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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天 下行 天 下行 天 下

地理意义上的徽州虽然渐渐远去，
但文化意义上的徽州始终如明月高悬在
每个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心头。也许，这
正是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穿透力和顽强生
命力，可以突破时间和生命的限度，从
有限到无限。

地秀多桃源

对徽州的倾慕，既源自多元化视角
的欣赏，又独钟于传统村落与徽派建筑。

徽州“一府六县”（即今天的安徽省
歙县、黟县、祁门县、休宁县，江西省婺源
县和绩溪县）的历史令人神往。徽州戏曲
蜚声四海，徽州工艺精致细腻，而最令人
魂牵梦绕的，还是徽派建筑独步天下，徽
州村落佳作天成……这些代表着各种美
好的文化遗存，不断给人以美学滋养。其
中，最具吸引力的，是传统村落蕴含的自
然与人文互融、山水与建筑契合的自然
生态观，以及徽派建筑蕴含的独特物境、
情境和意境。

有梦徽州，斯见如何。徽州地区，
青峰环翠，烟岚氤氲，时而如泼墨重
彩，时而如淡抹轻皴。这样的山秀盈惠
与流泉澄心，这样的峻岭沃土与茂林修
竹，便是徽派建筑群落生长的天然外空
间。无山不秀，无水不灵，“碧瓦千家
新雨过，青松万壑正生烟”的意境更是
俯拾即是。徽州先民并未辜负这份山环
水绕的得天独厚优势，徽派民居在细部
处处力求和谐精美，建筑与环境相互渗
透，自我空间、人文空间和自然空间浑
然一体。地秀多桃源，烟霞百里间。

走近徽州细细打量，更是为徽州古
村的美所震撼。这些栖息在溪山远树

中、高山云顶上、新安江畔的古村，安
适如闲云野鹤，清雅如山水图，衔山伴
水，与现代都市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
离。那经历时光打磨的残垣碎石，那浸
润时代记忆的飞檐石刻，一如点点星
光，照亮了古村的旧模样。不同时期的
遗存物，如一条历史的丝线，让我们可
以借之探寻浓缩在这片土地上时空叠加
的痕迹。立于村畔的古道旁，犹如立于
古今时空交界处。河道如织，古巷纵
横。青瓦上沉积着千年文化，白墙间凝
聚了百年沧桑。

烟雨古村落

步履起落间，已置身徽风皖韵的徽
派建筑群中。意境清逸淡雅的徽派建筑

“神足而意简”，别具灵秀韵味，传达着
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寂静欢乐和空灵繁
美。粉墙青瓦的色调素雅且富有空灵
美，正是道家追求的素朴之美；层楼叠
院内敛含蓄，街巷蜿蜒曲折，一字马头
墙层层错落，秉承着徽州文人儒风的趣
旨；建筑造型弯弓栉比，错落有致，是
徽州人不落俗套的出尘慧心；天井庭院
空间通融，含蓄内敛，雅朴合一，是徽
州先民艰苦创业和朴素持家的象征。

一代代徽州匠人既是建筑师，又是
艺术家，有着品位极高的审美。他们因
陋就简，就地取材，一砖一瓦地在云水
之间建起了清雅简淡又坚固耐用的家
园，也一点一滴地构筑起徽州文化繁复
华丽的玲珑楼阁。徽州人的诗意不在空
泛的远方，而是藏在具体的生活细节
中。千百年来，他们凭借世人难及的灵
性与坚执，镌刻出一个个充满诗风雅韵

的烟雨村落，描摹着对理想与美好生生
不息的追求。

新安江流淌千年，烟雨蒙蒙似江
南，美成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两岸青
山绿水相接，烟波浩渺，在山光水色青
于蓝的如画美景中，诸多千年古村隐约
其间。在黄山山脉延绵起伏的皱褶之
间，在秀丽的齐云山脚下，在碧水深流
的新安江两畔，一个个古村如星子般散
落四野，既有古典韵味，又充满人间烟
火气息，更具有时代感和生长感。我们
看到，在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
范工程的推动下，在“新徽州人”孜孜
不倦的努力下，时光与人力堆积起来的
外驱力，情感与文脉交互形成的内驱
力，让充满生命韧性的古民居和传统村
落重新生长，正在焕发出勃勃生机。如
珠落玉盘一般的传统村落，如今在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带动下，连线成
片，发展势头强劲，正氤氲成一首绝美
的诗篇。

春山可瞻望

江水如璧，青山如屏，一幢幢粉墙
黛瓦的古民居临江而立，行走其间，宛
如走进一幅新安山水画。这些传统村落
都曾在斗转星移中失去昔日繁华，逐渐
黯淡于岁月长河中。

近年来，在“新徽州人”的努力
下，传统村落整饬一新，目光所及皆靓
丽如初，繁华如昨。传统村落如群星璀
璨，秀丽山水与徽派民居交相辉映，如
珠落玉盘，山水成诗。流光悠然，衣袂
翻飞，徽州古城整齐清幽的古街巷连着
一座座完整的古建筑，古香古色的老建

