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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威宁石门
坎，这个黔滇交界
处的偏远村落，缘
于英国传教士柏格
理而名声鹊起，成了
一个散发着田野记忆
的历史符号，一个中
西文化交融聚集的文
化符号。

初冬，沐浴着高原
柔风，公务之余，我悄
然来到了这里。村子真
静，街道上偶尔见到穿着
苗族服饰的妇女从身旁走
过，我知道这就是有名的

“大花苗”民族。一只小白
狗爬在地上，悠然打着小盹。

1904 年，取着中文名的英
国传教士柏格理，从云南昭通来

到石门坎传教办学，开启了让当
地人耳目一新的教育：创办了中

国第一所双语教学学校并取名“石

门光华小学”，开创当时男女学生同校先河；着手整理苗族文字，为
苗族创立了“老苗文”，开创了苗族母语文字的先河；建起了中国第一

所苗民医院，创建了乌蒙山区第一所西医医院；倡导民间体育运动，修起
了贵州有史以来第一个足球场，石门坎曾一度成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柏格理也永远留在了黔西北这块贫瘠的苗疆腹地上。1915 年 9 月流行斑疹伤
寒，这名英国校长因护理患伤寒症的学生，感染了沙门氏菌属伤寒，医治无效而

不幸去世，年仅51岁。
缘于柏格理多年开启的现代教育，在紧随而来、同样取着中文名的高志华、王树德

等几位传教士不懈努力下，石门坎迎来了教育发展鼎盛时期，这里培养出了4000多名初高
中生和小学毕业生，学生毕业走出大山后，有的还考取了硕士和博士……仅弹丸之地的石门

坎，从此驰名中西，曾被誉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传奇部落”。

来到石门坎，有一小间砖混小屋，
曾是石门坎的第一个邮政所。当时，从
国外寄信到石门坎，只需写下“中国石
门坎”，邮差就能把信件准确无误地送
到这里。

行走石门坎校园，现仅存的，只有
当时的女教师宿舍、用于办公的长房
子、牧师食宿的石房子、小砖房建筑，
经过修旧如旧后，仍能见到中式建筑特
点和西式建筑风格，向来访的人们展示
着往日的兴盛。

昔日的足球场已经不复存在了。当
年修在半山间的男女游泳池，如今已是
干枯滴水未见，仅剩土坯墙原貌残遗。
1910年，柏格理从英国带回来的一些树
种，早已长成参天大树，向人们述说着
往日端午节“全民运动会”曾经涌动的
一切……

石门坎因有一扇天然石门而得名。
那些年，柏格理先生曾带领当地苗族人
民，用铁钎、铁锤戳开了石门，大大便
利了村里与云南昭通的交往。

收拾起这段辉煌沧桑历史，来到石
门坎西北侧山麓，这里安葬着柏格理的
魂灵。午后，成片树荫间斑驳如鳞的阳
光洒泻墓地上。墓碑上嵌有世界上唯一
用英、汉、苗三种文字雕刻的墓志铭，
在这寂静山村，成为了中西文明交融的
一道独特景致。

悄然徜徉威宁石门坎，返回的路上，
放眼望去，冬阳朗照下的古村落，满坡苍
翠山林间，竞相吐露片片金黄灿烂。

题图为石门坎风光 苗麒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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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黄昏来临，那些粉墙黛瓦的街巷就会洇染上晚霞的光色。映
衬着渐渐暗淡的天幕，金色的霞光似乎在传递一种古老而神秘的信
息。这是古镇最令人神往的时刻，仿佛转瞬之间就将人们的记忆拉回
到了往昔的岁月里。

如果你在这样的时刻来到西塘古镇，不妨先在桨声灯影中晃荡一
番，再坐进临河的老茶馆，沏一盏薰青豆茶，与身旁手摇着蒲扇的老
人闲话古今。茶馆里通常有吴侬软语的弹词说唱，倘若说书的女先生
轻拢琵琶，娓娓动听地唱出：“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
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不经意间，你满怀的乡愁便会随
着悠扬的曲声，融化在了那一抹西窗晚霞里。

西塘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而它最让人啧啧称羡的便是始终洋溢
在街头巷尾的生活气息。有人形容西塘是“生活着的千年古镇”，就因
为这里的人们尽管历经了世事变迁，还依然保持着旧有的生活方式和
节奏。宛如一位素颜淡描的江南女子，阅尽了人间沧桑，却从来未曾
变换过妆容。

