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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坝村的绿水青山
■ 姜桦

南太湖的季风吹过起伏的丘陵，一场

连绵的雨将我带进温润水湿的江南。绵绵

细雨中，风吹起梧桐树的叶子，落在宜南山

地一片美丽的青山绿水之间，那是陶都宜

兴丁蜀镇的上坝村。

上坝古称“凰川”，地处宜兴市西南部江

浙两省交界处，与浙江长兴隔山相望。“茶海

碧林间，悠然见上坝”。三面环山、绿荫覆盖

的上坝，走在村里，那从山涧中潺潺而来的

溪水，一间间隐于山中的民宿，一抹抹蜿蜒

的丘陵山地，远离城市喧嚣，上坝是一处世

外桃源，是能够给人以无穷想象的地方，更

是一个与新时代新生活同频共振的绿意氤

氲的名字。25平方公里土地，20个自然村组

成的丘陵村落，一条向阳涧从上坝穿村而

过，溪水清风，立体而生动。沿着村中心的

健身步道，一路竹林环抱，雨声从树叶的缝

隙中落下来，整个山地似乎都被雨声所引

领。上坝的龙箭自然村，村庄虽小，名字却

很有来头。相传乾隆下江南，到湖 磬山崇

恩寺寻父，路遇一位荷着锄头的老人，便问

此地叫什么地方，老人无语。不是因为木

讷，是这里原本就没有名字。乾隆皇帝有些

惊讶，说：“你看这里小溪曲折，宛若青龙，山

上流下的水就像一支箭，没有名字，那就叫

龙箭吧。”于是，龙箭村自此得名。

我们来上坝时天色将晚，潇潇雨中，一

处处水池波光闪耀，如同龙鳞。这就是上

坝村龙箭自然村的龙鳞坝。龙鳞坝沿着山

势蜿蜒而下，一层一层，每一级都建有蓄水

池，有一个两个，也有三五个，一大串。水

池或大或小，但大多呈弧形。水流从高处

倾泻下来，从山坡上流过，层层叠叠，带着

竹节一般的响声。在上坝，不需要找导游，

村支书周培育直接领着我们上山下山。周

支书是土生土长的上坝人，童年生活，少年

记忆，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路、

每一道溪流，那走在路上或者坐在门前的

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叔伯姑婶或者少年玩

伴。所以，即便暮色浓重，他也知道那些道

路在哪里转向，溪流在哪里拐弯，辨得清那

些说话的人来自哪一家哪一户。而他看似

随意地介绍，不需要任何修饰，记录下来，

就是一段带着特殊情感的导游词：

“借着自然之势，上坝村的村庄依山傍

水而建，独有一种隐世而居的仙气。从高

空俯瞰，整条水坝如同一条舞动的龙，惊艳

壮观。天气晴好时光，天边的云彩像被颜

料涂抹过。远处高低起伏的山峦，近处高

高低低的树，它们在微风中摇摆，融合成天

下最悠然曼妙的田园牧歌！”

