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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伟的布达拉宫

拜佛教圣地拉萨 游雪域江南林芝

天上西藏并不遥远
本报记者 赵 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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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巴松错湖

那是 1600 多年前，东晋的一个清明，庐
山北麓的马尾水云遮雾绕。

东林寺高僧慧远在庐山马尾水出坡 （僧
人将劳动称为出坡），同往常一样，他在寻觅
草药和新鲜的竹笋、野菜。

坐落在深山环抱之中的马尾水，山势雄
伟，谷深泉幽，林木苍郁，因马尾泉水流经
全境而得名。

忽然，慧远的目光被一丛嫩碧的灌木所
吸引，出于好奇，他采摘一叶一芽放在嘴里
咀嚼，感觉苦涩中有一缕淡若微风的清香。
由此，高僧慧远发现了庐山野茶。

慧远的影响力，让马尾水野茶不胫而
走。从此，慧远带领僧众出坡时，又多了一
个名目：将庐山野茶移栽到东林寺堰口边的

园子里，起名为“五净心
茶”。

马 尾 水 野 茶 生 发 的
“五净心茶”，就是庐山云
雾茶的远祖。

庐山云雾茶发轫于马
尾水，是大自然的密码，
有着造化的因果。茶树的
分 布 ， 主 要 受 雨 量 、 温
度、海拔、风力与日光等
自然环境的支配。

庐山的马尾峡谷地处
鄱阳湖盆地与长江之间，就
像一个水汽奔腾的大豁口。茂盛的植被以及月
牙环绕的长江、鄱阳湖源源不断地输送具有冷
却功能的水汽，庐山上的云雾大多从这北山的
峡谷里开始生发升腾，所以，马尾水也被称为：
庐山“雾根”，马尾水的绿茶自然为“雾根茶”
了。

“雾根茶”的商标持有人曹俊平先生说：
从庐山北登山，到马尾水景区恰好 10 公里，
这里犹如太极图的交点，是登山道由左山右
崖向左崖右山的转换处。山下长江、鄱阳湖
水汽上升及山上云雾下沉，均在此交汇，此
地可谓：庐山的“雾之根、云之尾”。此处所
产的云雾茶，也就是“雾根茶”了。

马尾水的雾根茶处于半天然半人工生长
状态，保持着先祖“庐山野茶”的基因。雾
根茶和山花相伴，纯粹的天然生态基因，味
道自然不同。每年的明前茶最受欢喜，制作
出来的成品都是条索秀丽，青翠多毫，香气
鲜爽而持久。“雾根茶”具有兰栗香味，回味
甘甜，润喉醒脑，而且很禁泡，有“头水、
二茶、三泡四泡是精华”之说。

山因茶而亲切，茶倚
山而茂盛。茶叶是这一方
水土的经济来源，它也以
自己特有的方式融进了当
地的民风民俗。每当客人
来访，村民们都是以茶待
客。一杯清茶，经过松枝
上漫起的火苗焙烤，再经
过岩隙过滤后的山泉的洗
礼，总能让人领受山的丰
厚，山的盛意。

药圃茶园为产业，野糜
林鹤是交游。细烘雾根茶，

慢烹马尾泉，峰顶浅酌，不亦快哉！
在庐山，在马尾水，品味云雾茶，人们

自然会想到慧远、陶渊明、李白、苏东坡、
陈三立等诗文大家和赞美云雾茶的诗句：金
芽碧玉云中生，赞美桃李莫如君。马尾水中
成绿海，茶香千里万年名。

庐山雾根茶
梅曙平

“嗬，真香！”漫步浙江奉化溪口
镇街头，时不时会被飘来的一股面
点气味所吸引。香味源自街边一种
刚出炉的千层饼。这种饼是清人王
毛龙从 1878 年开始制作的，至今已
有一百多年历史。它采用面粉糅合
芋艿粉，加入白糖、精盐、素油、芝麻
仁、海苔等，擀出薄片，再折叠起来，
切为一寸见方的小块，经黄泥制就
的专用圆炉烘烤而成。嚼一口，酥松
脆爽齿留芳，甜咸口味多样，长期被
评为浙江奉化的三大特产之一。

溪口千层饼的驰名除了口感
佳、营养丰富外，还与近代一位著名
的政治人物喜爱有关。这个人就是
生在溪口的蒋介石。蒋介石幼名瑞
元，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尽管他对
家乡产的千层饼一直垂涎欲滴，但
因家贫，无缘品尝。正巧一次过大
年，祠堂里给镇上的儿童发放千层

