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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普陀山码头，我的脚步好
像沾了灵气，显得特别轻快。出了
客运大厅，抬眼望去，一丛丛绿树覆
盖着一片群山，显得特别美丽。我
忽然有种感觉，普陀山虽说是山，更
是一座云蒸霞蔚、仙气袅袅的绿岛！

从码头广场乘上景区交通车，
约2公里就到了位于灵鹫山麓的普
济禅寺。穿过一道牌坊，眼前是一
片仙境：绿树掩映下，一条林荫道径
直向前。林荫道的右侧是一片倒映
着蓝天白云的红鲤追逐嬉戏的碧绿
池塘。而林荫道的路面是由石板和
水泥铺成，路中间每隔一段距离，就
镶有一块刻着吉祥图案的石板，这
图案除了为单调的路面带来美感，
据说还有一种寓意：人们踩上去，会
有好运气。

这片池塘即是著名的海印池，
也称放生池；共由一大三小四个池
子组成。在最大一个池子和第二个
池子的连接处有一座石拱桥，桥上
两端都有数十级石梯，人们从拱桥

的两端上桥，寓意步步登高。我们
从拱桥上沿石梯拾级下行，走数十
步，便进了普济禅寺。

禅寺门前有一副书写苍劲的对
联：五朝恩赐无双地，四海尊崇第一
山。院内庙宇错落有致，普济禅寺的
门是做工精细的木格栅，寺墙涂着金
黄色的漆料，屋顶盖着灰黑色的泥烧
瓦。普济寺的正门常年紧闭，游人和
香客们只能从旁边的侧门进出。进
到寺内，但见庙宇蜡光闪闪，香烟袅
袅，禅音缭绕。每进一处院落都有古
樟参天，翠绿的枝叶和浓浓的树荫
间，偶尔也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附
和着僧人的经声佛号，让游人在清凉
的世界里沐浴着丝丝禅意。

刚在寺门内驻足观看，身后传
来一位中年男人带着浓浓当地口音
的普通话的声音：“先生，需要引导
您烧香吗？”我来禅拜普陀，不在于
深究，而在于了解和体会过程。”于
是，我花了60元钱，请这位李先生当
导游，让他带我走完禅寺内烧香拜
佛的全过程。

普济禅寺又叫前寺，坐落在白
华山南、灵鹫峰下，是供奉观音的主
刹。寺内有大圆通殿、天王殿、藏经
楼等，殿、堂、楼、轩共计357间。普

济禅寺的前身为“不肯去观音院”，
创建于唐朝咸通年间，后来宋神宗
于 1080 年将它改名为“宝陀观音
寺”，专供观音菩萨，香火便从那时
丰盛起来。到南宋嘉定年间，御赐

“圆通宝殿”匾额，指定普陀山为专
供观音的道场。李导游口若悬河地
介绍起来。

在天王殿门前，又有一副对联
吸引了我的目光：“慈颜含笑笑天下
可笑之人，大腹能容容世间难容之
事”。我想，不管人生路上遇到什么
烦恼，都应以慈悲大度为怀，用乐观
态度对待风雨变幻的生活。

由于时间关系，虽然还有法堂、
方丈殿、功德殿、龙眼泉、菩提泉、菩
提井等处没来得及去，但我似乎已
将这些名寺古庵、佛国圣境了然于
心，于是匆匆走出山门，直奔南海观
音塑像而去。

南海观音塑像坐落于双峰山南
端的观音跳山岗上。双峰山山势峻
秀，林木葱郁，气脉顺畅。山脚下的

大海浩瀚无边，碧波万顷，潮音频
传。南海观音塑像的建立，既成为
普陀山新的人文景观，又是海天佛
国的象征。

面对茫茫的大海，望着南海观
音慈祥的面容，我虔诚地向着大海
极目凝视，耳边响起应世警钟：“晨
钟暮鼓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
唤回宦海梦迷人。”这既是我对佛的
崇敬之情，也是对佛文化的景仰。

虽然这次的普陀山之行匆匆短
暂，但这片长满菩提的圣地，还有普
陀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和记忆，却是
难忘的。在从普陀山乘轮渡返回朱
家尖码头的船舱里，不禁油然而生
出不太讲究韵律平仄的诗句：东方
生佛国，碧玉普陀山。心拜菩提树，
烟波水月间。

轮渡缓缓驶离普陀山码头。我
探头望向船舱外，落日的余晖映着
波光粼粼的海面，仿佛撒下暖暖的
灿灿的珍珠。望着那海波上泛起的
闪闪珠光，我心里也仿佛感受到了
暖暖的智慧之光，不由得让我回想
起普济禅寺里的那副楹联：“乾坤容
我静，名利任人忙”——多么从容的
人生态度啊！这，难道不正是我来
到普陀山的觉悟么？

