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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葡萄沟”的刺葡萄熟得晚一些。初秋时节，与新
疆吐鲁番葡萄沟齐名的“中国南方葡萄沟”——中方桐木
镇大松坡村，当地独特的野生刺葡萄到了收获的季节。

“湘珍珠”刺葡萄碧叶连天

“南方葡萄沟”位于雪峰山下、舞水河畔，两边青山相
夹，沟里碧叶连天，举目四望，刺葡萄园覆盖了整个山谷，
俨然一片望不到尽头的“葡萄海洋”，晶莹欲滴的“湘珍珠”
让每一个游人唾津潜溢。

据专家论证，“湘珍珠”刺葡萄是唯一既可鲜食又可酿
酒的纯中国血统的野生刺葡萄，因枝条长刺、主产湘西、形
似珍珠被人们称为“湘珍珠”刺葡萄。如今，历经 400多年
的驯化种植，在中方县桐木镇大松坡村形成规模，2013年7

月“湘珍珠”刺葡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大松坡村更被袁隆平院士誉
为“中国南方葡萄沟”，并欣然题名。

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直延伸出去，
融入进了整个葡萄园、整个葡萄沟，幽
静的见不到尽头，唯有两旁的深紫葡
萄，散发着果实成熟的芬芳，让人心神
俱醉。

穿过长廊，沿着道路的小溪，一直
向上追溯，一片碧绿的湖水映入眼帘，
站立在水坝之上，近看碧波荡漾，远眺
山舞绿浪，那连接到山顶天际的葡萄园
簇拥着一座座漂亮的农家院落，人与自
然融为一体，恍若仙境。

“百年老藤”结出稀世奇珍

一排木头走廊把我们引向了半山
腰的“百年老藤”农家乐，在这里我们见
到了神奇“百年老藤”。只见一株粗壮
的葡萄藤主干撑起宽广的枝条，将半幅
山坡以及整个农家院落都笼罩在藤蔓
之下，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粒粒晶莹
剔透、鲜美诱人。

百年老藤的主人姓梁，老梁告诉
我们，整株百年老藤覆盖面积达 400 平
方米以上，树龄已有 120 余年，被上海
大世界基尼斯总部认定为“中国最大
的刺葡萄藤”。老梁还介绍，一般来说
葡萄藤生长 20 年以后，产量便会开始
减少，而这株百年老藤的年产量现在
仍能达到 6000 斤，被葡萄专家称之为

“奇迹”，这棵老藤结出的稀世珍奇，卖
到 10 元一斤依然一串难求。

“百年老藤”成了老梁的“摇钱树”，
老梁家因其发家致富。他家的院子里
总是高朋满座，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慕名
而来。“过去葡萄卖不出价钱，现在县里
办了两届葡萄节，批发价从七八毛涨到
二三元，我去年收入 30 万元，大家的收
入都翻番了。”

“野红”葡萄酒的中国血统

如今，“葡萄架下的农家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争相
发展的新兴产业，中方县旅游局还专门挂牌扶持了8家生
态农家乐，准备大力发展葡萄旅游，实现葡萄产业的多
元化。

随行村干部告诉我们，自从县里举办刺葡萄节，着
手打造葡萄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刺葡萄的价值也被逐
渐开发出来，全县种植面积达4.5万亩，每年为果农增收
3.2亿元。同时，为进一步提高“湘珍珠”葡萄的果品附
加值，该县成功研究出湘珍珠葡萄酒生产工艺，成功配
制成了独具魅力的“野红”葡萄酒，被葡萄酒品鉴专家
誉为世界葡萄酒领域继干红、冰红之后又一全新的葡萄
酒新贵，是最适合搭配中餐使用的纯中国血统的葡萄酒。

如今，“中国南方葡萄沟”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
区，拥有紫秋葡海、葡
海拾趣、松林听绿等 10
大景点，农户还积极将
屋 前 屋 后 的 葡 萄 架 支
高，在葡萄架下开辟出
了一个个自然的休闲娱
乐场地，发展“葡萄架
下的农家乐”等农业休
闲旅游项目，成为了热
门的旅游目的地，每年
吸引游客 10 余万人次。

荆坪古村——
荆坪古村文化厚重

与中方县城隔舞水相望的荆坪古村
是由一个个小院落组成的明清建筑群。
在荆坪村口，迎面是建于明末清初潘氏宗
祠，整个建筑造型典雅、古色古香。原来
荆坪潘氏为北宋名将潘美的后人。

走进荆坪古村，悠远深长的八卦小
巷、七星走位的古树葱翠、岁月辙痕的
唐代古井、祈福平安的太极石鱼……在
荆坪古村每行走一步都能够领略历史
的厚重、古村的恬静，整个村落像是凝
固在了永恒的时光里。

