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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山城，雨后初晴。听导游介
绍，华岩寺的荷花正含苞而立。我想，
光热充沛的夏季，正适合觅一清净地
寻幽访禅，于是便前往华岩寺赏荷。

华岩寺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西
部，寺南侧有一古洞，相传洞中石髓
下滴成花，故称华岩。来到华岩寺北
大门，古亭石牌矗立面前，六柱三门
漆朱红，飞檐走势成犄角，横梁上书
遒劲方正的“巴山灵境”四字。穿过
牌坊，华岩寺庭院内一大片绿油油的
荷叶早已候立多时，粉色荷花点缀其

间，或开或闭，如怒如羞，随风摇
曳。攀枝一嗅，淡淡的荷香充盈鼻
间，沁人心脾，令人忘却愁思。

穿过荷丛，踏上石阶，步入寺
门，才知道刚才的荷花只是头阵。连
片的娇艳荷花映入眼帘，不远处的金
身佛像端坐莲台，头顶蓝天白云，双
目俯视众生。佛像的金光在荷田上铺
展开来，荷佛同景，别开生面。

从金佛右侧的门洞穿过，只见
绿荫如盖，石牌坊在道旁横立，三
楼四柱上的浮雕精巧，人物栩栩如

生。再往里走，三圣殿内的蒲团前供
着一株初绽的荷花，花瓣纤毫毕现，
瓣上的水珠晶莹剔透，悄然滴落时，
未捉其声，但见花坛中清波浅现。

出殿过桥，我进入了七步荷塘的
地界。还未见到荷影，结阵成团的清
幽荷香便迎面扑来。脚步被流淌的芬
芳牵引，视线随四周的绿意转移，步
步生莲的禅意越来越浓。我心中暗
想：前面该是如何曼妙的荷塘？

由河心亭一转，画卷般的风光便
在我眼前展开——池塘中的红白荷花
星星点点，目光穷极之处，接天莲叶
绿意延绵。白荷低眉，皎洁无瑕；粉
荷带雨，盈盈欲滴。我看到有两朵荷
花在盛夏的阳光中并蒂绽放，索性找
友人借来长焦镜头，代替我走近旁
观：它们一枝茎杆，花开两朵，叶瓣
叠聚，花瓣是含羞的嫣红，花蕊是典
雅的明黄，花形似张开的双手，被清
风邀出芳容，又被莲叶掩入深闺……
我自小长于藕塘荷田之间，对平常荷
花见怪不怪，却忍不住对这两朵荷花
心生怜爱。

我迫不及待地走上荷塘深处的木
栈桥，想近距离一睹更多荷花的身
姿。凭栏游走在七步荷塘之中，我与
满塘荷花一一照面，为这场花开时节
的邂逅感到欣喜。在华岩寺内赏荷，
我看荷花形如佛塔，又似烛台。清风
掠过，莲叶起伏似曲身颔首，宛如朝
拜祈福的样子。寺中清荷，果然禅意
幽幽。

华岩寺赏荷归来，禅韵与荷香仿
佛已常驻心间，夏日带来的燥热，不
知不觉已然消散。

题图：华岩寺的荷花盛开。

华岩寺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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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蓬阳夏，草木长盈。济南的
夏日，既有“炎光烁南溟，溽暑融三
夏”的浩荡之势，又有“时来泉水濯
尘土，冰雪满怀清与孤”的清新之
感。我与友人相约，一同到济南的
南部山区探夏。

南部山区地处泰山余脉，境内
有水帘峡、九如山、跑马岭等自然
风景区，被誉为山东的“省城后花
园”。这里不仅群山环抱、峰峦层
叠，更有喷珠吐玉的泉水。夏日的
南部山区，山碧，泉清，风景秀丽，
是济南市郊难得的好去处。

