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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那天，大巴山迎来了入冬的第一场
小雨。接住深秋落下的雨滴，幸运的感觉从
心中袅袅升起。我知道，滴落在脸上这些晶
莹的水，是同秋天的一场灵魂的邂逅，这种
缘分，就是今年深秋相拥在满山红叶的鱼泉
山。

鱼泉山位于万源市东北部梨树乡，距万
源市区15千米，襄渝铁路、210国道和省道
万城公路贴身而过。属花萼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缓冲区。这里峰峦奇异，溪流淙淙，
葱笼秀美，溪明山净，洞天奇幽。集峡谷、奇
峰、飞瀑、鱼泉、溶洞、神龙庙于一体。这里
还盛行东敬龙庙、西看雄师、南观溶洞、北赏
崖画、春悦山花、夏避酷暑、秋观红叶、冬赏
雪景的民俗风情。从两河口到鱼泉，由南向
北，自西向东的“十里画廊”，享誉山外，吸引
八方游客慕名而至，寄情山水，乐在其中。

一大早，我们从万源城出发向鱼泉山前
行。虽然雨丝带来阵阵寒意，但当我们想象
那些被红叶点燃的山坡，想象那如诗如画的
美景时，心里便充满期待。在欢声笑语中，
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山里。

刚到达第一处观景台时，尽管还是细雨
蒙蒙，大家不约而同地下车，撑起雨伞。

极目远眺，一朵白云与一朵灰云的对
视，仿佛碰撞出天空的秘密，人在天底下游
走，拖动着时间的无限遐想。挺立在头顶的
山峰，早已被千百年的风雨灌注成一方肃穆
的哲学，不悲亦不喜，不卑也不亢，安静地接
受着岁月的洗礼。一只被雨水淋湿的不知
名的小鸟，在雨雾中拼命地呼叫，不知是记
错了回家的路，还是试图想挽留住一个季节
不肯离去。

我仔细观赏着这里的红叶，它既不像北
京香山红叶那样火辣辣的热情奔放，也没有
南江光雾山的红叶以蓝、绿、黄、橙、红为主，
五彩斑斓、梯次渐变。鱼泉山的红叶，像情
窦初开的少女，她们三个一堆，五个一群，或
躲在树荫里，扑闪着睫毛，叽叽喳喳地说着
她们的悄悄话；或藏在石崖下，勾肩搭腰，你
拉我扯，一朵喊着一朵，一簇拥着一簇。那
一抹羞涩，镶嵌在草木间，忽闪忽闪的，显得

格外的腼腆而妩媚。
此时，雨雾，仿佛是一

缕缕笼着轻纱的梦；红叶，
又像是跳跃在山涧的音
符。

车辆徐徐前行，透过
车窗，我隐隐约约感觉到
秋虫在草间湿淋淋地唧哝
着，仿佛在吟诵着什么。
群山搂着红叶绿草翩翩起
舞，山的梦呓与河的鼻息
摩挲着车窗玻璃，与我擦
肩而过；道路两旁的树木
将泥土挣扎的身影挺立成
一蓬一蓬的因果，给匆匆
的行人点化笃定的道义。
雨水是这种天气的精灵，
尽情地飞，纵情地落，一起
一落间，闪亮着季节轮回
的昭示。

来到后面的几个观景
台，我又领略了另一番景
象：秋风缱绻于漫山遍野
的红叶，季风彰显出大气
度的神色，一面抚摸枝头
的摇曳，一面安慰着树木对叶的眷恋……但
我更震撼于那些由喀斯特地貌发育而成的
山峰。这些山无不刀砍斧削，大起大落，一
种强烈的切割感迎面而来。自古“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这些浑厚雄伟的山，孕育着一
代又一代的巴山儿女的艰辛，也孕育了他们
高于大地的巍峨。

来到景区，我和同伴们揣着各自的好心
情，在鱼泉、仙女石、白龙宫、二仙观等景点
徜徉，流连忘返。冬，一但进入鱼泉山，就灿
黄了叶对根的追思，片片渐渐染色的叶子，
一下丰满了所有的想象，在红黄绿之间，一
扭脸，立地成佛。坡道上的山花，在第一缕
寒风的摩挲里，在某个深夜时分，褪下了已
往的妖娆，心底婉约起悠悠的感动，以深沉
的姿色，熏染着千古不变的路径。站在冬的
起点，鱼泉山层林尽染的伟岸身姿，让人流
连在一种大气、豪迈、稳健、深邃的胸襟里，
生命在这里砰然动容，人生不觉在这里遽然
深厚起来。

我慢步来到青龙洞旁边，忽然惊诧于洞
旁边一丛爬山虎。沿着石壁，火红的叶子身
不由己地带着某种朦胧的渴望，扑腾着展开
了向往的翅膀。远远望去，好像树枝上挂着
一件漂亮的衣裳。这时，我不禁想起一个美
丽的传说。古称“十里画廊”的鱼泉山峰险
谷幽、秀丽多姿，最具魅力的是它的溶洞景
观，这里大小溶洞成群，洞中有洞，洞中有
泉，泉泉充满灵动生机，二仙洞就处在这些
千姿百态的溶洞群之间，她挂在半岩间，必
须爬天梯、抓藤蔓方可入内。相传有两个如
花似玉的仙女曾经在二仙洞内修行，人们带
上布料和针线爬上洞口点上香、磕个头，过
几天去洞内就能取到漂亮的衣物。二仙洞
下的溪沟有一天然大石板，中间有个似浴盆
的石窟，盆内碧水清澈透明，二仙洞内的仙
女经常在这里淋浴，该潭名叫二仙潭。据
说，当时的人们既可以取到做好的衣衫，也
能听到二仙潭发出仙女嬉水的声音。

