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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回乡路，总是绕不开
那片云和梯田。

小时候，每逢假期，我便会跟
随父母踏上归途，穿越蜿蜒的山
路，而那梯田，便是路上的第一道
风景。

每次路过，我都会忍不住探出
头去，贪婪地望着那片绿色。那时
的梯田，还没有如今这般声名远
扬，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它就
像一位羞涩的少女，静静地躲在群
山之间，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农夫
在田间辛勤劳作。

每当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
簸时，我的心就仿佛被某种力量牵
引着，向着那片绿色飞去。此时的
梯田并没有太多的修饰，一切都显
得那么质朴而真实。我总会问父
亲：“这片梯田为什么叫云和梯田
呢？”父亲总是笑着回答：“因为这
里的云和梯田总是相依相伴，云从
山间飘过，梯田就像一面镜子，倒
映着云的影子。”我似懂非懂地点
点头，心中却对这片梯田充满了更
多的好奇与向往。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渐
渐长大，开始去外地求学、工作，离
家的日子越来越多。那片梯田，也
慢慢淡出了我的视线。每当我在
异乡感到疲惫时，我总会想起那片
宁静的梯田，想起那里轻柔的风、
澄澈的水、芬芳的泥土，心中总会
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失落感，仿佛
失去了什么。

毕业后，我回到了云和这个我
所熟悉的地方工作，梯田却很少再
去。直到前年，我因岗位调动，又
一次靠近了这片梯田。云和梯田
所在的崇头镇，正是我所在的崇头
供电所服务区域内，加上所内无处
不在的梯田元素以及精耕细作的
梯田文化，因此我们所常常被大家
称为“梯田供电所”。

这两年，随着云和梯田名声渐
大，开往梯田的旅游巴士队伍排起
了长龙，我才意识到，这片我深爱的
土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云和人如愿以偿地圆了
梯田5A梦，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
客纷至沓来。一位杭州朋友带着
家人闻讯而来，要求我这个本地人
充当一下导游的角色，于是，时隔
多年，我再一次走向这片梯田。

与其说是导游，我觉得我更像
是一个久别重逢的老友。云和梯
田已经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无人
问津的乡间小景，它变得更加美轮
美奂、雄伟壮观。梯田宛如大地的
指纹，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山坡上，
每一块田地都像是精心雕琢的玉
盘，盛满了春的希望与生机。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徐徐前
行，我沉醉于那份久违的宁静与美
好，以游客的新奇目光，重新去探
寻它的迷人魅力。

走进游客中心，便能深切地感
受到这里不仅拥有丰富多样的旅游
资源，还有一应俱全的旅游设施。
游客可以乘坐观光车悠然地游览梯
田风光，也可以选择徒步去探索梯
田的奥秘。我们毅然选择了徒步的
方式，渴望更亲近这片土地。

顺着山路一步步向上攀登，欣

赏着沿途风景。田埂间，嫩绿的水
稻苗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它们沐
浴在和煦的春风中，轻轻摇曳，仿
佛在低吟浅唱，讲述着春的故事。
偶尔，几只早起的鸟儿掠过稻田，
留下一串串清脆悦耳的鸣叫声，为
这宁静的画面更添了几分生机与
活力。

随着太阳逐渐升高，梯田中的
水面闪烁着银光，那是清晨露珠与
阳光交织的奇迹。远处，重峦叠
嶂，云雾如轻纱般缭绕，如梦如幻；
近处，梯田与村庄相互依偎，炊烟
袅袅升起，与山间轻雾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和谐宁
静的田园风光图。

观景台上，架满了“长枪短
炮”，一些游客在拍照留念。他们
或站在稻田边，或坐在观景台上，
或倚在栏杆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记录着这片美丽的土地。我招呼
着友人找个位置站好，拿出手机给
她“咔嚓”了几张。

景区内，每隔短短几十米，便
能清晰地瞧见一家连着一家的特
色民宿和农家乐。它们皆有自己
的显著特色，那些或古朴典雅、或
精巧别致的屋舍，宛如一颗颗璀璨
的明珠，错落有致地镶嵌在这片充
满诗意的土地上，为游客呈上别具
一格的乡村体验。

我带着友人悠然信步走进一
家民宿——牧云居。刚一踏入门
槛，民宿的主人便热情似火地迎了
上来。只见他脸上洋溢着淳朴而
真挚的笑容，目光炯炯，眼中满是
对客人的欢迎与关切。

民宿的主人叫李凯，是一位80
后大学生，法律专业毕业的他却从
事酒店管理工作多年，深受老板赏
识。但是，这么一个在五星级酒店
做得风生水起的老板红人，却单单
被这片梯田吸引了。李凯作为一
名新云和人，滔滔不绝地为我们介
绍着本地的特色美食和民俗文化，
似乎要将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美好
与奥秘都一股脑儿地呈现在我们
面前。从香气扑鼻的农家菜肴，到
饱含岁月痕迹的传统习俗；从山间
鲜嫩多汁的野果，到传承百年的手
工技艺，每一个细节都被他描绘得
栩栩如生。

他的话语充满了激情与热爱，
仿佛这片土地就是他心中最为珍
贵的宝藏，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与
每一位到访的游客分享。他似乎
渴望让每一位来过的游客都能如
痴如醉地沉浸其中，更加深入且全
面地了解这片土地深厚而独特的
文化底蕴，进而深深地爱上这里的
一切。

“下次开犁节的时候我还来”
“好啊，下次还给你当免费导游
……”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洒满梯
田，我们结束了这一天的行程，但
那份对云和梯田的眷恋与热爱却
愈发深厚。

云和梯田，这个曾经只属于我
记忆深处的小小世界，如今已蜕变
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旅游胜地。
我想，无论生活如何变迁，我都会
记得这条回乡的路，记得这片云和
梯田。