顺 着 盘 山 公 路 前 行 ， 一 路
上，高大的水杉、垂柳和白杨紧
紧挨在一起，笔直地伸向天空，
好似大自然的笔刷在天地间渲染
出一道道青翠。繁茂的绿树与明
媚的骄阳、无垠的天空相互交

融，勃勃生机填满了群山的每一
个罅隙。近处的旱柳、侧柏、海
棠高低错落，它们葱郁的枝叶为
夏日献上浓稠的热情。放眼望
去，流云和树影随着清风在山谷
中摇曳，起伏的群山在晴空的映
衬下更显灵动。

习习山风、飘渺流云、草木
香气和清脆鸟鸣，共同构成了一
幅和谐美妙的南部山区生态画
卷。漫步在山间小路上，格桑花
和铁线莲在道路两旁欢迎我们的
到来；地锦草将细长的叶片极力
向远处蔓延；棣棠花在草丛中摇
晃着金灿灿的小脑袋；勤劳的蜜
蜂扇动翅膀，在花丛间忙碌……
这一路好景，都在诉说着南部山
区的夏之韵味。

欣赏着山色，我们行至柳埠
镇苏家庄的四门塔风景区内。四
门塔西侧，山泉飞泻，潺潺作响，
似美玉乍碎，似银雾飞腾，又似宝

珠落盘，当地人将这泉水命名为
“涌腾泉”。涌腾泉从白虎山山腰岩
隙中汩汩喷涌，经由石雕龙头口
中，喷入石砌方池，再从池子侧壁
溢出，依山势三叠而下，形成悬崖
飞瀑的景观。泉水行经处，青黑色
的石块被冲刷得近乎油亮，细密
的青苔点缀其中，繁盛的藤蔓攀
援其上。群山拥抱着泉水的晶莹
澄澈，黑色的小鱼在泉水中欢快
畅游，柔软的水草舞动着腰肢。涌
腾泉吐纳着山中的秀色，涌动着
夏日的活力，流淌出欢快的音符。
掬一捧清泉在手，滴滴清冽，沁润
心田。

我们尽情享受山中的凉夏，抬
眼望去，山水一色，青翠迷人。忽然，
一只白腹黑羽的喜鹊从泉边飞过，
影子闪现在水中。我想它已采撷了
一抹南部山区的绿色，满载而归。

下图：山东省济南市南部山
区涌腾泉风光。 王 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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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逶迤，环抱万亩茶园；云
雾缭绕，轻拢绿浪万顷——刚到湖
北省鹤峰县的木耳山有机茶园，我
就被眼前的美景迷住了。

车行茶园里，如同航行在绿色
的海洋中。无数个浑圆的山丘上，
绿盈盈的茶树一行行排列，顺着山
势梯次而上，远远望去宛如一座座
绿色的“金字塔”。茶园上空，千姿百
态的云彩轻盈地翻着身，欢快地跟
着我们走。

山风推着团团薄雾，滑过满是
绿色的山丘，轻轻将茶园擦拭得纤
尘不染。缕缕阳光穿过云雾，为茶
山 增 添 了 几 分 高 光 。 光 影 变 幻 之
间，茶山如诗如画。木耳山山美水
美，这里的姑娘也长得水灵清秀。
山道芳菲，采茶姑娘远远走来，进
入 茶 田 。 她 们 挎 着 篮 子 ， 背 起 背
篓 ， 手 指 在 翠 绿 的 嫩 叶 上 灵 巧 翻
飞，云雾中孕育的新鲜芽尖不一会
儿 就 装 满 了 背 篓 。 采 茶 山 歌 响 彻
茶田，直抵云间。

一群山雀循着歌声而来，飞入
茶园，溅起一片鸟鸣，掠起缕缕茶
香 。 来 木 耳 山 观 光 的 游 人 络 绎 不
绝，孩子们在步道上嬉戏，追逐蝴
蝶；摄影爱好者扛着“长枪短炮”
选 点 定 位 ， 用 镜 头 捕 捉 木 耳 山 的
美；结伴而来的女士们背靠绿色茶
园 ， 挥 舞 着 红 丝 巾 ， 一 起 自 拍 留
念，笑吟吟地记录着畅游木耳山的
快乐。