西塘隶属浙江省嘉善县，位于江浙沪二省一市交界处。早在春秋
战国时期，它所在的区域就是吴越两国的相交之地，故有“吴根越
角”之称，而真正形成集镇则是在宋元时期。及至明清两朝，此间已
经发展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而今，走在炊烟袅袅的古镇上，
你会发现，在这里好像还能触摸到古中国的三魂六魄；镇上的长街曲
巷、茶寮酒肆、渔舟渡船，无一不在诉说着它的如烟旧梦。

西塘又恰似一座江南古建博览馆。这里有许多明清年代遗存的古民居，均
具备典型的江南人家特征。三五进的庭院极为平常，六七进的宅邸亦不鲜见。
另有无数条长短不一的宅弄穿堂过户，无数条宽窄各异的街巷通衢达河。而西
塘与其他水乡古镇最大的不同，还在于临河的街道大多筑有廊棚，这些总长近
千米的风雨廊棚，为镇上居民提供了“雨天不湿鞋，照样走人家”的便利。

古镇还有一个特色便是桥梁众多。由于镇上河流纵横，各具形态的石桥便

是连接邻舍之间的纽带。104座古老石桥中，著名的有卧龙桥、五福桥、安境
桥、送子来凤桥等等，几乎每一座桥的桥洞里都隐藏着一个传说。听镇上的老
人说，西塘的石桥始建于南宋；到了明代以降，随着百业兴旺、商旅云集，各
式各样的石桥也就越造越多，将西塘从古到今的世俗民情串连成了一本本故事。

西塘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种勤劳节俭、安逸笃定的生活场景一览无
遗地映入了外来者的眼帘，让古镇赢得了“生活着的千年古镇”的名声。它的
袅袅炊烟中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气韵；它的一砖一瓦里浸润着恬淡祥和的情愫。
于是，远道而来的游客们也在古镇排遣了乡愁，收获了一份失而复得的心境。

它以特有的气质吸引着全世界的客人。自2004年起，国际旅游小姐大赛活
动就连年在西塘举办，来自世
界 各 国 的 佳 丽 们 云 集 古
镇，不单吸引了众多中外
游客接踵而至，而且还让
旅游小姐们亲身感受了中
华古国的风情，为在世界
范围内宣传西塘、倡导保
护古镇获取了良好的效
果。

西塘是个生活着的古
镇，其实也是个运营着的
旅游景区。听西塘古镇保
护与旅游开发管委会负责
人介绍，一直以来，当地
政府奉行的是 “保护为
主，适度开发”的宗旨。
将西塘古镇作为景区开发
的出发点，首先是要原汁原
味地保护古镇，所营造的应当是一个生活化的城镇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旅
游景区。如果将古镇的保护开发放在历史视角中来考量，西塘首先是一个富有
传统文化的社区，其次才是一个有着生活内涵的景区。

为此，西塘人为古镇设定了四大目标：专家研究江南水乡文化的基地；艺
术家描绘江南民俗文化的净地；游客领略江南旅游文化的胜地；原住民安居乐
业、发家致富的福地。

如今的西塘不仅保存了小桥流水的风貌，还保护了民间文化的传承。例如

西塘田歌、七老爷庙会、跑马戏、摇燥船、荡湖船、
踏白船等等，这些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都可
以在不同的时节向游客展示，等于延续了西塘人的文化
血脉。

然而，保护不等于守旧。在西塘古镇的发展规划中，提出
了要营造一个自然生态、和谐共存、自由多样和诗意居住的经
典城镇的目标，要将古镇的原真性保护和现代人的生活有机结

合。自 2011 年起，西塘
镇上出现了酒吧文化
一条街。这种古朴中
的现代，宁静中的灵
动，显然为古镇画上了
一道现代生活的符号，
让夜幕降临后的西塘平添
了另一种迷人情调。

来自上海的张清原是一名游
客，早年间几乎每个周

末他都会带着家人来西塘度假，直到有一天他买下了镇
上的一家店铺，开始经营名为“西街16号”的音乐书
吧，尝试融入西塘人的生活。

“这里原汁原味的建筑风貌和淳朴的风俗民情，
特别令人感到亲切。”张清说，“但我觉得除此之
外，古镇还应该有适合现代人休闲的一面。现如今
城市青年的生活步伐很快，快得几乎已经把老一
辈的乡愁遗忘。我希望能提供一个地方给他们来
安放乡愁。”

