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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地图上青海省的轮
廓比作一只兔子，青海湖则是
兔子的眼睛，是最具神韵的宝
地。在我最初的观念里，湖是
一眼能望到边界的，是平静
的，青海湖却将我陈旧的观念
打破了。

列车在铁轨上飞驰，左侧
出现了一片水域，听乘客说，
那就是青海湖。看着很大一
片，却被告知这只是冰山一
角，我半信半疑，青海湖真有
那么大吗？此后很长一段路程
里，青海湖始终在铁路左侧，
我开始相信乘客的那番话。

从鸟岛站下车，我向湖边奔
去，想领略青海湖的辽阔。途中，
草场上的高原鼠兔站在洞口打
量着我这位不速之客，眼神里充
满好奇，我猜它们在问：你是谁？
从哪里来？为何要到这里？待我
走远，又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吱
吱声，像在争论着什么，无疑，在
这个被称作“无人区”的地方，我
的出现对它们是件新鲜事。

还没看见湖，公路的另一侧
先传来水声，到了岸边，眼前的
景象让我大吃一惊，这哪里是
湖，简直就是一片汪洋。波光粼
粼的青色水面一望无际，越远的
地方颜色越深，像镶嵌在青藏高
原上的一块翡翠，不知停歇的水
浪一次次冲上沙滩，又被一股无
形的力量拉回，发出颇具节奏的
哗哗声响，脚下是松软的沙滩，
迎面而来的风中夹杂着淡淡的
咸腥味……眼前的一切唤起我
对海的记忆。

藏语称青海湖为“措温

布”，意为“青色的海”。作为
中国境内最大的咸水湖，站在
岸边看，它确实如大海般广
阔。在我见过的所有大型湖泊
中，青海湖的水最清澈，湖的
颜色也是最美的翡翠色。站在
岸 边 ，浅 水 区 的 细 沙 清 晰 可
见，阳光穿过水波在湖底投出
闪亮的条纹，它们互相交织，
似一张铺在水底的金色渔网。
岸边不远处，斑头雁一家正在
水面畅游，毛茸茸的小家伙紧
跟 父 母 身 后 ，近 岸 处 的 湟 鱼
在 水 中 嬉 逐 ，它 们 欢 快 的 样
子 印 证 了“ 青 海 湖 是 鱼 鸟 天
堂”的话。

坐在沙滩上，静静感受湖
风的凉爽，耳畔响起水浪传唱
的古老歌谣，它用自己的语言
向来客讲述过往。我将指尖蘸
进水中，一股清凉感传遍全
身。看着蓝宝石般的湖面，忍
不住尝了尝湖水的滋味，那味
道让我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做汤
时放多了盐。湖的上空是幽蓝
的天，天际的云朵汇成一片白
色的海，有云的地方往往有
山，果然，蓝、青、白三色交
汇处隐约可见绵延的湖心岛，
朦胧如海上仙山，缥缈神秘，
令人向往。距岸边不远的草地
上，金色的野花开得正艳，像
打碎的星星落在凡间。

告别的时间到了，我上了火
车，挑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水声
渐远，我拿出相机拍下青海湖最
后的远景，于是，时间在这一刻
静止，景致在这一瞬间定格，成
为一份难以忘却的记忆。

一城山水诗画，千年古镇瑶
里。今年发行的《中国古镇（四）》
特种邮票中，第一枚的图案就是瑶
河两岸明清徽派古建筑，飞檐翘角，
粉墙黛瓦，它们错落有致地掩映在
青山绿水之中，刻印在方寸之间，令
人神往。趁假日，我直奔江西省景德
镇市浮梁县的瑶里古镇。

去古镇，先到绕南陶瓷主题园
区。瞅着已然荒废沉寂的一座座古
窑，感叹这里曾经创造了多少火与
泥的传奇。古人在简陋的作坊中，
用传统手工制作出一件件五光十
色、精美绝伦的陶瓷品。我暗自思
忖，古人为何选择这里依山筑窑，
烧制陶器呢？

原来，瑶里山岭中有可伐的木
材为薪，瑶河水资源充沛，尤为重要
的是有得天独厚的瓷土资源“釉
果”，即被誉为“瓷之骨”的“高岭土，
瑶里釉”。

“十万陶工，万炮齐轰，家家
窑火，户户陶埏”，这种景象曾是
瑶里陶瓷产业辉煌历史的生动写
照。绕南现存有大量古矿坑、古窑

址、水碓、古作坊、古码头。凝望
着历经几个朝代的古代陶瓷生产遗
址，以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具代表
性的陶瓷生产断面特征遗址 （绕南
堆积物），我似乎明白了，为何瑶
里成为“瓷之源”，是闻名世界的
陶瓷圣地了。