筑如同时光之樽，潋滟着一段段旧时
光，浮沉着一段段历史。月夜下的古
城，时光倒转。行走于灰墙黛瓦之间的
人们，沉浸于古城盛贮的古意和悠然，
也流连忘返于非遗夜市的多姿多彩。无
论是古城，还是古村，都跟上了时光匆
匆的步伐，日夜更新着面容和内在。由
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由保护到利用，
由文旅发展到乡村振兴，“新徽州人”
正加快走出一条充满智慧的新路。在田
园牧歌和现代化发展之间，在传统村落
的保护和利用之间，巧妙的平衡路径正
在成型。

当徽州梦重新被点燃，当传统的火
花簇簇生辉，当古老与艺术并行，赋能传
统村落，会产生哪些令人心动的嬗变？又
会奔向怎样的未来？“新徽州人”正笃步
前行在以文旅复兴传统村落的路上，书
写着一份春山可望的答卷。在艺术与美
的加持下，在古老与时尚的交融中，黄山
坚持守护传统村落连片保护的“绿水青
山”，创造生态文旅的“金山银山”。有人
一丝一缕、一路一程成就天堂徽州，就有
人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守护文化徽州。守
文化之脉，开文创之境。“新徽州人”正不
断砥砺，开创出新的美好。徽州故事就像
流淌了千年的新安江，只有新起点，没有
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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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富野趣的“骂骚龙”狂欢节、十顶
神架朝山进香会、以本土文化为题材的

“老鼠娶亲”表演、世代流传的“颜记孩”
和“马牛包”快板、名震晋南五县的上党
梆子“三义班”……在山西省晋城市泽州
县大阳镇，游客可以体验到极具地方特
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活动。

新春来临，大阳古镇又热闹起来。
在文化大院前，村民身着色彩鲜艳的服
装，伴着欢快热闹的小调，扭起了传统

秧歌舞，抬花轿、划旱船、跑驴等表演
一个接一个，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
看。游客郭珍珍高兴地说：“真热闹，
来到这儿让我找回小时候的感觉！”看

民俗、品美食，游客们在古镇老街上流
连忘返。

大阳镇民间文化薪火相传。上世纪
50 年代初，大阳翟沟秧歌和李家庄上党
戏唱红了全县；60年代末，以大阳一分街
为首的文艺宣传队表演名震周边；70 年
代，大阳青年梆子剧团的足迹踏遍各县；
80 年代，大阳体育队在全国农民运动会
上夺冠；90年代，大阳八音会传承人随晋
城市民间吹打乐《上党春色》乐队进京演
出 ， 荣 获 文 化 部 颁 发 的 “ 演 出 纪 念
奖”。2000 年后，大阳文化触角延伸到
农家庭院和社会各个角落。2011年11月
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

大阳镇还将民间文化艺术送进校
园、社区、乡村，年均送文化艺术下乡
活动 22场，受益群众近 5万人次。当地
以 20 位村级文化管理员为抓手，6个重
点村为主体，成立 6 支文艺小分队，结

合新时代新思想，自编自演自导不同题
材的文艺作品，每天在大阳古镇景区内
分时段演出，广受好评。

除传统文化进乡村外，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社区、进景区项目使得民俗活动
魅力凸显。大阳镇现有国家级非遗继承
人 1 名，省级非遗 4 项。每年春节期
间，大阳镇各项社火演出、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演项目自正月初一到正月十六，
每天轮番上演，游客可参与互动。每年
7、8 月，当地都会组织“阳阿奏奇舞”
消夏晚会，年均演出30余场次，参与演
职人员近千人。

在古镇景区的古法制铁馆，游客可
与老铁匠一起抡大锤、打铁器，了解“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传统木作馆，可以
体验拉大锯、刨木花、接榫卯、拼斗拱的
乐趣。在文化大院里，白天有民俗文化表
演，晚上有《祈福祭火大典》演出，飞燕宫
里有室内情景剧《飞燕进宫》。

大阳镇依托当地千年文化和4A级旅
游景区资源，高标准建设了44个精品民
宿院落，将大阳打造成特色鲜明的“古
院落生态康养休闲旅游目的地”，吸引
周边游客纷至沓来，走出了一条“文
旅+康养”融合发展的道路。

