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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位于非洲中南部，这个美丽的内陆国家河流
众多，水系发达，水力资源非常丰富。与其他非洲国家
相比，70多个族群部落、30多种语言分支使赞比亚显出
了更为丰富和独特的文化多样性。“这些构成了与众不
同、独一无二的赞比亚。”赞比亚旅游文化部常务秘书长
斯底帕腾先生不无自豪地对笔者说。

盛夏的北京，正是酷暑难耐，而南半球的赞比亚，
却恰逢一年中最凉爽舒适的干冷季。在中
赞建交进入金禧年之后，笔者跟随中赞经
济文化交流友好促进代表团走进这个美丽
的国度，一幅美丽的异域风情图卷在我们
眼前缓缓展开。

双彩虹下的“霹雳之雾”

维多利亚大瀑布位于赞比西河的中
游，赞比亚与津巴布韦接壤处，宽 1.7 公
里，最大落差108米，为津巴布韦和赞比亚
两国共有，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位居世
界七大自然奇迹之列。由于瀑布落下时声
如雷鸣，当地居民称之为“莫西奥图尼
亚”，意为“霹雳之雾”。

当地朋友介绍说，1.5亿年前地壳运动
所造成的岩石断裂谷正好横切赞比西河，
形成了维多利亚瀑布。准确来说，这是一
个瀑布群，最宽处 1690 米，最高处 108
米，由“魔鬼瀑布”、“马蹄瀑布”、“彩虹
瀑布”、“主瀑布”及“东瀑布”共5条将近
百米的大瀑布组成。

隆隆水声越来越近，眼前出现一个宽不见边的千丈
峡谷，原本潺潺流淌的赞比西河至此飞流直下，顷刻间
跌入100多米深的峡谷中。只见千万条雪浪翻滚，湍流怒
涌，仿佛上帝之手将那千万匹银练在我们面前同时舞
动，令人叹为观止！

在东瀑布与彩虹瀑布之间，横跨空谷有一座“刀刃
桥”，桥如其名，长30余米，宽不到2米，走在桥上如悬
在半空，行在刀刃上。穿上雨衣，登上凌空而建的刀刃
桥，立刻就陷入了瀑布溅起的滂沱大雨的包围中。只听
四周瀑声如雷，仿佛千军万马在身边呼啸奔腾。不知转
过几个曲折后，雨水骤停，眼前空谷连绵，瀑布也好似
温柔了不少。回头看一看，不远处，不知何时出现的两
道彩虹，在天边划出了优美的双半弧。

让动植物“野蛮生长”

在赞比亚，人和动物不分高下，对生命和自然的尊
崇几乎是下意识的。一次，我们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
条小蜈蚣，领路的当地人当即弯腰，顺手把它捉到一边
草丛里，以免被路人踩到误伤。

在利文斯顿博物馆，展厅中有一面用栏杆围起的镜
子令人印象深刻。走到镜子前，每个参观者都会看到镜

中的自己被困在围栏中，由此反思人与动物的关系，提
醒人类尊重大自然中的每个生命。

在赞比西河边，当地一位官员指着河对岸的一座小
岛告诉我们，小岛上都是野生动物，曾经有人想对此进
行商业开发，但这一想法被坚决否定了。所以那里至今
仍是动物的天堂，“它们甚至从未见过人类”。

正因如此，赞比亚的生物多样性得到很好的保护，

动植物都在这里“野蛮生长”，自在撒欢儿。即便行驶在
路上，你也可能与各种各样的动物“偶遇”。在这里，笔
者看到车边的猴子们抢地盘、打群架；路边的大象用长
长的鼻子卷着树叶吃；还看到跪着吃草的野猪，那样子
真是萌翻了。

乘船沿着2公里宽的赞比西河道顺流而下，两岸是津
巴布韦和赞比亚两国的国家公园，植被葱绿茂密，树林
里不时可以看到大象、野猪等动物的身影，而在静静流
淌的河水里，随时能看到河马和鳄鱼。

