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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观览九寨沟县罗依乡影
像资料后，对其深山民居的向往
之情一天浓似一天。

初到罗依，只觉满眼苍翠，
气象万千，一切世俗的烦恼，都
在这一瞬间涤除净尽了。从县城
前往罗依，沿途江山如画，青翠
迎人，山花满树，景物为之一
变。

数百年传承的古村寨

罗依，在九寨沟县西南，此
地乃一峡谷盆地，形似葫芦，峡
口极狭，大有”一夫当关，万夫
莫开”之概，入之则又豁然开
朗。这里常常雾笼山头，云铺谷
底；有时转眼间，又是云开雨
霁。

罗依村寨卧于连绵山峦之臂
弯，林壑优美，有雄深雅健之
势。房屋以上等三合土而建，黄
土垒墙，条石基脚。厚墙厚顶，
结构严实，冬暖夏凉。房型妥帖
含蓄，稳健明爽。若谓远离喧
嚣，结茅读书，兹为最胜。惜行
脚人匆匆来去，非有闲人，不能
优游久待，真无山水清福。

在罗依乡，人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天人合一的理念，经
过先民的生活实践，被发挥到淋
漓尽致。民居就大自然顺势而
为，在地势高爽的向阳坡面修建
房屋，使村落与沃土良田、山形
水势有机融合，形成山、水、田
园、阡陌、村落和谐共存的生态

格局。
最初，罗依人系外省游猎入

川，辗转落居于此，族聚而居。
农耕文明留下的可贵遗产，因了
数百年的传承繁衍，不断修缮乃
至更新，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和文化景观。

数匹大山高高拉起，直抵天
边的白云，又互为犄角之势，迤
逦连绵，山势之雄伟宏阔令人心
惊。如此这般的崇山峻岭，往往
云雾浩瀚，覆盖巍峨群山，淹没
丛林江河，天海一色，惊心动
魄。村落间流泉潺潺，绕屋而
出，多削竹筒接引之，由檐阶而
下，颇便于截取，清韵泠泠，使
人神爽。屋周菜畦麦垄，欣欣向
荣。在这里，常与居民为伴的，
总是雨露星辰，以及随时嗅到的
泥土的芳香。

在罗依，黄昏来临的情景最
为神奇，当夕阳衔山，彩霞似锦
的时候，山民沐着晚风归来了，
断续的歌声响起，野鸟匆匆地掠
空而过，静谧水一般渗透过来，
一切复返古朴安详。

旅游擦亮高山秘境

罗依民居林木丰美，葱茏森
秀，野花烂漫，浓艳照山。多有
合抱之木的伟岸，更有灌木茂密
之荫凉，山上泉流纵横，田畦肥
沃。经数百年沧桑递变，而农桑
价值不稍衰。

罗依的农耕景象为最震撼人

心之风景，千百年来辛勤垦殖，
无意中造就了天人合一的壮丽景
象。勤劳厚朴的百姓先祖，正是
梯田的催生者，若非如此，可能
这里还是濯濯荒山呢。靠着汉藏
老百姓的坚实的心，和他们永不
疲累的手，一抔土、一根草，一
尺一寸，垦殖开来；一滴汗、一
滴血，逐渐逐渐，把荒山变成了
沃土。

此间土风淳朴，物产丰腴，
频年安然无惊，现在地方力行建
设大政，为老百姓广筹生计，也
即为地方大启利源。旅游业在此
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罗依这一
方鲜为人知的高山秘境，乃是一
成型的大型原生态景观。

旅游业的产业链条较长，具
有一业兴、百业旺的特点，拉动
经济效果明显。九寨各乡镇，大
录、双河、保华、罗依……均各
有千秋。诸如勿角民族生态旅游
试验区、大录古藏寨景区，业已
形成全域旅游格局，此间群众可
葆持续增收。白河金丝猴、勿角
大熊猫科教基地，葆有四个休闲
农业专业村、林业生态旅游发展
重点村，同时又推动农旅融合发
展。自然景点有保护好的红豆
杉、千年古榕树、悬棺等等。

这些乡镇虽然不如核心景区
那样赫赫有名，但它们对于九寨
沟核心景区相当于一种旅游经济
的战略预备队。对于该县旅游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正面的促

进协同作用。为潜在的后发优势
搭建了聚合发挥的开放平台，使
政策和市场机遇找到了叠加释放
的战略引擎。

独特的自然地理生态，使得
罗依旅游业的后发优势突显，同
时也为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空
间。九寨沟核心景区已有数十载
的发展开放，资源环境压力不断
加大，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
系备受关注。罗依及其他乡镇的
民俗旅游、农耕旅游正可成为其
缓冲和延伸，借以丰富大九寨的
内涵。

