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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天 下行 天 下

瓯江绵延近 800 里，在东海入海
处，不舍人间，便一回头。这一回头不
要紧，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落在浙江省
温州市的龙湾！我把瓯江看作一支如
椽的笔，它绘制的水墨巨制含蓄隽永，
这其中，有千年的永嘉盐场遗迹，有龙
湾的点睛之笔碧玉瑶溪。当然，还有很
多其他精妙之处供人回味。

千年永嘉盐场

古时的永嘉场，在瓯江入海处有
良好的滩涂，可以晒盐用。那时，只
有官方可以经营盐场，盐的利润高，
官方运营，可以保证稳定的税收。
1000多年前，永嘉就出现了连绵成片
的晒盐场。

我能想象彼时的壮观场面：远处
是浩瀚的大海，一望无垠；近处是一片
片盐池，被海水围住，在阳光照射下不
断析出结晶的盐，那些汗流浃背的晒
盐工，脊背上闪烁着晶莹的汗珠。

上世纪 90 年代的一次超强台风，
彻底摧毁了永嘉盐场，这个曾经见证
龙湾兴衰史的地理坐标，逐渐退出了
人们的视线。

今天，我站在永嘉盐场遗迹处，还
能听见海水的喧哗声，那些扑向滩涂
的浪花，依然表现出潮汐强大的势能。

因为历史的变迁，永嘉盐场只能
算作瓯江曾经的练笔，而瑶溪则如遗
世独立的佳人，一直在瓯江的眷顾
下，静寂地伫立在龙湾一隅。它是瓯
越文化的根脉，枝繁叶茂地向世人展
示着龙湾这部文化词典丰赡的内涵。

瑶溪人杰地灵

走进瑶溪的国安寺，一股唐朝的
风迎面吹来。盛唐历史像一株葳蕤的
大树，根深叶茂，这座国安寺古朴苍
劲的感觉，还在印证那个朝代曾经的
辉煌。

唐诗宋词，是一对孪生兄弟，除
了国安寺，这里还有一座宋朝的千佛
塔。挺拔的塔身，19米的高度，青石
仿木结构，吸引着众人的目光。最令
人惊叹的，是每层塔身上的浮雕佛
像栩栩如生。它们端坐着，为众生祈
福。与它们对视久了，会发现它们的
慈眉善目里涌动着一股溪流，甚至还
会听见悦耳的声音，这种声音与瑶溪
山涧里那些流泉飞瀑，有着惊人的相
似之处。

瑶溪的钟秀园，可以充当一部活
词典，龙湾人文荟萃的精华，都在这
里完美地展示。明朝嘉靖年间的名臣
张璁，在这里建立了贞义书院，也就
是原来的罗峰书院，把龙湾耕读世家
的传统，锚定在这间书院里。

走进书院，静寂的庭院里，一棵
葱茏的大树枝繁叶茂。龙湾世代涌现
出那么多灿若星辰的艺术巨匠，和它
浓厚的读书氛围是分不开的。张璁和
他的罗峰书院充当了花匠的角色，他
培土施肥浇水、呕心沥血，终于让一
棵棵小树长成参天大树。

钟秀园里的书法展示，更能让一
个异乡人走进龙湾书法的精髓里。张
璁兴办书院的那个年代，他也身体力
行，振臂高呼，将龙湾书法带上一个
新的高度。而除了张璁，王叔果、王
叔杲兄弟的书法也各有千秋。他们三
人无论行书还是楷书，都凸显了工整
韵致、典雅俊朗之气。

自古诗书画不分家。对于被瓯江
滋养的龙湾而言，自然不缺乏诗人。
永嘉山水诗派，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
名的。谢灵运乃山水诗人的鼻祖，在
永嘉太守任上，创作了大量佳作。受
他影响，龙湾山水诗人层出不穷，如
张璁的 《罗峰书院成》 里写道“苍生
有望山中相，白首愿观天下平”，写
出了一个士大夫的夙愿与抱负；而王
叔果的 《登大罗山》“仙掌连云湿，
青莲映日开”，则把龙湾地标大罗
山写得如幻似梦。

龙湾人的精神

秀丽的山水，翩跹的诗句，容易
让人产生错觉，以为龙湾人的性格也
属于小桥流水式，或文弱书生式，殊
不知，龙湾人秉性里不乏倔强刚直、
英勇坚毅的成分。

明代温州沿海备受倭寇侵犯，永
强抗倭首领王沛、王德叔侄抗击倭寇
牺牲后，王沛侄子王叔果、王叔杲兄
弟俩于1558年发起修建了永昌堡以抗
击倭寇。

永昌堡长方形，南北长 778 米，
东西阔 445 米，城墙高 8 米，后因为
多年失修部分残缺，目前修复了南北
城门两旁的城垛和城楼。站在城楼
下，望着沧桑的古城墙和飞檐翘角的
古城楼，那些昔日烽火硝烟里，同仇
敌忾的龙湾人瞬间复活了：他们举着
长矛大刀，奋勇杀敌。他们热血沸腾
保护家园的一幕幕，让龙湾的历史多
了雄浑壮阔、慷慨大气的章节。斯人
已去，英气尚存，这些古老的炮台，
锈迹斑斑的火炮，伴随时光逐渐走进
历史的深处，但它们映照出的龙湾精
神，却永不泯灭。

