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8772 6536874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1.5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 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

2017年6月21日 星期三2017年6月21日 星期三

我家乡虽地处江南，却从未去过无锡惠山古镇，今夏终于有机
会造访。

一到无锡，就远远地望见锡山和被誉为“江南第一山”的惠
山。惠山古镇就在两山的东北坡麓，京杭运河从北面流过。

惠山古镇有无锡历史文化露天博物馆的美誉，长长的直街、幽
幽的巷子无不散发出悠悠古韵。古镇内排列着100多座祠堂，构成
了独特的“祠堂群”景观。祠堂鳞次栉比，一座挨着一座，照壁、牌坊
随处可见。古镇因祠而建，因祠而兴，因祠而盛名。100多处祠堂，
有官方建造，也有名门望族所建。建祠堂讲究风水，这依山傍水的
风水宝地，引得自唐代至民国时期的近百个姓氏，100多位历史名人
在此生活。祠堂或高或矮，或大或小，一律是白墙黛瓦的江南建筑
风格。登高远望，观音兜、马头墙、风火墙、屋脊、瓦当，一笔一画，连
同各式花鸟脊饰，在茂林翠竹的锡山映衬下，如同走进一幅水墨丹
青画中。每个祠堂都是一张名片，每个院落都有故事。如果说古镇
是本书，那祠堂就是书中记述着家规家训、良序风物的一页页。迈
过高高的门槛，一砖一木沉淀着传统文化，古老而厚重的气息扑面
而来。先贤的道德哲理、古人的忠孝节义，就这么一代代得以传承。

沿街的店铺琳琅满目，最吸引我的当属惠山泥人。泥土本来的

面目已涂满艳丽色彩，各种人物栩栩如生，雅俗共赏，富有生活情
趣。我尤其喜欢那些娃娃，天真浪漫，憨态可掬，使人爱不释手。童
心未泯的我，禁不住挑了好几对。“惠泉山下土如糯”，这泥土细腻韧
糯，干而不裂，非常适合“捏塑”。看着眼前构思隽妙、做工精细的泥
人，思绪飞越千年前，不由得想起当年看守祠堂的祠丁，他们为了生
计学泥人技艺，从祭祖演出的戏剧人物中得到灵感，将所有的心思
都集中在塑造人物表情上，一个个传神的人物形象无不体现执著的
工匠精神。

古镇的小河一纵一横，简单明了。两岸的香樟绿意正浓，枝桠
茂盛向河心伸去，连为一体，倒映在河面上。水的绿和树的绿叠合
在一起，使水泛着墨绿。樟树已开满了嫩黄的小花，不惹眼，却散发
出迷人的清香。其间也有一两棵枫杨树，沧桑遒劲，一看就已有百
年。淡黄的花似穗状，一串串地挂向河面，似乎要轻蘸一下那平静
的水面，泛起点点涟漪。

石桥在古镇中是断然不可少的。有拱桥，也有长长的条石铺成
的平桥，方便白墙灰瓦的枕河人家，也方便游人。河边的条石凳上
坐满了人，一些人站在桥上看景，也成了一道风景。

河两边全是茶楼，飘着笑语。更多人坐在楼前，在长廊下、遮阳
伞下、树荫下，喝茶、闲聊、打牌。泡一壶新茗，多半是碧螺春，抿一
口，唇齿生香，余味绵绵。茶自在，人自在，在慵懒的时光下，时间就
这样悄悄溜走。

老板娘说着伊侬字音，听起来似懂非懂。一句句柔柔的吴语，
如同血液流淌数千年，延续着小镇特有的生活情调和文化内涵，大
有“醉里吴音相媚好”之感。

无锡惠山古镇

露天的历史文化博物馆
唐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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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甘泉县下寺湾镇一带分布着多个位于黄土层
以下的丹霞地貌峡谷，其内部的砂岩线条优美，引起不
少地质、摄影爱好者关注。当地现已探明桦树沟、花豹
岔、龙巴沟、牡丹沟等6处峡谷，峡长从210余米至2500
余米不等。

近期，地质专家经过考察论证，认为甘泉峡谷群形
成于 1000万年前，具备丹霞地貌峡谷所具有的窄狭、多
弯、一线天等特点，对研究黄土高原地质有很高的科研
价值。目前，甘泉县已加大对丹霞地貌峡谷群的生态保
护力度，计划申报地质公园，并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进
行旅游开发。

图为甘泉县的桦树沟峡谷景观。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黄土地下的丹霞地貌

许多游客都喜欢乘坐火车去旅游。与其他出游
方式相比，乘坐火车穿梭在青山绿水、花海丛林
中，可以更自由地欣赏沿途的旖旎美景，享受“在
路上”的惬意感觉。6 月，新疆开通了乌鲁木齐、
伊犁、阿勒泰北疆“金三角”旅游专列。中青旅中
俄蒙国际列车首发团顺利归来。月月有专列、四季
皆可游的日子已经到来。

