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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旅了个假游。”
从兰州游玩归来的好友小陈，在朋友圈

中发布了一张当地仿建的“狮身人面像”图
片，并配以网络话语“看得我尴尬症都犯
了”，引来“圈内”众友围观。

平心而论，对于这座建于当地某旅游文
创园内的作品，观者心中各有看法，臧否好
恶因人而异，这本也无可厚非。然而有趣的
是，这座兰州的“狮身人面像”并非埃及真
迹在中国的“独家亲戚”。若想起当年尼罗
河畔拔地而起的人类建筑奇迹，竟在数千年
后的遥远东方冒出一批仿制品，还真会让人
有点尴尬。

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张安徽滁州景区的
图片中，画着彩色条纹的“狮身人面像”背
后，一列高铁疾驰驶过，颇有“千年穿越”
的味道。而相比之下，河北石家庄一家创意
园内的“狮身人面像”，则在此前引起了更
大的波澜。埃及文物部门认为其侵权，一纸
诉状告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许受其影
响，石家庄“狮身人面像”已在争议声中被
园方拆除。

在出境游门槛仍不算低的当下，如果说
山寨国外景点方便了老百姓在家门口“周游
世界”，那么对国内景点的粗劣拷贝，则是
超越“尴尬”的严重问题了。

去年国庆前后，古城西安的“山寨兵马
俑”在舆论场上出尽风头。“红嘴唇、双眼
皮、画眼线”的“萌版造像”以假乱真，令
人啼笑皆非；其粗糙做工、低劣造型让电脑
前的网友直呼“辣眼睛”，也让千里迢迢前
去的游客“伤透心”。然而，这些溯源秦皇
陵、鸿门宴遗址、世界八大奇迹馆等景点，
竟被有关方面评为 3A 级景区，着实让人匪
夷所思。

种种乱象，不一而足，折射出当前“山
寨景点”在3个层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经济效益当头，盈利压倒一切。
如今，旅游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旅游业
对国民经济综合贡献达 11%，对社会就业综
合贡献超过 10%。在此背景下，许多地方即
便景点再山寨，也有强大的内驱力上演“文
化搭假台，经济唱真戏”。

据测算，去年国庆节期间，每天至少有
上万游客被带至西安上述山寨景点，在门
票、导游、交通、住宿、购物等各环节花费
良多。若再加上解签、送锦囊、买高香等景
点乱象，当地经济收益颇为可观。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遥远的安徽太湖
县某文博园景区内，一个号称中国最大的山
寨兵马俑群也横空出世，据说完全按照西安
临潼兵马俑一号坑原比例复制而成，吸引不

少游客前往参观。与此同时，山寨天坛、山
寨长城，甚至山寨天安门，也在一些地方

“闪亮登场”，吸客不少，吸金更多。
其次，移栽水土不服，文化自觉缺失。
近日，苏州相城区的“伦敦塔桥”引发

媒体关注。这座山寨建筑与英国原版塔桥颇
为相似，引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然而，
东方江南水乡突然出现的这幅“嫁接画”，
不免让人觉得不和谐与极突兀。有评论直
言，“一个淡雅婉约的中国美女偏要画一个
西式的大浓妆，终归是不美。”

不知从何时起，卢浮宫、埃菲尔铁塔、
雅典神庙、悉尼歌剧院等众多国外标志性景
观纷纷来到中国，落户各地特别是各类主题
公园。这些复制的文化形象以“异域风情”
为主打牌，实则凸显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不
自信。在民族文化符号的挖掘与传播层面，
旅游从业者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服务意识淡漠，旅游监管松懈。
从这些旅游乱象中不难看出，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与优质产品的供给匮
乏、尚显粗糙的旅游服务之间存在矛盾与错
位。

以西安“山寨兵马俑”为例。世界各地
游客慕名造访十三朝古都，这座文化旅游资
源极其丰富的城市本应引以为傲，享受并呵
护这份千年历史的独特馈赠。然而，旅游服
务意识的淡漠变“长板”为“短板”，不但
辜负了富藏的旅游资源，更挫伤了万千游客
的心。

