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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以扶贫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初次进入上
坊这个位于安徽岳西西南边陲的贫困村时，发现
四面青山围合着一片肥沃的绿野，绿野中央簇拥
着一片白墙红瓦的小城镇，这样的地方难道是贫
困村吗？我心存犹疑。走入一条弯弯长长的街
道，两旁由一座座亦商亦居的农家别墅排列而
成，我看不出一丝贫困的迹象。街道外围那些依
山而建的小村庄，竹木掩映里都是砌红堆绿的现
代别墅。

古树多称奇

在这里，我诧异于没有发现想象中的贫困，
更诧异于在一处正在搭建的楼房旁遇见一棵巨
大的银杏树。我从没想到一棵树能有如此雄浑
的气势，长了几百年的树围粗壮得须六人合抱。
冲天而起的树干望去，如一面垂空而下的石壁悬
崖，让树下的村庄和行人显得十分渺小。由此向
西的一条河边，我又看到一棵苍郁的柳树，它一
面张开蜂拥而上的枝叶擦抹蓝天，一面横出一只
雄壮的手臂揽向河流对岸，硬是在两岸间搭起了
一座弯弓一样活着的拱桥，又如一扇庄严的穹门
悬架在河流上空，更如一条“或跃在渊”头角分明
的蛟龙。

上坊的树不仅造型雄奇，而且各有不凡
的来历。据说，在一个塘埂上，矗立着一棵
五百年前来自陕西，至今仍叫不出名字的古
树。明英宗时期，陕西安康及汉阴等地发生
严重的旱灾及蝗灾，上坊村余沧海发动乡贤
筹集起 3030 担粮食，千里迢迢赶到陕西赈
灾，当地人民感激不尽，相赠一批灾后余生
的名贵树苗。历经风吹雨打，这批树苗在上
坊只有一棵存活下来。这棵硕果仅存的古树
已成为一座见证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精神丰碑。

在上坊，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几棵令人敬畏
的参天古树，古树已是上坊的风貌和标识。不知
是交通闭塞，还是民风淳厚，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让上坊成功地培育和保存下如此众多的杰出的
古树。

清泉石上流

随着访树和拜树的行程，我发现上坊的大树
不仅雄峙在村头，而且成群结队地矗立在沿河两
岸。严格地说，上坊的河流还没有发展成河，它还
停留在溪流的阶段，虽没有广阔的波涛与沙滩，但
却让人一下子感到时光在这里发生了倒流。两岸
尽是完好无损的明清时代的石坝，坝上坝下全是
尽情疯长的野果花木，两岸的树枝在溪流上空交
搭成棚。透过花木的空隙，可以看到，清洌的泉水
像抖动的蝉翼一样在浅沙和乱石间滑过，河底的
乱石已经被溪流浸红泡黄，几乎成了寿山溪中的
田黄。溪流所到之处，处处呈现出“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的诗境与禅意。在泉流的跌荡处，往
往都出现了一面陡立的石壁，水流从石壁上披垂
下薄冰一样的水布，没有怒涛的狂喷，也没有如雷
的水吼，只感到崖畔的树身被不断溅湿，只听到花
木底下流淌着一种永久而细密的水声。这是一种
感受生命存在的声音，让人感到时间的古老，又容
易使人从根本上把时间彻底忘却。

在通往朱冲的路边河畔，整个河床是一面褚红
色和灰黑色交错的石壁，驳杂斑澜的石纹居然形成
了有规律的画面：有在地平线上连绵起伏的层峦叠
障，有垂空而下的高岭石壁，有在云端探出的斜峰
断崖，近景、中景和远景形成了层次分明的万壑千
山，褚山、白水和墨云，构成了古代画家笔下的一幅
浅绛山水。画面上的笔触不全是平面的石纹，大都
是凸出和堆刻在石壁上的浮雕。大自然的铁笔银
钩在上坊留下了一幅如此精美和恢弘的画作，当地
百姓“日用而不知”，任三五只白鸭在壁画下的深潭
里浮游嬉戏，有人还在壁画顶端的平面上晾晒了一
点茄干。我终于明白上坊村贫困的原因了，这是一
种由交通闭塞造成的没有开发的贫困。

