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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草河大桥是著名的人文景观，它地
处川汉公路要隘处，油草河流经其下。这
条 !"#国道是从重庆白市驿出发，沿着川
鄂古驿道，延伸于武陵山的崇山峻岭，直
达湖北省武汉市，全长 !#$公里，是西南
著名交通动脉。

大桥位于由川入鄂古驿道的咽喉，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它如凌空
飞虹，一桥连通两省，峽谷两边，一边是
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一边是湖北利
川，属黄水国家森林公园一处人文景观，
沉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该大桥原名青瓦凉桥，初建于民国三
十一年，是中国境内第三座空腹双肋石拱
桥，"%&#年国家投资 "'(万元作了改建。
桥上共建大小莲花石拱 '& 个，全长 )'#

米，跨径 &(米，高 '&米，宽 &米，形成
“绝壁飞虹”景观。

油草河又名“磨刀溪”、“建南河”，
是长江支流，发源于川鄂交界处的重庆市
石柱境内，河两岸林木涌翠，鸟语花香，

流水潺潺，峭壁千仞，飞泉如练，危岩飞
雨，飞花溅玉，景色如画。

沿峡谷中古道前行，山溪轰鸣声，从
林海传出，妙音如乐，我寻声探去，只见
一帘白瀑从悬岩飞奔而下，在乱石中穿
行，又叠落下碧潭，水花四溅，形成响雪
奇观。盛开的野生映山红，横柯伸出笑
靥，与山溪响雪组成一幅情景交融的图
画，让人顿生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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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草河大桥：一桥连两省
黄玉才文/图

工业旅游能够让消费者认

知品牌、了解产品，对企业发展

起到促进作用，消费者也乐于参

与，是旅游的一个新趋势。汇源

果汁集团自从被评为首批工业

旅游示范点以来，每年都有十几

万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汇源集团

参观游览。图为游客参观果园。

陈 炎摄

●图行天下

走进九江的山山水水，无论是庐
山西海的桃花水母、桃红岭上的野生
梅花鹿群、鄱阳湖畔的古村落、修河
两岸的古树名木，还是九江水域的夏
候鸟和江豚群体都令我们为之心醉。
目前，一个以九江—庐山—鄱阳湖—
庐山西海为主轴，向两翼呈扇形辐射
的大九江风景区生态旅游日渐红火，
这里集名山、名湖、名江、名城、名
洞于一体，生态优势和人文景观交相
辉映，诗画九江游前景十分诱人。

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九江市委书
记钟利贵在接受采访时说：“良好的
生态是九江名片，生态优势和区位优
势是九江最大的优势。做好山水文
章，让美丽九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典范，是我们应当走的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持续发展之路。”

西海探桃花水母

我们探访了庐山西海，寻觅“水
中大熊猫”桃花水母的倩影。

庐山西海拥有 %((多个岛屿，负
氧离子含量每立方米达到 *$ 万个，
是中国最大的桃花水母繁衍地，庐山
西海风景区旅游局的周丽敏介绍说：
“桃花水母是活化石，对生存环境有
极高的要求，全国只有两三处地方可
以看到，具有极高的研究和观赏价
值，作为生物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
物种，其地位丝毫不逊于大熊猫。庐
山西海正以创建国家 +, 景区为契
机，将更好地保护这里的一级水质、
一级空气，为桃花水母的繁衍创造更
好的条件。”

长期追踪报道桃花水母的江西日
报摄影记者燕平说：“庐山西海桃花
水母一般于每年中秋前后方可看到，
它已引起新闻界、旅游界、学术界等
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在永修县柘林镇，我们欣喜地看