登上观景台，极目远眺，木耳
山“绿波荡漾”的风光尽收眼底，
令人沉醉。凉风扑面，夏日里的燥
热已经去除了大半，精神更觉得爽
快。我们找了一间茶馆坐下，店家送
上一杯杯飘香的绿茶，翠绿明亮的嫩
叶在杯中缓缓散开，既像盛放的花
朵，又像姑娘的裙摆。这用山泉水冲
泡的木耳山茶，既有茶的芬芳，又有
泉的清甜，浅啜一口，茶香沁人心
脾，回味无穷。

茶园旁边，三三两两的农舍颇
有仙居的韵味。我很羡慕这里的茶
农，他们依山而居，守护茶园，推
窗 见 景 ， 闻 茶 香 ， 听 鸟 鸣 ， 观 云
海，在这宜居宜业的富庶之地，过
着“人在山中，山在画中”的神仙
日子，真是美哉乐哉！

看着眼前的景致，实在很难想
象以前的木耳山是一座荆棘丛生的
乱石山。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昔日
的荒山被改造成了生态有机的绿色
茶 园 ， 成 为 “ 中 国 三 十 座 最 美 茶
园”之一、茶主题生态农业观光旅
游基地。近年来，鹤峰县大力发展
有机茶产业，在全县范围内推广有

机茶基地认证工作，已成为“茶叶
全域有机示范县”。不打农药、不
施化肥的有机茶，凭借优良品质拓
宽了销路。一位木耳山的茶农告诉
我 们 ， 靠 着 有 机 茶 的 “ 金 字 招
牌”，卖茶收益年年增长。

随着木耳山茶园闻名遐迩，周
边农家乐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以茶
为核心，以山水田园为载体，茶园
观光、茶叶采摘、风俗体验等活动
在木耳山火了起来，“农家乐+民
宿”逐渐成为村民们增收致富的新
产业。木耳山人用一片绿叶托起茶
乡 梦 想 ， 走 上 了 茶 旅 融 合 的 致 富
路，在山丘上描绘乡村振兴的新画
卷，让茶区变景区、茶园变公园、
茶山变“金山”。

不 知 不 觉 中 ， 晚 霞 已 布 满 天
空，把木耳山映衬得更加壮美。告
别这座“最美茶园”时，我忍不住
驻足回望，将这一碧万顷中的世外
桃源印在心间。

下图：木耳山万亩茶园风光。
张远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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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云端，山那边……”最近，
歌曲《向云端》以悠扬婉转的曲调
走红网络，唤起人们对登山望云之
旅的向往。在陕西省商洛市镇安
县，海拔 1600 多米的塔云山主峰
形似宝塔，耸入云端。这处“云端
里的避暑胜地”正在成为欣赏云海
景观的网红打卡地。

登金顶 览云海

来到塔云山，耸峙于绝壁之
上的金顶观音殿引人注目。这座
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的道观，以
四根插入岩缝的石柱作基，三面
临渊，十分险峻。“金顶刺青天，
松海云雾间”的奇景，是塔云山区
别于秦岭其他山岳的特色标识。

一次摄影比赛，让原本作陪
衬的云海景观变成主角。“2019
年，镇安县摄影协会举办的摄影
大赛上，有 20 多幅作品从不同视
角聚焦塔云山云海，这也引发我
们对云海景观的关注。”镇安县气
象局局长周焕成告诉记者，气象
部门经过实地调研，对云海景观
价值进行评估，推选塔云山云海
进入第二批“天气气候景观观赏
地”名单。