凉乡好避暑

其实，在现代社会，上坊人的生活质量达到
了城里人难以企及的奢侈。清晨，踏着路边坠满
露珠的青草，感到这里的空气是由林气和泉烟构

成的，几乎把人的身心全面穿透，即使是烟瘾再
大的人也不想抽烟，会感到香烟味对自己对空气
都是一种双重污染，难怪在这里，室内的家具即
使几天不擦也没有灰尘。

这里的水是处在皖鄂分水岭的源头上的山泉
水。斟起半杯泉水，杯中的泉水比半截玻璃空杯
还要纯净晶亮，这是一种最无污染的源头剐水，喝
了这样的水，人们一到下午就隐隐感到肚饿。

这里还是一处夏夜要拥被而睡的凉夏之乡。
即使户外骄阳似火，热浪滚滚，一进室内，就感到
暑气顿消，凉风习习。在明窗下泡一壶清茗，就足
以坐享夏日的凉爽和清福。入夜，村村都有人三
五成群地在大树下围坐纳凉，他们沐浴着如水的
月光，谈古论今，夜深不散，夏夜是上坊人最为休
闲的极乐世界。在岳西境内，这是一处比石关更
开阔、比鹞落坪更有人间烟火的避暑圣地。

上坊村坐落在钟鼓旗山下，山体并不雄奇，
但却朝向平野展开出一个又一个峰回路转的幽
谷奇境。幽谷里是一座座高低错落的现代村庄，
村庄一律高举着大树，面向梯田，处在清溪环绕
中。在穿林过村的水泥路面悠悠漫步，几乎是在
溪山行旅的古画中穿行，不用攀岭爬坡，不知不
觉地就升到了四望苍茫的山巅。这里虽然不是
我的家乡，却使我产生了一种醇厚的家园感觉。

这是一批在外打工的上坊儿女们的遥远家
园，覆盖全村的别墅深院，就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
建造的。一年一度过完春节，他们就要卷起包裹
去远方打工挣钱。长期的交通闭塞，造成了上坊
的寂寞与贫困，也造就了上坊的卓越与美丽。

现在，随着扶贫攻坚的步伐深入推进，附近
高速公路出口开通在即，届时，出高速不到15分
钟的车程就可进村。皖鄂边界的上坊村敞开了
安徽西南部的大门，正迎接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一
片宜游宜居的洞天福地。

苏州古典私家园林享誉世界，许多外国游
客慕名而至。他们惊奇于园中假山层叠，怪石
林立，洞壑盘旋，嵌空奇绝，就像一个个妙趣横
生的谜题等待他们挖掘。千姿百态的山峰、峭
壁、山谷、洞穴等景观更是别有洞天，其中，苏
州四大园林之一的狮子林更是堪称奇之典范。

狮子林始建于元代至正二年，整个园子成
东西稍宽的长方形，因园内“林有竹万，竹下多
怪石，状如狻猊（狮子）者”，又因天如禅师得法
于浙江天目山狮子岩，取佛经中狮子座之意，
故名“狮子林”。由于林园几经兴衰变化，寺、
园、宅，分而又合，传统造园手法与佛教思想相
互融合，以及近代贝氏家族把西洋造园手法和
家祠引入园中，使其成为融禅宗之理、园林之
乐于一体的寺庙园林。

狮子林假山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堆山最曲折，
最复杂的实例之一。假山中有迷宫似的小径蜿
蜒上下，进出洞穴，这让外国游客目不暇接、百思
不得其解。他们穿行其中，能看见听见对方，却
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见到对方，而且行进途中还能
发现令人出乎意料的小径。无疑来自海外的游
客，不仅脑中充满了奇思妙想，游园更激发出他
们无所畏惧的探险热情。游园途中，曲径通幽，
曲折辗转，蜿蜒盘旋，看不到尽头，只能不断探索
不断试错，正是这种寻寻觅觅、扑朔迷离的奇异
感觉，极大满足了外国游客的探险心理。每穿过
一座假山就像是破解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谜题。

与此同时，奇形怪状的石峰、古树、洞穴也吊
足了外国游客的胃口，使他们在“探险”过程中，不
仅不会产生视觉疲劳，还能结合自身文化背景以
及对西洋园林的理解，乐此不疲地在脑海中构思
出独到的风光形象，而每一种解释都别具匠心。

