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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8 时半，万卷楼景区安汉
城楼的仿古大门准时打开。呼吸着
春雨淅沥后清甜的空气，迎着凉爽
微风，我第一个进得门来。大约4米
宽的青石板路一尘不染，两边的冬
青、海棠夹道相迎，巨大的柏杨、香
樟、榉树等点头示意。望山而行 600
米，寸三錾青石条铺成的台阶立在
眼前，“万卷楼”三个大字在头顶熠
熠发光，召唤我拾级而上。两边汉阙
退至身后，爬完291级台阶，我终于
站在了万卷楼的平台上。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既称“万卷楼”，必定与读书、写作有
关。没错，耸立在四川南充西山风景
区万卷楼景区玉屏山上的万卷楼，
就是为纪念西晋著名史学家、《三国
志》作者陈寿而建。

在南充众多碑塔亭楼阁中，万

卷楼无疑是最有名、最有故事的楼。
站在万卷楼第一展馆的平台

上，凭栏远眺，高楼林立的南充城尽
收眼底，穿城而过、波浪滚滚的嘉陵
江涛声阵阵。

万卷楼，始建于三国蜀汉建兴
年间（公元 223-237 年）。据古书记
载：万卷楼倚南充城西果山岩而建，
为三重檐式木石结构楼阁，飞檐斗
拱，气势雄伟。唐代又在楼前建甘露
寺，形成建筑群。1990年，政府重建
万卷楼，并将万卷楼从果山脚下迁
到玉屏山上。

玉屏山面江而立，万卷楼依山
而建，三重楼阁，气势恢宏，高台回
廊，朱檐黛瓦。第一展馆正面即是由
赵朴初书写的“万卷楼”金字巨匾，
该展馆主要介绍了陈寿的治学历
程、官宦生涯、史学名著等。

上得曲折台阶，来到第二展馆，
“并迁双固”匾额左右是“承祚倘无
三书神州竟成千古恨，果城幸有万
卷举世得仰一名楼”等楹联。这个展
馆的主题是“妙手秉正存信史”，内

容包括：史学名著三国志、三国志深
远影响、经年不衰三国热。再上台
阶，就是第三展馆——万卷流芳藏
书阁，主要内容是三国时期的文物
精品、艺术珍品等。

陈寿所著《三国志》，完整地记
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
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与《史
记》《汉书》《后汉书》一起，被称为前
四史。《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
洁，剪裁得当。当时，还有许多类似
文本。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
说：“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
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三国志》流传以后，成为民间
说唱艺人的范本，到元末明初， 小
说家罗贯中据此创作了长篇章回体
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把《三
国志》里的故事阐释到极致，其后

几百年间，三国故事家喻户晓，并从
中国走向世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

“三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陈
寿是四川南充人，因此，南充被称
为三国文化之源。

1993年11月，首届中国四川国
际三国文化研讨会在南充万卷楼召
开，这次会议将南充万卷楼定为三
国文化研讨会永久会址。此后，南
充每年都围绕三国文化主题，开展
系列研讨及学术交流活动。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何一
民这样评价陈寿：“他身上凝聚的勇
于创新、不事权贵等精神，体现了中
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与风
骨，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2020年
6 月，陈寿被评为第二批四川历史
名人，他当之无愧。

万卷楼巍峨屹立，掘三国文化
之源。一座名楼，竞相登临。有游客
在此留下诗文赞曰：西山苍翠隐风
流，汉家宫阙说春秋；百代同尊三国
志，四海争仰万卷楼。

上图为万卷楼。 梁洪源摄

“富春有好茶，拔山半是芽；
高峰漾绿海，茗香飘万家。”素有

“万担茶乡”之称的浙江杭州富阳
拔山，山高雾绕，地势连绵，土质
肥沃，阳光雨露充沛，昼夜温差
大，极宜茶树生长。400年前，拔
山的先民即开始种茶采茶。如今，
万亩山地茶园郁郁葱葱，从空中俯
瞰，就像是一片“绿海”。