饼。瑞元赶到时，人已排起长队，
而饼量有限。瑞元为了能吃到千层
饼，心生一计，去门外的泥地里打
了个滚，然后衣服上沾满泥水地冲
进队伍。那些穿戴整洁的儿童怕弄
脏衣服，纷纷避让，使他得以挤至
队首，如愿以偿地领到了一份千层
饼。镇上人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
都称呼他“无赖瑞元”。瑞元长大
后，执掌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却念
念不忘家乡的食品，特地把王家做
饼的传人召至身边，专门为他烤制
千层饼。他还经常用这种饼款待亲
朋好友及部下，令溪口千层饼的名
气日隆，一度曾被誉为“天下第一
饼”。

如今奉化溪口镇上已有多家商
铺经营千层饼。朋友，你如果到这
里旅游，一定不要忘记品尝脍炙人
口的千层饼呦！

溪口千层饼飘香
舒小骅

东北“4+1”城际旅游联盟：
大庆、齐齐哈尔、黑河、大兴安
岭、呼伦贝尔五市近日举行推介
会，联合推出了温泉养生游、休闲
湿地之旅、民俗风情游、自然风光
游等主题的十余条城际旅游联盟精
品线路。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由大庆市
旅游局承办的。东北“4+1”城际
旅游联盟地缘相临，人脉相承，旅

游资源各具特色，旅游产品差异互
补，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
市场前景。

此次推介会为迎接北京游客，
还量身订做了一系列旅游项目和配
套优惠政策，如石油文化游、温泉
养生游、民俗风情游等。为了配合
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还组合了不
同的日程路线，供游客选择，为游
客来北方旅游提供了便利条件。

河南省新乡县翟坡镇岗头村25岁的“90后”大
学生司天鹏，从河南交通学院毕业后，放弃都市工
作，回到家乡当农民。2012年，司天鹏用5万元创业
贷款，承包 50 亩地种蔬菜，当起“农场主”。第二
年，他又投资 50 万元建起了 20 个蔬菜大棚。目前，
司天鹏的大棚和大地蔬菜年产值124.5万元，纯收入
60.3 万元。司天鹏说，他还要继续扩大生产规模，
发展农家乐和休闲游，提高农业附加值，并创立自
己的农业品牌，带动更多的人致富。

“90后”大学生
乐当

“农场主”
余晓建 文/图

东北“4+1”城际旅游联盟

携手呈现“大美北国”
许菲菲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让我们十分惊叹，我们
非常喜欢。我们也能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
今后一定还会再来。”来自日本的平野惠子在北
京的四合院里参观时这样感慨。四合院朱红色
的木门、门前雕刻精细的门墩、院子里的陈设
布置，还有现代大气的国家大剧院……所有的
一切对于初次来到中国的日本游客来说，都是
新鲜而充满魅力的。

“中国的文化吸引我来到中国。”平野惠子
的心声也代表了她的团友们的想法。5 月 20 日
至26日，一个来自日本的3000人“日中观光文
化交流团”访华，平野惠子是其中的一员。交
流团分成 80 多个旅行团，分批抵达北京、天
津、河北、辽宁、上海、广东、贵州等地，欣
赏中国的湖光山色、人文胜景，并与中方举行
了中日旅游投资洽谈、中日旅游研讨会等活
动。5 月 23 日，交流团成员来到人民大会堂，
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习近平主席与他们亲
切会见，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此次到访的3000名日本游客，来自日本全
部47个都道府县，由日本观光厅、日本旅行业
协会、日本旅游振兴协会和日本国际振兴机构
等团体倡议组织，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
博亲自率领，这也是他第 5 次组织大型观光文
化交流团访华。对此，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
表示：“此次二阶先生率 3000 人大型旅游代表
团访华，对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和旅游合作具有
很大意义。相信活动将有效增进两国人民间的
互相理解，推动更多的日本游客访华，引导中
日旅游交流向更好方向发展。”

近年来，中日旅游交流发展迅速。2000年
9 月，北京、上海、广东居民团体赴日旅游开
始实施，标志着中日双向旅游交流的大幕正式
拉开。2005 年 7 月，全面开放中国公民团体赴
日旅游业务。2006年，中日双向人员往来突破
500万人次。此外，两国间还举行了多次大规模
旅游交流活动。2000年，5000多名日本各界代
表来京参加中日文化观光交流大会；2002 年，
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国国家旅游
局和日本国土交通省组织万名日本游客访华及
5000名中国游客访日；2005年，时任国家旅游
局局长邵琪伟率 230 余人代表团访问日本并举