其实，何止是周培育，山道上，大树下，

那些悠闲散步的村民，每一位都是上坝村

最好的导游。看到任何一位陌生的游客，

他们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告诉你，再往前走

一走，就是茶马古道，再往前，就是乌峰岭

了。乌峰岭是宜南地区最高的山峰，山的

另一边就是同属宜兴的湖 镇的廿三弯和

浙江湖州长兴县的北川村。乌峰岭声名并

不显赫，却是一座著名的茶山。东临太湖，

三面环山，上坝村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温

润的水土，适宜的气候，使得这里茶园连

片，红茶、绿茶、白茶、黄金茶都很有名，其

中，坝上彩虹、坝上春天已做成品牌。上坝

自古就是唐贡茶产区，种茶、制茶历史悠

久，更为重要的是，陆羽在《茶经》中记录的

那条江浙茶马古道就藏于山中。江浙茶马

古道是古时宜南和浙北山区最为便捷的陆

路通道。走在上坝村，你听那些人的口音，

除了宜兴本地话，还有人说温州话、闽南话

的。他们都是当年翻山越岭从浙江来山这

边寻生活的人。作为东部茶马古道上的江

苏门户，乌峰岭和山脚下的龙箭古村，见证

了山南山北人民的交往和情谊，如今，江苏

和浙江，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不分

山南岭北，一代又一代，他们早已是血脉相

连的一家人。

来上坝，不能不饮一杯这里的阳羡

茶。上坝村地处江浙交汇之地，在这里，茶

与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上坝村茶

园面积超过三千亩。全村四千多人，与茶

产业相关的村民就有千余。经过多年发展

和积累，茶叶已成为上坝村“一村一品”的

特色产业和农业支柱产业。上坝之美在于

茶。宜兴的丁蜀镇是千年陶都，紫砂壶的

名气何其之大？嫩绿的茶叶坠入紫砂壶，

经过乌峰岭上山泉水的浸泡，一片片平常

的东方树叶，承载着村民们世世代代对于

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上坝之旅就是清心洗肺之旅。在这

里，清冽的空气搅着花香，你瞧那一趟走在

路上的游客，正忍不住张着嘴巴大口大口

地吸氧。经历千年沧桑，时间涤荡尘世的

喧嚣。偏居宜南丘陵腹地的上坝村没有过

度开发，很好地保持着千百年来最原生态

的自然环境，龙鳞坝、彩绘墙、稻草人、半山

客栈，处处都是游人打卡拍照的好地方。

“上山，上水，上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

始，安宁的上坝村开始流传起这样一句话：

“就生活而言，我们的村庄就是世界。”这句

话除了当地的宜兴话、无锡话，还有温州话

和闽南话版本，但更多的还是普通话，只是

这普通话带着鸟语泉鸣和悠悠茶香，带着

世代生息在这里的人们对于宜南山地的深

情依恋。一众人当中，声音最响亮的是领着

我们走遍全村、访遍山林的村支书周培育。

这个出生于上坝村的70后，早些年一直在外

地做生意，上海，广东，浙江，常年在外面

跑。但无论走到哪里，那个叫做上坝的地

方，一直都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即使走到天

南海北，他都走不出那魂牵梦绕山水相伴的

家乡。前几年，因为故乡故土的召唤，周培

育终于回到老家，做了上坝村的村书记。无

锡宜兴一带，周姓为大姓，独独在上坝村，周

姓仅此一家。但是，镇领导和上坝村的村民

把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交给了他。为了对得

起组织和乡亲们的这份嘱托和信任，周培育

决定甩开臂膀大干一番。依托独特的地理

位置、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他带领村民修

缮江浙古道，修葺龙鳞坝，开发向阳涧边的

竹海与乌峰岭下的茶园，发展乡村旅游。为

了增强茶农的市场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促进茶产业的发展，增加茶农收入，2022年3

月，春茶上市时节，在丁蜀镇领导的支持下，

上坝村成立了宜兴第一家“茶青交易中心”，

为强村富民和推广茶文化搭建起又一座更

加宽阔的平台，为茶商和茶农开辟出又一座

“绿色通道、绿色驿站”。不仅于此，最近，他

们又和山西客商合作，启动了上坝康养基地

建设。从前那座深陷山凹的偏僻乡村，正以

奔跑之姿、奋斗之势，跃然于新时代的大潮，

这片大地也正成为真正的“金山银山”。但

不管何时何地，上坝都始终保留着一份质朴

和淡然，那是绿水青山赋予上坝人的最高明

的智慧。

山青地绿，天高水长。来上坝，在乌峰

岭上听悠悠山风，在茶马古道感受大地醇

香的心意，透过青翠的竹林饱览南太湖风

光，上坝村的每一处山坡、每一座茶园、每

一个角落，缤纷的色彩无不在描摹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斑斓与惊艳。

那是千年陶都五色大地的深情注视，

那是三万八千顷广袤太湖投向宜南大地的

一束绿色的光。

一切都在雾里
犹如一切都在梦里
一切都在土里
犹如一切都在火里
一切都在可见的光里
但只有它的一个侧面
它的诸多面向鲜为人知
一切都以陶的面孔与我对视
在宜兴市丁蜀镇陶瓷博物馆
在这个拥有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地方