龙湾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

座山水之城自古就成为鱼米之乡，而
勤勉智慧的龙湾人，在漫长的生产生
活里形成的民俗风情，更增添了一份
光彩。

拼字龙灯是龙湾人喜闻乐见的一
种文化习俗。在中秋、春节等大型节
日里，一人舞龙头，一人舞龙尾，九
人舞龙身，在灯火璀璨里，可以舞出

“天下太平”“元正大吉”等吉祥祝福
语，而神龙呈祥，正是龙湾人心底虔
诚的祈福。在有拼字龙灯的节日里，
每个人内心都生出了龙马精神，生出
了龙腾虎跃的精气神。带着这种精气
神，龙湾人闯天下不再畏首畏尾。

龙湾人骨子里继承了祖先那股执
拗，那种闯荡不服输的勇气。温州模
式在改革开放之初享誉全国，从小小
的纽扣，到指甲刀、指甲钳等小商品市
场，从简单的理发，到引领时尚潮流的
美发美甲市场，从初级的铝合金门窗
安装，到升级的塑窗市场，从螺钉螺帽
个体店到金属五金批发市场，从形单
影只的服装小店，到拥有规模效应的
服装批发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五湖四
海不缺龙湾人的身影，令改革开放一
马当先的温州名震天下。

如果说，龙湾有心灵的图谱，那

么，在东海，在瓯江，龙湾人凭借着
心灵的图谱，找寻到了自己的精神高
地，大罗山就是它的形象代言。

站在大罗山的山巅上，远远地眺
望，那条龙脊异常醒目，长约 40 多
米，宽约 5 米。这条亿万年形成的龙
脊，是由大小相似的岩石组成的，光
秃秃的岩石上，寸草不生，但在阳光
的照射下，却形成了一条光晕。我盯
着这条光晕，恍如步入时光隧道，完
成了一次穿越。时间鳞片洋洋洒洒，
铺撒了我一身。

大罗山漫山的映山红，替代了龙
湾古时永嘉派山水诗人，它们三五成
群，用火焰般热烈的诗词，吟诵龙湾的
今世安稳。此刻，从龙湾国际机场起飞
的航班，于湛蓝的天空掠过，我被巨大
的轰鸣声惊醒。我的梦虽然醒了，但龙
湾的梦，还将跟随这架银燕继续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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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 《姑苏繁华图》 写尽苏
州城昨日的辉煌，今天，摄影家
们 拿 起 相 机 走 街 串 巷 、 访 邻 走
友、追花逐日……用镜头记录着
这座古城今日的神韵。

日前，由《大众摄影》杂志、江
苏省摄影家协会等联合主办的“礼
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最江
南·苏州这座城”主题摄影展在苏
州市举办，展览上的每幅作品都展
示着苏州人为再绘新时代“姑苏繁
华图”所作的努力。

此次摄影展设立吴门胜地、姑
苏写意、苏式生活、苏州往事、工
坊作品、名城影像等多个展区，集
中展出摄影家们多年来创作的反映
苏州人民新生活的33组279帧摄影
作品。

今年正值苏州获批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 40 周年，当地政府加大古
城保护力度，高标准打造古城高质
量核心文化区、全域旅游区和高品
质宜居生活区，到 2025 年基本实
现“整体保护、有机更新、活化利
用、优化功能”的苏州古城新格局
目标。

题图：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在

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留园太
湖石冠云峰旁向游客展示。活动主
办方巧妙地将两项中国特色文化融
合在一起，给游客创造出恍如隔世
的感受和体验。

该作品为“礼赞新时代 奋进
新征程——最江南·苏州这座城”
主题摄影展中的一幅。

阙明芬摄

汽车刚驶进贵州省威宁彝族
回族苗族自治县的滨海大道，草
海就撞入眼帘。高原的深秋，中
午的太阳依然火辣。这时，一位
穿浅蓝碎花衬衣的中年妇女迎了
上来：“订住宿没有？我家客栈
在草海边！”

观海客栈共三层楼，建在村
子高处，大门左侧，一棚苕菊怒
放枝头，花瓣洒满庭院。“房间
整洁。望得见山，看得到水！”
伙伴从三楼探出头来说道。

得知我们来自重庆，客栈老
板娘喜上眉梢地说：“重庆来避
暑的特别多，人特别爽快。接待
了你们，我就要扩建住宿了！”