轻松实现“一线多游”

谈起去新疆的经历，上海游客王先生颇为兴奋。
“旅游专列经过的喀纳斯、那拉提、乌鲁木齐都是著名
的旅游胜地，新疆的美景一次就看了许多。”他所乘坐
的“大美新疆”旅游专列至今已经运行了4年，成为带
领游客领略新疆美景的一张名片。

旅游专列，是旅行社委派专业人员制定旅游线
路、行程及旅游计划，向铁路主管专列审批部门申
请车次，以满足游客需求的旅游方式。旅游专列具
有定时、定点、定线等特点，可以发挥“一线多游
一票到底”的优势，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喜爱。

旅游专列上世纪90年代就已开行，当时只是为
了将旅客运到目的地，解决交通散客的问题。铁路
改革后，“旅游专列”作为市场化的重要增长点日益
受到重视。目前的旅游专列主要为了满足民众日益
高涨的出游需求，已成为集交通、住宿、娱乐等为
一体的流动旅游设施。旅游专列实现了轻松的“一
线多游”，随铁路线无尽延伸，穿越城市和乡村。比
如，旅游专列闯关东游览地点途经河北、辽宁、吉
林、哈尔滨、内蒙古等五省区。不同地域的风景都
被旅游专列串联起来，青藏铁路、云贵铁路等沿线
的原生态风景在列车行进中慢慢展现在游客眼前，
轨道上的旅行，给游客带来了新体验。

据中国铁道旅行社负责人介绍，北京铁路局今
年计划全年开行旅游专列 100余列。从 4月份开始，

北京铁路局陆续新开或增开由京津冀始发，开往江
西井冈山、重庆、贵州遵义、新疆和田、内蒙古乌
兰察布、湖南韶山、黑龙江哈尔滨等地的旅游专列。

最受老年人最爱

如今，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娱乐消遣的重要方
式。北京退休的徐先生去年到湖南玩了一圈，他
说：“孩子们建议坐飞机，但我还是喜欢慢一点的出
游方式，最后选择了旅游专列。同去的游客年龄大
都相近，不会产生隔阂。在专列上，旅行社有专门
的随车医生陪同和照顾，更加安心；还安排了能歌
善舞的优秀导游，在车上教游客唱著名的湖南民
歌。”

由于老年人出游不必拘于法定节假日，可以避开
旅游高峰期，旅游专列作为“慢旅游”的出游形式，在
诞生之初就受到了老年人的喜爱。旅游专列节奏平
缓，沿途景点内容丰富，且专列不对外售票，配有专门

的导游、保健医疗顾问、质量监督员，人身财产安全都
有保障。旅游专列省去中途倒车之苦，性价比很高，
已成为不少老年人出行的首选。

中国铁道旅行社工作人员表示，旅游专列在行
程设计上也大多根据老年人的特点，选择沿途旅游
资源集中的路线开行，提供多项服务，尽量减少体
力消耗较大的爬山、长时间行走等活动，让老人们
玩得舒适、玩得安全。

据统计，截至去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
到 2.3 亿人，占比 16.7%。老年旅游市场规模巨大。

《中国中老年人旅游消费行为研究报告》显示，中老
年人的总体旅游消费意愿为81.2%，而62.9%中老年
旅游者每年出游 2 次以上，老年旅游需求大幅上
升，旅游专列消费潜力巨大。

有利于促进旅游一体化

“旅游专列本身结合了交通旅游的供给侧改革，
是一种新型的旅游体验方式。在加拿大、俄罗斯等
国家，火车本身都已成为旅游产业的一个符号。我
国旅游专列的发展，既是国家旅游市场发展的需
要，也符合行业的国际趋势。”北京交通大学风景道
与旅游交通研究中心主任余青表示，“从供给侧改革
的角度来说，仅有交通的供给侧改革是不够的。旅
游目的地也应该提供配套与铁路旅行的相应服务和
设施，才能跟上铁路旅行发展的需要。”

京津冀地区旅游专列发展尤为突出。据北京旅
游局介绍，去年5月实施了近十年来最大的一次铁路
调图后，京津冀环形列车开行后一年来使 266.6万人
受益，而最新的列车运行图使京津冀区域环形列车服
务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此外，北京铁路局还将开行畅
游京津冀旅游专列 15 列。搭乘快速便捷的旅游专
列，一天之内即能抵达京津冀地区的各个城市，旅途
时间的压缩，使一日观光游、两日休闲游或深度游成
为可能。

余青认为：“由于铁路旅行速度快，出行规模较
大，行程范围较广，铁路旅游专列的发展也将改变
旅游地空间的相对隔绝。”京津冀旅游专列考虑到
了该地区铁路旅游的整体布局，有望成为区域铁路
旅游一体化的典范和样板，最终推动京津冀区域形
成分工有序、特色鲜明、服务标准化的旅游大区。