拔山作为钱塘龙井茶的主产
地，出产的拔山高峰茶，扁平光滑、
汤清色绿、香气清高、味甘醇厚，可
与西湖龙井茶相媲美，且比其更早
开摘，被誉为“大杭州第一锅春茶”。

阳春三月，拔山茶香四溢。清
晨，伴着声声鸟鸣，和煦的朝阳透

过蒙蒙云雾，倾洒在绿得泛光的茶
树上。在阳光和朝露的滋润下，黄
绿眉眼的嫩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占
满枝头，像一只只微微张开的鸟
喙 ， 饱 含 着 晶 莹 剔 透 的 “ 水 晶

珠”，散发出七彩光芒，显得格外
鲜润瑰丽。

沿着山麓小道漫步至茶园山
腰，空气格外清新，沁人心脾。站
在“观茶亭”放眼眺望，极目之处皆
是葱郁的茶绿色。一垄垄、一畦畦
连绵不绝的茶蓬，仿佛一条条逶迤
而行的青龙，游嬉于熹微山岚中。
经风沐雨后，拔山层涌叠翠，动人心
魄。置身其间，让人不由生出“悠然
见南山”的心境。

登上拔山最高处，鸟瞰茶园，
更能感受到茶园的壮观。不时飘来
的层层薄雾，缭绕其间，远处的村
庄、炊烟与山尖、茶园时隐时现，如
真似幻，犹如一幅泼墨山水画卷。

待雾气逐渐消散，眼底便现出
一条环绕茶山的车行道，像条白色
的长龙，蜿蜒盘旋于漫山遍野的绿
色之中。一棵棵夹杂在绿茶丛中、
栽在车行道旁的樱花正绚丽绽放，

千姿百态，烂漫迷人。如云似霞的
樱花与碧绿如染的茶园交织在一
起，幻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

对于茶农来说，采摘头茬春
茶，是春天的真正开始，也是春天
最应景的一桩事。惊蛰过后，气温
回升，茶蓬吐绿，遍山翠色，寂静
的拔山茶园一下子热闹起来，到处
是繁忙的采茶景象。

一个个置身茶园的采茶人，戴
着斗笠、背着竹篓，忙碌于青翠而
又线条分明的茶垄间，如同点缀在
五线谱上的一个个跳跃的彩色音
符。一双双巧手轻快地在绿叶间上
下翻飞，一捏一提，不一会儿工
夫 ， 竹 篓 里 便 盛 满 了 绿 色 “ 茶
宝”，欢声笑语应和着采茶声，在
山坡上回荡。

春茶鲜醇，一呷入口，滋味万
千。采茶、晒茶、炒茶……茶农辛勤
忙碌，就为了端出一锅锅自家的好
春茶——拔山高峰茶。乐观勤劳的
拔山人，早就把茶种成了一种艺术
品，“吃好茶，雨前嫩尖采谷芽”。晾
晒萎凋、蒸炒杀青、揉捻塑形，采回
来的芽叶，经过一道道繁琐的工序，
才能做成“贵如金的明前春茶”。

近年来，拔山“以茶为媒”，
举办开茶节，发展乡村旅游，从单
纯的种采茶叶向多元化转型。每逢
拔山开茶节，茶香醉人，野菜正
鲜，无数游客慕名前来，登山赏万
亩茶田，入亭品高峰名茶，进户尝
茶香小菜，陶醉其间，流连忘返。
热情好客的拔山人忙得“脚不沾
地”……拔山已逐渐成为游客眼中
的富阳“梅家坞”。

左图为茶农在采摘春茶。

正是植树播绿的好时节。在安徽庐
江的林地荒坡，时常可见挥动铁锹和锄
头，挖树坑、栽树苗的身影。

两人一组、三人一群，扶正树苗、填
坑培土、踩实浇水，乐桥镇一处林园里，
村民正忙着栽植冬枣。负责人袁由华介
绍，冬枣生长期长、营养丰富，含有 19
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被称为“冬季美
味”，销路有保障，价格也较高，市场