骨子里的舞蹈基因

赞比亚全国共有73个部族、30多种语言分支。来赞
比亚，不能不感受其丰富的部族文化，而部族文化最绚
丽的篇章，莫过于多姿多彩的传统民族舞蹈。

在卢萨卡的一个文化村里，来自赞比亚各地的顶尖
艺术家们正在举办一场小型的优秀舞蹈节目汇演，供中
国艺术家们观摩挑选。

中赞经济文化交流友好促进代表团团长王兰萍告诉
笔者，今年金秋季节，从这些节目中挑选出的优异者将
组成赞比亚舞蹈艺术代表团到中国多个城市巡演。

泥巴垒起的几层观众席，中间一个比地面略高的圆
形土台，四周围一圈草席，这便是“剧场”了。没有座

椅，没有顶棚，更没有灯光音响，一群身着艳丽民族服
装，却一律光着脚的艺术家们就这样上场了。当歌声唱
响、鼓点敲动，他们舞动身躯时，仿佛舞蹈的精灵附
体，每一个关节、每一寸肌肤都在飞扬律动。

走过几个村子，笔者发现，赞比亚人性情开朗，能
歌善舞，跳舞不仅是他们最喜爱的娱乐方式，更是他们
的社交方式。在利文斯顿一个叫玛拉姆巴的文化村里，

大树边、茅屋旁，照旧是简陋的圆形舞台。
笔者前面坐着一位抱着娃的女子，她

随手把娃交给旁边的同伴，跳上舞台就和
演员们一起舞动起来，竟然完全跟得上节
奏，让人不得不感慨赞比亚人天生的舞蹈
基因如此强大。北京协力环宇文化交流中
心总经理陈晓霞一直致力于中非文化交
流，曾多次来到非洲，她告诉笔者，传统
民族舞蹈深深植根于民间土壤，这正是赞
比亚民族文化枝繁叶茂的根。

爱好中国文化的酋长

在南部非洲历时千年的班图人大迁徙
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大小部落和王国，酋
长在各自领地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赞
比亚独立后，仍然保留了酋长制度，并对
其进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在全国给予
各级酋长崇高的地位，让酋长在一定范围
内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对于传统的赞比
亚人来说，他们特别重视对祖先神灵的祭

拜，而酋长又被看作祖先意志的化身，是能与祖先之灵
通气的人，重大的祭祖仪式都要由酋长主持。由此形成
了尊贵神秘的酋长文化。

在赞比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李维群先生的安
排下，我们在大树村拜访了木昆尼王族高级酋长帕拉芒
特先生，酋长在利文斯顿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听说大
瀑布一带都是他的领地。击掌行礼后，走进他的茅屋客
厅。迎面是一对巨大的象牙围着一把象征着权力和威仪
的宝座，扶手上分别雕着几头大象。宝座前面伏着一只
头部隆起地面、披着完整虎皮，正张嘴仰头长啸的猛虎
标本。猛虎身子前后插着几支弓箭，如此装饰使整个屋
子透出莫名的神秘。

好在酋长本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茹毛饮血的模样，
倒是穿着皮鞋T恤，是个“现代人”。酋长对中国人十分
友好。据说，本国人见他必须单膝跪地以示尊敬，而我
们则不必了，只需击掌致意即可。他告诉我们，他去过
两次中国，“非常喜欢中国”，如今，他把自己的几个女
儿都送到中国留学了。“中赞两国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
性，这种差异构成了各自的文化魅力，欢迎更多的中国
朋友来赞比亚体验和感受。”他笑着说。

题图为维多利亚大瀑布 （本版图片均来自于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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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住宿是不可或缺的元
素。以前喜欢住快捷酒店，方便，
舒适。慢慢的，我开始喜欢民宿和
青年客栈。尽管条件说不上奢华，
体验却是绝对独特。

青年客栈往往没有过多繁杂的
装饰，自由率真，充满了文艺青年
的小清新。有的客栈就在古老的街
巷里，一个小院，几间民房，门口
挂着吉他，墙壁上随手涂鸦，却彰
显着一种自由不羁和文艺之风。

有一家客栈，一进门是一个大
大的展示墙，不仅有形形色色游客
留下的相片，还有用很多很多火车
票贴成的中国地图。细细地看那些
车票，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或高铁，或普
客。只为了圆梦，圆一个浪迹天涯的梦想。

小小的院落，即使在盛夏，也显得凉爽宜人。一
棵巨大的石榴树，枝繁叶茂，将小院映衬得绿荫一
片，亮色的阳光斑点在树叶间跳跃。一盏旧时的马灯
就挂在墙壁的一角，似乎无论岁月如何流逝，马灯都
挂在那里，为人们带来光明的指引。

墙壁上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无限网络的账号和
密码，还写着：本店长期招聘。因为“聘”字不好
写，索性用了拼音。这种可爱的做法，让人不禁莞尔。

