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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夏季，当我静下心来思考
有关文学与旅行的话题时，眼前出现
了大片的云朵、群山和草原。

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青海高原的
人来说，我这一生仿佛都在旅行之中。
我在行走中感受幸福、阳光和雨水，在
不间断的观察和思考中体味着人的生
活、大自然的规律，人与自然相濡以沫
的情感以及因情感产生的文学。

文学是能够借助文字传达人间真
情、描画外物抒写内心的表达方式；旅
行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个体特殊的短期性的生活方式、综合
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

旅行的产生要追溯到人类早期发
展过程中的三次社会大分工。那时，
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商人从农业、畜牧
业、手工业中分离出来，四处奔走，开
创旅行先河。同时，宗教旅行随之而
起。古希腊的提洛岛、特尔斐和建有
宙斯神庙的奥林匹斯山是当时世界上
著名的宗教圣地，对宗教的信仰使“奥
林匹亚庆典”成为盛典。

旅行符合人的天性，与文学有不
解之缘，人在旅途很容易被大自然的
美所感染。即使悲伤无望的时候，也
会因大自然的生命力，重新唤起生活
的勇气，不仅享受着美的事物，还被异
地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所震撼。

古往今来，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
象的很多地方，都与文学有关。晋代王
羲之的《兰亭集序》、唐代王勃的《滕王
阁序》、唐代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
广陵》。假如没有这些经典佳作，兰亭
溪水也许只是竹林中一道漂过酒杯的
默默纤流，滕王阁、黄鹤楼也难免在千
百年的烟尘中慢慢湮没倾颓，自然更不
会有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美意。

一切因美而诞生。大自然的美和
人性的美感染着人、滋养着人，让作家
愿意用心去理解每一片树叶、每一棵
小草和身边每一个人。大自然如此神
奇，艳阳流辉，绮丽夺目，积蓄着活泼之
性灵。写不尽的山山水水，述不完的花
草树木，给予人们的无限恩惠、质感、生

命之流，又是作家终身难以尽述的。
文学之所以嘉盛，是因为文学中

流动的思想能够雕琢自然之性情，揭
示事物的本质。当文学家在为所观赏
的事物赋予文学意义的时候，是不经
意的、情不自禁的。但事实上，山的笑
容，水的秀色，花的幽香，树的动态，日
月之明媚，大气之温馨，是一切生命的
动力，与人类血脉相连。

在观察与写作中，我还体会到：大
自然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人们只能
在自然中生长、消亡，成为自然的一小
部分，而绝非自然的主人。无限的自
然大美、宽厚、仁慈、悲悯，能够让文学
家勇敢面对人生的苦难，以艺术创造
来缀饰生命的美感，美丽的自然与心
灵的邂逅，还有那些让人的内心变得
润泽，变得情深义厚，变得高贵与从容
的温存与善良。

万物含生，浩荡不竭。徜徉于自
然之间，保持人类真纯天性，参悟大化
众生相而浑然合一，可由事物表象激
发神思，让精神自由饱满。随着社会
的发展，我们身边，还有一种“因文成
景”的成功范例得到了印证，这促使文
学家的行走有了更为显著而积极的意
义，使文学产生了与人类生活相关的
永恒的喜悦。

在这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被
称为高寒岭的陕西榆林市府谷县田家
寨镇。它地处晋、陕、蒙交界处，冬季
最冷时，气温达零下 31 摄氏度，为冰
雪覆盖，即使盛夏也需披棉衣御寒。
但是，这个沟壑纵横、贫瘠荒凉的地
方，就因为著名作家梁衡先生发表在

《人民日报》的一篇散文《中华版图
柏》，让生长在高寒岭上的一棵千年古
柏承载了岁月的变迁和深远厚重的象
征意义，促使当地人立足本土资源，寻
找到了自己的根基，催生出一片令人
感喟不已的人文风景。

