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出云南丽江古城 15 公里，奔玉龙雪山

一路北去，便到了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镇

玉湖村。

玉龙十三峰，三峰在玉湖。行走在玉湖

村，只见一座座朴素的火山岩垒砌的纳西民

居掩映于红花绿树之间，写满岁月痕迹的石

板路向远处延伸……这里是最靠近玉龙雪山

的村子，亦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2013 年，

玉湖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以石砌墙筑民居

初见玉湖村，人们问得最多的便是：这里

的房子为何都是石头建的？

有人说，玉湖海拔高、冬天冷，石头砌墙

有助于保暖。玉湖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和

旺盛说：“以前用石头砌墙，是因为村民买不

起砖，只能就地取材，漫山遍野的石头拿来

垒墙，土、牛粪、麦秸和泥代替较贵的水泥。”

时隔半年，记者再见和旺盛，这位纳西族

85 后村干部不仅多了白发，不少胡子也已变

白。多年来，和旺盛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

精力都给了村子。如今，村中几乎只能看到

石头房，这离不开村干部们的努力。

本世纪初，村民手头日渐宽裕，加盖新房

时，不少农户赶时髦用砖砌墙；哪怕是石头砌

墙，外面也要抹水泥找平；条件更好的，还贴

上了瓷砖。后来，走进村中的游客渐多，走出

去的村民也开阔了视野，村民越来越确信：还

是石头墙更有味道。不然为啥来村里的游

客，全都选择住石头房？

砌石头是个技术活。石头不如砖块方正

规整，加上土和泥的强度比不上水泥，需要有

经验的师傅才能确保墙体结实，这也增加了

石头墙的修建成本。为了恢复石头村的风

貌，和旺盛没少费口舌，这几年无论谁家建房

都会选择石头墙。不过也有变化，用水泥代

替了泥土，但传统得以保留。

随着电线入地，玉湖“石头村”更加名副

其实。雪山脚下，石墙石板，石垒的沟渠流水

潺潺，吸引越来越多人来到玉湖感受传统。

家家淌水、户户有花，游客随手推开一扇门，

不经意间主人腼腆笑脸相迎而来。

书中的香格里拉

忙碌的鸟儿会唤醒黎明，却不会吵醒熟

睡的人。玉湖的鸟儿身形娇小，连带着声音

也不大。太阳还躲在云层，它们便穿梭于低

矮的灌木，取食成熟的野果。听到记者靠近，

只是停下，并不着急离开。

“香格里拉”是不少国际游客向往之地。

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经停北上广再到滇

西北，不少人是为了一睹小说《消失的地平

线》中描绘的“香格里拉”（寓意世外桃源）。

鲜为人知的是，作者詹姆斯·希尔顿其实从未

到过云南，他创造的“香格里拉”一词，源于植

物学家约瑟夫·洛克撰写的这里的游记。

玉 湖 的 魅 力 还 在 玉 龙 雪 山 。 雪 山 脚 下

的玉湖村，接受着冰山融水的滋养。村里有

个“玉柱擎天”的景点，古树参天，青苔覆石，

冰山融水顺着“玉柱擎天”下的泉眼奔流而

下，击打着水车，湖里的虹鳟鱼、面鱼穿行在

海菜花之间。登高俯瞰，水清如玉，让人沉

醉其间。

拥有良好的水源条件，玉湖村曾经被辟

为鹿苑，而今仍有牧场。出“玉柱擎天”花园

后门，便进入了马场。山花烂漫，游客可以骑

马，也能徒步。

午后，云退到了山巅，依然难睹玉龙雪山

的真颜。向龙女湖前进的路上，记者偶遇了

一位徒步者，两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很快天

南海北聊了起来，增添了不少旅途的乐趣。

不多久，便见到了龙女湖。湖并不大，但

不像别处多半是灌丛，湖周边只有低矮的草

甸。后来得知，由于村里的马晚上会被赶到

龙女湖畔，这里几乎连灌木也很难生长，只剩

低矮的草甸。唯有湖畔那棵柳树，依然陪伴

着龙女湖。

晴天时，蓝天白云雪山都会倒映在湖中，

成为“玉龙十二景”中的“玉湖倒影”。

纳西文化富玉湖

在发展旅游业方面，和旺盛曾经很头疼：

牵马游览雪山是村里的重要旅游项目。此前

村民各自拉客，价格混乱，“影响形象不说，也

不安全。”为了规范管理、共担风险，牵马项目

由村里的玉湖文旅公司统一定价、跟游客结

算，参与农户可以轮流牵马领取报酬，公司收

入全体村民共同分红。

骑马徒步拍照打卡，虽然扩大玉湖的知

名度，但留不住客人。于是，玉湖文旅公司将

骑马与纳西家访相结合，引导游客体验纳西

文化：亲手做张东巴纸、用东巴文书写自己的

名字，很受孩子和家长的欢迎。

和成伟家的庭院，如今便成了家访的院

落。一进门便是东巴文书写的对联：“贵客进

家门，喜从心中来”。在院子里，大人可以尝

试磨豆腐，小孩可以制作东巴纸，和成伟一边

跟记者讲解纳西文化，一边反复跟记者确认：

“这个你有兴趣吗？要是没兴趣我跟你介绍