几年前，在投诉石家庄“狮身人面像”
时，埃及方面曾认为，山寨建筑对细节的处
理与原版存有较大差距，会导致游客对埃及
古文物原貌的了解失真，进而影响埃及旅游
业的发展。这些问题恐怕也需要中国各地监
管部门慎重思考和对待。

总体看来，山寨景点的泛滥，源于当下
旅游业井喷发展期的浮躁心态：盲信“经济
挂帅”，妄图借力现有品牌立竿见影引客；
移植“异域风情”，不愿挖掘创新民族文化
旅游资源；忽视旅游监管，缺乏长远规范行
业的内在动力与紧迫感。

发展旅游，我们不能急功近利、饮鸩止
渴，应该摒弃浮躁、着眼长远，注重良性循
环；强化知识产权意识，不去“山寨”也不
允许自身“被山寨”；培育创新精神，传播好
中华文化。

沿山而上的石板路被磨得光滑透亮，
偶尔撞出一棵古树能遮天蔽日。当街的门
板早已变得粗糙乌黑，门洞上的格子雕花
土蒙灰积，残缺的瓦顶枯草茂密，倾在一
边的老墙满不在乎地绽开了裂子。抬头望
去，密密挨挨的房子错落有致地挤满了山
坡，如同一个声势浩大的民居合影。

这就是位于云南云龙县的著名白族文
化古村诺邓。村头至村脚，居然在向阳的
山坡上拉出近 300米的海拔落差。清代云
龙州知府王符曾写道：“峰回路转，崇山
环抱，诺水当前，箐篁密植，烟火百家，
皆傍山构舍，高低起伏，参错不齐。如台
焉，如榭焉，一瞩而尽在目前。”

在一个丽日晴天中走进古村，我心中
充满感叹。我想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个
深山古村已被深深镌刻上时间的烙印。

当然我亦知晓，罗马并非一日而成。
翻开厚重的史籍，早在 2000 多年前的西
汉，位于滇西高原澜沧江环抱中的云龙就
因盐设县，谓之“比苏”，作为当时的云
南三大盐井之一。但诺邓确切的史书记载
则始于唐代，《蛮书》有载：“剑川有细诺
邓井。”及至明代初年，朝廷在诺邓设置

“五井盐课提举司”，以诺邓为核心的云龙
五井，每年上缴朝廷的盐课银高达 3.8 万
多两。

历经两千载光阴的浸染，诺邓在漫长
的时间积淀中蜕变。直到今日，“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落”……无数盛誉纷至沓来。拾级而上，
感觉就像走进一个规模宏大白族民居建筑
博物馆。支撑起这每一块牌匾的，都是一
本本厚重的时间大书。

此时行走在诺邓古老的村巷，两边的
屋檐下，还会时不时遇见盛满卤水的铁
锅，锅中放有铁瓢。行至跟前，我忍不住
拾起锅来，盛上满满一瓢卤水，从上往下
缓缓倾倒。如此翻搅数番，身上渐有些许
汗意。从古至今，优雅的诺邓人习惯了将
食盐加工交付与时间。村口的盐文化博物
馆后面，是一座古老的龙王庙。世代以盐
为生的诺邓人，常常会到庙中求神祈愿。
但他们祈求的不是雨，而是旱。只有每天
阳光普照，雪白的盐巴才会迅速并源源不
断地加工出来。

支在旁边的一把竹筛里，略略泛黄的
盐块雏形初现。而摆在旁边用来出售的托
盘里，雪白的柱形盐筒被印上了“诺”字
招牌，让人忍不住抓在手里就想狠舔上一
口。恰恰就是这一锅一筛和一盘，让我大
略见识了旧时食盐在漫长时间里的诞生过
程。

