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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下行天下行天下

美丽的云南省有诸多瑰宝，其中不少
大自然杰作都与土有关，一个是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的哈尼梯田，一个是在红河
泸西，有一片被称为“大地的调色板”的
红土地，还有一个是红河建水县的千年紫
陶。土是万物之根本，如今，这种以

“土”为代表的产品，正成为红河文旅产
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生态奇观

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分布在
哀牢山南部的元阳、红河、绿春、金平等
县，初垦于隋唐。

红河哈尼梯田，是一套延续千余年的
生态农耕系统：山顶的森林涵养水源形成
涓涓细流，为山腰的村寨提供生活用水，
又为村寨下方的梯田提供灌溉水源；之
后，流水继续顺流而下，在低地河谷交汇
成河流，再通过蒸腾作用将水分搬运回森
林。“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
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这是红河哈尼
梯田的生态奇观。

哈尼族有句老话叫“有林才有水，有
水才有田，有田才有人”，亲近自然的哈
尼族，是崇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民
族，所以哈尼村寨一般建于半山腰上，寨
后山头有茂密的森林资源。

1300多年前，哈尼族祖先细心保护着
茂密的森林。围绕森林涵养出的丰富水
源，在森林之下搭屋建寨，又在村寨周边
依山随势挖田引水，开垦出宛如天梯的哈
尼梯田。

他们修渠灌田，田渠以“木刻分水”
制度，保持了梯田的用水公平和谐，而沿
梯田而下的水，在河流中又形成水蒸气，
进入大气变成降雨，随着人类开展活动，
不仅没有破坏自然循环，反而帮助它变得
更加良性。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哈尼族姑娘与全球参
会嘉宾分享了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

“人与自然”共生共享的经验：哈尼人在复
杂多变的地形和独特的气候里，在15—75
度之间的山坡上，穷尽心力开垦梯田、种植
水稻，通过哈尼子孙的接棒“雕刻”，造就了
红河哈尼梯田奇观，创造了“山有多高，水
有多高，田有多高”的奇迹，生动证明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如今，红河哈尼梯田从乡愁里找到了
自己的“致富经”。诺玛阿美庄园位于哈
尼梯田遗产区哈尼小镇内，游客在庄园的
客房中就可观赏梯田、云海、蘑菇村庄等
梯田景观，庄园推出的云端梯田晚宴也常
常是一位难求。距离诺玛阿美庄园不远的
阿者科村，梯田如绿毯般铺展，蘑菇屋掩
映在满目青翠间。2018年以来，当地实施

“阿者科计划”，通过利益分红机制与村落

保护细则的绑定，村子实实在在有了改
变：村民们真金白银的分红收入多了，潜
移默化的内生动力增加了，游客们的旅游
体验提升了。阿者科村为乡村振兴、传统
村落和梯田文化遗产保护，找到了一条可
持续的旅游发展之路。

装点大地

蓝天、白云、红土地，青山、绿水、

金田园，行走在红河泸西的红土地上，心
中油然而生对这片沃土的敬意与欢欣。

泸西县位于云南省东部、红河州北部，
地处“四州市”“五县市”交汇处，是通达中
原腹地和滇中城市群的重要枢纽。红河泸
西的土壤类型主要为赤红壤、红壤、黄棕壤
等，泸西也被称为“红高原”。

红土地宁静、恬淡，上面种植着薄脆
多汁的高原梨、原生态的荞麦……在这块

土地上，红色越发浓烈，绿色更加生动，
远远看去，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蔚为壮
观。风的抚触、太阳的照晒、雨水的冲
刷，让这片红土地长期处于温暖湿润的环
境中，千百年来，当地农民在红土地上努
力耕作，将红土地装点成了色彩绚丽的宝
地。这里是摄影家的天堂，是文人墨客抒
怀的圣地，它迷人的魅力在于巧夺天工的