“钱”景广阔。
正在地里忙活的鳌山村界牌组村

民程华珍说，她是村里的脱贫户，丈夫
患有严重哮喘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
动，家里的担子压在她一个人肩上。过
去她不会任何技术，自从有了冬枣产
业，她到园内务工，开启了稳定的就近

务工生活。“如果不是在林园打工，日子
都不知怎么过呢。”程华珍乐呵呵地说，
现在一家人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觉
得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在庐江县林园部门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沿着蜿蜒曲折的公路，笔者驱车
来到汤池镇凤桥社区的津玖山核桃种
植基地。

基地主人于淼正带领村民栽种山
核桃。刚栽下的山核桃枝干上，满是星
星点点的嫩芽，透露出收获的希望。于
淼介绍，山核桃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
独特的口感风味，深受消费者欢迎。山
核桃造林后，3年开始结果，5年左右进
入盛果期，效益十分可观。

看着眼前成片的山核桃树，正在干

活的凤桥社区陷冲组村民张广仓感慨
地说：“以前这里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
坡山地，被改造成种植基地后，荒山变
成‘金山’，我们的收入有了保障。”

除了冬枣、山核桃，茶树也成为庐
江村民增收致富的“摇钱树”。在庐江县
柯坦镇葛庙村徽熠生态茶业家庭农场
的田间地头，村民正抢抓时节种植茶
树。一垄垄新栽的茶苗在春风吹拂中，
舒展着嫩绿的叶子。2020年，作为柯坦
镇茶叶主产区之一的葛庙村通过招商，
与安徽徽熠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
同经营运作茶叶基地。企业的入驻，让
茶园的管理和经营更加规范化，也为当
地村民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傍晚，葛
庙村中庄组村民吴祝花拿到当天发放
的工资，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行走在庐江大地上，从片片新绿和
张张笑脸上，笔者真切感受到，生态良
好的发展之路，给广大群众带来了更多
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了解，庐江县将因地制宜打造经
济林种植基地，乡村“绿叶子”正成为推
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四海争仰万卷楼
何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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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处处是风景

昌赤路在北京自驾游爱好者中享
有盛名。又到了山桃花盛开的季节，大
批爱好自驾、赏花的人将昌赤路作为
一大重要选择。昌赤路由北京昌平区
长陵镇通往河北赤城，沿蜿蜒山路前
行，沿途可见古老长城的雄伟身姿。它
有“京郊最美山路之一”的称号。其中，
昌平和延庆交界的一段盘山路上，可
见漫山遍野的山桃花、山杏花。

自驾游爱好者常琪记不清走过多
少次昌赤路，对沿途四季不同的风景
已十分熟悉：春来赏花、夏来避暑、
秋看红叶、冬赏白雪。“每年一开
春，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开车走一遍
昌赤路，就为了不错过山桃花的花
期。”常琪介绍，山桃花的花期很
短，约在3月下旬到4月初，“错过就
要等一年”。昌赤路沿途设有停车
区，有些地方还建有木栈道，可供游
客步行上山。关于昌赤路的赏花记
忆，常琪印象最深的是 2020 年春
天。“去年这个时候，我也照例走了
几趟昌赤路，记得在路边一处停车
区，附近有一片正盛开的山桃花，我
看到许多大人、孩子在树下拍照，欢
声笑语不断。虽然大家都戴着口罩，
但我依然能感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快
乐与放松。”常琪告诉记者，进入 3
月，他已走过 2 次昌赤路，“自驾游
客明显比去年多了许多”。

“一条公路，阅尽四季风景。”每个
地方都有像昌赤路这样的高颜值公
路，它们是人们旅途中新的目的地，也
是人们亲近一座城市的窗口。

高速发展幸福路

每座城市都有一条“改变历史”
的公路。300多处文化景点犹如珍珠
一般，被一条乡村路串成一串，吸引
无数游客前来观光。这是河北涉县的
千里乡村路。因为这条路的串联，当
地打通了旅游发展“大动脉”，红色