“天气好的时候，刚到塔云山
山门，就能看见连片云海！”说起
塔云山云海的壮美，塔云山景区
总经理杨娜如数家珍，她告诉记
者，夏秋两季雨水较多，夜雨过

后的清晨容易看到云海，早上6点
到10点是观赏云海的最佳时间。

追云步道、踩云玻璃桥、步
云铁索桥……为了方便游客从高
空俯瞰云海，塔云山景区设置了
许多亲云通道和观景平台。有时
一日之内，就能看到富于变化的
多样云海：或如棉絮团团，或如
轻 纱 缥 缈 ， 或 如 巨 流 涌 动 。 如
今，“自然名片”云海景观与“人
文地标”金顶观音殿等道教古建
筑相得益彰，为塔云山引来一众
游客。

山中天气多变，如何提高游
客饱览云海美景的概率？周焕成
表示，气象部门已经在景区内的
多个点位安装了摄像头，用于观
测和收集云海形成的气象数据，
未来将推出云海预报、云海分类
等特色服务产品，助力旅游观光。

吹吹“天然空调”

云 海 是 凉 爽 温 度 的“ 指 示
牌”。炎炎夏日，到山中“腾云驾
雾”避避暑是热门的旅行选择。

“塔云山所在的镇安县地处秦
岭南麓，属于亚热带半湿润气候
区，最热月平均气温约 25℃，6
月到 9 月平均气温约 22℃，再加
上山地立体气候特征明显，这里
的夏季格外清凉。”周焕成告诉记
者，塔云山气候宜人，适合避暑
度假。

据景区负责人介绍，塔云山
植被覆盖率高达 97%，有 280 多种
木本植物。绿色植被带来了清新
空 气 ， 山 中 负 氧 离 子 含 量 超 过
6000 个/立方厘米。一到夏季，塔
云山特色树屋民宿的预订量明显
增长。树屋多面开窗，清风送来
秦岭深处的草木芬芳，游客坐在
屋 中 就 能 感 受 满 目 绿 意 ， 吹 上

“天然空调”。
“这几年，来塔云山认识植

物 、 写 生 绘 画 的 小 朋 友 越 来 越
多，研学游、亲子游越来越受欢
迎。我们还在景区内开设民俗小
屋，让游客体验石磨豆腐、铜器
制作等民俗活动。”杨娜介绍，今
年 7 月塔云山景区还将举办纳凉
避 暑 节 等 活 动 ， 通 过 “ 天 外 飞
仙 ” 高 空 威 亚 表 演 等 互 动 式 节
目，吸引游客来山中清凉度夏。

好气候 好生活

舒适宜人的气候条件，是不
可多得的生态财富。随着户外运
动成为时尚的生活方式，塔云山
的好气候，吸引着人们前来体验
户外乐趣，享受健康生活。据了
解，许多骑行爱好者选择从镇安
县 城 出 发 ， 一 路 沿 盘 山 公 路 而
上，来塔云山赏云海、深呼吸。

为了与更多人共享优良的气
候资源与惬意生活，商洛市和镇
安县分别推出“秦岭康养清凉之

旅”“‘来安去安’魅力乡村游”等精
品旅游线路，将包括塔云山在内
的多个景点串联成线，引导游客
纳凉休闲，邂逅农家小院，欣赏
田园风光，感受地域民俗文化。

“我们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感受很深。”杨娜告诉记者，
获评“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后，
塔云山的天气之美与气候优势更为
人所知，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
景区游客数量超过 3.8 万人次。生
活在塔云山附近的不少村民都在景
区工作，他们在家门口不仅能享受
优良的生态环境，还能吃上旅游
饭，日子越过越红火。

目前，镇安县正在致力于将气
候资源转化为康养旅游优势，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的“秦岭康养会客
厅”。周焕成表示，气象部门将积
极申创“中国天然氧吧”等品牌，
将气候资源与民宿、餐饮、茶庄、
康养度假区等各类资源融合，助力
康养旅游品质提升。

题图：塔云山金顶观音殿与云
海风光。

汪效智摄

陕西镇安：

向云端 去塔云山避暑
本报记者 朱金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