“大地艺术”之美。
在“红高原”泸西，土还催生了旅游

经济。
位于泸西的城子古村背山面水，屹立

于飞凤山上。山前碧水环绕、绿野铺陈，
土黄色的建筑物在阳光照耀下发出光芒，
这里正成为广受游客喜爱的“乡村旅游目
的地”。

古村土掌房首尾相连，与山坡融为一
体，不可分割。村子坡头屋后，风光旖
旎，景色诱人。紧密相连的土掌房群落，
形成“你家的房顶是我家的庭院”的建筑
风格，被誉为民居建筑文化与建造技术发
展史上的“活化石”。农民在屋顶忙碌着
翻晒粮食，小孩聚在一起玩耍嬉戏，呈现
出一幅恬静安谧的太平景象。

城子古村也是彝族繁衍生息的村子，
悠久的农耕文化承载着深厚的乡愁，古村
上演过土司首领的人生悲欢离合，是一个
湮没的古府、一个尘封的古国。“一村一
府一古都”是它固有的禀赋和突出的品
牌，许多游客来此寻古探幽。

“陶”出匠心

在红河州建水县，以土为元素的产业
正在大放光彩。

建水其地，山川信美，钟灵毓秀。陶
出于土，在匠人手中经过摔打，经过搓
捏，而后，在窑火煅烧里完美涅槃，由土
成器。

紫陶始于宋代，成长于元明清时期。紫
陶采建水近郊五彩山之红、黄、青、紫、白五
色陶土，经制泥、拉坯、装饰、刻坯、填泥、精
修、烧制和无釉磨光等八大工序制作而成。
历经数代人传承和弘扬，紫陶烧制技艺集
书法、绘画、雕刻、镶嵌、烧制、磨光等工艺
于一身，形成了“阴刻阳填、残贴镶嵌、无釉
磨光”的艺术特色。

如今的建水紫陶，百花盛开，百家争
艳，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浮雕、浮刻、气
烧相结合。

作为云南省第一批省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之一，建水紫陶里街区紫陶
大师云集，文化展演活动丰富。游客来这
里，能享受一场视觉与味觉交融的盛宴。

舞台演艺、汉服巡演、古琴演奏等文
化展演活动，再现国风盛宴，带给游客视
觉冲击；汽锅鸡、曲江烤鸭、狮子糕、豆
面汤圆、建水豆腐、米线等特色美食丰富
多元，满足游客的舌尖欲望。

在建水很多地方，游客都可以参与拉
坯体验，见证陶泥成形的过程。拉坯机飞
速旋转的同时，湿润的陶泥在双手的抚摸
下，温柔乖巧，顺从地随着双手一边旋
转，一边慢慢升高、延展、合拢、弯曲，
按照自己的想法拉成杯子、碟子、碗等各
种造型，最后，还可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
或写上有纪念意义的字。

红河点土成金河点土成金
李 亚 陶 江

对于每一个热爱旅游的人来
说，深处高山腹地、充满异域风情
的民族村寨绝对是一种难以抗拒的
诱惑。正是这种诱惑，使我们踏上
前往安徽省宁国市云梯乡千秋畲族
村的旅程。

我们到达的这天，正值小雨过
后，美丽的汤公山上云遮雾绕，低
洼处浓云似海。云烟流动中，姹紫
嫣红的杜鹃花时隐时现，绽放出惊
艳的景象。如同蛇行一般的公路四
周，层层叠叠的梯田缓缓向高处绵
延，疏朗的山核桃树透出嫩黄的新
芽，在草色的烘染下，显得格外生
机盎然。

畲族村寨不大，但宁静而安
详。房屋大都被葳蕤的花树遮掩，
檐下挂满了金黄油亮的腊肉、红彤
彤的辣椒串等物品。有几面墙上点
缀着跟畲族人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彩
色绘画，村中间还竖立着一座巨大
的凤凰雕像。村道上，三三两两的
身着畲族服饰的男女行走着，他们
时而交谈，时而嬉笑打闹。

我们一路跟随他们到了畲乡风情广场，这里正
在举行山哈节。山哈节是畲族人最为隆重的传统节
日，据说农历三月初三是畲族始祖盘瓠王的诞辰
日，所以，每年这一天，山哈人 （畲族人） 都会洗
漱沐浴，穿上节日盛装，汇集在一起欢歌跳舞，祭
祀祈福，再做上一桌丰盛的美食招待客人。