旅游、根祖旅游、山水旅游得以快速
发展，建起一批农家乐、民宿，带动
了当地村民致富、村庄繁荣。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北部
山区小津口村曾经“连条像样的路都
没有”，村民出山困难。如今，一条
长 23.8 公里的旅游观光路顺利通车，
不仅将9个村串联起来，改善了村民
的出行条件，更带动了当地的茶叶销
售、旅游观光。这里的村民可以顺利
地将好空气、好风光、好物产展示给
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从前的穷山窝
真正变成了“聚宝盆”。

从没路到有路，再到公路越变越
美。一条条旅游公路的变化背后，镌
刻着当地蓬勃发展的印记。“要看一
个地方的发展变化，选择一条当地最
有特色的公路走一走，是最便捷的途
径。从那里，可以看到城市发展的轨
迹，也能看到行进中的中国。”自驾
游爱好者“摩托小赵”说。

乡村振兴的“快车道”

日前，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志清
表示，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
一步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将推
动交通建设项目更多向进村入户倾

斜，提升乡镇通三级路、较大人口规
模的自然村 （组） 通硬化路的比例，
推进旅游路、产业路、资源路建设。
王志清表示，到 2035 年，我国将形
成“规模结构合理、设施品质优良、
治理规范有效、运输服务优质”的农
村公路交通运输体系。到本世纪中
叶，我国将全面建成与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相适应、与生态环境和乡村文

化相协调，与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相融
合，安全、便捷、绿色、美丽的农村
公路交通运输体系。农村公路通村达
组、联通城乡，实现与特色小镇、美丽
乡村、田园综合体、农业产业园区等融
合发展，满足人们对农村出行的美好
期望，有力支撑和促进乡村振兴。

对旅游公路的建设、维护等，各
地也已进行积极探索。

2018年起，山西决定用5年时间
建设黄河一号、长城一号、太行一号
旅游公路，规划建设总里程达 1.3 万
余公里，构建主线串联、支线循环、
连接线成网的“城景通、景景通”全
域旅游一张网格局。文化旅游业是山
西省重点打造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为
促进文旅与交通融合，3月1日，《山
西省旅游公路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
在科学构建旅游公路的建设和管理、
保障旅游公路的安全性和专用性等方
面，作出专门规定。例如，该 《办
法》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运用大
数据、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系统等
现代管理方式，发布通行情况、景区
景点、服务设施、气象等旅游公路沿
线区域相关信息。山西省司法厅立法
三处处长刘彦平指出，此举“为乡村
振兴铺就快车道”。

春日花飞雪，山樱如美人。近
日，位于浙江宁波江北区的绿野达
人谷景区内万株樱花树迎春绽放。
据了解，达人谷内共有 10 万棵樱
花树，近百品种，让人大饱眼福。
景区工作人员崔倩倩告诉笔者，目
前盛开的是中樱，数量达 6 万棵，
花期从 3 月中旬持续至 3 月底。景
区内的网红项目“步步惊心”，成
了人们必打卡的项目之一。踩在由
一格格彩色玻璃板拼成的吊桥上，
游客们在山野间尽享春的气息。

张落雁/文 章勇涛/图

山野赏花游乐忙

在路上感知美丽中国
本报记者 尹 婕

在路上感知美丽中国
本报记者 尹 婕

正是踏春季，全国各地数不尽的人们走出家门，用脚步丈量春天的

大地。这个春天，人们不仅陶醉于景点、景区的春色，也被路上的风景

吸引。越来越多的旅游公路在各地涌现，它们不仅颜值高、体验好，也

成为当地的幸福路、致富路。

全长33公里的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象西线，按照“上乔中灌下花草”的
设计理念，形成魅力乡村风景线。 胡学军摄 （人民图片）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南门乡村公路两侧，桃花盛开，晨雾、梯田、
农家，宛如人间仙境。 曹永龙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