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是旅游世界的圆心，

众生皆围着美丽打转。

有人探索陌生世界，发现

美丽。历代旅行家，都是美丽中

国的发现家。徐霞客述其生平：

“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

西域，题名绝国”，用脚步丈量

美丽中国。而今天神州大地上

的大众旅游者，是美丽的当代

发现家。

有人写下点滴行程，记录

美丽。历代文人，都是美丽中国

的记录人。李白“五岳为词峰，

四海作胸臆。”《马可波罗游记》

说，元大都“其美善之极，未可

宣言”。今天的游客，用微博、照

片记录美丽。

有人设计独特体验，制造

美丽。明御史王献臣建拙政园，

“筑室种树，灌园鬻蔬，逍遥自

得，享闲居之乐”，历数百年成

今日的文化极品、旅游至境。今

天的旅游产业链上，结出越来

越丰富的业态，游客得以变换

视角品味中国。

有人亲历山河湖泊，感受

美丽。五岳、洞庭、西湖，自古游

人如织，数百年的古杭州，已有

旅游地图，今天的中国旅游、中

国旅游者，已经是世界现象。

有人为壮丽旅程买单，购买美丽。北京前门的街市

里，亭台楼榭、酒楼市集、作坊字号、茶楼戏园，哪一天

不是宾客盈门？今天旅游业已成为庞大产业，美丽的

交换终日进行，美丽通过旅游产业成为可见的财富。

有人用经营旅游业获得的收入植树造林，繁育生

物，保护美丽。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有旅游业的反哺

和造血。在生态、文化保护的天平上，支出异常庞大，而

旅游业在努力增加收入一头的重量。

有人臧否城乡景致，监督美丽。读当代游客的游

记，城乡发展的历史，好的、坏的，尽在笔下，组成一部

当代史。

今天，近30亿中国旅游者在神州版图四下涌动，

上亿国外游客年复一年推开国门。产业大，说明美的

吸引力；分布广，说明美无处不在；收入高，则对美的反

哺多；有批评，说明美丽中国建设的紧迫性，美丽中国

发展到什么程度，旅游活动就会进化到什么层面。

旅游业产生了一整套与美丽互动的机制，旅游活

动因美丽而生，促进美丽，保护美丽，评价美丽，最终回

归美丽。今天我们要建设的美丽中国，不只是山清水

秀，生态文明建设要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合

一，其中很多是待完成的目标。今天我们的发展模式，

多有与生态文明不相适应的地方，那么，旅游从复杂的

社会经济结构中，剥出了较为适应的方面，旅游者会自

动选择，跳过不太美丽的部分，旅游因此是美丽中国的

先行信号。看云识天气，旅游知中国，中国美不美，美到

什么程度，看游客的动向便可知。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旅游者去的地方，是一

种选择，旅游者不去

的地方，是一种等待，

旅游业一分一秒地记

录着中国美的历程，

是美丽中国建设的进

行时。

也许是因为一湖春水的原因吧，山东济南大
明湖的春天来得分外早。我沿着小东湖的岸边逶
迤前行，不一会就来到了大明湖，一下子走进了
百花烂漫的春天。

金黄的迎春和连翘依偎在假山旁、古亭前。
高大的玉兰花白得圣洁，紫得高贵，硕大的花瓣
在风中微微颤抖，风情万种。杏花粉白素雅，如
乡野村姑清丽脱俗。最惹人爱的是樱花林，远望
似一片云霞，红艳艳的。除了花，水也是说不尽
的美景。站在曾堤的小桥上看水，远望烟波浩
渺，一艘画船慢慢驶来，一声婉转的琴音传入
耳，让人陶醉。近看水面，几只灰色的野鸭在残
荷间嬉戏，两岸嫩绿的柳枝柔软低垂，这意境颇
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留得残荷听雨声”的
古韵了。

大明湖浸透了文人的儒雅气度。站在明湖居
前，对岸那一个雕梁画栋的剧场，就是当年刘鹗
在《老残游记》里写的老残听书的场地。水边深
巷，秋柳人家，“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
玉塘”，王渔洋和一群文人墨客在吟诗谈词，抑
扬顿挫。另一边，老舍纪念馆的几竿翠竹在风中
轻摇，似见夜晚灯光下，老舍先生正在奋笔疾
书：“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
越发的青黑……”

大明湖如同养在深闺的女子，面容俊秀，饱
读诗书，心灵柔美安恬。她坐在历下亭里，用莺歌
燕语给我讲述沉淀在泥土中的故事。小桥流水、亭
台楼阁之中，时光悄悄然慢了下来，心情悠悠然轻
了，忘记烦恼，只注满快乐。