流动的时间像雾
麦豆

源 头
张烨

现代诗
要历尽多少马拉松
才能抵达《诗经》
滔滔黄河的胚胎 青海
巴颜喀拉山的一股涓涓细流

诗人们雅集蜀山东坡书院，围炉交谈
言语迸出一把把紫砂壶
书院正中的紫砂壶耸立成巨像
这一定是东坡先生最爱的形制吧
人们争着与其合影，渺小如杯

想象满世界行走的紫砂壶
在此刻围拢，返回故乡，探询朴素本真
引领一群膜拜的杯子
丁蜀地水是其先身
土和火是其本体
纵然名震天下，总难忘
蛮荒纪元滴水之恩

源头是母性的
孕育波澜壮阔

一本卷了毛边的《昆虫记》

余庄里没有一户余姓人家，“余”

是村民们的心愿——缸里有余粮，手

里有余钱。

“喂群鸡子换油盐，一头小猪能过

年”，当地的顺口溜里，不乏勤劳，也暗示

出曾经的贫困。

余庄小学，生源辐射7个行政村，

300多名学生中多数是留守儿童。上

一代人大都在外务工，年底再如候鸟

般飞回。

“每天睁开眼看到的就是座座土山，

从小我就渴望能到外面去看看。”但也因

为对这样的境遇感同身受，“90后”教师

张亚丽又回到了大山任教。她说，那种

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眼神，在余庄

小学，真实且迫切。

张亚丽笃信一点：“让学生变‘聪明’