行“中日旅游交流促进大会”；2006年，第一届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在北海道
举行，并形成了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每年轮流举办的交流机制；2007年，为
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日两国通航城市间开展了大规模互访交流活
动，当年日本旅华人数达398万人次，迄今为止仍保持最高纪录。

近日，日本国家旅游局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 4个月，访日中国游客共
计132.93万人次，中国首超韩国，成为日本旅游第一客源国。去年，中国大
陆游客赴日旅游总人数超过 240万人次，但是，日本来华游客数量减少，同
比下降5.56%，约为271万人次左右。两相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
副所长刘俊波指出，中日旅游不对称、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

此次访华期间，二阶俊博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很多中国游客来到日本，但是日本到中国的游客在减少。旅游应该是双
向的，（就像） 在锯木头的时候，要推拉一起才行，不能只是拉或者推，必须
配合好才能使用，中日旅游也是如此，要有来有去。”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认为，3000人观光文化交流
团访华将对吸引更多日本游客访华产生积极作用。“ （他们） 在中国不仅可以
看到名胜古迹，也可以看到发展中的中国，体会到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和
友善的国家，而发回国的照片和信息也可以让他们的家人和友人第一时间了
解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多个省份表达了与日本进行旅游合作的意愿。北京
将向日本游客大力推荐中医养生、体育赛事、文艺演出等富有特色的深度游
项目；山西重点向日本游客推介其境内的世界文化遗产；黑龙江重点推介避
暑游、冰雪游特色产品；浙江与日本福井县在青少年交流和修学旅行等产品
推广上达成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广瑞指出，旅游尤其是国际旅游一
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国家关系的改善。从中国旅游发展的过程来看，
当国家关系处于困难的情况下，旅游可以作为打破僵局的途径，以民间促政
府，实现关系改善的突破，常被称作“人民外交”或是国家关系的“润滑
剂”，深化相互了解。“访问中国的这 3000人是民间大使，他们回到日本后，
会把中国真实的情况传递给大家，这对两国关系是有好处的。”二阶俊博说。

“天上西藏并不遥远，人间香巴拉就在眼
前。”夏日来临，西藏又迎来了旅游旺季。布达
拉宫、大昭寺、纳木错、巴松错、鲁朗林海等
知名景点吸引了不少海内外游客。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旅游委了解到：前不久
的尼泊尔地震对西藏旅游的影响轻微，游客可
放心入藏。

目前，西藏正在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近
日，记者走进拉萨、林芝这两个西藏的旅游中
心，实地感受了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

拉萨，领略藏传佛教的深邃魅力

行走在拉萨街头，我的眼中满是大大小小
的寺庙、随风飘动的经幡、红袍僧人和手持转
经筒口诵经文的朝圣者。拉萨稀薄的空气中弥
漫着浓厚的佛教氛围。藏语中，“拉”是“佛”
的意思，“萨”是“大地”的意思，拉萨合在一
起的意思就是佛国圣地。在拉萨看什么？当然
是佛教文化。

在大昭寺门前，我看到了许多信众虔诚地
磕长头，周围游客的驻足和相机的频频拍摄，
丝毫影响不了他们。为何信众会对大昭寺如此
顶礼膜拜呢？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的大昭寺，
主殿内供奉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是当年文成
公主入藏带去的。这佛像被尊为大昭寺的中
心、拉萨的中心和西藏的中心。藏族人民有

“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的说法。拉萨有三
条古老的转经路，即环绕大昭寺主殿的囊阔

（内圈），环绕大昭寺的八廓 （中圈） 和环绕拉
萨老城的林廓 （外圈），在此基础上才慢慢形成
了拉萨城。

和大昭寺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达拉宫也
是藏传佛教的圣地，同样是人流如织。为了保
护世界文化遗产，游览布达拉宫需要提前预
约，当天参观时一定要在预约时间前进入，否
则要重新预约。

我随人流进入布达拉宫，只见其内部廊道
交错，殿堂杂陈，空间曲折莫测。布达拉宫分
为白宫和红宫。白宫是达赖喇嘛生活、起居的
场所。最顶层是达赖的寝宫“日光殿”，殿内包
括朝拜堂、经堂和卧室等，墙上绘有与佛教有
关的壁画。红宫围绕着历代达赖的灵塔殿建造

