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旅游天地
责编：朱金宜 邮箱：zjyrmrb@163.com

2023年4月20日 星期四

在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有许多历史悠
久的古村落。听说近年来它们旧貌换新颜，已
经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精品示范村”，我
便忍不住想去一探究竟。

从可园路出发，沿莞穗路徐徐前行，两旁
的行道树绿意清新，仿佛在欢迎我来到万江。

万江以水为魂，有大小河流80多条，水资
源十分丰富。此行的第一站正丫村，便是一个
东、南、北三面紧靠东江河、与海心洲岛隔河
相望的水边村落，来到这里自然会听到与水有
关的故事。

正丫村始建于南宋景炎二年 （1277年），先
祖们曾经沿着水路找到这处栖居之地。临水漫
步，我仿佛能看到旧时光的倒影，想象着正丫
村的先民拖家带口、历尽艰辛才登陆此地，在
一片原本荒芜的土地上开枝散叶，建设家园，
并世居于此，让恒久的生命力代代相传。

越往村里走，越能发现正丫村的魅力。这
里不仅有“蒲草湿地”“芳草围”“筱园问竹”
等生态景观，还有游龙大街、起龙广场、“龙潭
映月”等龙舟文化主题景点，吸引了不少东莞
市民前来游玩。

依托于宽阔水面、优美岸线等自然条件，
龙舟运动在正丫村格外兴盛。在正丫村，有一
艘已有40年的松木龙舟。围绕这艘老船，正丫
村民每年都要举办“起龙”“洗龙”“游龙”等
传统仪式，开启这一年的“龙舟时间”。

据村民介绍，为了防止龙舟舟身腐化，正
丫村民发明了独特的“藏龙”方法：每年端午
节龙舟活动结束后，村民们会把龙舟上的龙
头、锣鼓等装饰品取下来，将船体埋进河底的
淤泥中，让船体与空气隔绝。待到来年端午前
夕，村民们再择日将龙舟挖出，进行修整和装
饰，让这艘松木老船参与游龙竞渡等活动。

除了代代相传的龙舟习俗，正丫村里的古
树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在正丫村，老榕树随处
可见，其中树龄超过百年的细叶榕有12棵。每
棵古树，都甘愿默默地成为正丫村的背景，它
们有盘虬错节的树根，有坚如磐石的树皮，还
有一蓬蓬茂密的胡须，如同历经沧桑的老人，
在风中诉说着水乡古韵。

一棵棵古树串联起正丫村七百多年的记
忆。它们深根固柢，树高十多米，枝繁叶茂，
与老建筑交相辉映。在古树撑起的一片片绿荫
下，人们谈古论今，其乐融融，古树特有的香

气，混合着龙船饭、粉果、糕点、麻糊等食物
的味道，在村里漾开。树影摇晃在雕梁画栋的
古建筑上，我的心也随之舞动，感受到悠久历
史依旧富有生机，留存在村中每个人的日常生
活里。

离开正丫村，我来到拔蛟窝村。这个特别
的村名，让我格外好奇它的来历。相传，拔蛟
窝村民的先祖弃官归隐，在如今西滘村附近的
一个窝棚里度日。有天晚上，他梦见一群白鸠
嬉戏腾飞，便在梦中穷追不舍。一觉醒来，他
便依循梦中的路径巡视周围，走到拔蛟窝一带
时，认为这里就是白鸠最终落脚的地方，便在
此地落籍，为村子取名“白鸠窝”。清朝光绪年
间，探花大学士陈伯陶回乡观光，认为“白
鸠”与“拔蛟”同音，且是自己孩童时期生活
学习过的地方，故建议改村名为“拔蛟窝”，取

“提拔蛟龙”之义。
走进拔蛟窝村，正涌河在村中淙淙流淌，

河流两岸穿插着龙凤阁凉亭、荷花池塘、荔枝

公园等景观，被河流一分为二的村庄满眼葱
绿，干净的街道、精致的墙绘、整齐的村居，
共同勾勒出“小桥流水、绿荫环绕、移步即
景”的田园画卷。村中的元信陈公祠、拔萃家
塾、观音古庙等古建筑颇具岭南风格，其中最
为人乐道的，是陈伯陶曾生活过的陈氏大宗
祠。相传当年陈伯陶考中探花后，制成“探花
及第”的牌匾和一对刻有蛟龙的杉木桅杆墩，
赠送给拔蛟窝。村民们便将牌匾高悬于陈氏大
宗祠之内，将杉木桅杆墩立在祠堂门前，彰显
拔蛟窝陈氏宗族的荣耀与声望。

