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3月15日 星期五旅游天地
责编：栾 峰 邮箱：luanfeng56@yahoo.com.cn

无锡是依傍太湖最近的城市，依湖而筑，枕湖而
居，凭湖而丰，有“太湖明珠”之称。然而，!""# 年
春夏之交这一带水域突然出现的蓝藻暴发，给无锡人甚
至全中国人敲响了警钟。已逾八旬的美中绿色能源促进
会主席吴锡九先生亲历过当年的
“蓝藻事件”，据他回忆，当时“虽
还只是 $月初，天气尚未炎热，蓝
藻却已在富营养的助孽下开始泛
滥，弄得水面灰绿绿的，水中看不
到鱼虾的游动，也看不到以往湖面
柔美的波动……”一时间，自来水
厂取水口被迫关闭，市民不得不购
买瓶装水饮用，瓶装水价格于是迅
速飞涨……

这位经常回国的旅美老科学家
于是发出了“太湖惊变、紧迫我
心”的呼吁。其实，这也是许许多
多人的共同心声。!""% 年 $ 月，
由十多个国家部委和苏浙沪共同拟
订的《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总
体方案》，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复。
大规模的太湖治污行动，由此全面
加速。

当我们借环太湖考察走进无锡
时，发现这颗一度蒙垢的“明珠”，
已经绽放出新的光彩。

呈“&”字形的长广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是东蠡
湖标志性景观之一，同时也是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由
于近年公园水面与太湖相通处建了水闸，成了地地道道
的内湖。!""$ 年启动整治工程之前，这里可是藏污纳
垢之处，水质常呈劣五类，也是蓝藻滋生之所。而现在
风物奇绝，景色宜人。清清的湖水、弯曲的小道、盛开
的红梅，与漫步的游人，构成了一幅早春畅游图。

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开放式湿地公园，总面积达
'(!)公顷，沿湖步道长达 *)公里，道旁生长着 !%%种
植物。石塘廊桥、科普馆、雕塑园、儿童乐园、露天舞
台、湿地展示中心等掩映在绿树之中。不时有市民骑车
往来，惬意地呼吸着春的气息。

湿地公园设置了保护保育区，主要包括西蠡湖、东
蠡湖的水禽栖息地，禁止开展划船等旅游活动。同时，
区域周边设立观鸟地，市民可以在此观赏到各种湿地鸟
类。据专业人员调查，随着蠡湖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
实施，蠡湖水生态系统正逐步得到改善，生物多样性在

增加。
无锡市水利局局长王鸿涌告诉我们，蠡湖旧貌变新

颜，得益于生态清淤、退渔还湖、动力换水、生态修
复、环湖节制、湖岸整治六大水环境综合整治。“蠡湖

的水质如今可以稳定地保持在三、四类，我们对于治理
好太湖充满了信心。”

治理蓝藻

话题自然转到蓝藻。蓝藻其实并不可怕，早在 *亿
年前，这种水生植物就繁衍于地球上。有水的地方，往
往就有蓝藻的身影。只是在富营养化水体中暴发的大量
蓝藻，才会对人类用水安全形成威胁。“无锡位于太湖
西北面，春夏这一带常刮东南风，而太湖无锡段又有贡
湖、梅梁湖和竺山湖三个弧形的水湾，太湖各处的蓝藻
极易借着风力集聚于此。蓝藻生命周期很短，死亡后会
形成水华。因此，我们从 !+"# 年开始进行了蓝藻打
捞。”王鸿涌介绍说。

一开始，打捞用的是土办法：摇着渔船，使用粪
勺，捞满一船，运到岸边堆场倒掉。劳动强度极大，工
作效率极低，而且蓝藻只是转移了位置，难以根本消
除。

一条专业化队伍、机械化打捞、工厂化处理、资源

化利用的新路子，很快就取代了落后的传统打捞方式。
于是，在无锡国家旅游度假区里，常会出现这样一道新
的“风景”：用先进物联网技术武装的一艘艘打捞船等
设施，对太湖水文、水质、蓝藻、湖泛等进行全方位监

控预警，同时对蓝藻打捞处置实行
智能感知、智能调度和智能管理；
沿湖七八个藻水分离站，运用新技
术，将体积庞大的藻水实行分离，
,"-以上的水重归湖泊，*-.$-的
藻泥供资源化利用。借鉴国外的经
验，无锡水利部门正在尝试用蓝藻
生成的沼气发电，或直接制成生物
有机肥。从 !++# 年至 !+'! 年 %

