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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天 下行 天 下

30 年前，在一个大雪初霁的清
晨，我和单位同事坐上陕西佛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军绿色吉普
车，从佛坪县城出发，翻过土地岭，再
徒步翻越白马梁，第一次到达心心念
念的野生大熊猫保护站——大古坪
村。此后，我成为大古坪村的常客，30
年间不断往来于这里的莽莽森林，与
大古坪的村民打交道，将他们保护生
态家园的一点一滴置于我的言谈、笔
端和镜头里……

秦岭大熊猫标本产地

佛坪县掩映在秦岭腹地中段南
坡的崇山峻岭间。秦岭中段的两道
东西走向的高大山梁——土地岭梁
和秦岭主梁夹着这个山中小县。在
佛坪县域西部有唐宋时跨秦岭的傥
骆古道，东部有子午古道跨境而
过。佛坪县是陕西省内人口最少的
县，县城面积不大，古朴而精致，
小巧而别致。

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佛坪县西北部，是秦岭第一处以
保护大熊猫为主的森林和野生动物
类型的保护区。保护区背靠秦岭主
脊，西部与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为邻，西北部与黄柏塬国家级保护
区相接，东部与观音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接壤，北部为地处秦岭北坡
的周至老县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些保护区连成一片，与秦岭大熊
猫野生种群中的“兴隆岭种群”重
合，形成了秦岭野生大熊猫局域种
群中面积最大的栖息地，承载着277
只野生大熊猫的自由生息。

在兴隆岭之南，发源于黄桶梁
的西河，向东南方向涓涓而去，沿
途接纳多条山溪，与另一条发源于

光头山、向西南方向潺潺而来的东
河交汇，形成一处富饶的冲积扇，
这即是大古坪村所在地。约 200 多
名山民沿着东河和西河散居，在这
片冲积扇上建造、居住、耕种，日
积月累地雕琢而成如今大古坪村的
模样。

大古坪村是秦岭大熊猫模式标
本产地。1964 年，郑光美 （现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 在 《动物学杂志》
发表《秦岭南麓发现的大熊猫》，依
据及模式标本即是来自大古坪村的
西河河谷，自此，揭开了在秦岭保
护野生大熊猫的序幕。1976 年，动
物学家张纪叔在大古坪村湾沟发现
的大熊猫幼崽“弯弯”，成为第一只
走进人类的秦岭大熊猫活体。1978
年，佛坪保护区成立后，大古坪村
民多次在生产生活中发现伤病大熊
猫，他们及时报告至大古坪保护
站，使得大古坪村成为人类生活与
自然界生物“短兵相接”的前沿
地，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示

范地。
30 年前进入大古坪村时非常艰

难，要“吃饱、攒足劲，翻过白马
梁，才能到达大古坪哦”。2000年开
始，前往大古坪村的交通越来越便
捷。首先是因 108 国道土地岭隧道
建成，节约了车程；其次是从岳坝
至大古坪村的村村通公路通车。如
今，从县城出发，如果沿途顺利，
1.5小时即可到达大古坪。

几乎人人见过大熊猫

紧靠大古坪村村委会的大古坪
保护站，与约 13公里之外的三官庙
保护站一样，都是佛坪保护区划建之
始与管理局同步建设的基层保护站，
它们有着 40多年履行自然资源保护
工作的历史。作为国内首批进行野生
大熊猫研究的科研基地之一，陆陆续
续有 30多名博士在这里完成学位论
文期间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工作。

不过，让我心心念念的不仅是这
里浓厚的科研氛围，还有一只被称为

“金发公主”的大熊猫——丹丹。1985

年 3月，北京大学生物系师生和大古
坪村民共同抢救了一只棕色大熊猫，
不同于传统的黑白色，它的体毛为棕
白色相间，在大熊猫研究史上尚属首
次科学记录，著名保护生物学家潘文
石教授为它取名“丹丹”。截至 2021
年4月，仅有10次的棕色大熊猫野外
记录中，其中 6 次发现于佛坪保护
区。大古坪村也因“丹丹”而被载入史
册，至今，“丹丹发现地”在大古坪村
基本以原貌形式保留在西河和东河
的交汇处。