实际上，梁衡为这棵古柏起名，本
身就是一种文学，就是在表达人的欣
喜、理解之情。从大自然的角度讲，不
是这棵树真的就是“中华版图柏”，而

是为了给这棵古柏赋予人文的思想，
使它的存在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可
贵的是，府谷县田家寨村，借助作家梁
衡的文学表达，让高寒岭这片不为人
注意的黄土地变成了一处文化含量丰
富，古柏苍劲有力、紫斑牡丹醉满坡的
人文森林公园，也使文学与旅行之间
潜在的联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旅行是自由的，无拘无束。文学
家随意行走，于山川飞鸟鲜花中体验
宇宙生生不息之生机。与天地精神往
来的文学创作，表现的是艺术、文化宽
广无比的胸怀。

中国古老的“丝绸之路”是由商
人、旅行者铺就的一条黄金之路，也是
一条文学之路。这条路上的大漠孤
烟、长河落日、春风玉门、西出阳关、唐
蕃古道、日月山川，来源于文学意象、
人与人之间的融通、人与自然的合一，
也必将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艺术交流

的纽带，沿路各国彼此之间欣赏与合
作的文化之旅。

大自然与人生纷繁多样，遨游于天
地的快乐，令文学经久绵长。在人群中
歌咏大地，描述大地上人们细致入微的
生活和人类求得生存、精神永恒的权
利，即是文学神秘而优雅的中心。

自然是人类不朽的经典，人类则
是自然状态的文字。每一个文化体系
都有其主要的决定因素和不一样的文
化背景、文化精神，但不论来自何地，
我们都是文化价值理想的追求者和践
行者，都能够通过不同的路径通往世
界，听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美妙声
音，实现人类共同的梦境。保加利亚
女作家兹得拉夫科·伊蒂莫娃说：“文
学虽然不能养活我，但是，它能让我的
灵魂安宁！”这也许就是无论任何国度
的写作者，都可以在一起毫无拘束地
沟通、交流的充分理由。

乍一听到老家库，许多人以为是
国外的一个地名，其实老家库是云南南
涧小湾东镇澜沧江峡谷中一个著名的
千年彝村。原名“拉鸡库”，系彝语——

“拉”指虎，“鸡”指在，“库”指山。此地
以前是森林，是虎出没的地方，后演变
为老家库。这是一个与虎有关的彝族
村寨，村民自称“白倮倮”。

在老家库漫步，有一种恍然隔
世的感觉，一会儿时间停滞，一会儿
时光倒流。我记得有位哲人曾说：
站在几千前的废墟前，看穿光阴，忘
记时间，从身体到思想彻底空洞。

这样的老家库你会来吗？
站在岔小公路边远眺，老家库是

一幅美得令人心醉的山水画卷。奔
流不息的澜沧江从村脚一路欢歌东
去，大片茂密的森林覆盖着连绵起伏
的群山，森林之上一片片绿色耕地沿
着山势铺展开来；群山之上，天蓝如
洗，几百户人家的老家库村子傍着耕
地依山而建，村落镶嵌在十多株古树
之间，黛瓦白墙像极了山林里暗自绽
放的雏菊，浮动着淡淡香气。

进村的道路弯弯曲曲，刚到村
口，两棵古老的大榕树就张开怀抱欢
迎我们。榕树高大而古老，抬头仰望，
其苍劲有力的枝杈伸向天空，树干粗
得需几个大汉才围得过来。树皮斑

驳，像老人脸上饱经沧桑的皱纹。
在老家库，古榕树、古玉兰，总

是与村庄同时现身。这些古树来历
或许太早了，村庄的兴起和变迁，都
贮存在这古树的年轮里。

眼前的两棵古榕树掩映在一片
青幽幽的彝族民居间，恰似一幅淡
雅的泼墨画。离这两棵大榕树不到

400米的小学校操场边，还有两棵更
为古老的玉兰树。老人们说，上世
纪 50 年代勘测小湾电站时，苏联地
质专家判断，这两棵古树的树龄已超
越千年了。每年初夏，玉兰花如一只
只展翅飞翔的白鸽，花朵新鲜的香
气，仿佛一个隔了许久的拥抱，消释
着游客心头的倦与躁。晨曦初露的