月，无锡累计打捞蓝藻 *%, 万吨，
相当于从水体中清除了 '+/+ 吨氮
和 !)+吨磷。

近几年，无锡市民饮用太湖水
再也没有间断过，而且他们见到的
蓝藻面积逐年减小，出现时间逐年
推迟，水质逐年改善。 《太湖美》
的歌声，又在他们心头唱响。

还太湖一池碧波

无锡古时本有锡矿，后铅锡采
竭，遂有现名。到了现代，这片沃
土资源依然丰富。就拿水来说，这

座总面积 /)!/平方公里的城市，水面积就达 '$+!平方
公里，水资源总量有 ,!0#*亿立方米。可是，无锡竟被
列为水质型缺少地区，可利用水资源量十分紧张。如何
改变“守着湖水没水喝”的困厄，无锡人已经为此奋斗
了许多年。

从本世纪初开始，无锡便关停并转了两千家污染企
业，对城市污水进行集中处理与达标排放，有效控制了
污染物的增量。近几年，又对太湖湖底及入湖河流进行
清淤，共清除淤泥 !+++多万方，既减少了污染物的存
量，又相应增加了太湖的容量。随着禁采深层水及“生
态修复”、“铺绿工程”一项项取得突破，一个“绿色
太湖”又有希望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无锡在治理水污
染中实行的“河长制”也相当奏效，对需要开展“清河
行动”的河道，任命了“河长”，有的重点河道还推行
“双河长制”。经“河长”们管理的河道，黑臭消失了，
断面水质 !+(+年就有 ,(0(/-的达标。

无锡人都盼望着“绿色太湖”早日归来，他们正在
为此全力以赴，一步步接近自己的梦想。一旦梦想成
真，人们会不会抒发另一番“太湖惊变”的感慨呢1

海棠山摩崖造像有两大特
色：一是造像多为藏传佛教形
态，二是摩崖用藏、蒙、满、
梵、汉多种文字书刻。海棠山因
此被誉为“藏传佛教艺术名山”，
著名作家玛拉沁夫在海棠山题字
“秀色可餐”。

海棠山位于辽宁省阜新市境
内，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山上群
峰兀立，松木滴翠，清蝉鸣树，
和风骀荡，风光秀丽。让人惊讶
的是，漫山峰峦断崖之上，遍布
着数百尊摩崖造像。这些造像，
最大的高达 $ 米，最小的仅有
($厘米，刀法精湛，工艺高超，
造型各异，栩栩如生。虽经历了
*++多年的风雨，却依然色彩不
褪，颇赋神韵。

登山路上有各地来的游客，
我们夹杂其间。山路两侧林木芊
莽，抬头望，高峰之上、断崖之
侧，排布着许许多多造型各异、
大小不一的佛像。摩崖造像是藏
传佛教———黄教传入阜新后，用
*++多年的时间，历经 ) 代活佛
谱写而成。据史料记载，康熙二
十二年 （()%* 年） 由西藏善同寺扎萨克 （总管） 喇嘛
章嘉活佛率门徒到此山雕刻造像。他们因石而异，在继
承和发扬晚唐传统雕刻艺术基础上，融合外来艺术的精
华，采用阳刻浮雕、龛内浮雕和阴刻浮雕等多种造像手
法，在满山花岗岩上刻下了柔和、丰满的佛像及一些摩
崖文字，创造了具有东方独特魅力和民族风格的佛像造
型艺术。

海棠山摩崖造像雕刻在花岗岩上，共 !)+多尊，有
(+尊佛像为一组的，最多的一组群像有 !)尊佛像，称
为“集仙石”。这些造像形象千姿百态，有的面含微笑，
慈眉善目；有的怒目圆睁，威风凛凛。众多的佛像中，
以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弥勒佛、红绿度母、金刚力
士、欢喜佛、千手千眼佛、天王佛、三头六臂佛、阿修

罗等佛像为代表。其中，藏传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造
像雕刻在一块高大凸起的岩石上，格外醒目。有些造像
在国内是十分罕见的，如观世音菩萨，在汉族寺庙中多
为美丽端庄、低眉善目的女性菩萨；而在海棠山藏传佛
教造像中，则变成了十一面八臂或一面四臂。有些佛龛
上下左右刻有蒙、满、藏、梵、汉五种文字，并涂有彩
绘。