自“弯弯”开始，特别是“丹丹”以
来，大古坪和大熊猫便有了深刻的情
感。在大古坪村，几乎人人都亲眼见
过大熊猫，甚至村民不屑一顾到“哪
年还不是见大熊猫好几次，见大熊猫
没啥好稀奇的”。依据全国第四次大
熊 猫 综 合 调 查 报 告 ，佛 坪 保 护 区
292.40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生活着 67
只大熊猫（不含幼崽），核心区和缓冲
区每1.5平方公里就分布着一只野生
大熊猫，是我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密度

最高的地区，也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
群密度最高、野外遇见率最高的地
区。在大古坪，基本每位村民的手机
相册中，都保存着自己亲自拍摄的不
同角度、姿势的大熊猫“倩影”，实在
令人羡慕。

如今，在保护区和社区多年的
共同保护下，大古坪这片森林呈现
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片原
始森林中，不仅有大熊猫“丹丹”
的家族成员，还有朱鹮、金钱豹、
林麝、川金丝猴、秦岭羚牛、中华
斑羚、亚洲金猫、秦岭细鳞鲑、金
雕、黄脚渔鸮等野生动物，以及象
鼻兰、中国红豆杉、秦岭落叶松、
秦岭冷杉、铁杉、水曲柳、独叶
草、庙台槭等中国特有野生植物。

保护和发展良性循环

这几年，不乏周边区县的人前
来大古坪村感受自然之美，几户村
里人家零星地做起了家庭接待。他
们还借着自然环境发展起中蜂养
殖、栽植山茱萸和厚朴中药材等种

养殖经济，收入逐渐有所好转。遥
想当年，即是我初到大古坪时的那
十年，这里尚不通电，更无电话、
网络、计算机等条件，更像是世外
桃源，如今基础设施改善了很多，
使我愈加期望在这里驻足流连。

从大古坪村出发向西，翻过松
桠 子 梁 ， 即 是 洋 县 茅 坪 镇 朝 阳
村。现今被并入朝阳村的九池坝
村，历史上与大古坪村同属于一个
自然村。行政划分变动，九池坝村
已经成为历史名词，而大古坪村仍
然保持在一个独立的行政村状态。
虽分属于两县，但两村村民的乡亲
关系源远流长，至今在红白喜事上
保持相互走动。

前几年，朝阳村在山水自然保
护中心和众多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建
立了社区保护地。村民们不仅关注
野生动植物资源，也采取保护行
动，守护自己的森林和家园，让保
护和发展良性循环起来。如今，在
佛坪保护区、大古坪村委会与山水

自然保护中心联手合作下，松桠子
两侧再次连接起来，使大熊猫的伞
护作用更加深远。

幸运的是，今年 9 月 27 日，在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和蚂蚁森林
的支持下，酝酿已久的大古坪保护
地终于上线支付宝蚂蚁森林平台。
在这里，只需要 869 克能量 （注：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蚂蚁森林根据
大古坪保护地测算的碳汇数据，为
一种绿色能量数值），就可以支持当
地村民开展一系列的保护行动，支
持社区生计发展，填补大古坪保护
地的一些保护空白。

说句实话，“自然保护”、“碳汇”、
“能量”、“守护”、“全民共享”这些词
虽然日常，可是当汇集向大古坪时，
我和村民们感到既陌生又兴奋，这也
意味着大古坪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对佛坪保护区、当地政府和村民来
说是十分重要的。未来，希望牵手更
多的人走进大古坪的森林、社区，共
同守护秦岭深处的大熊猫家园，观
察并记录这里人与自然的故事。

季节的变换，岁月的流逝，不经意
间，即将送走2022年，迎来2023年。

周末，很想睡个懒觉，却被楼下
孩子们的喊叫声吵醒了！“下雪了，
再下大点就可以堆雪人喽！”下雪
了，我迅速掀开被子站在床上望向窗
外，发现小区内的路面、草坪、楼
顶以及停在路边的汽车已被薄雪覆
盖，窗外一片银白……盼望已久的
雪，如期而至。