九狮峰是在小方厅北面的奇特假山造型，
初看什么都不像，再看发觉它像 9只正在嬉戏
的小狮子；再看又什么都不像，妙就妙在像与
不像之间。这种视觉与想象的巧妙交织融合，
令外国游客痴迷，他们津津有味地讨论着彼此
想象出的形象，惊叹于假山王国之奇美。在假
山的顶上生长着一些古树，其中有一棵树龄有
几百年的古树，称之为“腾蛟”，看上去像一条正要冲上天去的龙。外国游客
观此古树后，无一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假山内还有一处洞穴称之为
棋盘洞，被附会成八仙中吕洞宾和铁拐李下棋之处，还认为棋盘是吕洞宾用
剑划出来的。说到八仙的故事，更加引起外国游客对中国民间故事传说的好
奇心，迫不及待地要对洞穴背后的故事一探究竟。

苏州园林是能让人产生艺术创作灵感的风景，这跟中国道教思想有关，
把山水、洞穴、瀑布、溪湖等当做仙境。而仙境是让人感到快乐的地方，许多
古代山水画都保留这个含义。穿过一个洞穴就能达到仙境，像陶渊明的《桃
花源记》一样，这都起源于道教的洞天信仰。园林也属于这个传统，要模仿一
种地上的天国或天宫；道教天宫有山有水，还有宫廷，所以皇家园林也模仿这
个观念。因为文人也想念这种轻松和娱乐的隐居生活，他们的花园虽然小一
点，但是也表达出崇尚自然，对隐退避世，清静无为，独善其身的渴望。在外
国游客眼中，狮子林的山水雅境搭配文人墨客，再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渲染，
带给他们种种浸润式的体验，心灵上的沉淀更胜于“世界文化遗产”的盛名。

假山、怪石、洞穴、古树……每一
处景致都蕴含着各自独特的历史文
化。跟外国游客讲述狮子林景致的
历史渊源并与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思
想相联系，更能加深他们对园林内涵
的理解，纵观中国古典私家园林，通
过东西方文化差异对比，让外国游客
更好地感悟中华园林文化的智慧，欣
赏之余得到心灵上的启迪。

皖西秘境上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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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云、碧绿的水、连绵起伏
的山丘、郁郁葱葱的森林，温润气候
下独有的喀斯特地貌，这里就是贵州
荔波。

荔波拥有原始完备的喀斯特地
貌，被誉为“地球绿宝石”，其富集
的生态资源和独具特色的峰水景观，
令游客感受到“生态孤本峰水荔波”
的神奇魅力。

荔波最负盛名的是樟江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由大七孔景区、小七
孔景区、樟江风光带、水春河景区
组成。许多游客第一次来荔波都是
为小七孔而来，小七孔景区位于荔
波县西南部，因横亘在宽仅 1.5 公
里，长 12 公里的峡长幽谷里的七孔
古桥而闻名，这座古桥修建于清道
光年间，古色古香的桥下是澄澈清
冽的涵碧潭。

如果说小七孔是位天生丽质的美
少女的话，那么大七孔就是伟岸的阳
刚男儿。大七孔景区以原始森林、峡
谷、伏流、地下湖为特色，充满了神
秘性与惊险性。樟江河面水流平稳，

水清如玉，两岸由近及远，农田村
落、低丘远山交相组成秀丽的田园风
光。而水春河景区位于樟江上游，长
达 20 余公里，沿岸险峰夹峙，浓荫
蔽日，峭石突兀，江流如练。有水平
如镜、宁静清幽的峡谷，也有湍浪翻
卷、惊险刺激的急流险滩。

对于荔波来说，其特色和魅力
在于原生态，核心竞争力也在于原
生态。荔波县委书记尹德俊在接受
采访时说：“荔波的喀斯特森林从远
处望去郁郁葱葱，走近看，树不是
很大，但树根很长，在没有泥土的
地方，树就顺着石缝顽强地生长，
那是经过上万年的演变而来的，如
果 把 它 破 坏 了 ， 根 本 很 难 在 短 时
间，甚至上百年恢复完好，所以一
旦丧失了这个基础，我们的发展也
是不牢固的。”相比于开发其他产
业，旅游业对核心资源的保护是带
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荔波是全国贫困县，发展全域旅
游是促进荔波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带动扶贫攻坚。荔波通过移民搬迁，