攀援而上，一块块巨石及石上佛像相继出现在视野
里。平视、仰视或遥望石上、崖端佛像，仿佛是在阅读
藏传佛教的整部经卷，令人叹为观止。据导游介绍，海
棠山摩崖造像的雕刻手法在全国是罕见的，全山造像分
别采用了高浮雕、低浮雕、线雕等雕刻手法，风格上在
继承北魏和晚唐风格的同时，突出了蒙古族、藏族的艺
术特色和审美情趣。海棠山的造像虽多，却无一雷同，
最小的图案也凸显出了个性。

海
棠
山
观
摩
崖

占
广
进

老挝的石缸阵享誉世界，这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
类似大水缸形状的石器，迄今人们很难说出它的起源
与用途。

这个石缸阵位于老挝丰沙旺市周边，共有 *+++

余个大小不一的石缸，其中有的高 *米，重 )吨。目
前可以供参观和研究的石缸阵有 *个，离市区十几公

里到 *+几公里，石缸数量 ,+到 !$+个不等。这些造
型各异的石缸或站或卧在平原上，有着厚厚实实的缸
壁，数量多、形状各异。石缸上都留有装盖用的凹
口，圆型之外，少部分是方形石缸。石缸有圆有方有
盖迹，大小不一。建造石缸来用的石料为花岗岩、大
理石、砂岩石或石灰石，而当地并不出产这些石材。
数吨重的石料是从哪里运来的，至今仍然是个谜。

在原始社会，没有任何现代化工具，古人是怎么
把这样的石缸制作成功的呢？走近石缸细细地观察，
我发现在部分石缸的内壁，依稀可以看到一些人工凿
磨的痕迹，但迄今为止，当地只找到过几只可能是狩
猎用的小刀，用它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制作出石缸的？

据科学家考证，这些石
缸是在外地建造好后运来
的。考古学家最为关注的
是，这些石缸因何而建？有
一种说法是用来做石棺。川
矿省曾是古战场，可能是国
王用来存放将士的尸体。但
是，石缸周围找不到任何尸

骨遗留物，使这种假说很难立住脚。二是“贮酒说”：
这些石缸是古代国王用来装犒赏将士的美酒，但真的
有必要建造巨型石缸装酒吗？是什么样的战役需要这
么多的美酒？三是“贮水说”：古代人为防天旱而建
造的巨型贮水器皿。根据是 !号遗址中一个石缸上有
一个石盖，仿佛是贮水容器的盖子，但这里不曾有部
落居住。

如今，这 "### 多个石缸突兀地有站有躺东歪西
倒于旷野。老挝的石缸平原因此与英国的巨石阵、智
利复活节岛上的巨石人像及南美的石人圈并称为“世
界四大石器之谜”，并于不久前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

老挝石缸阵之谜
沈 好文/图

陶 俑 情 怀
李 军

我国辽东半岛南端西侧，距旅顺港 !+多公里的海域
上，有一个“蛇岛”，岛上盘踞着千万条毒蛇。

蛇岛的面积不到 (平方公里，形状狭长，植物繁茂。
树干上，草地中，岩洞里，石隙内，处处有蛇2 这些蛇利用
各种保护色进行伪装，它们倒挂在树干上就像枯枝，趴在
岩石上又似岩石的裂纹，蜷伏在草丛间活象一堆牛粪。

蛇岛上全是清一色的蝮蛇。
蝮蛇俗称七寸子或土公蛇，体长 (米左右，背部多呈

灰褐色并有深色环纹，腹部呈灰白色且间有黑斑，头部呈
三角形，尾短而尖细，是属于响尾蛇一类的剧毒蛇。它长
有两颗大毒牙，与口腔中的毒腺相通，仅十分之一克的蝮
蛇毒液，即能致人于死地。

蝮蛇有着猎捕小鸟的高超本领，猎食时的动作也非
常有趣。它们把身体弯曲成“之”字形，趴在树干上“等鸟
上门”，有时一棵树上往往隐蔽着十多条蝮蛇。从表面上
看很有点像我国古代寓言“守株待兔”中讲的那种蠢人，
但实际上“守株”的蝮蛇不仅可以“待”到小鸟，而且还能
迅速地把小鸟咬住。每当猝不及防的小鸟飞落到附近树
枝上，它们就像压缩后突然放松的弹簧一般，猛地飞身而
起，头扬口张，立即把小鸟叼住，然后吞入肚中，几乎是百
发百中，很少失误。