（大明湖风景区网站供图）

因一份美好的机缘，我得以从事少
林文化研究工作。多次近距离接触少林
寺，并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大和尚畅
谈，感受到千年古刹的厚重历史和文化
内蕴。每年去少林寺最多的日子，基本
上都在春天。

少林寺的春天，展露于参天古树之
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天王殿前的
那株古银杏。这株银杏树，树身过抱
粗，枝丫丛生，节节向上，相传为建寺
时种植，经考证已有 !"## 年的树龄。
可以说，这株银杏乃少林寺的“镇寺宝
树”，见证了世事无常、历史兴衰，也
目睹了少林寺的沧桑变迁。当你看到它
的枝桠呈鹅黄状时，便代表春天来了。
很快，那些银杏叶便从柔嫩的鹅黄色变
成了葱茏的绿色，浑身散发着春的气
息，让你沉醉其中、流连忘返。梁凌先
生在 《少林寺的古银杏》 一文中写道：
“如今，在这棵树的内心里，藏了多少
的前尘往事？它静默，微笑，不语。只
在季节到来时，很自然地发芽，飘落，
一个有思想，有灵性的人，站在它面
前，只能崇敬、膜拜，人生那一丁点儿
的悲欢，一丁点儿狂妄，一丁点儿的荣
辱，都变得不值一提。”诚然如此，这
银杏就是春的使者。

少林寺的春天，呈现于寺内的各种
名木之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藏经
阁西侧的几株秦槐。其中有一株胸围
!$#% 米，树高 !& 米。虽然树体不大，
却老态龙钟，是河南省资历最老的古槐
树。可惜古槐在明代被大风倒折，尔后
萌发出二代“秦槐”。!%&' 年军阀石友
三火烧少林寺，使槐树呈半枯萎状态。

近年来，秦槐死而复生，重新抽枝，是
为“三代秦槐”。春天里，这秦槐的枝
叶呈碧绿色，尽情吐翠，绽放出生命的
精彩，让你感知春的生机勃发。无数游
人欢喜地与秦槐合影，似乎想得到它的
护持，为自己增添更多的信心与勇气。

少林寺的春天，萦绕于游人的周身
上下。你看，一位位喜笑颜开的游人，

拿着手中的相机，四处捕捉着少林寺的
春意，随时准备储存春的信息。不时
地，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在千年古刹的上
空飘荡，和着春的温润，蔓延开去……
诗人王占敏在《春访少林寺》 一诗中写
道：“桃月嵩峰山气沁，呼朋引伴访丛
林。参天老柏留疏影，清澈山溪奏玉
琴。演武穿梭腾健者，念经诵唱闻清
音。少林千载名传世，禅武双修见足
金。”或许，春就是一种释怀，一种享
受，一种自在，一种洒脱。

掩映于崇山峻岭之中，沐浴在氤氲
呈祥之境，当看到少林寺的雄奇景观
时，当感受到少林寺的禅意静谧时，乾
隆皇帝忍不住赋诗一首：“明日瞻中
岳，今宵宿少林。心依六禅静，寺据万山
深。树古风留籁，地灵夕作阴。应教半岩
雨，发我夜窗吟。”那情那景，让人无限向
往。目睹少林胜景，林家英拈诗云：“古刹
名山觅少林，钟声如缕有余音。十年一瞬
中州梦，塔影佛光映我心。”此情此景，让
人崇敬万分。同样，在少林寺的春天里，
我就像一枚小小的芥子，快乐游走，循着
先人的遗迹，拥抱生命的无常，微笑着面
对一切人和事。

少林寺的春天，总能让你心生欢
喜。

白海豚

钦州拥有约 "() 公里的海岸线和占广西总数一半的海
岛，海洋旅游资源丰富。

钦州市旅游局局长苏春华告诉记者，钦州旅游最有特色
的不是看海，而是看海豚。享有“海上大熊猫”美誉的白海
豚其实有白、灰、红、蓝、紫五种颜色，又称五彩海豚，主
要聚居在钦州三娘湾海域。这里的白海豚数量之多，种类之
全，堪称世界之最。

我们在三娘湾坐上一艘快艇，奔向大海，去寻找白海豚
美丽的身影。船速很快，一路乘风破浪。海岸线不一会儿就
消失了，快艇的四周海天一色，我们头上偶尔掠过几只海
鸥。大家都目不转睛盯在海面上，随时观望海豚的出现。

我们的向导是一位当地的渔民，他一边驾驶快艇，一边
给我们讲着海豚的习性。它们不喜欢成大群，经常三五只在
一起，或者单独活动。在晴好天气，常常跃出水面，有时甚
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 !米高。海豚游泳的速度很快，有时可
达每小时 !&海里以上。
“快拍，灰的，一条，灰的。”“又一条，白的，上来