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

是阅读、阅读、再阅读。”同时，她也困惑

着：课业和家境，究竟是哪个阻挡了孩子

们的阅读？

直到一天，数学老师领着她班里的

一名男生前来“告状”：孩子在数学课上

看课外书看得入迷，一扑到书里，连提问

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张亚丽留下了那位“书虫”。孩子紧

张地摩挲着封面，那是一本被翻得卷了毛

边的《昆虫记》。问及为何要在课堂上偷

偷地读，孩子答道，书是从邻居家借来的，

后边还有其他同学排队，等着传阅。

“他们是多么需要一本书啊。”张

亚丽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

有书可读。

这也契合了“为你读书”发起的动

因。从2021年4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的孩子们收到捐赠的第一本书开始，

拼多多“为你读书”公益行动的足迹，遍

布西藏、新疆、甘肃、青海、贵州、陕西、安

徽、云南、湖北、江西、湖南等地的山区中

小学、特殊学校。截至2023年2月，已累

计捐赠图书超30万册。

“看到孩子们捧着书，你就会觉得这

是一件微小但很了不起的事情。”张亚丽

的感受，也是“为你读书”公益活动的意

义所在：或许微不足道，却如同埋在地里

的种子，只要一点水分、一些阳光，就有

新芽破土。

一份站在巨人之肩的书单

舞水之阳的远景，是贾湖骨笛奏响

华夏文明的初音。契刻、龟甲、石器、陶

器……文明在此交汇、传承，将不同的精

神气韵含纳胸中。

生于长于贾湖之畔的孩子们，希冀从

各式各样的书中浸染这样包容的气象：

余庄小学五（2）班的王熠晴，熟读

《三国演义》，偶像是诸葛亮。草船借箭

的故事，孕育出了一个“要上知天文下知

地理”的志向。

她的好朋友郭瑞莹，则享受在柯南 ·道

尔营造的悬疑世界里体验“烧脑”的乐

趣，同极具人格魅力的大侦探福尔摩斯

一起探寻蛛丝马迹。

“丁丁是完美的小英雄，是我想成为

的人”，五（1）班的黄玥婷喜欢跟随丁丁

探访各个神秘大陆，也难以忘记《蓝莲

花》中丁丁来到中国的兴奋，渐渐也生发

出朦胧的反战、和平和人文主义思想。

“我们的孩子处在中国和世界对话，

传统和未来碰撞的历史节点”，比起捐赠

书籍的数量，余庄小学校长郭振军更在

意优质内容。

这是“为你读书”公益捐赠项目的特

点之一，每一次捐赠的书籍都是根据学

校实际情况，点对点定制，并请教育文化

界人士筛选、确认。

此次捐赠的书单，“为你读书”项目

组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校方多次讨论，反

复研究，既要考虑孩子看不看得懂，喜不

喜欢，是否符合该年龄段孩子的成长特

征，也希望孩子们能透过薄薄的纸张，激

扬的文字，与先贤畅谈，和自我对话，站

在巨人之肩望见文明的广阔。

余庄小学的图书室被填满了。孩子

们可以从《地球的故事》跌宕起伏里，感

受斗转星移的变与不变；在《宇宙大百

科》的缜密推演中，发现世界运转的知与

未知；于《傅雷家书》的悲欢离合间，体味

百态人生的是与不是。

得知这批图书里，有《环游地球八十

天》，五(1)班的黄玥婷眼前一亮。

一场旷日持久的奔赴

阅读是浪漫的。在接近两年的时间

里，拼多多“为你读书”公益捐赠行动持续

走进中国最偏远的高原、山区、乡村，不仅

为中小学校的孩子们捐书，还会邀请国内

知名作家、学者，和孩子们一起读书，不仅

分享方法论，更鼓励孩子们从一点一滴的

阅读和思考中习得、建立。

这次走进河南舞阳，“为你读书”公益

行动携手著名作家、励志杂志《哲思》创始

人齐心，为余庄小学二年级的孩子们播下

《幸福的种子》。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我们家屋后

有一大片杏树，三四月杏花盛开的时候，

我就坐在树下看书，看安徒生童话，看格

林童话……”齐心分享

了自己童年与阅读有关

的成长经历后，用轻松

俏皮的语言，邀请孩子

们进入到《花婆婆》《西

瓜游泳场》的故事里，让

孩子们打开脑洞，叩响

思考的大门。

互动时高举的小

手，清脆的回答声、响亮

的鼓掌声，甚至是一个

提问后“腾”一下齐刷刷

站起来的“大动作”，都

让齐心倦怠尽无：“这就

是一路奔赴的意义。”

孩子们的好奇心让齐心不得不“拖

堂”。当被问到“怎么样才能成为像您一

样的好作家”，齐心不禁莞尔：“多读书、读

好书。”因为书里有光，和太阳一样；因为

多多读书，总有答案。

返程路上，老师不断传来孩子们

写下的日记，稚嫩的字里行间，有吃

惊，有骄傲，更多的是“美好”“不舍”之

类的字眼。

不是分别，也非终结。诚如齐心在朋

友圈中写下的：“这个春天，一定有一颗阅

读的种子，播种在了某个孩子的心里，进

而生根发芽，慢慢长大……”（文/杜宇）

2月21日，河南省舞阳县侯集镇余庄小学。

图书室外唧唧喳喳，仿若鸟雀。“真的有很多新书

吗？”孩子们涌上前，一点也不怯生。

他们口中的这批新书，是“为你读书”公益行动，携手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省委网信办驻舞阳县余庄村工作

队送来的。接下来，项目组将继续向平顶山鲁山等近10

所乡村小学捐赠共计万册的优质图书，为偏远学校的孩

子们送去书香。

今年的春天，比往年更早些。天虽尚寒，心已向暖。

▲“为你读书”捐赠给河南省舞阳县侯集镇余庄小学
的图书，已全部分类、上架，面向全校师生开放。董旭 摄

在春天播下阅读的种子
“为你读书”公益行动走进河南舞阳

▲拼多多“为你读书”公益行动联合
河南广播电视台向河南省乡村小学捐赠
图书。河南省网信办驻舞阳县侯集镇余
庄第一书记马新云（左三），河南广播电
视台爱之声工作室负责人、一本书公益
项目发起人穆迪（左五）、河南省网信办
驻舞阳县侯集镇余庄第一书记温武（左
七）等嘉宾参与捐赠仪式。 董旭 摄▲

徜徉于书海，是余庄小学五（2）
班的王熠晴的日常爱好之一。董旭 摄

▲2月21日，“为你读书”公益行动联
合河南广播电视台走进河南省舞阳县侯
集镇余庄小学。该校语文教师张亚丽正
给学生们讲述阅读方法。 董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