在荆坪，最不能忽略的一处废墟是
潘仕权的故居。潘仕权当过乾隆皇帝
的启蒙老师，懂音律、会占卜、掌礼乐、
著述颇丰，《四库全书》都存有他的书
目。潘仕权的故居规模据说很大，但现
在只剩下几堵残墙诉说着岁月变迁，沧
海桑田。

如今的荆坪游人如织，游客们在悠
长的小巷散步，缅怀旧事，谈古论今。
若是饿了，在古色古香的农家乐里，在
木制的亭台楼阁尝几道农家菜肴、喝几
盅农家米酒，酒不醉人人自醉。

中方斗笠——
乾隆贡品蜚声海外

在中方县，斗笠编织的历史可追溯
到 400 多年前。相传清代乾隆年间，时
任太常寺博士的荆坪人潘仕权执掌宫
廷礼仪，他回乡省亲返京，将家乡出产
的斗笠献给乾隆皇帝，得到乾隆赞赏，
从此中方斗笠成为贡品。

小巷深处，老匠人倚门而坐，手上是
已成雏形的斗笠，细细的篾条在指间来回
穿梭，阳光斜照，光影跳跃，令人着迷。据
了解，中方斗笠是怀化市首个打入国际市
场的创汇产品，中方因此获得“中国斗笠之

乡”的美称。如今，中方县年产、销售斗笠400余万顶，销售收
入近1亿元，产品销往全国20余个省区市，还漂洋过海远销至
日本、美国、新加坡、荷兰等多个国家。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斗笠的实际用途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但中方斗笠并不甘于沉寂。中方斗笠摇身一
变，成为了人们可以挂在墙上认真欣赏、拿在手上细致把
玩的精品美物。针对世界各地不同风情，中方开发出大
小、规格不一的工艺型、观赏型斗笠，目前共有30多个新品
种，其中直径20至50厘米的礼品型斗笠因编织技术精湛，
受到欧美客商青睐。

铁坡梯田——
大自然妩媚的曲线

在雪峰山下的江坪古村，旭日撕开雾霭，大自然展露出最
诱人最妩媚的曲线。视野所及尽是一望无际、层层叠叠的梯
田，如同一排排海浪汹涌而来，却在瞬间静止、凝固。只见梯田
如链似带，坡面平滑；梯田与梯田首尾相连，层层依偎，高低错
落。梯田顺山势而造，从山脚一直蜿蜒到山顶，依高山而上的
宛若天梯，绕小丘而上的仿似田螺，引人入胜，别有意趣。

这就是传说中的铁坡梯田。地处雪峰山脉深处，位于
中方县铁坡镇黄建村与江坪古村之间。黄建村建于梯田
之上，海拔720余米，江坪村建于梯田之下，海拔500余米，

落差超过 200米。上千亩梯田从高到低不断延续，就像一
件纹理分明的长大衣衫，熨帖地在山体上起伏，并随着季
节不同变换色彩。

“春看水光龙鳞，夏享绿波荡漾，秋收金色海浪，冬叠
白雪千层”，这正是铁坡梯田的生动写照。此时正值盛夏，
碧绿的稻田沿着田埂层层叠叠地蔓延开去，与田间房舍、
袅袅炊烟、劳作的人群，共同构成一幅生动的山水田园
画卷。

我们一行人来到梯田之中，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
奇迹，更敬佩当地居民的坚韧与智慧。当地人告诉我
们，黄建村与江坪村的村民都是明朝初年从江西移民
而来。今天的铁坡梯田，是两村一代代居民在 600 多年
时间里，用石头和泥土，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而成，是靠
天吃饭，也是与天争命。我们感悟，他们守望家园，
为世界延续着一种坚韧的生命力量和心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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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熟了

百年老藤，硕果累累 喻良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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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葡萄沟”的葡萄熟了

湖南怀化中方县，地处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位居雪峰山下，所辖地域形似如
意，沅水、舞水两大水系穿境而过。因交通优势明显，宋朝以前曾在舞水河畔的荆
坪筑城，又因其处于黔城、芷江、泸阳三个驿站的中心，故设中方驿而得名。

从长沙乘坐高铁到怀化南站约1个半小时，再乘车不足20分钟便到了以环境优
美、生态宜居著称的中方县城。来到中方，当然要去藏在深山的“中国南方葡萄
沟”摘葡萄、赏美景，而早已闻名遐迩的荆坪古村、中方斗笠、铁坡梯田等景点也
不容错过。

“千年古中方“的名气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