了。”“两条，一起游呢，快拍，快！”在我们的惊呼声中，
海豚终于现身了，划过蓝色海面，与空中的海鸥相伴。目
前，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已经不多，据世界鲸豚研
究专家研究，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目前全球最年轻、最有
活力、最健康的种群，而且可以近距离观看，这在专家看来
无异于一个奇迹。

我们乘船从三娘湾向西行驶不远，眼前是一派繁忙的建
设景象。港口码头竖立着高高架起的起重机，成排的储油
罐、集装箱分布在码头岸线上。钦州是年货物吞吐量超过
*###万吨的大港，是工业总产值超过 !###亿元的重镇。面
对此景，记者不禁心生疑问：白海豚能和大工业、大港口和
谐共处吗？

据苏春华介绍，为了寻找经济发展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之间的平衡点，使中华白海豚等国家珍稀物种能够继续健康
生存下去，钦州市在发展过程中曾让一大批工业项目改变选
址或放弃启动，三娘湾海域就被划定为不布局工业的保护
区。

如此保护措施已经带来了良好的效果。据北京大学生命
科学研究院潘文石教授的研究，&##+ 年 ' 月，三娘湾
中华白海豚种群个体数量为 %' 只，至 &#!! 年 !& 月，

已增至 !)&只。
如今，白海豚吸引来了无数游客，成为

钦州旅游的金字招牌。去年全市游客接待人
数和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均超过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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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1919年，孙中山在其 《建

国方略》中，将这里规划为“中国南方第二大港”。如今，这里又成为北部湾开发

最具活力的城市。它，就是钦州。

和同在北部湾的北海、防城港相比，钦州拥有自己独特的旅游资源。记者在采

访中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两件宝贝———白海豚和坭兴陶。

① 坭兴陶艺术馆制作车间内的成品。

坭兴陶

如果说白海豚是钦州的自然之宝，那么坭兴陶就是钦
州的人文之宝了。

来之前从未听说过坭兴陶,其实它已有 !)##多年的历
史了。!%&! 年，在钦州东山发现一方大冢，内藏陶壶和
陶碑。经考证，这是唐开元年间所制。清代咸丰年间，钦
州陶器发展进入鼎盛。钦州坭兴陶曾与江苏宜兴紫砂陶、
云南建水陶、四川容昌陶并称中国四大名陶。!%!" 年，
坭兴陶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钦州旅游局郑红艳向我们仔细介绍了坭兴陶的特点。
它以钦江东西两岸特有的紫红陶土为原料，东泥软似肉，
西泥硬若骨，按软六硬四混合，烧制时不添加任何陶瓷颜
料。成品古色古香、光润柔和、音质铿锵。郑红艳强调
说，坭兴陶那千变万化且不可预知色彩的“窑变”堪称一
绝，当炉盘上升到 !&##摄氏度的临界点时，极少部分胎
体发生窑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
理，如天蓝、古铜、虎纹、墨绿、金黄、铁青等诸多色
泽，可谓“火中求宝”。坭兴陶的烧制工艺已被列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窑变”使坭兴陶有了成为艺术品的基础，再加上装

饰艺术采用传统雕塑技法，纯手工制作，使得坭兴陶具有
极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我们来到坭兴陶艺术馆中
的制作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使用传统的手艺进行制
模、拉坯、雕刻，一个个生动形象、造型各异的陶器在
他们手里被制作出来。坭兴陶艺不仅仅是艺术品，
还颇具使用价值。将茶叶置于坭兴陶罐数年而不霉
变；用坭兴陶茶具泡茶，隔夜而色味不变；以坭兴
陶花瓶插花，花开多时才会谢。

钦州人已认识到坭兴陶是钦州乃至广西最重要
的文化符号、最具特色的文化品牌和最宝贵的
文化遗产，于是建立了坭兴陶艺术馆,以此作
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全国工业旅游示范
点，向游客展示火与土的艺术。

钦州还已启动建设中国首个融城市景
观、文化、旅游、物流为一体的坭兴陶文
化创意产业园。同时积极推进坭兴陶古
街区的建设，将坭兴陶的历史文化
与旅游结合，建设坭兴陶博物馆、
陶艺演示区、产品销售和展示街、
陶艺风情主题公园、古窑址浏
览区。坭兴陶将成为钦州旅游
的新名片。

三娘湾的白海豚

三娘湾的落日美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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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坭兴陶

艺术馆内，工艺师正

在雕刻坭兴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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