了许多经堂、佛殿，与白宫连为一体。殿堂内
供奉着不同的佛像，我一边认真听着讲解，生
怕漏掉了哪句话，一边迅速在脑海中寻找相关
的知识储备，以便能听得懂一些佛教知识。西
藏的魅力在于信仰。藏传佛教颇为深邃，没有
透彻的研究，很难真正读懂布达拉宫。

林芝，从冰山到森林的生态之旅

如果说拉萨显示的是厚重的人文风情，林
芝则绘就的是壮美的自然风光。我们从拉萨驱
车赴林芝，一路雪山耸立、湖泊密布、林海苍
翠。林芝平均海拔3100米，大家没有了在拉萨
时缺氧的不适，更有精神欣赏林芝的生态美景。

林芝地区旅游局副局长东田告诉记者，“一
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是对林芝最贴切的写
照。这里海拔落差大，最高峰南迦巴瓦海拔
7787 米，与海拔最低处 400 米左右的西让谷
地，相差7387米，落差之大为世界之最。白色
的雪山和绿色的森林，一高一低，构成了林芝
最靓丽的颜色。

我们从八一镇前往色季拉山口，那里是观
赏南迦巴瓦峰的
最佳地点。几位
从重庆骑行至此
的驴友，他们说
已连续几天在这
里等待，还是没
能看到山峰的真
容 。 东 田 介 绍
说，春夏季由于
空气湿度高，峰
顶 终 年 云 雾 缭
绕。而在雪后的
冬天则比较容易
看到山峰。很遗
憾，我们等待了
许久也没能一睹
真容。

由于南迦巴
瓦峰地区地跨热
带和寒带，所以

景 色 十 分 奇 特 。
山脚下是密密匝匝
的灌木丛或各种阔
叶树，有茂密的森
林 ， 有 飞 流 的 瀑
布，有争奇斗艳的
格桑花。而雪线以
上则是一片冰清玉
洁。

在林芝旅行是
舒适的，因为这里
有着大片大片的原
始森林，氧气含量
充足。林芝地区集
中 了 西 藏 70％ 的
森林，是全国最大
的原始林区和西藏
最重要的生态旅游
区。

我们走进南伊
沟景区，只见高处

是白色的雪山，四周的原始森林，身旁是草
原、河流、木屋和牦牛。南伊沟是喜马拉雅山
脉众多沟谷中的一个。沟内生态保护完好，被
誉为“中国绿色峰级的森林浴场”和“地球上
最高的绿色秘境”。沟谷两侧，林木参天，青
冈、云杉、桦树、柏木翠绿幽深。高大的树杈
间垂下了一缕缕淡黄色的松萝，它是一种寄生
植物，对环境的要求很高，空气中有一点点污
染就不能存活。

迈向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从布达拉宫到南迦巴瓦峰，从大昭寺到鲁
朗林海，在西藏你才会理解大美天堂的含义。
西藏是我国极少数尚未深度开发的旅游资源富
集区。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王松平
介绍说，西藏不但有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
玛峰，世界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群——布达
拉宫，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
世界最高的咸水湖——纳木错，同时被藏传佛
教、印度教、苯教等教派认定的世界中心——
冈仁波齐，中国最美的山峰——南迦巴瓦峰，
中国最后的秘境——墨脱，还有鲁朗、吉隆、
樟木、江孜、然乌、桑耶等一大批具有浓郁民
族历史文化特色的小镇，这些世界顶级的自然
和人文景观，都具有很强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
性。

西藏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
内外游客进藏旅游。去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
28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17%，实现收入 26 亿
元，同比增长14.89%。

王松平告诉记者：为把西藏建设成为重要
的世界旅游目的地，我们正着力打造“两个旅
游中心城市”——拉萨国际旅游城市、林芝生
态旅游大区，以此带动全区旅游的升级转型。
此外，还将打造茶马古道、唐蕃古道、新藏旅
游和中尼旅游廊道等“四条旅游文化廊道”，并
建设拉萨、日喀则、山南历史文化旅游区、林
芝森林生态旅游区、昌都香格里拉旅游区、阿
里神山圣湖古格遗迹旅游区、那曲羌塘草原生
态旅游区等“五个旅游产品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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