗向北开放
夤夜，拉开花帘
看阑珊的灯火
捧出不夜城的剪影

夜色
欲将河流偷走
因了桥的目击
而放弃了初衷

深邃的夜幕中
若明若暗的灯火
在河谷里闪烁不定
水乡的小城
漂浮在粼粼的波光中

如一朵白莲花
晶莹
圣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