到，近年来，该镇依托庐山西海生态
优势，全力打造文化旅游休闲基地，
重点建设修河两岸农家乐服务区和柘
林湖中国旅游商贸城，为集镇经济发
展注入了旺盛的活力。

近看野生梅花鹿

走进彭泽县国家级桃红岭野生梅
花鹿自然保护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
片翠绿的天然阔叶林。树林中安装了
远红外探视仪，透过监控视频，我们
实时察看了梅花鹿栖息觅食的场景。
这里有我国最大的野生梅花鹿种群，
经过 !- 多年的悉心保护和半自然状
态下的野生放养，梅花鹿由 *%## 年
的 **'只增加到 +((多只。园区周边
还建立了小天鹅保护区、候鸟保护
区、天然香樟保护区和珍稀野生植物
保护区，连成一片，成了生态旅游和
科普教育的最佳场所。

庐山南门附近有一座庐山食用菌
文化博览园，是集旅游度假、菌种研
发、种植销售于一体的多功能菌业现
代农业科技园。其中，仙客来休闲度

假区作为食用菌文化展示、学术交
流、科教、养生、观光、度假为一体
的菌菇文化休闲农业旅游区，将生态
旅游、生态农业和生态产业完美融
合，开启了生态旅游效益多元化的新
路子。带动了 '( 万农户，创出年产
值 !(亿元的经济效益。

江湖观豚游

鄱阳湖是长江江豚最大的栖息
地，其 '.! 水域及湖岸均在九江境
内。

我们乘快艇游览了国家二级保护
水生动物江豚的重要栖息地和洄游通
道———长江湖口段八里湖水域和鄱阳
湖鞋山水域。我们看到，数十头江豚
时而在水中遨游，时而追逐鱼队虾群
觅食，尽享一江碧水之福。这里饵料
多、回流多，江豚尤喜在此栖息、繁
衍。据中科院水生所专家最新监测显
示，在鄱阳湖栖息的江豚达 +$(头左
右。专家们认为：在长江、鄱阳湖开
展观豚游，对于增强全社会“保护江
豚就是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意识十
分重要。

在鄱阳湖畔，我们还走进了都昌
县苏山乡鹤舍村。这是一座具有
*#(( 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它那 #(((

平方米的明清徽派建筑、四水归堂的
古屋、四季奔流的溢香池、田园牧歌
般的乡村生活，吸引了许多远近游
客，成为九江生态旅游的又一亮点。

古树引珍禽

古树蕴风水，
名木有灵魂。

修河是江西省五大河流之一，丰厚
的湿地、近 '((( 棵古树名木，记录
了岁月的沧桑，吸引了游人纷至沓
来。在修水县黄沙镇油岭村，大山
深处的南方红豆杉群，让我们顿生
庄严、崇敬之感。这里最大的一片
成林占地 '((( 多平方米，百年以上
的树木有 *(( 多棵，最大的一棵高
达 !( 米左右、树围 + 米多。南方红
豆杉群以其历史悠久、数量之多、
保护之好、原生态之美，名传海内
外。

正值初夏，苍鹭、夜鹭等夏候鸟
又悄然来到鄱阳畔度夏。

在鄱阳湖深处的李洞林村，我
们看到：来此栖息的牛背鹭、大白
鹭、池鹭等 ** 个种类的夏候鸟已有
$万余只。李洞林村作为鄱阳湖候鸟
省级保护区———夏候鸟天堂名不虚
传，成为鄱阳湖湿地观鸟游的重要
看点。

正如九江市副市长廖奇志所说，
九江正在切实保护优良的生态环境，
深入挖掘丰厚的文化底蕴，整合资
源，形成合力，揭开九江生态旅游的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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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前往安徽滁州
访琅琊寺，登南天门，游
醉翁亭。与前次相隔 '(

年，不过在我的感觉里，似乎经常造
访。因为每次读到 《醉翁亭记》，眼
前便浮现出“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
峰林壑尤美”的水墨山水画。然而，
想象不如亲历，比如这次踏访就有许
多发现。

在醉翁亭入口处，有用石块砌成
的“日”字形方池，两个“口”字一高一低，

池边刻着“讓泉”二字。不对啊，记得《醉翁亭
记》中写的是：“山行六七里，渐渐水声潺潺，
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导游说是叫
“让泉”，象征谦让之意。明代天启元年 （*/'*
年），尹梦璧在滁州任通判时，将滁州最佳景致