她一边为我们准备晚餐，一
边联系船老板。“太阳落山前去
看看海，很漂亮！”她的神情中
流露出自豪。

草海静谧、悠旷，湖汊里漂着
几艘小木船，芦苇中，几只鸟儿直
冲蓝天，飞向草海深处。船夫将我
们的小船撑出水汊，我们随即被
掷入浩渺的草海。“现在还在边角
上，草海大得很！”见我们露出惊
讶之色，船夫打开了话匣子，“以
前水面还要宽得多，为了吃饭，上
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 ，大 量 围 湖 造
田，湖面小了，越冬的鸟儿越来

越少，黑颈鹤更
是 难 觅 踪 影 。
1992 年国家实施
退田还湖，近十
年来，政府又加
大对旅游基础设
施的投入，旅游
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家家都建起
了小洋楼，开起
了农家乐。”

不 知 不 觉
中，船已撑向草
海深处。此时夕
阳西沉，金光注
入湖水，极目远
眺，点点农舍掩映在树丛中，炊烟
袅袅。头上不时飞过的鸟儿显得
那么急切，是归途遥远，还是听到
了小鸟嗷嗷待哺的呼唤？

从草海归来，一晃又一年。
今天静坐家中，忆起了风情万种
的草海，想起了客栈老板娘的邀
约：“冬天才是旺季，无数候鸟
纷纷归来，黑颈鹤又多又漂亮！
只要打个电话，床位给你们留
着！”疫情原因，今冬只得爽约，
我深信明年的冬季一定会伫立在
草海，凝视那一丛丛烂漫的苕菊，
聆听余晖中划过的鸟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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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览馆体会乡村民俗文化，去
古建遗存感受历史的沧桑，逛农村大
集购买生态的特色农产品……如今，
许多游客去陕西安康的乡村旅游，不
仅能采摘、观景、学习稼穑，还能进
行深度文化游。

近日，在陕西省安康市的田间地
头，唢呐声响，秧歌扭起，狮舞跳
起，这是当地群众利用农闲时节，自
发组建的表演队伍在举办活动，也是
安康市以村 （社区） 为单元、以乡村
文化理事会建设为抓手，推进乡村文

化高质量发展和有效治理的成功实践。
在文旅融合大背景下，安康市统

筹建设了一批乡村纪念馆、展览馆、
村史馆 （社区博物馆）、古建遗存、公
共广场、文化产业园区等文化旅游设
施，并将这些设施统一纳入公共文化
服务免费开放范围，不仅方便了村
民，更吸引了众多周边游客前来。

如今，公共文化服务旅游发展的
例子在安康比比皆是。在石泉县，依
托当地非遗和文物资源建设的文化场
所和体验馆免费对外开放，不仅丰富
了当地群众的生活，也吸引了广大游
客。汉滨区茨沟镇组建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服务队伍，深入村屯开展
非遗项目展演展示等活动，助力了乡
村文化振兴，丰富了当地乡村旅游发
展的内容。

“我们将全面深化公共文化服务领
域的重点改革，尤其是在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提质增效和乡村文化治理方
面，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系统推进，
不断提升城乡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和幸福感，为同类地区公共文化服务
提供典型示范。”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
电局副局长王军表示。

安康：乡村游文化味浓
秦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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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者聚也，溪者水流也，山
水聚合便是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地
名的由来。昱城，又是它的雅
称，这座日光照耀下的皖南城
市，以迷人的风景、灿烂的文
化，备受人们青睐。

屯溪老街应是皖南最繁华的
一条古街道，漫步街上，像欣赏经
典的曲调，像品尝高山的云雾茶，
更像是徜徉在博大精深的典籍里，
给人深深的眷恋和无穷的回味。

夜里的老街比白天更繁华，
那些来自天南海北慕名到此的游
客以及本地市民，把 800 余米长
街挤得满满的。老街上到处泛出
翰墨书香，处处弥漫着厚重的徽
州文化气息。街边许多店铺里都
经营着文房四宝、书画精品、珍
宝古玩等。其中最能引起游人兴

致的应是徽州三雕中的石雕了，
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石雕作
品，小巧的可以作为饰品随身携
带，硕大的能摆放在厅堂里赏
玩。这些精雕细刻的艺术品，可
谓是徽州匠人勤劳与智慧的结晶。

闹中取幽的屯溪老街，被誉
为“活动着的清明上河图”。除了浓
郁的文化味，那独具徽州风味的
小吃，也让人垂涎。飘散在老街
上的馄饨葱花香与烧饼里霉干菜
的味儿，就似从诗集里流露出的
诗行，闻着就有种回到乡下老家
的感觉。

行走在朦胧灯影里的老街，
耳边不时飘过丝竹的悦耳之音，
合着路边那或浓或淡的花草味
儿，让人陶醉之余，不禁赞叹徽
文化的博大精深。

醉迷屯溪老街
洪 波

曾经的永嘉盐场。

上图：罗峰书院。
右图：国安寺一隅。
上图：罗峰书院。
右图：国安寺一隅。

黑颈鹤在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韩贤普摄 （人民图片）

屯溪老街。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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