除盐筒外，村巷里见到最多的，就是
出售诺邓火腿的招牌。这道因为《舌尖上
的中国》而火爆异常的美食，是当地人民
的汗水和智慧，也是时间的杰作。经受日
精月华的历练，并浸透足够的岁月沉积，
自然的弥香才如此耐人寻味。看那逐渐泛
满绿苔的表皮，回想昨夜农家菜馆里吃到
的味道，让人垂涎欲滴。

村巷随山就势，在一个个低矮古旧的
院落包合下弯拐伸延，逐山而上，我听到
了水流之声。山风轻摇而至，送走了几分
躁热，却将村落衬托得异常宁静。

走过小桥，我又听到了马蹄声响，伴
有轻脆的马铃。接着驮马就来了，后面跟
着的妇女个子小巧，急促地唤叫：“让马
儿、让马儿了……”同行的几位友人赶紧

举起手中的相机，急欲捕捉一个生活的镜
头，却让她羞怯得立即扭转身子捂住脸
庞，再不敢往前顾盼。

我矮下身子，让沉甸甸的马驮子从身
边过去。马儿带着咸风，让人再次感到了
时间的存在。作为滇西产盐重地，诺邓古
村一直都是茶盐古道上的重要集市，自古
商贾云集，马帮不断，便也因此加快了民
族和多元文化的交融。据说，诺邓就是由
不同时期不同族群迁入而形成的白族村
落，素有“九杨十八姓”之说，自元、明
以来，陆续有江浙闽湘赣晋等各省移民因
经商或仕宦而来，最终却都融合成为纯粹
的白族。

更重要的是，诺邓古村从此人文蔚
起。古村之中，“进士第”“亚元”“复甲
留芳”“兄弟明经”“贡士第”等各种功名
匾俯拾即是。从村中央大榕树下的“世大
夫第”牌坊，就可直通村背后的文武庙。
沿途之中听当地朋友介绍，诺邓村自古文
人辈出。科举时代，村里曾有过进士 2
人、举人 5 人、贡生 58 人和秀才 400 多
人。印在古村上渊源的文脉，同样是因为
这漫长的时间沉积。历经千年文化的酝
酵，诺邓本身就是一坛醇香的老酒。

题图：诺邓古韵悠长 怀梦草摄

千年河东有不胜枚举的名胜古迹让人流连
忘返，也有诸多耳熟能详的人文遗事。

日前有机会探访裴柏村，看到“宰相村”3个
大字，我不禁眼前一亮。

裴柏村位于山西省闻喜县礼元镇西北隅，三
面环岭，一面临水，形似座椅地貌。三面九岭之
端，都有一棵挺拔的翠柏，被人们誉为“九凤朝
阳”，堪称是这里的村标。看起来，裴柏村像许多
村落一样平淡无奇。然而，步入村落，古朴的民
居、厚重的家风都会使人感到“文种勿绝”的浓郁
气息。

“文种勿绝”是以人之文德裁止于人，以道德
规范人的举止，其深意是“修身不止”，这是裴氏
家族千年的《训子令》。翻阅裴氏家谱，让人不由
惊叹，裴氏家族历史上共出过59位宰相、59名将
军、55个尚书、3位皇后、6位王妃、25名驸马，在

正史立传的人就有600余人，可谓“将相接武，公
侯一门”。

裴氏家族最早的祖先裴陵从三黄五帝开端，
数千年荣显，是历史上有名的家族。北宋文学家
欧阳修对裴氏家族就有“天下无二裴”的评价，散
布在全国各地的裴氏后裔不下150万人，每年都
有不少裴氏后人来此寻根祭祖。

“文种勿绝”成为裴氏族裔修身齐家的信念，
愈发激励起裴氏子孙自强不息的精神，以至形成
独树一帜的裴氏家风。厉行裴氏家风的实践告诉
人们：只有文种勿绝，才能家风永续；只有家风永
续，才能人才辈岀。