2011年张清又租下了另一个店面，经营起
一家可供客人品茗下榻的民宿。前不久，在夫
妇俩的张罗下，“西街 16 号”酒吧也开张了。
张清而今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和妻子一
起将世界走遍，然后把世界各地好玩的东
西带到西塘。“我把我们所有的旅程记录

都放在西塘，让来旅行的客人分享一份
美好的心情。”他说。

在西塘，如今有很多像张清一样的外来者，停下了
旅人的脚步，融入到古镇的生活圈里，从而形成了多
元的休闲文化氛围。随着西塘的名气愈来愈大，慕名
而来的客人也越来越多。然而，古镇自古以来生生
不息的气韵还照样一以贯之地在延续。

西塘目前正在努力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
区。据悉，即便西塘人的梦想成真，古镇
上的居民也仍旧将生活在景区之中。当地
政府部门表示，作为西塘的居民，他们
既是古镇保护的参与者，也应当是旅
游开发的获益者。在西塘，人们看
到了政府和民众之间、古镇与景
区之间的和谐共存。而自古以
来的那种生生不息的气韵，
则宛如一抹永不消退的西
窗晚霞，长久地抚慰着
城市人无处安放的乡
愁，这也正是西塘
古镇所具有的迷
人魅力。

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小胡正在帮一位年轻的中国母亲及她的孩子拍照
留念，在外人眼中她们就像一对一同出行的姐妹，而实际上她们却是
“雇主”和“员工”的关系。小胡所做的，正是近几年来在留学生中新兴

的私人地陪。
小胡说，自己由学长介绍入行，所接待的客户也都是熟人介绍。

在海外有很多专为华人提供旅游服务的公司，她的很多同学都在课余
担任私人地陪工作。

日本之窗是一家专门服务于中国人赴日本自由行的门户网站，
和多数专门服务境外游的商家一样，他们在国内和境外都设有门店。
上海分部的相关负责人柳女士告诉笔者，他们和日本当地很多酒店
都有合作，在房间和前台放置了他们的双语宣传手册。即使语言不
通，游客也可以通过酒店提供的双语手册来联系到他们的日本门
店。“即使游客出行前没有任何准备，只是买了一张去东京的机票，
只要联系到我们的日本门店，就能获得所需要的服务。”

柳女士介绍说，除了私人地陪，这几年来WiFi租赁和手机
租赁也是境外游的服务热门。出境自由行的群体多是“80
后”、“90后”，他们是离不开手机的“低头族”，也是爱拍照
片发朋友圈的“爱晒族”。国内手机不能在国外上网，给这
类游客带来了很多不便。商家很快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不管
是在近距离的香港还是较远的欧洲，都能找到WiFi租赁或
者WiFi卡购买的服务。一台随身WiFi的租金一周200元人
民币左右，可以供一家人使用。

除了私人地陪和通讯服务，很多旅行社还提供租
车、门票车票代买的服务，游客需要操心的事越来越
少。虽然日本之窗在国内的分
部和在国外的总部都能为旅客
提供服务，但是多数游客还是
会选择在国内时把需要的服务
预订好，通常只有在租赁物
品出现故障时才会联系日本
总部。但是柳女士认为，随
着国内外旅行社的交流合
作越来越多，境外华人旅
行社覆盖面越来越广，游
客将慢慢习惯于把事情
留到飞机起飞后再做。

“文明伴我游”全球摄影大赛启幕

本报电（迟美玲） 由云台山风景区、花果山风景区
和第一旅游网主办的“文明伴我游”最美瞬间全球摄影
大赛，日前在北京正式启幕。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中国
礼仪之邦的传统文化，展现中国游客文明出游的美好形
象和良好的道德风尚。活动时间跨度为 2014 年 12 月至
2015年5月，届时将评出一、二、三等奖和纪念奖。

中美旅游论坛在洛杉矶举行

本报电（周士更） 日前，2014中美旅游高峰论坛在
美国洛杉矶举办。美中旅游协会会长许成武表示，2014
年中国赴美旅游人数保守估计有180万人，而洛杉矶又
是赴美旅游的前线重镇，希望通过中美旅游合作，构建
一个双赢的局面。论坛由中国中世金桥国际旅行社集团
主办，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美中旅游协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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