清晨，彩霞满天的傍晚，总有些步履
蹒跚的老人徜徉在古玉兰花树下，捡
拾随风飘落的玉兰花瓣。

人们对老家库玉兰花的喜欢是一
种情结，一种依恋和怀旧。它是老家库
初夏里的白，微风过后留在心中的香，
犹如村中至今还不能用汉语和客人交
流的老人，散发着浓浓的韵味。

沿着横贯村中的道路缓缓前
行，亦梦亦幻的感觉扑面而来。阳
光照射到这些鳞次栉比的老屋时仿
佛打了折扣，陈旧的气息幽幽地在
屋檐下和道路中弥漫。沉静、寂然，
似乎源自那些石头支砌的墙体，抑
或灰暗的鳞瓦；又似乎源自那一条
条进家的石头路，久远的亲切中夹

着些许怅然。
古村是用来存放远逝的岁月的，

炊烟、牛歌、晨雾、恬淡的笑脸，寻找、
发呆、放松，都是来老家库的理由。
古旧、黯淡、斑驳、石墙黛瓦，是漫漫
岁月的景象，是远去时空的呈现，是
老家库历史的遗存，也是乡村文明的
轨迹。而成畈的田野，屋顶鳞瓦上飘
散的炊烟，还有老屋与老屋之间一树
树桃花、梨花、石榴花的点缀，则散发
出令人神往的田园气息。

小路、古树、老屋、老井串起了千
年彝寨老家库的人文地理。人们沿着
这样的路径走进老家库，寻找它最初
的纹理以及村庄恒久的古风。

老家库人热爱自然、敬畏自然
的理念，呈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们将村中的十多株古树奉为神
树，从不随意修枝打叉，盖房修路都
要为古树让出生长的空间。

千百年来，老家库一直延续着
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宁可村中挤一
点，也不去村外占耕地建房屋。如
今，两块 20 多亩的完整土地是南涧
保留的最大地块，它宽敞平坦，令老
家库人无比自豪，周围的田园风光
乃是澜沧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山顶绿树成林，林在村中，房在
林中，人在景中”。走进这个村庄，无论
你在哪个位置，都有入画的感觉，树木
都以最自然的方式恣意生长。

微风起了，炊烟斜了，夕阳醉了。
晚霞把影子留在成排老屋的院角、古
树的枝丫以及老人眼角的皱纹里。暮
色中的老家库，猪哼、牛哞、鸡鸣、犬
吠、羊咩和孩子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
起，汇成令人神往的“梦中老家曲”。

本报电（张琪）近日，第二
届全国全域旅游推进会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召开。
会上，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李世
宏宣读了《国家旅游局关于同
意宁夏回族自治区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批复》，同
意宁夏全境发展全域旅游。

来自国家多个部委和北
京、河北、浙江、四川等省区市
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全域旅游
推进工作经验作交流发言。

发展全域旅游，就是把全
区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规划建
设，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
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
业、生态环境等进行全方位、
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
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
展、社会共建共享，带动促进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
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李建华表示，近年来自治区党
委、政府坚持把旅游业作为稳
增长、调结构、增就业、惠民生
的支柱产业来抓，打造了一批
有特色、有影响力的景区景点和精品旅游线
路，来宁夏旅游人数逐年增加。宁夏正围绕
争创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大力实施全域旅
游发展三年行动，集中打造“全景、全业、全
时、全民”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说，全域旅游是
国家旅游局基于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
旅游业发展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国旅游业发
展的科学研判而提出的一个新的旅游发展
战略，全域旅游正从理念转变成实践。