蝮蛇与老鹰、海鸥3黑尾鸥4之间的争斗也很奇特。通
常，蝮蛇不仅捕食过境停歇的候鸟，也常到海鸥群居的悬
崖峭壁上去偷食小海鸥和海鸥卵，而一旦被大海鸥发现，
就有被叼向高空然后抛入大海的危险，但是如果距离陆
地不很远，蝮蛇却也能长途浮游，重归故土。蝮蛇还经常
受到老鹰的袭击，但它们从不示弱，有时候老鹰俯冲下
去，蝮蛇迎头上冲，双方就会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
斗，其结果不是蝮蛇被老鹰啄死、摔死，就是老鹰被蝮蛇
咬伤，中毒死亡，有时候也会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因此，
海鸥、老鹰对蝮蛇的威胁并不很大，对于蝮蛇的大量繁殖
也没有很大影响。如今我国已经把蛇岛列为自然保护
区，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蝮蛇的自然繁殖，进行合理
的捕捉和利用。

蛇 岛 搜 奇
麦保红

第一次走进陶俑的世界，也算是机缘
巧合。朋友心情好，送我一件西汉陶俑。

看到这件西汉陶俑时，我一下子被吸
引住了。一位精壮汉子，高 ,厘米，戴着
帽子，扬手挺胸，手里拿着一个兵器，目
视前方。陶俑做得很精致，帽子上的珠子
都清晰可见。他身上留下的风霜痕迹让他
更显得威武。

对于藏品，尤其是残器，我向来心生好
感，这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考虑，与当前投
机气味较重的“古董热”无关。

俑是古代用来陪葬的塑像，奴隶制时
代流行以活人殉葬，后来社会进步了，以
俑殉葬。

陶俑来我家，我将他安放在书房。环顾
陋室，除了几架图书，一张硬木桌子，剩下
的就是平时搜罗来的古玩：几只旧杯子，一

只薄胎大碗，一只民国时期陶瓷熏香盒，如
今又多了一件西汉陶俑。

我在想，古俑的观赏最应借景生情，春
风、秋雨、落雪、虫鸣，感受会不相同。夜静
之时，独坐书房，四壁皆柜，再若柜中皆俑，
大小胖瘦，神情百态，可远看，可近瞧，对这
千百年的灵物，自然会生出几许感慨。感
人生之乐、之情、之无奈、之苦短……悟
通了，想透了，烦事脑后一抛，大彻大
悟，仰天一笑。当然，有时也会揣摩古
俑，遥想当年，它们或守卫、或服侍、或
成牛做马，以各种形态编织墓主人的理想
和家园。千百年后，主人变成灰，化为泥，它
们却重见天日，再回人间。这其中的轮回，
不知暗合着什么阴阳玄机。

最近，朋友带我去探访一位老师，他颇
爱收藏。走进老师家的院子，满目皆是旧时

代的瓦当、石墩，堆放得整整齐齐。老师人很
热情，又是握手，又是沏茶。我们在院子里的
石桌边坐下，老师搬出他的藏品，一件件，娓
娓道来。当他拿出一件陶俑时，我心底一抖，
亮过一道闪电。这是一件汉代的说唱俑，只
有头颅和上半身。俑头大如小孩的拳头，脸
上鼻孔朝天，堆着厚厚的笑容，嘴角已经咧
到耳根，能瞅见唇后的大牙。他表演什么节
目，无从知道，大家笑了，他就开心。他不拘

小节，袒胸露肩，无牵无挂，肚皮拍得叭叭
响，牛皮吹得比天还大。在世俗中忘我，开怀
而笑，声音中不含一丁点儿的杂质，我欣赏
这样的生存态度。

汉代画像砖和陶俑表现世俗场景的很
多，有宴饮，有歌舞，有鱼猎，有杂技。这浓
浓的烟火气息将作品与我们拉得很近，使
艺术流传很远，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这
件残缺的汉代陶俑让我心动，正源于此。

擦亮蒙垢的“太湖明珠”
———环太湖纪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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