在景区附近设搬迁点，搬过来的群众
经过培训就可以直接提供旅游服务，
从事旅游产业。针对那些服务意识和
水平达不到标准的贫困户，通过把他
们的房屋出租给经营者实现脱贫致
富。许多贫困户依托全域旅游脱贫致
富，吃上“旅游饭”。

谢仁莉是小七孔镇的一家农家乐
的老板娘。她从 2011 年开始经营农
家乐。优越的地理位置、旅游业兴盛
的大好时机使她很快走上发家致富之
路。目前，她的第二家农家乐正在修
建当中。谢仁莉说，优质热情的服务
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在小七孔镇，光
自己富还是不够的，只有让这里的老
百姓一起富起来，让大家都有提供优
质服务的意识，游客来到荔波，才能
被接待好、服务好。

过去的瑶山乡拉片村地处深山石
区，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3亩，“一方
山水养不活一方人”。瑶山瑶族乡宣
传统战委员吕菊萍介绍说，深山里的
瑶族同胞只能靠种植玉米、红薯简单
地维持生计。而自 2009 年起，县里

对拉片村进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
共建了4期搬迁房，超过2000多名群
众搬出来，住进了别具特色的瑶族村
寨。拉片村走上了旅游致富的道路。
拉片瑶族村寨还引入了民间资本，实
现公司化运作。当地群众除可以参加
公司的表演队外，还可以当主持人、
解说员、导游、经销旅游纪念品等。
瑶族歌舞表演队员何香说：“在表演
之余，妇女做刺绣、民族服装，男人
做陀螺来卖，老人也可以卖一些商
品，收入比在山区时强多了。”

以小七孔观光旅游为龙头品牌引
领，辐射茂兰、水春河、漳江、月亮
山、瑶山古寨等具有特色的自然生
态，荔波全域旅游正在以稳健的步伐
踏上绿色崛起之路。去年荔波被评为
全国全域旅游的示范区、贵州省全域
旅游示范县。2016 年荔波共接待游
客 1108 万人次，同比增长 43.23%，
实现旅游总收入110.96亿元，同比增
长64.46%。

上图为小七孔景区的卧龙潭
颜国良摄

寻美贵州荔波寻美贵州荔波
关一文关一文

本报电（王建军）“绝版张家界，
惊艳新丝路”以色列旅游推介会日前
在耶路撒冷举行。会上宣布，持以色
列护照的公民到张家界大峡谷景区
免票旅游。双方的旅游企业签订了
推动张家界在“一带一路”国家旅游
合作的框架协议。

中国驻以色列商务参赞吴彬认
为，这是中国旅游城市首次到以色列
推广旅游，打开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与以色列旅游合作的大门，对于推动
中国和以色列旅游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

张家界市副市长欧阳斌介绍
说，中国与以色列之间有着长期友
好的交往。张家界与以色列“荣誉
公民”何凤山同属于中国湖南省。
去年张家界诞生了世界桥梁、景观
奇迹大峡谷玻璃桥。它吸引了全世
界的目光。作为创造了世界最长玻
璃桥面人行桥、世界最陡溜索等十
项世界之最的桥梁，被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列入世界上11座最壮观的

桥梁之一。今年 2 月，张家界大峡
谷玻璃桥的设计师——以色列建筑
设计大师渡堂海被张家界市人民政
府授予“张家界市荣誉市民”。因为
有何凤山、渡堂海等中以友好使
者，在中国和以色列日益扩大的友
好交流背景下，张家界将推动和以
色列的旅游深度合作，促进双方城
市和景区缔结友好，扩大旅游经贸
合作交流。

吴彬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进，中以经贸关系非常活跃，在
此基础上，人文交流也越来越多，今
年上半年到以色列的中国游客就达
5 万人。将中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
以色列游客也日益增多。张家界到
以色列进行旅游推介和进行旅游合
作，此举可以让更多的以色列人了解
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山
水风情。张家界实施针对以色列旅
游的优惠政策，也有助于双边人员互
动、游客互访，推动“一带一路”旅游
经贸在以色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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