雪落无声，就像花开花谢一样，
连一丝响动都没有。大人和孩子们盼
望已久的雪，终于在夜间如期而至，
没有惊扰到屋内熟睡的人。

雪花就是冬的精灵，它会让你感
到兴奋、温馨和惬意。雪的纯洁埋葬
了空气中的污浊，给万物搭建了别具
一格的洁白舞台。街道、河两岸以及
小区内的柿子树、银杏、石榴树、无
花果树上，叶子已从枝头落尽，雪便
在枝头上结成一个个洁白的如梦幻一

般 的 苞 儿 ， 白 得 晶 莹 剔
透；团结河两岸那一串串
红色的野果被雪包裹着，
在中午的阳光下显得那么
娇艳动人，白里透着红，
它们细细碎碎地缀满在河
道绿化风景带上，为这萧
条的季节增添了几分热情
与优雅。

匆匆吃过早饭，读高
一的女儿和我一起来到淮
北 抗 日 民 主 根 据 地 纪 念
馆外的广场。平时热闹非
凡的广场，今天犹如睡美
人一样，安安静静。平整
光滑的地砖上，仿佛铺上
一层银色的绸缎，那么柔
软，那么光滑。站在雪地
里，仰起头，闭上眼，任
雪花肆无忌惮地亲吻着脸
颊，眼睛，鼻子，嘴唇，

丝丝凉凉的感觉，真的好享
受啊。女儿弯下腰，以手当
铲，抄起一把雪，细细端
详：细碎的雪，像盐粒，像
细沙，像棉花，晶莹剔透，
洁白无瑕，女儿低头闻闻又
吻吻它，还塞了一点雪在嘴
里。不经意间，女儿在一棵
桂花树前面堆起一个小雪
人，随后又和别的小朋友打
起了雪仗。

雪，它飘飘扬扬地洒了
一地，如同换了一片新天地。
雪落，是一个梦想的酝酿过
程，瑞雪兆丰年，更是一个新
年吉祥的预言，也是下一个
春天绚丽与精彩的预报。

城南外，广袤的田野
里，深绿的麦苗盖着大自然
赐予的雪白棉被沉睡在酣梦
里；觅食的麻雀、灰褐色的

野鸽子掠过寂寞的村庄，在麦秸垛
上、玉米秸秆堆里苦苦搜寻着什么，
那咕咕的叫声和叽叽喳喳的吵闹显得
无奈却富有情趣。

过去大雪飘舞时，阡陌上的行人
极少，女人们都会围在火盆旁做针线
活，男人抽着旱烟。辛苦一年的庄稼
人，只有这时才能真正感受到冬的那
份惬意与安详，才能真正听得懂冬雪
的韵味与深情。

雪，飘逸而随和；雪，高贵而美
丽；雪，坦白而诚实。它只想用自己
的身躯将冬眠的植物浸润，把麦苗深
深地覆盖，好让劳苦的庄稼人来年有
个好收成。如今的人们在大雪天里，
大多躲在空调房间里，嗑着瓜子看着
电视，或者手捧手机吹牛聊天，少了
与雪的亲密接触。

雪落无声，轻叩人间，瑞雪兆丰
年。当雪花穿越天空飘落，每一个人
都能听懂雪花的韵味与深情。

位于浙江省乐清市的国家
5A 级 景 区—— 雁 荡 山 ， 以 奇
峰、怪石、飞瀑著称，共计八
大景区，其中首推灵峰景区为
最。灵峰景区由藏有观音洞的
合 掌 峰 构 成 的 一 系 列 美 景 组
成，白天景色引人入胜，夜景
更是别有韵味。

入夜，在导游施丽的引领
下，我们顶着蒙蒙细雨，摸黑
进了灵峰景区。景区四周景物
朦胧，脚下山道逶迤，缓缓行
进中面前出现几间屋舍。施导
走近一处站定，让大家抬头观
看：啊！黑暗中傲然向天耸立
着一只巨大的雄鹰 ，威武地收
敛起抖动的双翅。片刻，施导
又 招 呼 我 们 回 过 身 朝 左 侧 望
去，赫然在目的是一座山包，
形似鲸鱼，鱼脊的隆起部位喷
出一捧水花，细看那水花依稀
像个邋遢的戴帽僧人。谁？济
公。我们又随施导向前迈了几
步，然后回头一望，咦！刚才
那只雄鹰怎么不见了，取而代
之 的 是 位 大 胆 裸 露 双 乳 的 妇
人。她那对乳房虽一大一小，
却异常丰满，仿佛挤出的乳汁
足以哺育万众。一种神秘感油
然而生，催动着我们跟着施导
又走了一段路。再次回眸，那
对巨乳此时又幻化成一个长发
及腰、背对我们仰面望天的少
女。她在做什么？想必是在眺
望思念远方的恋人！我们默想
着，不禁加快了脚步。施导用
激光笔向右上方指去，一座黑
乎乎的山峰，形状类似犀牛的
脑袋，正望着月亮发呆。