兴之所至，我把一抔泥土，经
过拉坯、画坯等工序制成了陶器，
体验亲手制作的成就与乐趣。

看古窑，做陶瓷后，再游览风
光旖旎的瑶里古镇。

闲庭碎步在瑶河两岸鳞次栉比
的古建筑群中，伸手感触墙壁青砖，
轻抚庭院木柱，凝视窗棂木雕，心绪
便紧紧地和这古镇历史的痕迹黏合
在一起。穿行于曲径通幽的光滑青
石小巷，邂逅几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他们依墙闲坐，身旁依偎着假寐的
大黄狗和打盹的小花猫，散发出静
谧古朴、闲适安详的气息。

群峰环抱下，矗立着数百幢明
清徽派古建筑。一座老祠堂里正在
上演乡音浓重的地方戏，古戏台上
的才子佳人、王侯将相，随着鼓点

来去穿梭，水袖如云，沉醉其中的
我仿佛穿越到戏里人生。

傍晚，梅雨飘落。在风雨廊桥
上，远眺缭绕的云雾遮住群山峰峦，
近观“小桥流水人家”升起的袅袅炊
烟……烟雨中古镇似轻纱掩目、粉
面含羞的女子，只是不知道自己是
否像一位误入画中的少年郎。

水墨江南瑶里，璀璨灯火亮
起。摇曳灯笼，怡人茶香，步入河
岸一客栈，上一杯茶，汤色清澈，
馥郁芳香，时光在茶水中翻滚，忘
却了生活中的蝇营狗苟。

茶好客自来。客栈主人注一壶
水，取一瓢茶，与我攀谈，此茶叶
叫瑶里嫩蕊，是世界三大高香茶之
一，也是古代历朝“贡茶”。高山
出好茶，地道瑶里嫩蕊，形态纤细
匀称，条索紧细，银光隐翠。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
你……”兀坐雨夜窗前，我聆听客
栈播放周杰伦深情演唱的 《青花
瓷》，清欢饮茶无它事。入夜，在
潺潺水声中，有梦自幽处来……

瑶里，梦里。

此前，我从未到过襄阳，只
知道它因地处襄水之北而得名，
曾经叫过襄樊，十几年前更名为
襄阳，是湖北西北部汉水之滨的
城市，是历代经济军事要地，兵
家必争之地，也知道金庸的射雕
三部曲都与它有关。

从地处丘陵地带的宜昌来到
位于江汉平原腹地的襄阳，我最
大感受就是这里有足够的空间让
建筑物远离马路，绿化带几乎与
马路同宽，而且每条路大都横平
竖直，方向端正。

我去朋友介绍的本地菜餐馆
就餐，印象最深的是第一个上来
的铜火锅。很久不曾见过这种火
锅了，锅内热气腾腾，汤汁翻
滚，浓香扑鼻。服务员介绍：“这

是我们店里的特色——牛尾巴火
锅。”举箸夹上一块，我迫不及待
地咬下去，牛尾软烂又不失筋
道，味道微辣醇香，满座叫好。
菜品一道道端上来，分量十足，
充满北方人的豪气。

出行前定好计划，要寻觅襄
阳孟浩然的行踪。可惜时间仓
促，只能跟着朋友们游览唐城。
车行半路，我看到“岘山文化广
场”的路牌，孟浩然的部分诗作
就是游览岘山、万山和鹿门山时
的遣兴之作。遗憾只能匆匆一瞥。

唐城全称是襄阳唐城影视基
地，为陈凯歌导演拍摄 《妖猫
传》所建。我原以为人造景点不
过尔尔，走近唐城却很震撼。门
前大广场上人群摩肩接踵，迎宾

表演气势恢宏。穿过高高的凯旋
楼，有雄伟壮观的宫殿庙宇，有
售卖特产的街市酒肆，更有碧水
清澈杨柳依依的美景。看过介绍
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引入了汉江
活水，通过8座桥梁与城内8条水
系连接，形成“八水绕长安”的
格局，打造自然诗画形态。

一行人漫步城中，只觉得处
处有美景，时时有惊喜。无奈时
间有限，很多地方都没走到。

朋友推荐从唐城返回途中上
岘山看看习家池。我心里一阵高
兴，终于可以走进岘山了。

习家池属于东汉初年的襄阳
侯习郁，后来曾改名为高阳池。
园内有山有水，绿树成荫，鲜花
盛开，流水潺潺。除了游客，还
有不少本地人携家带口嬉戏玩耍
晒太阳。孟浩然曾有诗句写习家
池，“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
习家池。”如今的习家池在原址上
扩建，被誉为“中国郊野园林第
一家”，已成为襄阳人的后花园，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园内一侧有许多名人写襄阳
的诗文石刻，杜甫、欧阳修……
细细读下来，恐怕一天的时间都
不够。