广东地区的祠堂文化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家族文化的象征，祠堂这种礼制性建筑往
往也是乡土文化的重要体现。祠堂与宗谱家
乘、传记事略等载体一同被各个家族世代承
袭，家国情怀与家族历史积淀就这样在子孙后
代的心中扎下深根。

在这座古村中，有位收藏了大量古籍善本
的叶先生，我在他的“雨山书屋”中阅读了
当地的方志史料，为此行增添了一份收获。听
说东莞人一向爱好藏书，前有明代官员陈琏开
设“万卷堂”、近代学者伦明自立“续书楼”、
藏书家莫伯骥自建“五十万卷楼”，今日见到

“雨山书屋”，看来东莞人惜书爱书的品格也传
承了下来。

在拔蛟窝村穿梭游历，不知不觉已到深
夜。行走在街上，到处灯火通明，繁华的夜
市将天空映照得格外美丽。我想，这一天探
访万江美丽的古村落，真是不虚此行。关于
万江的美好回忆，将像古树的根须一样，扎
根于我的心田。

左图：拔蛟窝村水清树绿，生机盎然。
下图：三面临水的正丫村村景。
本文图片均由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办事

处提供

万江古村 生生不息
刘 帆

四月的林芝，是桃花的世界。
乘车进入林芝境内，视线所及

都 是 桃 花 。 318 国 道 两 旁 的 田 野
里，到处都是桃树，一树树或白或
粉的桃花舒展花枝，迎风怒放，展
现着绰约风姿，张扬出野性之美；
中 间 偶 尔 掺 杂 一 两 株 嫣 红 色 的 桃
花，仿佛美人脸上的胭脂泪，格外
惹人怜爱。远处山顶上还蒙着一层
白雪，青绿的山腰和山脚处就已盛
开一蓬蓬桃花，如云兴霞蔚般让人
目不暇接。

林芝市郊的嘎拉村依山傍水、
风景秀丽，素有“桃花第一村”的
美誉。嘎拉村是林芝桃花节的主会
场，村东侧有大片桃林，每年桃花
盛开之时，游人如织。从半山腰处
的观赏亭俯瞰，粉嫩娇艳的桃花花
海尽收眼底，再加上远处黄灿灿的
油菜花田，好似大自然的调色板被
打翻在地，缤纷色彩肆意流淌。

波密县的桃花沟是另一处赏花胜

地。沿着318国道从林芝市向东前往
波密县，在即将跨过帕隆藏布江的
时候，车窗外开始出现漫山遍野的
桃花。道旁绵延近 30 公里的桃花，
好似一条粉色的“桃花江”向北奔腾
而去。

因时间紧张，我们来不及停车入
林，细细品味“桃花江”的美。正当
我们为此感到遗憾时，当地朋友却说

“走马观花”也不失为一种欣赏林芝
桃花的方式，行览桃花更能感受到流
动的美感。于是我们便让司机靠边缓
行，尽可能将桃花之美收入眼中、藏
进心里。

林芝桃树是西藏原有野生品种，
又名“西藏桃”，具有耐寒、耐旱、
抗病能力强等优良特性，树体高大，
许多桃树已生长了数百年，枝叶古朴
苍劲，自有一番恬静淡然、朴素清澈
的美。相较于平日里常见的碧桃，林

芝桃花的花朵虽小，但胜在数量繁
多、花朵排列紧密。在近处观赏时，
要找好角度，才能不被高大粗壮的树
枝遮挡视线，看清花朵所在；反倒远
观时，更容易看到绚烂绮丽的花海盛
景，再加上远方雪峰、碧水的映衬，
尽显林芝桃花的独特韵味。据当地人
说，去年林芝雨水较多，桃树受光照
时间较短，因此桃花颜色偏淡，以粉
色、白色居多。在光照时间更充足的
年份，林芝桃花将呈现出浓郁的红
色，更显娇艳明媚。

看来，林芝桃花不只有出水芙蓉
般的清秀样貌，还有略施粉黛、明艳妩
媚的面孔，这让我不禁心生好奇，于是
和朋友相约，以后还要来林芝看桃花。

上图：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的雅
鲁藏布江两岸，山脚桃花盛开，山顶
白雪皑皑。

李彦昭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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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在四川省成都市的青龙湖
畔，我不经意地一瞥，竟邂逅了世间
珍奇。

潺潺春水上，只见两只野鸭悠游
漂流，其中一只毛色复杂，显得“与
众不同”——它的上体是黑褐色，胸
部是栗棕色，腹部则是白色，最引人
注目的是头颈部的黑色，在阳光下泛
出幽幽的绿色光泽。这奇异的绿光告
诉我，它并非普通野鸭，而是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动物青头潜鸭。