别的，不然全都说完得三天三夜！”家访经济

效益不错，更让和成伟高兴的是，当地纳西文

化也得到了传播。

除了看石头村、龙女湖、骑马徒步，不少

游客到玉湖，看重的恰是那份淳朴。这几年，

不少文艺人士进村，开起了民宿，开始时还多

半要靠网络平台引流，两三年后，不少民宿线

上引流和线下熟人推荐几乎各占半壁江山。

玉湖有幼子守祖屋的传统，玉湖村里住

的依然是玉湖人。当外来商户占据了大研古

镇、游客挤满了束河、白沙，在玉湖依然可以

感受传统纳西人的生活。

但要让玉湖人留在玉湖村，关键还是让

村里人在村里能赚到钱。和旺盛的工作多

半也与此相关，依托沪滇帮扶，村里引入外

来资本成立合资公司，最贫困的农户一年也

有两三千元的分红；有文化的可以当导游，

上了岁数的可以牵马，暑期摆摊烤洋芋一天

也有四五百的收入。唯有“创业在玉湖，就

业在玉湖，生活才能在玉湖”。

和 旺 盛 说 ，低 价 游 高 返 点 游 客 更 多 ，村

民 收 入 也 自 然 更 高 ，可 村 里 不 让 村 民 这 么

干，“好名声比挣钱重要，有好名声就不怕赚

不到钱。”

传 统 与 现 代 ，在 玉 湖 相 遇 。 要 发 展 ，就

要拥抱市场；可过度的市场化，就难免丢了

文化。唯有让文化找到合适的市场化途径，

才能让村庄以及那份乡土文化在传承中发

展。和旺盛说：“玉湖村的发展，不求快，但

求好。”

入夜，繁星点点。星空下，玉龙

雪山环抱着这座石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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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传统村落R

图①：雪山脚下具有纳西族特色的玉湖村民宿。

徐 俊摄（人民视觉）

图②：玉湖村传统民居。 徐 俊摄（人民视觉）

图③：玉湖村内“玉柱擎天”美景。 徐 俊摄（人民视觉）

图④：玉湖村一角。 徐 俊摄（人民视觉）

图⑤：村民牵着马漫步于玉湖村。 徐 俊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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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一般是指树龄在 100 年以上

的树木。名木，一般指树种稀有珍贵

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研究价值

和重大纪念意义的树木。近年来，社

会各界越来越多地从文化遗产、自然

遗产、文化景观等视角，将“古树名木”

视为独特的文化资源，发掘其具有的

重要科学、生态、历史、文化、景观与经

济价值。

古树名木与文物古建、胡同院落、

传统村落等相生相伴，密不可分。北京

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古树之都”，苍

松古柏掩映下的红墙碧瓦是古都风貌

的重要体现，更是市民难以忘却的美

景 。 据 统 计 ，全 市 共 有 古 树 名 木 4 万

株，共分 33 科 56 属 74 种，主要集中在

侧柏、油松、桧柏、国槐，这 4 类树种占

全市古树名木总数的 90％以上。树龄

超过 3500 年的“九搂十八杈”是北京最

古老的柏树，此外，昌平“青檀王”、太庙

“朱棣手植柏”、中山公园“辽柏”、北海

公园“唐槐”“白袍将军”等古树名木不

胜枚举。

为保护 4 万多株古树，北京在城市

建设中频为古树“让路”。前不久，密云

区新城子镇的“九搂十八杈”古柏长出

新叶，生机勃勃，引起广泛关注。这棵

古树一度遭遇生存危机：省级公路从树

旁经过，加上不透气不透水的挡墙，使

得古树根系伸展不开，难以吸收足够养

分。为给古树充分的生存空间，当地不

但拆了挡墙，还将影响它生长的公路

“挪”远了。如今，古树焕发新生，当地

也从古树保护中找到了新的发展思路

——通过全镇的 16 棵古树串联村落，

不断丰富古树文化旅游线路，打造“古

树名镇”。

保护一棵古树、植下一方绿地，让

城市融入大自然，展现生态之美，是建

设宜居城市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

北京古树及生态环境整体保护试点建

设也逐步趋于成熟。2021 年以来，北京

市已打造密云“九搂十八杈”古树名木

主题公园、昌平康陵古树乡村、西城鼓

楼西大街古树街巷、海淀八里庄街道世

纪新景园古树社区等古树乡村、古树街

巷、古树社区等 40 余处。

古树名木，延续古都记忆
3 年来，北京市已打造古树乡村、古树街巷、

古树社区等40余处

本报记者 贺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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