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过安吉很多次，以前却没有听说过鲁

村。

第一次知道鲁村的名字时，它却已经大

红大紫，报纸上、电视中，不断出现它的名字，

全国各地也络绎不绝地有人来鲁村参观学

习。

我有点纳闷，一个平地里突然冒出来的

小村子，因何声名大噪？安吉的青山绿水早

就享誉全国，鲁村凭什么后来居上，又脱颖而

出？

去鲁村的那天，天空中飘洒着蒙蒙细雨，

湿漉漉的鲁村在远处露出朦胧的轮廓时，我

脑海里跳出来的却是鲁迅笔下的鲁镇。

我祖上是绍兴人，知道绍兴方圆几百里，

其实并没有鲁镇这个地方。小说中多次出现

的鲁镇，只是先生依据自己对绍兴一带水乡

小镇的儿时记忆，概括的一个虚构的艺术文

本。

多少年后的今天，绍兴人在柯岩风景区，

打造了一个鲁镇主题公园，试图展现清末民

初绍兴水乡的民俗风情、建筑风貌和自然风

光；还原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场景，

以此招徕八方游客。孔乙己喝酒吃茴香豆的

咸亨酒店；闰土和作者一起抓小鸟的西瓜地；

村民们乌泱乌泱赶去看社戏的平桥村戏台；

祥林嫂帮佣的鲁四爷家的老宅院⋯⋯

可是，今人新造的鲁镇，砖瓦屋檐、牌

坊门廊，都透着水泥的味道；石桥街巷，水

路客船，也没有岁月包浆年复一年的滋养，

哪里会有鲁迅笔下的鲁镇那种血脉和气息

呢？

如今，这个远近闻名的鲁村，据说也是一

个贫穷小山村里平地而起的旅游景区，游客

持续不断地增长。可我却未免困惑，连鲁镇

这样能依据鲁迅先生的小说讲出一个个故事

的主题公园，都未免有生硬和造作之嫌，一张

白纸的鲁村，没有任何人文底蕴的积累，靠什

么来吸引游客？又如何在穷乡僻壤上绣出美

丽蓝图呢？

雨中的鲁村显得沉静而安谧，远山一片

青黛，绿水蜿蜒流淌，空气里有阵阵青草和泥

土的味道。听不见嘈杂的人声，也没看到想

象中出了名的村子应该有的那种喧哗与热

闹。鲁村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很淡定很

自信地等待着人们来撩开它的面纱。

主人先带我们走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

厅，那里陈列着各种当地土特产和手工竹

制品，游客可以在这里休憩或者购买喜欢

的东西。对于这些，我历来没有多大兴趣，

于是便穿过大厅，来到一片清澈的湖水面

前。

湖水四周青山环绕，郁郁葱葱的松柏翠

竹像天然的绿色屏障，把雾霾和尘世间的龌

龊一下子都屏蔽在外，心境像被湖水洗涤过

一般明净清凉。

这时，突然有一只白鹭鸶，从远处的绿荫

丛中腾空而起，扑扇着硕大的翅膀，在我们眼

前翩然飞过。

因为鹭鸶飞得低，距离近，我甚至清楚地

看到了这只如仙鹤一般美丽的飞禽背上，载

着一小片绿叶。鹭鸶全身雪白，羽毛上似乎

滚动着晶莹的雨珠；青玉般的尖嘴，像春天里

刚刚拔节的嫩笋；一双细长的腿在空中伸展，

犹如芭蕾女孩飞扬的舞姿。

我不由地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著名诗

句：雪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溪影中。惊飞

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

虽然眼前的湖中并无成群的鹭鸶，也没

有惊得一树梨花飘落水面，飞过的白鹭鸶仅

有一只，但它轻盈掠过碧绿湖水的身影，已经

留下了一抹惊艳。

我有点意外，也有点惊讶。我知道鹭鸶

是一种很古老的鸟类，大约在5500万年前就

已在地球上出现。但是鹭鸶对自己生存的环

境很挑剔，它们喜欢沼泽、池塘、湖面，或水边

树林等温润的湿地，是湿地生态系统中重要

的标志性物种。

我到过安吉不少地方，这一大片绵延铺

展的青山绿水，因为生态环境优越，故而快乐

地生活着各种鸟类、禽类和其他小动物，它们

在这个绿色家园中繁衍子孙后代，乐此不

彼。但是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在安吉看到

鹭鸶。

突然间就对鲁村有了一份小小的心动，

我相信能够招来鹭鸶的地方，一定是环境最

美的，空气质量最好的，生产出来的各种食物

最安全环保的，人心也会是最干净的。

否则，鹭鸶不会在这里出现；即便出现

了，也不会在这里停留。

现在，鲁村飞来了一只白鹭鸶。

可是那只鹭鸶为什么在我们面前一掠而

过？它飞去哪里了？还会不会再回来？为什

么它孤身一只？它的同伴会不会飞到这里来

寻找它呢？

带着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坐上了主人安

排的红色观光小火车。据说，这就是鲁村人

最自豪的旅游亮点。一条不足一米宽，像小

神龙一样蜿蜒在绿色中的铁轨，弯弯曲曲地

伸向远方。

一边是田野、绿地，和溪水；一边是竹林、

树丛，和青山。红色的小火车像丝带一样，串