喜欢在拉萨青年旅社度过的时光，那个旅社到处
是五彩的哈达，浓郁的藏族特色。清晨，拉萨雨声哗
哗，我们被困在客栈里，却丝毫不寂寞。房间外是一
个巨大的有顶的露台。我们坐在那里，有绿植，书
吧，舒服的沙发。一边听着雨声，一边喝杯咖啡。不
久，藏族姑娘来做卫生，她们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
一边搞卫生，一边唱着动听的情歌，仿佛天籁之音。
不久，人们陆续从房间出来，大家坐在一起，聊林
芝，聊墨脱，聊雪山，聊圣湖。每个人的眼睛都亮晶
晶的，似乎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知己。而梦想在此
刻，也可以“以梦为马，随处可栖”。

喜欢在北京后海的青年旅社，我们逛完后海和胡
同，走到那家小小的客栈。到处是鲜花盛开。我们喜
欢坐在客栈小小的酒吧里喝茶，看电影。年轻的人们
坐在一起，吹吹牛，侃侃大山，说说梦想，没准儿也
会有个美妙的相遇。

而济南的青年旅社，更有泉城特色。客栈依泉而
建，古朴自然。几簇花，一笼鸟，泉水叮咚。客栈的
墙壁上涂抹着济南的风景和名人。泉城的特色，进店
可感，只等你来。

青年旅舍多为上下铺，天南海北陌生人，此生可
以有缘在这里相聚。我们走过不同的风景，我们有过
不同的人生经历。在这里，我们享受着人生最美的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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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旅游漫笔

萤火虫多生活在潮湿树荫地或草丛间，夜
间在低空飞行活动。现如今在大都市已很难看
到它们的身影了，林立的高楼大厦，城市的喧
嚣嘈杂，让它们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为了
再见萤火虫美丽的姿态，我们来到了萤光湖。

萤光湖，是一个特大型地下暗湖岩溶洞穴，
位于山东省沂水县城南部的时密山下，是一处
地下萤火虫水洞神秘世界。该溶洞全长1200米，
洞中地下湖水量充沛，碧水长流，幽深莫测。

走进萤光湖幽暗的溶洞口，一股清凉气息
扑面而来。幽暗而深远的溶洞内，被各种颜色

的彩灯映照得犹如仙境。顺着湿滑的青石路漫
步走去，水意渐浓，甚至能闻到一股清冽甘甜
的味道。洞中大量的钟乳、奇石等奇特景观，
吸引着我们，不知不觉便到达了一片水面。

临近湖边，众人坐上一条可以容纳20人的
小船。或许是由于洞内黑暗，也是为了保护萤
火虫的生长环境，船是人工滑行的，由船夫拉
着，沿洞壁上设置的缆绳，顺水而行。这样船
不会发出声音，以免打扰萤火虫正常的生活。
由于水面黑暗，我们看不清周围的环境，但可
以听到轻盈的水声。

光线越来越暗，船行一分钟后，便进入了
一片漆黑的区域，伸手不见五指，船家开口提
醒我们关掉一切光源，这儿便是萤火虫生活的
地方了。我们不由地屏住呼吸，怕惊扰了这群

可爱小家伙。
抬头望去，飞来飞去的萤火虫，让我们眼

前一亮。船再往前行，瞬间便满天“繁星”闪
烁，成千上万只萤火虫犹如夜空中闪烁的星星，
如一条华丽无比的钻石项链悬挂于夜空，又如四
季变幻无穷的奥妙星空，让人浮想联翩。我从没
见过这般壮丽的美景，石壁上星星点点地聚集着
大量萤火虫，它们有的慢慢飞动，如镶嵌夜空的
繁星，有的急飞，就像流星划过夜空。

萤火虫在夜色中游动，像在寻找白天遗失
的梦。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像无数闪烁的星光，

在穹顶间闪烁，洞壁处如同挂了千万盏满天星
一般，生动壮观。那星光点点处，仿佛就在我
眼前，我不由得伸手去抓。萤火虫不知疲倦地
闪烁着，在黑暗静谧中一闪一闪地飞舞，而此
时整个萤光湖却静如处子，让人如同置身于奇
幻梦游中。

小船继续前行，一丝光线袭来的时候，已至
洞口，但萤火虫闪亮的姿态，依然出现在我的眼
前。同船人不禁哼起了一首歌：“萤火虫萤火虫
慢慢飞，燃烧小小的身影在夜晚，为夜路的旅人
照亮方向，短暂的生命努力的发光，让黑暗的世
界充满希望……”真希望这样美好的地方，永远
不被世俗的喧嚣污染，留给我们疲惫的心灵一
片栖息地。