由北京市旅游委主办的北京旅游
“长城好汉”全球推广活动，近日在明
城墙遗址公园举行，旨在向海外游客
重点推介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
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和中轴线文化
遗产区的文化旅游资源和线路产品。

“长城好汉”活动邀请海外游客
利用脸书等海外新媒体平台及时分享
活动精彩瞬间，包括在慕田峪长城搬
城砖体验修葺长城的艰辛，穿古装拍
古风照，搭直升机俯览长城以及与什
刹海景区携手打造的中轴线“海陆
空”体验线路，即什刹海摇橹船观运
河 落 日 ，“ 后 海 八 爷 ” 三 轮 车 逛 胡
同，大清邮政信柜慢寄，还在老北京
四合院韵味的什刹海紫檀文化主题酒

店学做老北京美食小吃、乘跨斗车穿
越中轴线，登高俯览中轴线沿线京城
风貌等。

为推进中欧、中加的旅游交流，北
京特邀来自加拿大的环球旅游大咖萨
姆·科德尔和英籍“中国通”司徒建国作
为活动体验官，并授予两人“长城好汉”
证书。司徒建国已在中国工作旅居十
年，通过他的镜头和解读，让外国人了
解中国文化、旅游、美食等。徒步中国
长城第一人——英国人威廉·林赛也出
席推介会，与儿子汤米共同就长城文化
和保护的航拍视频和图书进行了展示
和分享，积极宣传保护长城理念，并获
颁“长城好汉”荣誉大使证书。

题图为外国体验者登北京长城。

寻味最长沙

听一曲火宫殿韵味十足的弹词
新唱，品一口坡子街热辣地道的美
食小吃，漫步在西园北里说不尽的
历史中……借长沙休闲旅游节暨中
国休闲达人品鉴行举办之机，我再
次 来 到 千 年 古 都 —— 长 沙 。 游 老
街、赏文化，长沙此行呈现给我不
同的韵味。

青墙黛瓦，修竹绿树，怡然自
得 。 从 湘 春 路 踏 入 古 朴 的 西 园 门
楼 ， 仿 佛 闯 入 一 个 跨 越 时 空 的 世
界。漫步麻石小径，静听斑驳宅门
后隐约的家长里短、高高院墙里飘
忽的琅琅书声……这里没有过度开
发 ， 当 地 居 民 依 旧 休 闲 地 生 活 于
此，老人家倚门坐着藤椅看报纸，
孩子们在街巷里追逐嬉戏，猫儿狗
儿懒懒地趴着晒太阳……一幅充满
烟火气息的老长沙城市画卷呈现在
眼前。过往者唯恐高声语破坏了这
里的静谧安详。

西园北里是长沙首条历史步道，
古街不过 560 米，却串起了左宗堂祠、
李觉公馆等15处历史人文景点。古街
静静地伫立于此，像戴望舒诗中有一

位丁香般的姑娘走过的“雨巷”，当地
人用普通的生活默默守护着历史。

闲游老街是感受最长沙的幸福路
径。小青瓦、坡屋顶、白瓦脊、封火墙、
木门窗……湘江边的太平街古香古
色，是长沙古城保留原有街巷格局最
完整的一条街，也是长沙古城的核心
地带。古街上保留着贾谊故居、辛亥
革命共进会旧址等诸多文物古迹，还
有乾益升粮栈、利生盐号、洞庭春茶
馆、宜春园茶楼等历史悠久的老字
号。古街如果只有古建筑，而没有人
的话，就失去了灵魂。太平街吸引了
西泠印社书法篆刻大师李伏雨、李早
父子、脸谱艺术大师曾金贵、书画家陈
羲明等一批艺术家入驻设立工作室，
向游客传承着老街的文脉。这里老会
馆与先锋艺术展馆交错，传统匠人与
时尚潮人和谐共处。

探寻老香港

摩天大厦、车水马龙和绚丽霓
虹，是香港中环留给人们的经典印
记。但这并不是中环的全部，它还拥
有历经数百年历史沉淀下的记忆。东
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使历史与现
代、传统与创意、繁华与宁静在中环
老街完美融合。

我搭上中环至半山的扶手电梯，
从荷里活道街口出来，几条街巷在这
里交汇，每条老街都各有特色，我决定
先向西走一段上坡路，开启我的“旧城

中环”老街区深度休闲之旅。太平山
街是香港开埠初期华人聚居地，短短
约 300 米的街道，两旁排列着众多古
庙，有依楼梯而建的太岁庙、水月宫、
观音堂，也有藏身在老街之中的福德
宫，各有特色。直至今天，太平山街上
几步一座的庙宇依然香火鼎盛。这情
景仿佛回到了上百年前。