起了分布在鲁村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十八个

风光不同、特色迥异的农场。

这些农场都有自己好听且主业一目了然

的名字：鲜花农场、灵芝农场、牡丹农场、石斛

农场、野猪农场、美冬青农场、生态科技农场

⋯⋯

游客既可以欣赏田野风光，又能够采摘

时鲜瓜果蔬菜；既可以带着孩子来生态科技

农场实地学习，又能够在高山牧场挥手扬鞭，

释放身心；假如你有兴趣，还可以和家人一

起，在土灶上一展厨艺，农家土鸡和湖里现钓

的鲜鱼，绝对能让你味蕾盛开，恨不得大喊一

声：舌尖上的鲁村；若是还不过瘾，你可以去

葡萄农场体验葡萄酒的酿造过程，若被迷醉，

就在葡萄架下睡上一觉，做个美梦。如果你

流连忘返，那么这里每个农场几乎都有民宿，

住个三五天，绝对是在天然氧吧里做一场绿

色环保的 SPA，那效果，美容院里是无论如

何也做不出来的。

我坐在鲁村的小火车上看风景，思维却

穿越时空，飞向地球另一端那个美丽的风情

小镇乌斯怀亚。那是阿根廷引以为豪的旅游

胜地，也是去往南极的必经门户。去年春天，

我去南极时在乌斯怀亚停留，才知道许多游

客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去南极，而

是去乌斯怀亚的火地岛坐一坐当年运送犯人

的小火车，欣赏一下蛮荒、原始、却又美丽无

比的风景。

火地岛的小火车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古

董，人们在岁月褶皱里寻找的是沧桑故事，跌

宕人生；而鲁村今天的小火车，却是新时代新

农村创建的新生活。火地岛的铁轨通向久远

的过去，鲁村的小火车却开向灿烂的未来，都

是用旅游杠杆，撬动经济发展的命脉。小小

的鲁村，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乡村，却做出了

大大的，和世界闻名的乌斯怀亚火地岛一样

吸引八方游客的事情。

离开鲁村时，雨后初霁的乡野间，火红的

枫叶、金黄的银杏、翠绿的毛竹，交织成一片

绚烂的画图。

回眸和鲁村告别的一刹那，一只白色的

鹭鸶突然又从我们面前飞过，仿佛是在挽留

我们。

我来不及辨认那是否就是我们刚进村时

飞来的那只，但我却在心里祝愿：希望鲁村在

开发旅游的同时，保护青山绿水美好的原生

态，让今天的一只鹭鸶，变成明天的十只、百

只，甚至千只、万只；让杜甫笔下的“两只黄鹂

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美丽画面，成为

鲁村的永久背景和生活常态。

那时候，世界的游客或许也会慕名而来，

鲁村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绮丽的光彩！

鲁村，有一只白鹭鸶飞过
行走

袁敏

冬天与春天，只隔一条河，冬天企盼春

天，春天希望拉冬天一把。

塞外是冬天，关内是春天。

一位女子从中原走进草原，雪花飘飘洒

洒，落在她大红披衣上，她是王昭君，落户草

原。春夏秋冬，岁月轮回。中原大地迎来春

天，王昭君领着儿女家眷，从冬天草原，跨入

春天中原。

秦淮河北边是冬天，南面是春天。

月光下的河面，红灯蓬船，进京赶考李公

子，与秦淮歌女王梅娘饮酒叙情，李公子山盟

海誓，王梅娘弹唱小曲，一首情歌送走李公

子。明月扶瑶琴，黄鹤何日归？北去的黄鹤，

再没有南飞。多情女子空牵挂，王梅娘每一

回春梦，只有夜来香。

伏尔加河那边是冬天，这面是春天。

河边一棵小柳树下，穷小子保尔·柯察

金，与富小姐冬妮娅，尽情享受初恋甜蜜。野

气顽皮保尔，逗得冬妮娅仰天大笑。腼腆聪

慧冬妮娅，翻开厚厚书本，给保尔讲述美丽的

故事。

冬日森林，一列火车被大雪阻拦。已是

红军士兵的保尔，对着列车大声呼喊：“车

上人都去铲雪，不铲雪别想上火车。”一位

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站立风雪中。“小姐，

你怎么不去铲雪？”女人转过身，保尔惊呆

了，面前女人就是冬妮娅。凝视良久，保尔

给冬妮娅递过铁镐：“铲雪去，小姐。”冬妮

娅把铁镐摔地上，回身爬上火车，初恋情

人，分道扬镳。

战争、和平、建设、爱情、伤寒......经历血

与火洗礼，保尔锤炼成钢铁战士。

开春，伏尔加河万物复苏，春意盎然。人

到中年，双目失明的保尔，静静坐在河边，河

对岸那棵小杨柳，已长成参天大树。冬妮娅

躲在柳树后，目视保尔，慢慢合上双眼，两行

热泪从眼角滚落。

春天伏尔加河旁，一部红色经典《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诞生，奥斯特洛夫斯基圆了文学

梦。

我站在冬天岸边，心上人立于春天堤上，

隔河相望，我向她招手，她朝我微笑。

圆梦春天 许晓阳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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