归为滁州十二景，当中就有“让泉秋月”图景。不过，
题画诗中有“山雨酿泉泉酿酒，月中之人能饮否？”句，
题跋中又有“两峰让出，潺湲澄澈”句，两者似相矛
盾。姑且存疑吧。
门墙之内，墙中嵌入两只铁环，像牛鼻眼，谓之拴马

柱，说明非有身份者不能进入。这与刘禹锡在《陋室铭》中
所写“往来无白丁”同理。古代文人重视读书，读书本身就
是一种身份。我在黟县西递村，看过一副对联，上联是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下联是“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照我的理解，这第一等好事，并非“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
如玉”，而是明人陈献章所说的“受用”，即排除直接的狭隘的功利
性，追求读书的快乐和读书的精神价值。

最令人流连的自然是“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的亭子。两边设
美人靠，又各置两只方桌。欧阳修当年侧坐美人靠上，时而看景，时而
抚琴，时而伏几批阅公文，中间可能饮点小酒。他的太守生涯，清风明

月，诗情画意。他写《醉翁亭记》时自号醉翁，“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
之间也”；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 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
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他不太在意物质，因此得
大自在。不过，如果因此认为他怠于政事，则大谬矣。他对于政事有研究，实
行的是“宽简”政策，也就是宽容和简化政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只要把事
情办好就行。他后来权至开封府，也是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把开封
府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和现在提倡政府改变职能，简政放权，反对清谈，崇尚
务实，道理何其相似。

我不知道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不是在这个亭子里写成，只是听说文章
写就，贴于城门，征求修改意见。有位樵夫嫌开头太啰嗦，叫欧阳修到南门上去看看。欧阳
修真的去看，心悦诚服地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
有白米山”一串文字压缩成“环滁皆山也”$个字。我这次特地登上南天门会峰阁，感觉这
里改得真好，不仅文字精练，而且境界有别。以欧阳修之文坛领袖地位，如此谦逊，我辈自
愧弗如。想起前贤白居易，诗成让老太婆听，言不懂而废，故成大家；想起张籍曾因为迷恋
杜甫诗歌，把杜甫的名诗抄录烧掉，用烧完的纸灰拌上蜂蜜，每天早上吃上三匙；想起余秋
雨说的，艺术往高处发展，要有宗教情怀。这个宗教情怀，我的理解就是要有对文学的敬畏

之心。
醉翁亭景区中，还有欧梅，有“花中巢许”题词，有影香

亭，取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意，有
堪比兰亭的“曲水流觞”，都可圈可点。我最感兴趣的是一副
对联：“道德三朝圣，文章百世师。”欧阳修的文章之妙自不
必赘述，其道德之尊更令人心仪。不说他的以荻画地，不说他
的勤奋抄书，不说他的奖掖后进，不说他的革新新政，不说他
的编纂史乘，不说他的改革文风，但说他的几次被贬，都是因
为正直侠义，打抱不平。北宋景祐三年（*(!/年），范仲淹上
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县令。
庆历五年（*(+$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因推行“庆历
新政”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申辩，结果被贬为滁州太守，遂
有《醉翁亭记》诗文出世。醉翁遭难，滁州有幸。当然醉翁亭
今日有大影响，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不仅是因为欧

阳修的文章好，更是由于其人品高。千年
之后，联想到天门山、滕王阁、褒禅山、
石钟山等景区，文人的力量是大是小，实
在难以厘清。

在琅琊山，有许多弥足珍贵的摩崖石
刻。在祗园，有蒋介石字、戴季陶字，还
有无名者的“云荒石老”。我喜欢这个短
语，说尽苍凉，个中滋味，一言难尽。这
个短语出自欧阳修《赠沈博士歌》“云荒
石老岁月侵”句，或许也是他的人生感悟
吧。不过我认为，尽管云会荒芜，石会老
死，但醉翁亭是倒不掉的。我相信文化的
力量。

云荒石老醉翁亭
徐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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