进入广场，首先跃入眼帘的是四根高大的图腾
柱，柱上云带环绕，畲族四大姓氏——蓝、雷、
盘、钟的字样异常醒目，画着畲族特有符号的彩旗
迎风招展。祈福仪式庄重神秘，畲民们在长老的主
持下，载歌载舞，表达着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
美好祝愿。祈福之后，鼓乐齐鸣，我们随着浩浩荡
荡的迎亲队伍穿街走巷，见证了一场独具风味的畲
族婚嫁之旅：起轿、抢路、进门礼、拜堂、闹新
房，人们欢声笑语，场面热闹喧天。

整个山哈节紧凑而生动。无论是竹竿舞、赶野
猪等畲族特色体育活动，还是打糍粑、做青蒿粑、
乌米饭等畲族美食赛事，甚至是星空下的篝火晚
会，都十分新奇有趣。特别是长桌宴，一道道色泽
鲜亮、香味扑鼻的腌腊肉、跑山鸡、小溪鱼以及各
色地方菜肴，在美丽的畲族姑娘的劝酒歌中流水般
端上桌来，大家品尝后无不赞不绝口。

梯田高垒云烟里，风情人家半山中。在畲乡期
间，我们还游览了千秋关古战场遗址、大野洼、花
溪谷、太子坑水库、将军关漂流等景点。可谓移步
皆是美景，入耳尽有传说。作为位处天目山西北
麓、安徽省唯一的一个畲族乡镇，它的确没有辜负
每一个到来者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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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春光正好，我来到川滇交界处
的泸沽湖，只想领略高原翡翠的湛蓝
湖水，还有那令人心醉的旷古宁静。

连绵的群山如一个暖心的拥抱，
将位于海拔3000多米高原上的泸沽湖
紧搂怀中。大山担心湖水蓝得不够，将
满山草木的翠绿义无反顾地倒影在湖
中，让泸沽湖更加美丽。大山庇护着生
活在这里的摩梭人，千百年来，他们与
自然和谐共生。传袭千年的走婚习俗、
悠扬动听的摩梭民歌、伸向山外的茶
马古道，都是泸沽湖不变的诗与远方。

不远处的格姆女神山，精心呵护
着这里的一切，它不允许泸沽湖的湛

蓝有一丝瑕疵。天蓝蓝水蓝蓝，在这
蓝色的世界里，一片白云都是多余
的。湖中有一座小岛，如一粒美人痣
恰到好处地镶嵌在湖中。微风拂过，
水波如鳞，小岛上林木依依。泸沽湖
的秘密只有风知道，风吹过湖面时如
笛音袅袅，惹得湖水绿波阵阵，舒曼
地铺陈开去。

湖边一排柳树正绿，丝绦如帘。
湖水争着朝岸边涌来，调皮地吻了一
下湖岸后转身退下。开满湖边的格桑
花窥见了这场亲吻，在风中满脸绯红
地侧过脸去。我们在一片浅水滩的牵
引下，朝着一片白色的小花奔去，走

近后，只见白瓣黄蕊的花朵含情脉脉
地开在湖面，星星点点，这是水生植物
界的贵族波叶海菜花，泸沽湖是它在
中国的主要生长地。当阳光洒在湖面
上时，花儿就会冒出水面。太阳落山
后，花儿就会自然闭合退回水中休眠。

趁着正午阳光正好，我顺山而
上，路边树上各种颜色的经幡，在
风中上下翻飞“哗哗”作响，如一首
致敬泸沽湖的赞歌。站在高处往下
看，泸沽湖波光粼粼，摩梭人划着
猪槽船，在一阵歌声中迎面而来，
湖面顿时开出一道白色的水路，呈
扇形在船后铺陈开去。泸沽湖不喜
欢自己的湛蓝受损，迅速用一道绿
波补上，一块完整的翡翠又静静地
安放在大山间。