题图为萤光湖溶洞内景。

福建省政和县杨源古村，
山清水秀，千年倒栽杉，虬枝
缠绕，苍劲挺拔。147栋古民居
一栋挨一栋，窄小弯巷悠长。
溪流贯村绕行，廊桥跨溪而
立，《鲤鱼溪护鱼禁约碑》屹立
观鱼亭墙隅。英节庙里，戏曲
爱好者们正屏气静听粗犷诙
谐腔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四平戏。

跨上湿滑石阶，走过烟雨
缭绕石拱桥，临溪而立黑瓦土
墙边，几十位“观鱼客”，不时
将光饼整片抛入绿水碧波中。
鱼儿争先恐后，竞相觅食，引
来阵阵爽朗笑声。

“人鱼同乐”的独特人文

景观颇有历史渊源。唐朝大将
张谨镇压黄巢起义，在15公里
外铁山镇九战丘激战负伤，不
治身亡。一年后，张谨之子张
世豪祭扫父墓，途经杨源村
时，举目眺望，山峦迭起，溪涧
交错，水清土沃，随手拔一棵
杉树倒插泥里，抓过几条鲤鱼
丢入溪水，仰天呼道：“来年，
树能成活，鱼能成群，此处注
定是个风水宝地。”一年后，树
成活，鱼成群，张世豪举家迁
此定居。自此，制定护鱼禁约，
代代相传。

杨源村民们敬畏鲤鱼，溪
中鲤鱼若亡，捞起举行祈祷仪
式，安葬在背倚青山、面朝清

溪的鲤鱼陵。村民们取卵石、
垒街堤、铺幽径、设流坎、增活
水。一派“小桥流水、皓月杨
源、人鱼同乐”的景观。

转身步入古巷，脚底稀稀
朗朗的碎石，仿佛回响着1100
年前古村道繁忙的脚步声。两
侧土墙，遗留着千百年风雨的
侵袭痕迹。檐墙、马头墙、风火
墙，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无论
是墙上门窗精致细腻的木雕，
还是庭院门前精湛的石雕工
艺，足让八方游客细细品味。

古宅门框外贴着大红对
联，热情的主人忙忙碌碌，炉
灶口煮开水，锅中炒豆子、南
瓜子。悬挂式饭桌上摆满茄

干、菇干、笋脯咸食和糖醋姜
片、地瓜干、芋丸、南瓜丝等甜
食。主人端来大碗鸡蛋花，倒
入芳香四溢云雾茶中。客人们
边品茶，边吃甜咸食，拉着家
常。

傍晚时分，从古村走出，
不知不觉间迈入兴建于北宋
崇宁年间的英节庙。此时夕阳
西下，落日的余晖将最后一片
光芒洒在英节庙土墙黛瓦上。
庙里，一串串火红灯笼随风摇
曳。四平戏开场前，台下早已
坐满人，只待铿锵锣鼓响起。
演员们在台上唱念做打，观众
们在台下喝彩叫好。对村民们
来说，夏日的夜晚，看一次四
平戏，就是最大的满足。

“四平戏”又称“四平腔”，
由明代中叶时期流行的四大
声腔之一的“弋阳腔”演变而
成，嘉靖年间盛行徽州、河南
一带。张谨的后人将河南家乡
的戏带到杨源村，之后就一代
代地传下来。逢年过节，结婚
生子，建房搬迁，杨源村人都
会 唱 戏 庆 贺 。 农 历 二 月 初
九、八月初六祭祖庙会，一
路锣鼓喧天贯村而行，晚上
英 节 庙 里 ， 连 演 三 天 三 夜
戏，十里八乡人聚集观戏，
感受那份高昂粗犷、诙谐风
趣的古腔余韵。

月落梢头，古老的英节
庙戏台，曲终人散。锣鼓的
铿锵声和戏迷们的唱和依然
仿佛回荡在耳边，咏诵着那
悠远的岁月……

奇奇幻梦游萤光湖幻梦游萤光湖
张宏宇张宏宇

古村杨源古村杨源看看““人鱼同乐人鱼同乐””
杨则生杨则生

热爱舞蹈的赞比亚人

青年客栈一角青年客栈一角

杨源古村杨源古村

国人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