襄阳，这里有诸葛亮的古隆
中，孟浩然的岘山，书法家米芾的
米公祠，还出了发现和氏璧的卞
和、写《九辩》的宋玉……这座城市
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哪里是走
马观花能体味得到的呢。我期待
着有时间再慢慢品味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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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鸟在青海湖畔栖息觅食。 新华社记者 张 军摄水鸟在青海湖畔栖息觅食。 新华社记者 张 军摄

游人在湖北省襄阳市汉江之滨消夏。杨 东摄（人民图片）游人在湖北省襄阳市汉江之滨消夏。杨 东摄（人民图片）

2. 留住记忆

对于“城市考古”兴起的原
因，业内人士分析，如今，城市建
设日新月异，如何留住老城的文
化脉络、古老韵味、历史魅力，成
为一些人思考的内容。他们试图
用双脚深入城市内部，用心筑牢
自己与城市的连接。有人称这种
方式为觉醒的旅游。

“城市考古”领队通常带
领团员，通过历史地图、专题
讲座和现实场景相结合的方
式定期走读城市。一队队执着
的身影吸引来更多志同道合
的旅人，大家边行走边记录城
市的变迁……

关注文化遗产是“城市考

古”团队的另一大内容。
北京的宋宛琛还是一名小

学生，年龄虽小，却在父母影响
下对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去
年，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
创新大赛举办，宋宛琛一家三口
踊跃报名参加，与他们一起参
赛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0多名选手。

“北京中轴线”被认为是中
国都城中轴线规划发展成熟的
典范之作，按从北至南的顺序排
开，共有19处遗产点。每到周末
假期，宋宛琛都会在父母带领下
深入中轴线每处遗产点，感受中
轴线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景点，
他们还结交了许多“考古”中轴
线的同道人。今年，北京中轴线

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再次
开启，5个赛道赛事吸引了广大
市民的热情参与。

“让公众游览中轴线，了解
中轴线，学习中轴线文化，助
力北京中轴线申遗，最终能带
动老城整体保护。”北京中轴线
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组委
会负责人说。

的确，“城市考古”不仅丰
富了旅游业态，对于历史文化
名城的保护也起到积极作用。
专家指出，“城市考古”鼓励人
们以深入体验的方式重新认识
一座城市，能够提高市民对文
物保护、老城保护、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的自豪感、责任感，
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心。

每到周末或假期，
一些城市的老街和古迹
边，多了一支支“考
古”游队伍。他们不是
简单地在网红打卡点走
马观花，而是像考古学
家一样，深入城市的角
角落落，探寻文化历
史，阅读街道和建筑背
后的故事，品味城市风
情，将旅游体验带入更
高阶段。如今，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到这种新潮
的“城市考古”队伍中。

1. 阅读城市

“城市考古”游不是专业考古，而
是以考古的精神，透过表面景观，探
寻城市背后的发展变迁。

上海，拥有上千处不同保护等级
的不可移动文物、优秀历史建筑，百
余处历史文化风貌区和风貌保护道
路。走过弄堂口，经过老建筑，拐过
斑驳的墙角，都有可能与一段历史擦
肩而过。上海的前世与今生为“城市
考古”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上海也是
中国最早开启“城市考古”游的城市。

“从2018年开始，上海已经举行了
几百场‘城市考古’活动。”一位资深

“城市考古”人士介绍，现在上海有10

多家“城市考古”民间组织。
阅读背后的故事是“城市考古”兴

趣所在。外滩，高楼林立的标志性建筑
没有吸引“城市考古”人，而历史上中资
及外资银行总部建筑内发生的恩恩怨
怨是他们关注的重点；石库门，拨开怀
旧与摩登结合的华丽面纱，背后隐藏的
棕绷匠、白铁铺等老店的历史和发展是
考古团队考察的对象。

近两年来，受疫情影响，周边
游、本地游兴起，“城市考古”游也逐
渐火了起来。今年初，上海徐汇区以

“海派之源城市考古”为主题，推出多
条“建筑可阅读”特色游线。而马蜂
窝、携程等平台也推出不少与“城市
考古”游类似的项目。

上图：游人纷纷举起手机拍摄北京中轴线美景。 李治国摄
右图：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省级非遗乔氏“法华”陶瓷生

产基地，传承人向小学生传授乔氏“法华”陶瓷手工制作技艺。
张钰哲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