月月有专列 四季皆可行

专列旅游：中国最具潜力
赵 珊 邵 琦

从太行山旅游归来，我向朋友讲
述旅途见闻。朋友听得饶有兴致，也
想去那边一游，问我最值得游览的景
点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

“当然是英谈古寨啊！”
英谈村位于河北省邢台县路罗镇

的大山深处，是古顺德府 （邢台古
称） 十二景之一“太行叠巘”中较有
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古人曾以“此
中自有桃源洞”来赞美这座保存完好
的千年古寨。据说唐朝黄巢起义军曾
在此安营扎寨，后来当地人取“营
盘”谐音“英谈”而命名，至今已有
1000 余年历史。600 年前的明永乐二
年，一位姓路的大户从山西洪洞举家
迁徙至此，从此落地生根，经过数百
年的繁衍生息，路姓已占当地人口的
95%以上，成为英谈最大的姓氏。

古村寨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古
木参天、植被葱茏，山清水秀、风光
旖旎，是太行山旅游的一处著名景
点。数十处院落、100 多座民居建筑
依山就势、高低错落，石头城堡千年
不倒，围寨墙巍巍阁楼高耸、四门周
正，依山就势蜿蜒起伏，形成颇具古
太行建筑特色的明清建筑群，是中国
目前发现保存最完好的古石寨，亦是
2007年国家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和 2012 年 11 月公布的第一批传统村
落。

古村寨由东庄、前英谈、后英谈
3个自然村组成，在方圆6平方公里的
村域里，古建筑随处可见，靠山面
水，上下错落层叠有致，古墙前的巨
石上镶嵌着“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英
谈古寨”的石碑，体现了当地政府多
年来对文物景观保护的力度。

车在山下缓缓停下，山道上停放
着一长串的旅游车辆，许多是自驾游

的小轿车。下车远眺，只见山势雄奇
连绵起伏，林木葳蕤绿意盎然，一栋
栋古建筑依山而建，仿佛梯田层叠而
下。毗邻的桃山酷似一枚王母娘娘宴
上的仙桃，轿顶山又恰似一顶仙人赴
宴乘坐的轿子，为英谈村平添出几分
仙气。

我们的第一站是前英谈村，这里
只有14处院落，大多是二三层石块砌
成的建筑，很多人家的房顶上安放着
卫星电视接收设备。虽然比不上后英

谈村数十座院落那么紧凑壮观，但比
只有几座四合院的东庄显得热闹了许
多。在前英谈村口，一棵高大的古橡
树引起了我的注意，听导游介绍才知
道这棵橡树已有 600 多年的树龄了，
是英谈路氏建立村寨的见证者。寨门
重修于清道光十四年，寨楼森严，斑
驳的墙体上渗透着岁月的沧桑。

英谈村之所以又被称为古石寨，
主要是由于该村有近 3 公里石头砌筑
的寨墙，墙宽 3 米，高低不一，有的

寨墙巧妙地利用了地理地势，修建在
山崖山梁上。所有的寨门、寨楼、寨
墙、箭楼、民居均为红色的石头筑
成，看上去就像一栋栋红色的建筑，
连房顶和路面都是一块块红石铺就
的。原来是因为这里土地稀少，主要
用于农作，没有多余的土用来烧砖建
房，所以只能使用山上的红石板岩来
作为建筑材料。

后英谈村人口最多，67 座院落组
合成英谈村的主体建筑群，也是游客
停留时间最多的景点。走在曲曲弯弯
的街巷里，映入眼帘的一切都仿佛充
满了古老的韵味：古石楼、石窑洞、古
石栏、石臼、石杵、石磨、石板道、古石
井、石阶梯、石水道随处可见，数十座
民居院落古色古香，上圆下方的窗户
象征着“天圆地方”；36 座石拱桥架设
在沟渠之上，将一个个四通八达的村
道串联起来，一颗颗板栗树结满果
实。抗战时期，这里是冀南银行总部
所在地，为中国抗战献出生命的加拿
大医生白求恩也曾在这里的中和堂作
过短暂休整。英谈还曾是八路军 129
师的被服厂、造纸厂、印刷厂所在地，
八路军将领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
左权曾住在村中的汝霖堂，一处处遗
迹挂上牌子保护起来，供人瞻仰，古寨
留下了抗战的英雄印迹。

英谈是一个典型的聚族而居的古
老村落，全村170多户600多人，绝大
部分都是路姓，分为三支四堂。数百
年来，英谈路姓艰苦创业，务农经
商，成绩斐然，到了第四世路通时，
路氏家族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商贾富
户。

行走在石寨街巷，感受到拂面的
山风中，渗透着一丝古老的气息，令
人回味悠长。

太行深处访石寨
李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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