生态产业焕发生机

积近二十载春秋的努力，罗
依乡以粮食为主导，陆续开发天
然食品、绿色食品、保健食品，
以及生态肉加工项目；种植季节
蔬菜形成规模效益，种养规模化
生产格局斐然成形，稳健行进在
农旅休闲发展的良性发展轨道。
在当地致富能人的带领下，罗依
乡数千亩土地进行流转，种植此
处所有，他处所无的水果，合作
社按照“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模式，带动周边的农民共
同迈向产业化经营之道，随着世
外罗依度假区的建立，吃、住、
行、游、购、娱等旅游服务设施
更加完善。产业园已成功开发了
红酒、高山雪菊、苦荞茶、九寨
蜂蜜、美椒酱、羊肚菌、脆红李

等高附加值产品，产业发展从资
源优势向商品成功转型，建成集
生态、旅游、康养为一体的生态
旅游度假区。

今天的罗依，并不因为它的
偏远而没落式微，反而更加富饶
美丽。诸多的生态产业，在这里
发达起来，在历经沧桑之后，它
所焕发的是另一种生命的光辉。
这片古老恒久的生命土壤，葆有
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持久放射
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

最难忘怀濛濛细雨下的山峦
幽谷、林间小径以及林间坡地里
野鸟清越飘忽的鸣叫。寄兴林
泉，体察自然万象，汲取山川灵
气，纳丘壑于我胸臆之中，假如
冥冥之中真有所谓命运之神的
话，逗留罗依，可以说这是上天
对我最丰富的恩赐。

夜色降临时，我们才离开罗
依，夜色里的罗依，更加厚重神
秘。是夜无星无月，景物皆笼罩
于夜幕，只有那路边迷离的灯
影，在淅沥的雨声中，还在不断
地撩起我的记忆之玄关。一些旧
事和新的企盼都涌上心来。此
际，十里红尘，舞榭歌台的尘烟
梦魇，已在千山之外，不复扰我
思维。

我们初履罗依乡，正值初夏
时节。三三两两的汉藏农友，正
在田间劳作。他们的身影，仿佛
正无声地讲述着那久远的拓荒历
史。

面对大起大落、气魄宏伟的
山峦，零距离融汇无间的心态，
相信即使经过漫长的岁月，也依
然会鲜明如恒。

（伍立杨，曾供职人民日
报、海南省作家协会，现任四川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梦痕
烟雨》等作品。）

淡 烟 疏 雨 忆 罗 依
伍立杨

神农架的金猴岭颇具原
始味儿，一走进金猴岭，扑
鼻的就是那青苔的味儿。大
大小小的岩石上粘贴的是青
苔，形形色色的树干上攀附
的是青苔，细细粗粗的藤蔓
上缠绵的也是青苔。毛茸茸
的青苔散发着一种久违的气
息，氤氲在山林之间，渗进
你的肌肤。

当然，那最具有动感的
是金猴溪了，溪水不知从什
么地方流出，它只是紧紧地
追随你脚步的足音。你的脚
步 轻 了 ， 它 悄 悄 地 了 无 声
息；你的脚步重了，它随之
一声叹息。溪水清澈地让你
无 法 用 什 么 形 容 词 来 描 述
它，只见那水流中的石头一
个个棱角分明地窥看着你，
让你忍不住地伸出手去触摸
它一下。水是清凉的，清凉
地流进你肌肤的毛孔，让你
整个的心胸也爽然了许多。可当你陶然在这份无与
伦比的清凉时，溪水却奋不顾身，纵身一跃，飘逸
成一条条的细长白练。白练高悬在岩石上，穿梭在
绿树间，跌落在水潭里，绽放出一串串雪白的浪
花，浪花咬咬这块岩石，又舔舔那块岩石。

岩石无语，它以一种亘古不变的姿态配合着溪
水，站着的就站成一种威严，坐着的就坐成一种敦
厚，即使是躺着的也躺成一种沉稳。也许，你借助
于想象，可以赋予这些岩石这个或者那个的极富有
诗情画意的称谓。可它们全不在乎，只是用一种静
默让你觉悟：水以石而灵动，石因水而温厚。

其实，因了石那些树也更显遒劲。金猴岭的树
种有数千之多，它们一排排地走向山巅又一排排地
走下山谷。最为抢眼的自然是那巴山冷杉了，巴山
冷杉或粗大或细小，或独自傲立或双双依偎，树干
却一律笔直，树枝却一律向上，树叶却一律青绿。
传说在神农架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出身豪
门的情窦初开的女孩，爱上了一个常常到山上采药
的小伙子，却遭到豪绅的竭力阻挠。女孩和小伙在
厮守无望的百般无奈之中，便一起爬上山崖，然后
纵身一跃。从此那小伙子就化成了冷杉，而那女孩
则化成了满山遍野的杜鹃。

我没能看到红艳艳的杜鹃，但我坚信，冷杉的
坚守，一定会迎来满山的杜鹃花开，冷杉的青绿和
杜鹃的艳红，组合成的一定是世间最美的图画。孤
傲的红桦一定会为之而动容，茂密的石枣子一定会
为之而欣喜，紧紧抱成一团的珍珠梅一定会为之而
喝彩；一定还有那些业已枯死了的不知名的树，依
旧挺立的树干，依旧倔强伸向高空的枝丫，固守着
树的形象，静候着花开的笑靥，静听着花开的声音。

