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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满目苍翠的夏天，

因为夏天可纵情泳池游泳。夏

天给孩子们带来欢乐，他们是

夏季里最快乐的天使。我喜欢

狂风暴雨的夏天，因为夏雨是

那么豪爽干脆。夏天的荷花给

我们露出笑脸，夏天的荷叶向

我们展示魅力。在这样刚刚来

临的夏天当中，我带着女儿来

到牯牛降历溪古村落风景区游

览观光。

和女儿走在历溪古村落

时，发现这里和我们徽州大地

上许许多多的古村相似。历溪

山清水秀、古木林立、民风古

朴、群山叠嶂，古老的建筑群

位于历溪坞口。古有“舜溪桥

临凤”、“骡岭踪地脉”、“历峰

巅晓日”、“鸡冠尖春晓”、“缇

美台怀古”、“鹅岭望乡烟”、

“柱峰墩古松”、“汲水滩夜

月”、“象鼻石登览”、“古寺山

旧址”、“普陀岩焚香”、“镇南

祠祈福”等著名的历溪十二

景。位于村口的原始水口园林

内古木林立，它的规模之大、

树种之全、林木之繁郁、保护

之完好，在古徽州远近闻名，

全国也很少有。水口园林是我

们徽州古宗族村落独特的风

景，也是古徽州村落风水中非

常重要的部分。它在主观上是

聚村落家族的风水灵气，客观

上起着防风固沙、遮屏村庄，

使村庄的建筑很自然地和这些

水口园林融合成一幅天然的图

画。这里古木撑天、浓荫蔽

日，有银杏、红楠、香樟的等珍

稀树种，更有各种藤蔓、药材、

花草千姿百态。不时还有松

鼠、喜鹊、画眉、相思鸟在树中

跳跃、鸣唱，全然不顾来来往

往的村民和游客。当你漫步这

村间小道，沐浴着这泌人心脾

的清新山风，置身其中融入自

然，身心放松而万物和谐，你

一定会真切体会到什么才是最

质朴的生活。

历溪它有三大、三多、三奇、

三土的说法。三大是风大、石头

大、眼睛大；三多是古树多、草药

多、寺庙多；三奇是指悬棺奇、抱

鼓石奇、无根水奇；三土是土话、

土菜、土戏（目连戏）。

当女儿看见养生池里的鱼

时，很是开心。那里有一块石

碑叫养生池碑。这是古历溪人

爱护大自然，崇尚和谐生存的

最好具证。养生池中严禁捕

鱼，每年还要放养鱼苗、投喂

鱼食违禁者将受重罚。古时桥

下池水中放养的是金鱼，非常

美丽，象征着观音阁的圣洁，

养生池的上下各在河中筑一道

堤，倘若这些鱼儿越过这二

坝，村民方可以捕食或家养。

如若在池中捕鱼将受到严惩，

而惩罚的方式怕你是闻所未

闻，要违禁捕鱼者将所捕之鱼

用锡箔纸包裹，当众族人在桥

上用火烧之，直至鱼烧化（升

天）。锡箔纸虽便宜，但要将

鱼烧化，得用多少纸呢？所以

村民族人是万万不做这亵渎神

灵和菩萨之事的。

在这样的一个好地方，真

的是值得孩子们来看看的地

方！

历溪——一个适合孩子去的地方
体验者：省城某公司职员
体验地：牯牛降历溪古村落风景区
体验感受：适合带孩子散心的好地方

第一次踏上属于自己的旅

程，像完成了一个迷离的梦，它

唤醒了我心中最初的渴望。在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肢体慢慢

舒展，能量点点积蓄。瞬间，这

个世界便焕然一新。

我拖着疲倦的心，前往那个

未知的城市。来到南京，相比雨

花亭、中山陵，更令我好奇的是在

这依山而存的城市下的人们生

活。南京人们印象中的行刑场，

墓之都。这片土地上，大大小小

的冢，不知安放了多少人的灵

魂。而我看到的景象没有那么扎

眼的摩天大楼，古式六楼简屋更

显朴实无华。

南京有一处特别的地方，在

毫不起眼的海洋馆内，你会在一

处小角落，疑问是否来到了异世

界。那里是水母的天地，它们像

是精灵，有的一袭白衣，有的用米

黄色点缀，纯净没有一点杂质。

通过那轻柔曼妙的身姿，你可以

看到水的另一端。他们就那样毫

无顾忌的伸展，翻起飞舞着。没

有眼睛去观察他人的喜怒哀乐，

恣纵飞翔。那一刻，我被它的不

羁震撼良久。伫立着，钦羡着，忘

记了周遭的一切。

第二天的黎明悄然而至，这

里是常州。我们在恐龙园里，这

个可以承载许多美妙幻想的小

天地。《魔戒》里的景象如今一一

浮现眼前：精灵王子和公主，骑

士团，用怪石堆成的魔域……走

上去，突然想起西欧古堡波澜壮

阔的风景，肃然起敬。园里欢乐

的浪潮让我不禁想成为那里的

常住居民。5D电影院有一个持

枪射击的游戏，是虚拟西部牛仔，

我意外的当上第二名，才发现做

事要一心一意。持枪对准命中

物，用力去射，不顾其他的阻碍，

诱惑。

回去的路，我伏在窗边，欣

赏树林，把这里想像成大海，草

原。这是城市深处无法想见

的。高楼大厦遮蔽了我们的视

野，我们的阳光，云淡风轻的日

子便少之又少。在这片不认识

的土地上，我意外的收获了宁静

祥和。

这便是属于我的旅行，简

单、纯粹、天长地久。

去远方
合肥八中 高一（9）班 曹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