秋收时节，在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
江、从江两县交界的月亮
山梯田，连绵的群山、金
黄的稻谷、线条优美的田
垄、收割后水汪汪的田
面、古色古香的民族村寨
交相辉映，色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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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行动计划”“杭州魅力四射”。G20
杭州峰会帷幕已落而余音未绝，相关的话题依
然牵动人心，世界再次凝望中国，注目杭州。

从将要举办到成功举办G20峰会，杭州从
中国人认为的天堂变成举世瞩目的中心。这
一年，对杭州来说不同寻常；这一刻，对杭州而
言意义非凡。如果回头看看得与失，相信大多
数杭州人会说：“味道好极了”。

的确，举办G20峰会对于杭州是一个难得
机遇、重大利好。对此可以作多方面分析，如
果从旅游的角度来看，它至少让更多的人包括
国人和世人知道和了解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杭州在哪里。人间天堂好去处，千
年古城故事多，很多人知道杭州，知道杭州就
在那里。但中国太大、世界更大，还有很多人
并不知道、不能确切地知道杭州究竟在哪里？
特别是外国人。追随G20峰会，现在更多的人
知道了杭州在中国江南、在世界东方。杭州一
下子从二线城市跃升为一线城市，而且是世界
的一线，成为天下的杭州。通过手机或互联
网，就连远在非洲好望角的游客也能够看到钱
塘江畔的行人，感觉杭州并不遥远。以当下的

“天下观”来看，杭州就在这里，几乎触手可及，
可以朝发夕至。

第二，杭州有什么。西湖苏堤雷峰塔，美味
小吃龙井茶，杭州有美景美食，这几乎也是“众
所周知”“古来如此”。然而透过G20峰会，感到
这样的印象已经远远不够了。且不说美景除了
西湖，还有西溪，美食除了“西湖醋鱼”，还有“龙
井虾仁”。包括峰会主会场杭州国际会议中心
在内的许多特色建筑堪称新的景观，美味小吃
不知增添了多少新的品种。而除了巴西总统特
梅尔购买的鞋子，各类潮流服饰、热卖百货更是

琳琅满目、物美价廉。更重要的是，阿里巴巴引领电子商务新时代，助推
创新创业新风尚；众多的著名企业、知名品牌快速成长、变大变强，驰誉
中国、走向世界。

第三，杭州啥气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果仅
仅知道杭州在哪里、有什么，那就还没有真正领略杭州内在的气质内
在的美。杭州啥气质？温婉多情、含蓄蕴藉，文质彬彬、刚柔并济，这
同样只能代表过去。杭州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杭州人知道因时而变、
与时俱进。赓续千百年的沉淀，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杭州和杭州人
的气质变了，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开放包容，变得远非“余杭”“临安”可
比，也非许仙白娘子那个劲儿。那场美轮美奂的文艺晚会《最忆是杭
州》正是当今杭州气质的生动体现——传统+现代、文化+科技，不失
江南风韵、中国特色，兼具时代风采、国际风范。

第四，杭州会怎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G20 峰
会可能是世界和中国的新契机，却一定是杭州的新起点。构建创新、
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今年 G20峰会的主题，也是今后世界
经济发展的方向。为了成功举办峰会，杭州对此进行了探索和努力；
为了落实峰会成果，杭州需要积极践行这些理念。显然，这昭示着杭
州的未来。杭州会怎样？杭州市给出的答案是：以城市国际化为引
领，着力打造全球互联网+平台中心、国际会议目的地城市、国际重要
旅游休闲中心、东方文化国际交流中心。

700多年前，马可·波罗称杭州是“世界上最富丽华贵的城市”，其
实杭州的明天更值得期待。而“全球”和“国际”，都意味着杭州将成为
天下的杭州。当然，这背后是正在快速发展、逐步融入世界的中国。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
更重游？”G20峰会之后，前往杭州旅游的人数悄然暴增。

古人最忆是杭州，天下从此重杭州。
（作者为本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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