中环的老街巷蜿蜒曲折，随着山
势高低起伏。上山路走累了，不妨到
砵典乍街走一段一块凹、一块凸，陡峭
的下坡石板路。砵典乍街是一条有名
的怀旧老街，有150多年的历史。被磨
得斑驳陆离的石板路、黑旧的栏杆、古
老的铁皮屋、卖老物件的小店……这
些仿佛在向游客讲述着老香港的故
事。《花样年华》《龙凤斗》《无间道》等
许多香港知名电影都在此取景拍摄。

老香港的文艺范儿在中环老街被
展现得淋漓尽致。荷里活道街头巷尾
的壁画使老建筑容光焕发，随手一拍，
就是一张大片。弯曲绵长的街道竟有
百余间画廊和古董店，从现代艺术品、
摄影作品到字画、玉器、家具等无所不
有。当年牛奶公司的仓库，在艺术家
的脑洞下成为中环的文艺地标——艺
穗会，在这里可以观展览、看表演，还
能进入当年的冰库喝杯咖啡。旧建筑
里的新创意在元创方被做成精品，警
察宿舍变身成为香港年轻设计师和艺
术家汇聚的时尚创意部落。

这些中环老街是香港人喜欢去休
闲的地方，但目前外地游客还不算

多。香港旅发局征集了本地人的建
议，向游客推出几条颇具特色的“旧城
中环”老街的深度游，希望更多人能感
受到香港普通生活的一面。

最美生活味

从某种意义上讲，旅游就是寻找
不同，体验差异。都市旅游，拒绝雷
同。原汁原味的都市老街，正好能满
足游客的这个需求。像长沙的西园北
里、香港的中环老街展现的都是最浓
郁的当地生活气息，而不是专门供游
客购物的“旅游街”。

都市的本质是人居生活。我喜欢
漫步原生态老街，只有看过老街才算
是真正感受过这个城市。比如在苏
州，相比山塘街，我更喜欢清静古朴的
平江路。记得有一次在傍晚时分，我
悠闲地坐在平江路的一座石桥上，耳
畔传来悠扬的古琴声，静静地发一会
呆。华灯初上，当地居民也开始纷纷
走出家门，有的坐在石堤或藤椅上聊
天，有的则带着宠物漫步，对游客的到
来已习以为常。曾有报道说当地居民
自发组织学习培训，担任导游，他们会
耐心地为游客讲述苏州的陈年往事。

城市的老街不仅仅是一条街道，
而是一本散发着书香气的线装史册，
一段回忆，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文化。
前不久，我在西安南城门旁的书院门
文化老街恰巧遇到了老街上举办非遗
文化展示周活动。当地书画家现场挥
毫泼墨，主办者评点作品，并当场拍
卖。我花实惠的价钱拍下了一幅心仪
的山水画。这段老街偶遇，是我西安
之行最难忘的经历。

如今，有一些城市老街太重商业开
发，千店一面大同小异，卖的纪念品天
南海北都一样，缺乏地方特色。老街没
有了原住民，已经看不到真实的生活场
景，十分遗憾。在我看来，老街应像一
缕沉香，游客希望透过老街，把心静下
来，在根深叶绿中找到城市的内涵，并
在叶片和花朵中看到城市的魅力。

本报电（小双） 为展现中国美丽家乡风貌，由人
民日报人民数字、优酷视频、中青旅联合发起的“新
时代 新家乡”大型影像项目近日启动，将制作出 100
个新家乡的“新时代中国影像”。该影像节目是一款融
合优质影像、视频直播、文图及专业智库内容的“富
媒体”影像产品，不仅记录一般意义的旅游风光，还
要展现城市发展、乡村振兴，展现我们在新时代应该
有的人文气息，正在取得和已经取得的各项成就。节
目力争在内容上实现更精准的细节描述；在形式上体
现更强烈的“人屏互动”；在空间上打通更多维的阅读
体验；在服务上更科学地满足受众需求。

本报电（党宇婷）激情马拉松，避暑九成宫——2018
“九成宫杯”陕西宝鸡·麟游半程马拉松赛日前在麟游县
青莲山广场举行。这是宝鸡地区首次举办马拉松赛
事。来自陕西、河北、湖南、广东等14个省市的参赛者从
青莲山广场出发，环麟游县开跑，一路上领略迤逦风光，
途经多处历史人文景观，品味隋唐意韵，与青山绿水身
心交融，感受麟游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麟游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将旅游业作为县域经济新的支柱性产业来培育，以
全域景区化、产业融合化、全民共享化为着眼点，加快推
进麟游旅游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春来西海苑、
青莲山踏青赏花；夏览碑亭景区醴泉铭碑楷书风采；秋
赏安舒庄森林公园、石臼山红叶漫天；冬游慈善寺、千佛
院祈福平安。全县着力推进“隋唐文化、绿色生态、红色
旅游、健康养生、美丽乡村”五大板块建设，引导全域旅
游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打响“探谜麟游县避暑九成宫”
的优质旅游品牌。