黄昏的泸沽湖别有情趣，由于大
山的遮挡，晚霞只能斜照到半个湖
面，“半江瑟瑟半江红”的美景，巧
妙映衬了泸沽湖静谧的傍晚。摩梭人
是马帮的后代，他们披着暖暖的夕晖
放马湖边，躺在草坪上小憩，暮色四
合时，才骑上马儿优哉游哉地往家中
赶去。阵阵铃声，让人想起消失的马
帮和茶马古道上的身影。

刚回到住处，一场窸窸窣窣的小
雨紧随而至。黄昏时的泸沽湖适合下
一场雨，路灯折射下的湖面水花溅起，
一朵接着一朵。没过多久雨下大了，满
湖的水花像开得密密匝匝的波叶海菜
花，让泸沽湖的雨夜更加生动迷人。雨
停后，只剩下铺天盖地的寂静，夜色也
把泸沽湖精心包裹起来。我笃定地相
信，就在今晚，湛蓝的湖水会迫不及待
来到我梦里，来回荡漾。

进入5月，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
特区月亮河乡老虎大坪景色迷人，
油菜花、白芨、香葱、地参、金丝
皇菊等农作物和中药材生长繁茂，
吸引着周边游客前来赏花观景。当
地保护生态环境，发展清洁能源，
老虎大坪的光伏电站通过110千伏郎
岱变电站并入南方电网，每年为电
网提供9万兆瓦时清洁能源。图为贵
州省六枝特区月亮河乡老虎大坪风
景如画。 夏保安 王 飞摄

高原翡翠泸沽湖
胡启涌

高原翡翠泸沽湖
胡启涌

生态乡村美如画

入夏，阳台上的栀子花开了，
丛丛翠绿间点缀着几朵素雅的白，
微风一吹，送来暗香一缕。

忽然想起年轻时在南方上大
学，那时我喜欢在学校周边小巷里
穿梭。春末夏初的一天，我刚进巷
口，就闻到一股不曾熟悉的香，寻
香而去，原来，是栀子花开了，那是
我与栀子花的第一次邂逅。

我们学校边上有个旧书摊，
一对夫妇经营，女的常常在书摊
一角摆上栀子花卖，有人买书，
有人买花，对老顾客，女子总会
随书赠送栀子花。梧桐树下，妙

龄女子发间别一两束栀子花，抱
着几本书从身边悠悠而过，身影
婀娜，步履芬芳，是那条街上最
妙曼的风景。

栀子花的花语是“喜悦，永
恒的爱，一生的守候。”在我眼
中，栀子花始终是身着一袭素裙
的书香女子，带着“思无邪”的
美、无与伦比的香，淡雅脱俗，
走进寻常巷陌，演绎不寻常的美。

如今，经历了世事沧桑，走
过了岁月藩篱，我读出了枙子花
不一样的美。再次置身栀子花香
弥漫的小巷，想起那段时日，宛

如在清风里喝一杯绿茶，又如徜
徉在水流潺潺花草盎然的峡谷，
远离了喧嚣尘世，告别了浮华热
闹，让人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宁静。

随着年龄增长，越发喜欢起朴
实的事物，比如竹编家具、原木桌
椅、粗布坐垫，它们和阳台上的栀
子花一样，折射着自然之物给生活
带来的特殊质感。轻风抚过，花香
淡淡，望着茶香缭绕的热气，我忽
然明白，褪尽铅华，回归本真，守着
清浅细碎的寻常时光，享受栀子花
般素雅浅淡却芬芳馥郁的日子，才
是世间最安稳恬淡的幸福！

夏光清浅 栀子花开花开
王 岚

安徽省宁国市云梯乡畲族村民在汤公山直播云
海和杜娟花。 李晓红摄

泸沽湖边一处正在建设的湖滨湿地。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新街镇爱春村，游客在梯田里
游览。 张洪科摄（人民图片）

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村民在采摘栀子
花上市。 黄春涛摄（人民图片）

红河泸西红土地。 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文旅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