这些漂亮的爬山虎，是仙女们晾晒的衣
裙，还是滚落在石壁上的热辣辣的笑声？

忽然，远处，不知是谁的手机铃声传来：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美丽的鱼泉山不是传说，胜似传说。
鱼泉山的美，不能言传，不可以诉说，只

能用心去细细地揣摩……

屋檐下有风景、有故事、有人家。瞅瞅屋檐下，
心便踏实。从前的老房子，屋檐是一道风景，亭台
楼阁，飞檐翘角，是文化，是艺术，独立成章。哪怕
是乡村的瓦屋，也会前续后延，形成一个独立的部
分，俗称“房檐”。

屋檐下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春暖花开的季节，
燕子会在屋檐下筑巢，燕啄春泥，衔草而结，在屋檐
下打造一个温暖的小窝，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落
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那些小生命在屋檐下过起
了其乐融融的居家生活。

夏天的屋檐下常常挂着小雨滴，天上之水从遥
远的地方而来，有时如精灵一般，一滴一滴，不慌不
忙，悠长而缓慢，带着诗的韵律和节奏。忽尔，又会
大珠小珠落玉盘，轻灵而嘈杂，奔腾如千军万马，滚
滚而来。

冬天的屋檐下常常挂着冰溜子，那些长长的冰
溜子鬼斧神工，造型各异，一字排开，称得上屋檐下
的奇观，像一个小小的冰川世界，在阳光的照耀下，
冰溜子互相辉映，闪着晶莹的光亮，如果阳光充足，
冰溜子会一点点消融变小。

相对比，秋天才是屋檐下最美的季节。收获过
后，农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甜美，颗粒归仓，到处
都是满当当的。坛坛罐罐，缸里，米仓，小院里，甚
至房顶到处都堆满了粮食，就连屋檐下也不曾闲下
来。

一串一串金黄色的苞米棒子，被结成长长的麻
花辫，挂在屋檐下风干，挨挨挤挤，碰碰撞撞，彼此
都在等候阳光的检阅。那些圆润的苞米，在阳光的
照耀下，让人生出温暖踏实的幸福感。

与苞米相邻的，是被扎成一束一束的红高粱，
像火把一样，照亮了暗淡的生活。那些饱满的高粱
像喝醉了酒似的，涨红了脸，被秋风一吹，刷拉拉地
响，散出一阵阵岁月的陈香。

最惹眼的，是屋檐下一串一串的红辣椒，那些
火红的小辣椒从枝上摘下来后，被串成一串一串，
挂在屋檐下凉晒，风一吹，便摆来摆去。被阳光触
吻之后，风干成一缕艳丽的香魂，以备冬天御寒之
用。

檐下的窗台上则晾晒着各类种子，以备来年的
传承之需。像精心淘澄的老黄瓜的种子，是馋嘴鸟
雀最热衷的对象，稍不留神就被它们成群结队地偷
了去。还有老眉豆，虽然早已没有了当年的俏模
样，但春华秋实，晒干的老眉豆里孕育着来年的种
子。从瓜瓤抠出来的倭瓜种子葫芦种子，则像牙齿
一般，晶亮好看，仿佛在轻轻咀嚼食物的香味。

勤快能干的人家，还会在屋檐下扯一道绳子，
绳子上晾晒着各色干菜。萝卜切成花瓜，盐渍之
后，搭在绳子上，干净透风，不消几个大太阳就晒了
八成干。还有没吃完的豆角，在滚水里汆一下，变
成碧绿的颜色，用针线串成一串一串，搭在绳子上
晾干之后，就成了冬天里的美食。还有萝卜缨啊，
雪里红啊，逮什么晒什么，什么都可以晒，晒干后储
备起来，留待冬天或第二年春天，做成喝粥下饭的
小菜，也可滚成菜团子果腹。

岁月遗香。秋天的屋檐下，是农人丰收的喜悦
和笑声。秋天的屋檐下，是田野大地的缩影。那一
串串的苞米，一串串的高粱，一串串的辣椒，一串串
的豆角，像一串串快乐的心情，摇曳着生活的混响。

每一个屋檐下都是一个小世界，庇护人间冷
暖，庇护生老病死，祖祖辈辈，一代一代，都在屋檐
下承接。在屋檐下打盹，看花，听风，体会生活的美
妙滋味，不失为一种生活的乐趣。

秋风吹
□向萌

仿佛落入另一个苍穹
秋风吹皱万物
大地躲在它的呼吸里
回忆曾经饱满的一生

秋风吹冷云朵
把炫目的阳光吹得不露声色
把头顶的天空吹得愈加高远
把辽阔的星群吹回原有的轨

迹
它已吹软虚无的人间

我思想的羽翼单薄
难以承接这谬之千里的刻画
那些似曾相识的容颜众多
他们都不像我刚刚擦肩而过

的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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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遗香屋檐下
□积雪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