端午前夕，一个雨后初晴、漫江碧绿的
日子，我顺汨罗江而下，寻访当年屈原的足
迹。站在江边，凝望着缓缓流过的江水，我
心中充满了无限崇敬和沧桑的感怀，眼前仿
佛有万千龙舟呼喊划过，呼唤着这个伟大的
名字——屈原。

屈原是我国早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司马
迁《史记·屈原列传》称屈原“博闻强志、明
于治乱，娴于辞令”而才能卓著，20多岁就
参与处理楚国的内政外交大事，后因奸佞谗
间，两次流放他乡。晚年屈原被流放到汨罗
江畔。相传屈原长期在沅湘流域了解人民疾
苦，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创作了大量的著名
诗篇。我漫步在濯缨桥上，桥下溪水清幽，
侧耳聆听那树荫深处流下的潺潺溪流，仿佛
鸣奏出一曲惊世骇俗的乐章：“沧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
足……”

始建于东汉前期的屈子祠古朴玲珑，安
静怡然。祠前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在阳光下郁
郁葱葱。山墙式造型、墙檐覆盖着绿色琉璃
筒瓦的祠院正中镶嵌着五龙捧圣白垩石雕
刻，上面刻着“屈子祠”三个遒劲大字，檐
下装饰着十七幅反映屈原生平及作品的素泥
质写意浮雕，其中有《行吟泽畔图》《湘夫人
图》《怀沙投江图》等，工艺精细，栩栩如
生。屈原在这玉笥山上留下的足迹已远去，
但如今香烟弥漫的圣祠，却能深切感知到屈
大夫厚重的呼吸。我走进中厅，看见厅中一
座神龛，上面写着“故楚三闾大夫屈原之神
位”。左边悬挂着巨钟，右边放置着一面大

鼓。再往后走，就是一尊高三米的屈原镀金
塑像，再现了当年屈原行吟泽畔、步履艰
难、遥望楚都、忧国忧民的抑郁神情。

屈子祠旁边是屈原碑林，园内集全国300
多位书法家之大作，嵌碑刻356块，书写了屈
原的《离骚》《天问》《九歌》等25篇作品中的诗
句。碑林黄瓦红柱，金碧辉煌，行走在那眼花
缭乱的碑林之中，重温屈大夫那一篇篇光耀日
月的行吟美句，我心中生出一种深深的敬意。
碑林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庄严的屈原铜像，
花岗石的基身威严矗立在碑林正中的草坪
上。屈原像峨冠切云，宽衣博带，衣袂飘然。
那“低头沉思，顶风徐步”的姿势让他充满仙风
道骨的气质，超尘脱俗的表情又将他那忧国忧
民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上下求
索的思想境界展现无遗。此刻，我似乎看到了
一个玉树临风的老者握着一卷诗稿，正低头吟
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
句，从历史深处向我迎面走来，穿过我们的身
体后拂袖而去……我不禁猛回头，身后并无他
人，唯有林木深深，绿树如荫。出得碑林，我们
在祠庙前空坪里小憩，在祠庙前的古樟下喝
茶，心境大为不同。而眼前的景象也与祠庙和
碑林庄重沉穆的气氛迥然不同。只见鸟雀高
飞，在空中画出诗意的弧线，古树如冠，筛落满
地的锦绣春光。

乘船离开汨罗江的时候，我用江水洗了
洗手，仿佛我的手沾染了江水的诗性。余光
中曾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而江的上
游是屈原，这静静流淌的江水不就是屈原那
绝美的诗句吗？

感悟普陀山
杨素宏

感悟普陀山
杨素宏

北京邀海外客体验“长城好汉”
黄博雯

北京邀海外客体验“长城好汉”
黄博雯

宝鸡麟游

马拉松助力旅游发展

旅游影像展示家乡风貌旅游影像展示家乡风貌

游都市客厅 品人文风情

原 味 老 街 最 诱 人
本报记者 赵 珊 文/图

在向国际大都会迈进的过程中，在不断刷新

的生活风尚中，老街一直静静守望在都市腹地，

大隐于市井之中。随着越来越多自由行游客的

探访，久浸时光之中的都市老街重新华丽绽放。

长沙的西园北里、香港的中环老街、苏州

的平江路、西安的书院门……这些都市中的老

街最吸引游客的是原汁原味的地域人文风情，

当地的生活气息传承着历史的积淀，展示着当

今的风采。老街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生活休

闲客厅。一条条老街弥漫着人们追寻来处、畅

想未来的情愫。历史的厚重、现代的时尚和亲

切的市井在老街交融……

汨罗江畔忆屈原
彭 晃

香港荷里活道的街头壁画

游客身穿民国服装在长沙西园北
里拍照。

普济禅寺一瞥 （来自网络）

行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