带着对宜兴太华山的无限情怀，
我驱车再次来到了太华山。太华山
还没有开发成旅游景区，但并不比那
些国家级风景区逊色。太华山有着

“红色之山”的盛名和“先有太华后有
九华”之美誉。

站在岕口龙珠水库大坝上眺望，
四周群山环绕，群峰叠翠，谷幽林
密。如果说太华山像一条巨龙，龙珠
水库就是龙嘴里吐出的宝珠。水库
里的水，来自植被丰厚的太华大山深
处。山沟野壑，密林深处，一年四季
都有清清的水流涓涓流淌。不知有
多少条小溪，穿林走峪汇入杨店涧，
前呼后拥汇聚在龙珠水库。村道蜿
蜒，涧时在村前，时在屋后，时而穿村
而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掬一把
清泉饮之，甘甜清润，凉意透心。山
里人家有集中也有分散，而这里的民
居全在沟底涧旁，依山而建，依水而
居，生活方便。白色的墙体，黑、红、
黄、蓝，不同颜色的屋面，分外鲜艳亮
丽。

寒冬里的太华山区，宁静中透着
清幽，我一边游赏，一边用手机拍照，
不知不觉已走过胥锦、民望、大涧三个
自然村，来到了太华山脚的河海门。

登山的道路有两条，从河海门上
山，路程一点八公里；从杭坑竹林道
路上山，近三分之一的路程。我们选
择了后者上山，前者下山。沿着杭坑
竹林道路拾级而上，古老黝黑的石台
阶在你的脚下向上延伸，台阶上的磨
痕和缝隙间绿茵茵的青苔，仿佛在向
你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太华山的美，蕴含在那漫山遍野
的竹海神韵中。这里原来不长毛
竹。不知哪一年，一位先人从浙南带
回了母竹栽种繁殖，年复一年，就有
了伐不尽、砍不完、四季郁郁葱葱的
毛竹林。这里的毛竹株株挺拔苍劲，
青翠欲滴。一年四季经受着风吹雨
淋、霜打雪压。“经霜雪而不凋，历四
时而常茂”，始终保持虚心有节，苍劲
有力。坡越来越陡，台阶自然也越来
越难爬。茂密的竹林里，阳光透过竹
叶的缝隙洒落下来，形成斑斑驳驳的
光影，把竹林装扮得更加清幽雅致。

有鸟从林间掠过，留下几声清脆的鸣
叫，为静静的竹林增添几分生机和活
力。我小心翼翼地在竹林里攀登，生
怕惊扰了竹林的宁静和美好。也许
是太华山土肥水丰，这里的毛竹连枝
带叶都是水灵灵、青幽幽的，格外翠
绿可爱。望着漫山遍野、直入云霄的
参天大竹，无形的震撼瞬间沁入心
间，心胸豁然开朗，心神也怡然惬意
起来。

太华山的美，不仅仅是竹林，还有
层层叠叠的山峦。山势虽算不上陡
峻，但错叠有致，森林覆盖率几乎百分
之百。一路行来，冷风扑面，薄雾缥
缈，手在额头一摸，湿漉漉的不知汗水
还是雾水。遇返程的人，向他们打听，
距离山顶还有多远。回答：“快了。”有
的还补上一句：“山顶风景很美，你们
一定要好好欣赏。”听到这样的回答，
疲惫感顿失，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信
心和期待。出竹林，是一片绿油油的
茶园，那是名副其实的高山云雾茶，一
抬头山顶就在面前。

太华山又名方岩山，海拔 542
米，因九峰环绕，状似莲花，故名太华
山。九峰禅寺建在顶峰凹处，禅寺门
前三棵银杏树，树龄500余年，树身
高大，需三五人合抱。此时，满身的

“金甲”已脱去，光秃秃的树干凌寒而
立，在默默无言中等待春风吹又生。
金黄色的树叶落了一地，似金色的地
毯，格外耀眼。九峰禅寺，规模不大，
清静肃穆。唐开元年间，新罗国（今
朝鲜半岛）王子金乔觉，云游至太华
山，结草为庐，布佛讲经数年，后转赴
九华山，修炼成佛，即为地藏王菩
萨。太华百姓感其恩，在结庐处建地
藏殿。“先有太华后有九华”之说即来
之于此。民国时期，北伐军某师参谋
长雷东，1927年来九峰禅寺出家为
僧，多年募款，于1936年将殿宇修缮
一新。抗日期间，雷东和尚派寺内青
壮僧侣参加抗日游击队，支持粮食物
资，并为新四军隐藏武器。新四军北
撤后，九峰禅寺是留守人员的落脚
点。

站在山顶昂望，一轮红日高挂在
天空，淡淡的白云飘忽不定，时而与
太阳相伴，时而又远离而去。平视，
整个景区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山峦
起伏如波涛，满目青翠，灵动多姿，不
由不感叹江山如此多娇。俯视，太华
山左右两侧沟底民居，高低错落，长
龙般从谷底向谷口延伸，五颜六色的
房顶在阳光下闪亮，煞是好看。此
时，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化作了无限
的喜悦与激动。此时的我，仿佛置身
于仙境之中。顺山梁返回，沿途台阶
逐步走低，经八峰亭、华宝亭……至
河海门，一路上有峰必有亭，可供上
下山者小憩。

太华山不仅自然景观美丽，而且
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新四军第
十六旅驻襄阳旧址、杭坑被服厂和修
械所旧址、北川张家祠堂独立二团团
部旧址、大涧粮站等旧址，赋予太华
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可以让这里
成为宜南山区山水生态和红色旅游
的新选择。

再次登上太华山之巅，不仅是一
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一次年龄身体
上的挑战，更是一次心灵洗礼与不服
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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