“裴晋公祠”建在松柏环绕间，尽管要拾级
118层青石台阶，但与裴氏一族辉煌显赫相比，无
论从建筑规模，还是地域设施上都要简陋、寒酸
许多。祠堂占地仅有一亩有余，正面没有山墙，只
在檐下牌匾上写着：“裴晋公祠”4 个大字。我注
目凝立良久：这就是裴晋公祠吗？

就在我满怀感慨低下头来的一瞬，一位年过
八旬的老者仿佛看出我的心事，走过来说，裴公
祠始建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不但依山傍
水、景色秀丽，而且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一座
包括前殿、后殿的宫殿式建筑。后来由于战乱，祠
堂部分建筑遭到损毁破坏，无数精美的木雕被拆
去烧毁，昔日的楼台殿阁荡然无存。

在老人的指点下，我推开公祠那扇无声无息
的大门，裴氏五祖的巨幅石刻像跃入眼帘，生动
地刻画了裴氏始祖裴陵及其子裴辑、裴徽、裴绾
和裴潜的形象，刻像刀工细腻，面容古朴从容。千
百年来，裴柏村的后人没有他们的榜样，没有他
们的滋育，是不可能有如此荣显的。他们作为裴
氏的先祖，受到后人的敬重。

站在石像前，我就像遨游在历史的长河里，
举臂就能触摸到历史，仰天就能与历史对话。长
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裴氏一门为什
么能香火不断、将相辈出？这源于人文德厚的家
风，而家风是由家规家训代代沿袭而成。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是家风的价值取向，讲仁爱、守
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是家风的道德传承，这些中
华文明之根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家风”植根于家庭的沃土，如若离开家庭，则成
为无根之草。唐朝宰相裴度以“文种勿绝”立家
风，是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是家族卓越的生命
之源。村民告诉我，裴柏村至今都保留着汉代独
有的风俗：挂旗。哪家生育了后代，都要在旗子上
写一些勉励子孙的话放于门楣，如“建国英才、祖
国栋梁”“巾帼英雄、金枝玉叶”等。这一刻无不寄
托父母的衷肠，当听到孩儿琅琅书声时、看到孩
儿学业有成时，定会会心微笑。

走出裴氏公祠，或许那碑林能弥补对公祠的
缺憾。相传裴柏村原有百余座石碑，现存的数十
座古代碑刻只是凤毛麟角，但无论在史料上还是
书法价值上，都不失为稀世珍品。

“裴鸿碑”刻于北周天和三年（568年），至今
已有1400余年历史。碑文风化剥蚀，字迹已成麻
点，好在下半部多年埋在土中，刚劲有力的魏隶
书法仍清晰可见。“裴光庭神道碑”是一块少见的
皇帝御碑，由一代名相张九龄撰文、唐玄宗李隆
基亲自书写的行书御碑，虽只有64个字，但字体
俊美，用笔豪放，充分展现了一代风流皇帝的才
学。“平淮西碑”是由4座巨碑组成，并排而立，由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撰文。该碑经历了几番被
砸的起落，最近一次竖起是清咸丰元年。当时裴
氏后裔请军机大臣祁隽藻重书韩愈《平淮西碑》，
碑文用少见的大楷，集颜、欧、柳、赵为一体，字大
如拳，运笔流畅。后世传颂此碑史、文、书、刻俱为
世罕见，故此碑又称“四绝碑”。

这些伫立的雕像与竖立的石碑被人纪念、拜
谒，其形象深深镌刻在人们心中。虽然裴晋公祠
已经没有了昔日的恢宏，但仅凭这些石碑，已足
以让现在简陋的裴晋公祠熠熠生辉。

告别裴柏村，依然能眺望到九岭挺立的苍
松。回望裴柏村，不禁让人生出对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的深深敬畏。

近日，来自贵州台江县周边村寨的苗族群众举行舞龙嘘花表演，以此祈福好
运、风调雨顺，欢度苗族姊妹节。

舞龙嘘花是台江苗族同胞的民间传统习俗，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台江县
地处苗疆腹地，有“天下苗族第一县”之称，台江县的舞龙嘘花尤为壮观。

宁 坚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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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嘘花 苗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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