我们正议论着它到底像犀
牛还是像黑猫。“请回首，雁荡
山最浪漫的一幕即将拉开！”施
导的话令我们迫不及待地扭转
身躯，哇！眼前的情景好浪漫
呀：两个巨型身影矗立于夜空
中，犹如一男一女紧紧搂抱在
一起，相思女终于盼到了恋人
的归来。二人亲吻着，久久不
分开。“有人偷看”，顺着施导
激光笔的照射，在一侧貌似粮
堆的山包后面，有个小孩正朝

情 侣 亲 热 方 向
张望。与情侣、
小 孩 隔 空 构 成
三 角 形 的 另 一
角 的 ， 是 位 头
发 光 滑 、 额 生
皱 纹 的 老 婆
婆 ， 面 对 年 轻
人 的 亲 密 举 动
羞 得 转 过 了
脸 。 再 看 一 眼
老 婆 婆 ， 哎 ！
嘴 角 怎 么 长 出
了 络 腮 胡 ， 头
发 也 开 始 卷 曲
了 。 老 婆 婆 眨
眼 之 间 就 化 身
成 了 老 公 公 。
这 也 太 神 奇
啦 ！ 更 令 人 惊
讶 的 是 ， 拐 过
弯 来 回 头 看 ，
老 公 公 瞬 间 一
分 为 二 ， 魔 术
般 地 变 出 公 婆
二 人 相 依 相
偎 、 窃 窃 私 语
的温馨场景。

打坐的观音、吸水的石象从
我们身旁匆匆掠过。左侧突然展
现一方堪比幕布大小的光滑石
屏，上面映有一位靓妹，装束宛
若敦煌壁画中的仙女，正扬臂提
腿欲飞天。她又是谁？莫非是刚
才见过的相思女。旁边还有位浓
须白发的老寿星。我们猜测他就
是黄昏恋里的老公公，义务担任
了景区的工作人员，正在打躬作
揖送别即将离去的游客。

据施导介绍，雄鹰敛翅、双
乳峰、相思女和情侣峰都是合掌
峰的变形，而婆婆峰、公公峰以
及黄昏恋诸景的形成也离不开
它的母体——双笋峰。“清水出
芙蓉，天然去雕饰”。雁荡山的夜
景之所以奇美，不依靠人为的任
何添置，而是凭借它的纯自然和
原汁原味，利用茫茫夜色，让你
展开视觉想象，移步换景，出奇
制胜。雁荡山举世罕见的夜景神
奇迷人，魅力无穷。

近日，安徽将地方美食大赛
与传统民俗结合，推出了第二届
建平十六鲜烹饪技能大赛和郎溪
传统非遗展演活动，让游客在品
尝美食之余，欣赏“非遗”。

烹饪技能大赛和非遗展演活
动在安徽省郎溪县大佛山养心谷
举办。

在烹饪技能大赛中，大厨们
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秀出
绝活，亮出招牌菜，让比赛现场
成为美味的海洋。活动现场气氛
热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跳五猖”以及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小马灯”“云舞”等闪亮
登场，让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非遗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还特
别设立了露营休闲区，为游客们
提供了诗意悠闲的休憩空间。

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郎
溪县土壤肥沃，物产富足，境内
有 8 万亩连片茶园，22 万亩水
域，茶香四溢，蟹肥虾美。本次
活动充分展示了郎溪地域美食文
化和非遗文化，推动了文旅融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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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坪县城。 张轩瑜摄佛坪县城。 张轩瑜摄

美食节上的“非遗”表演“跳五猖”。 李晓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