而那古老的藤蔓则缠绕在树上，匍匐在石上，
蔓延在溪上，传送着林子深处的阵阵鸟鸣，也传诵
着那个令人扼腕慨叹、荡气曲肠的凄美故事。

走在这样的故事里，有荷叶般阔大的叶子，它
们重重叠叠，挥洒出片片青绿；也有密密的细叶上
摇曳着的小花，它们你推我搡，染出点点的纯白。
我不知道这叶，这花的名字，我猜想，它们该是从

《楚辞》中走出来的吧。
就这样，在一个短暂的时空里，我与久违的

水、石，久违的树、藤，还有那久违的青苔以及久
远的故事联为一体，这是古老的金猴岭给我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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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兰州百合文
化旅游节在百合诗词的
朗诵中开幕。

据 悉 ， 自 2012 年
起，兰州市七里河区以
打造兰州百合文化旅游
节为契机，提升兰州百
合知名度，促进当地百
合产业发展，带动种植
户增收致富。在成功举
办六届的基础上，本届
旅游节全面融入传统文
化元素，举办“丹青百
合”挥墨七里河、百合
大讲堂、“百合之路”徒
步大会、石佛沟花儿会
暨“鲁冰花海”观赏旅
游、“百合之约”联谊会
和水磨沟桃苑中国象棋
擂台赛等系列活动，让
百 合 文 化 旅 游 文 化 节

“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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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在重庆读大学时，常从
巫溪县城乘船去巫山，每过险峻陡
峭的庙峡，就从船舷望到不远处那
株黄葛树越来越大。我知道，龙溪
镇又到了。我嗅到了它的气息。

龙溪，这个静卧于大宁河中游
的老镇，在历史的褶皱中凸现出花
岗石般的嶙峋质地——南宋时的天
赐城，清嘉庆年间的禹王宫、寨子
堡、擂鼓台，道光时期的堤道、乡
绅碉堡，建于上世纪 40年代的苏家
洋房……

沿河老屋，一扇扇用竹竿撑起
的窗户，依旧半开半掩，是在听
风，听雨，听梦，还是在等待另一
次久别重逢？重重山峦间，一弯绿
水宁静地呵护着老镇的岁月记忆。

这里的老房子，大多已破败，

但掩不住那青山绿水间的妩媚。当
地人们因交通不便而存下许多遗
风，自耕自足的劳作生活方式在今
天依然存在，铁匠铺的生意依然红
火，火箱会在每天拉得炉火熊熊，
砧墩上是有节奏的叮当之声。

老房子屋檐旁，那些槐树俯下
身来，在河风的吹拂下伸展开它们
的叶子，叶心还是碧绿色，叶缘却
变成红色的了。受到花香的激励，
龙爪槐也在树冠下挂出了零零散散
的花絮儿，贡献出一些甜里透苦的
香气。我想，能走在这样的街道上
真是幸运。

龙溪河畔那棵千年黄葛树，神
奇得近乎天方夜谭。我曾听当地人
讲，上世纪 70年代末，它曾在短短
一个月内经历了由绿叶变黄、黄叶

掉光、发出新芽、再重新恢复枝繁
叶茂的“变脸”过程，浓缩了一年
的四季更替。可怜大树，或许是长
久杵在岸边太孤单才变着戏法自娱
自乐。

以前我每次乘船经龙溪时都要
上岸打尖，坐在河边的长条石凳上
边吃东西，边看大宁河上船来舟
往。石凳光滑冰凉，凳面油亮如
镜，被当地人称为“美人凳”。

龙溪镇自古是个出美女的地
方。不知何时开始，镇上一些年轻
女子喜欢来石凳上静坐，她们微托
粉腮，对过往客商或浅浅一笑或淡
淡一瞥；更多的女子则久坐不走，
窈窕的腰肢儿像是与石凳生生连在
一起似的。原来，这些女子是在思
念自己的情郎，盼着他早些归来。
风雨如磐，年年月月，未改初衷。

我一直觉得，那些看似清凉的
石凳其实是有温度的，它的温度如
深藏在山体内核的岩浆，总在默默
积蓄能量，或许它是在等待一个热
切诉说的喷火口。朝云暮雨，寒暑
更迭，石凳熨帖地感知着远去桡夫
子的生死冷暖，也陪伴着女子们流
水般逝去朱颜，更承载了眷属对男
人风里来雨里去的担忧。

九曲十八弯的大宁河，藏着太
多噬人的暗礁，有着太多未卜的生
死，有的桡夫子回来了，有的永远
没有回来。这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

《边城》 里那句话：“到了冬天，那
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
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
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
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左图：龙溪古镇

龙溪古镇的“美人凳”
李贵平文/图

图为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境
内的一个天池。

该天池位于哈巴河县城以北的一
座山顶上，这里空气清新，天蓝如
海，云白如帆，雪白如玉，风景如
画，即使在盛夏季节，走近这里，顿
感凉风徐徐，心胸如洗，丝毫感受不
到夏日的炎热，是一处理想的避暑天
堂。 刘是何摄

阿勒泰

美在天边
白雪相映

行天下行天下

罗依风光 来自网络

罗依村寨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