青头潜鸭作为珍稀鸟类，已被列
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属于“极危物种”，在成都难
得一见。这一碰面，让我兴奋难耐，
立刻从自行车上跳下，缩首蹑足奔向
湖边，追踪观察这只珍奇的鸟儿。

春水东逝，波光粼粼，只见青头
潜鸭忽然收紧双翅，头下尾上，一个
猛子扎到水面以下，不见踪影。我紧盯
着水面上它留下的漩涡，忽听一阵水
响，眼见水涌波翻，青头潜鸭又露出身
来，它的长喙正叼着一条活蹦乱跳的
鱼儿。“好身手！”我在心中暗暗赞叹。

掌拨青波，青头潜鸭游向岸边，

湿淋淋地上岸，准备享用它的美食。
岸边的水泥护坡十分陡峭，它脚步踉
跄，站立不稳，自顾不暇，长喙里的鱼
儿趁它不备，挣扎逃脱，咚的一声落进
水里。青头潜鸭好像十分懊恼，愣怔了
片刻，才不甘心地重新回到水中。

我被眼前这一幕吸引住了，既为
鱼儿死里逃生感到庆幸，又为青头潜
鸭不能饱餐一顿感到惋惜。

我继续沿着湖边追赶青头潜鸭，
不时停下抓拍几张照片。我低头弓腰，
踮脚疾行，累得脊背冒汗，气喘吁吁。
即便如此，亲眼见到青头潜鸭的兴奋
劲儿丝毫不减，我感到累并快乐着。

尽管已经十分小心，我还是引起
了青头潜鸭的警觉。只见它双翅大
开，从水面向天起飞，连带着一串亮
晶晶的水珠乱纷纷落下。我急忙举起
手机，一阵猛拍，但它还是迅速从我
的镜头中消失了。

春水流个不停，流入树间云影，
我祈愿能再次与青头潜鸭相遇，也盼
望着青龙湖能成为更多鸟儿的家园。

上图：青头潜鸭在水中嬉戏。
贺 勇摄

青龙湖追鸟青龙湖追鸟
常龙云常龙云

梯田、炊烟、土屋、池塘、青石板路……这个
充满诗意的村落，就是坐落在长江边上的湖北省
巴东县牛洞坪村。

蓝天映照在油菜花海上，是牛洞坪春天最
美的写真。初到牛洞坪，站在蝴蝶岩观景台上

俯瞰，我一下子就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3000
多亩梯田挤满了灿烂的油菜花朵，仿佛金黄色
的海浪正向云雾袅袅的青山脚下涌动。面对这
番春日盛景，我忍不住想：是谁将这些“黄金
颗粒”撒在了大地上？是谁把编织好的“金丝

带”缠在山峦的腰间？
一群山雀飞入花海，溅起一阵涟漪，传出

一串啁啾。我漫步在油菜花海之中，身边不时
有蝶舞蜂飞，抬头看，湛蓝的天幕和漫卷的流
云与乡村的烟岚在远处交握，恬淡悠远，令人
陶醉。

跟着花儿向前走，不一会儿，一方碧水
出现在我眼前，与蓝天和油菜花相映成趣。
这方堰塘旁边，柳树正绿，丝绦如帘，柔软
的枝条在水面上悠然地画出一圈圈涟漪，好
像在与水中倩影嬉戏。山道芳菲，村里姑娘
们穿红戴绿的身影时隐时现，映照在堰塘的
碧水之中。

村民说，这个堰塘名叫犀牛塘，相传是犀
牛神踩出来的坑。在牛洞坪，类似的堰塘还
有很多，它们像一颗颗绿宝石，错落有致地镶
嵌在山坡上，用清澈甘泉滋润着美丽田园，也
滋润着游弋在花海中的我。

油菜花海被青山环抱，一直通向村庄里的
土坯瓦房。数百栋瓦房或立在花丛中，或藏在
树荫下，形态古朴，有一种古色古香的美。走
进一座农家院落，一棵古樟树卓然而立，枝干
粗壮，枝叶婆娑。据说这棵樟树是北宋宰相寇
准亲手所栽，千年的风雨沧桑虽然已在它身上
沉淀出森森古意，但在春风的吹拂下，它再次
披上新装，一身嫩绿。我坐在古树下，品香
茶，赏花海，看村景如画，叹时光不老。

不知不觉中，我已被牛洞坪这生机勃勃的
金黄色浸润，被漫山遍野流淌的乡间野趣俘
获，醉心于牛洞坪安然闲适的生活。所谓最美
的乡村，我想大概就是牛洞坪这般模样。

左图：犀牛塘风光。

牛洞坪村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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