去大阳体验传统民俗
李鹏鹏

暖春来临，赏杏正当时。安徽淮北相山区黄里村千亩杏
花如约绽放，灿如云霞，生机盎然。日前，一年一度的相山
黄里杏花文化旅游节圆满落幕。

相山区黄里杏树种植面积 8000 亩，每年 3 月上旬—4 月
初是杏花盛开的最佳时节。漫山遍野的杏花如薄雾含烟轻覆
山头，远看绯云一片，近看云霞万朵，明艳芳菲。迈入花海
中，漫步杏林间，仿佛置身于紫雾彩霞中，令人如痴如醉。
游客穿行在田埂小道上，徘徊在鸟语花丛中，品农家菜，赏
田园风，尽享春天的美丽。大家还可游览深山幽谷之中的天
藏寺、群山环抱一水萦回的石佛峪、传说中的祭雨台以及龙
爪峪等古迹。

本届杏花节由淮北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相山区人民政府
主办。“相山黄里杏花文化旅游节”作为相山区文旅品牌活
动，自2016年以来已成功举办7届。今年杏花节有别于传统

“赏花+文艺演出”的模式，增加了诗琴雅集、美学场景、非
遗美食、轻奢露营、亲子画卷、亲子赛跑、文旅星推官等新
模式，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黄里共赴春日盛景。

今年杏花节特别增添了旅游名村峰会、南北古琴交流等
特色活动，邀请行业大咖及江西婺源篁岭村、浙江安吉鲁家
村、陕西咸阳袁家村、浙江淳安下姜村、安徽凤阳小岗村、
福建南靖坎下村等旅游名村参会，共同探讨新时代“文旅产
业推动乡村振兴”之路。

近年来，相山区借势“新春第一游”的杏花节，不断发
展踏春赏花游、美丽乡村游、民俗体验游，深入推动农旅融
合发展，依托特色产业，推进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特色工
业发展，逐步形成各产业联动的发展格局。该区通过建立

“旅游区+观光、采摘园+企业+农户”的联动模式，促进了现
代农业和旅游业的结合，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观光休闲农
业转型发展的新突破。国家地理标识产品黄里笆斗杏也因活
动走进大众视野。

相山杏花迎客来
张桂贵

自有记忆起，家中墙上贴着的一幅中国
地图一直陪伴我成长。我触摸过这幅图中的
每一个角落，对每一个地名以及它背后的景
象充满好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直到
我爱上了读书，见过了地图背后的山山水
水，这片大地的风华才在我内心变得越来越
真实。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色彩斑斓，
黄色、银色、金色、绿色，每一种颜色代表
着不同地区的不同色调。数千年文化洗礼让
这片土地充满生机。

行走在黄色大地，沉醉在“大漠孤烟
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致中，落日余晖尽洒
大漠的震撼久久萦绕心头。沙漠与戈壁是西
北地区的主色调，深居内陆，降水稀少，也
阻隔不了这片土地焕发别样的色彩。敦煌千
年的守候，是人们对信仰的坚持。在塔克拉
玛干沙漠深处，油气田是这片黄色土地的财
富。在这片土地上，沙漠给风提供了自由发
挥的空间，流动的沙丘追随着风的步调缓缓
前行，而流畅齐整的沙波纹便是风亲吻过的
痕迹。

行走在银色大地，青藏高原上的天籁之音在我耳畔回
响。走进日光城拉萨，远观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涌现出
日照金山的壮丽。亘古不变的冰川，奇峰突兀的雪山，温存
着这片土地。布达拉宫的诵经声，牦牛在纳木错湖畔的浅吟
低唱，是银色大地给予的踏实与安宁。瑟瑟的雪在这片土地
上落得那般自在与洒脱，也唯有这高高的山才能赋予它绝美
的灵魂。

行走在金色大地，穿梭在大兴安岭连绵不绝的山峦中，秋
叶之美，仿佛是遥远世界带来的童话。枯黄的季节里，满地落叶
把北方泼洒成金色大地。在这片绚烂的大地上，东北平原肥沃
的黑土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
上，住在窑洞里的勤劳朴实的人民，吹着唢呐，打着腰鼓，哼着
一曲一曲《信天游》，仿佛唱响了大地的生命力。

行走在绿色大地，感受着“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气势、
天府之国的富饶、云贵高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以及东南丘
陵那一抹抹苍翠，都融在了一个“绿”字上。南方，山是绿
的，水是绿的，田野是绿的，就连村庄也是绿的。南方的胡
柚、金桂、苦楝树、木芙蓉、七叶树，那些葱葱墨绿的身
影，点燃了人间的希望与光芒。

中华大地色彩缤纷，好似彩虹散落人间。唯愿此去经
年，时光不弃，踏遍千山万水，共赏大地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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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山区黄里村杏花绽放。 万善朝摄相山区黄里村杏花绽放。 万善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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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通市重点文旅项目洲际梦幻岛美丽景色。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上图：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油菜花绽放。 王松能摄（人民图片）
左下图：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石潭村，云雾缥缈，风景如画，游人

如织。 樊成柱摄（人民图片）
右下图：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出现平流雾景观。

肖本祥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