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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湖 南 省 永 州
市 上 江 圩 镇 出 发 ，
过江永县城后，一
路 往 西 南 方 向 而
去 ， 一 个 多 钟 头
后 ， 到 达 了 上 甘
棠。下得车来，一
座气势不凡、建于
明代的文昌阁矗立
面前，阁前侧一座
无栏杆的残破三拱
石桥，一下子就将
我们拉入到一个千
年古村落的时光里。

整 个 村 落 依 山
傍 水 ， 坐 东 朝 西 ，
东靠屏峰山脉，村
前有清澈的谢沐河
环绕。民居大部分
为晚清建筑，其纵
深 布 局 ， 中 轴 对
称，青水墙面，缀
以门庐、漏窗及马
头墙，具有典型的湘南建筑特色。

步瀛桥为上甘棠古村的主要出入口，石
桥采用半圆形薄拱，造型小巧别致，与文昌
阁的庄重高耸互为衬托，构景成图，相映成
趣。站在桥上四观古村风景，怡然自得。

跨过步瀛桥往右，走在穿村而过通往两
广的古驿道上，青石板光滑锃亮。在一块天
然石壁上有“月陂亭”三个大字，数十米长
的石壁上，镌刻有 20多方古代石刻，多为记
述村中大事和功德名言，这些石刻延续了
宋、元、明、清 4 个朝代，并完好保存了下
来，实属罕见。

上甘棠月陂亭摩崖石刻，历经了千百年
的风雨，见证了周姓族人的发展演变。据

《周氏族谱》记载，曾任唐代高州刺史的周如
锡生子 18人，都以“弘”字排辈，是周氏家
族中有名的“二十四弘”。周如锡的第十五子
周弘本的后代于唐太和二年迁居上甘棠，周
如锡的长子周弘谦之后则迁道州。因此，道
州的周敦颐和甘棠周氏都是一个祖先，同是

“二十四弘”之后。
“独石时耕景色明，甘棠晓读旧书声。

山亭隐士敲棋局，清涧渔翁坐钓亭。西岭晴
云浓复淡，昂山毓秀翠还清。龟山夕照纱笼
晚，芳寺钟声对鹤鸣。”《甘棠八景诗》 对上
甘棠的美景进行了高度概括，人们生活在这
恬静的田园风光之中，与世无争，其乐融
融。

在村外一处菜畦之地，一座砖石垒成的
低矮门楼上，村民用黄色油漆写的一副对联
吸引了我，左右联分别为“阿豆撒豆春豆夏
豆秋豆冬豆豆豆香，傻瓜种瓜东瓜南瓜西瓜
北瓜瓜瓜有”，横披为“豆香瓜甜”。从这副
诙谐有趣的对联中，可以感受到村民对自给
自足的农家生活的满足。

夕照如诗，暮归的老牛踩着青石板古
道，悠闲地走向自己的老窝。而此时的我仍
不愿离开，漫步古驿道，抚摸石刻字，怀思
古之幽情，感慨良多。走在仅一米多宽的古
村巷道里，面对那些“爱敬堂”“翰里故”

“厚德祥”等古建筑和门楼坊，仿佛拖着一道
千年的光影迂回其中，将岁月拉得很长、很
长。在晚霞的洇浸中，上甘棠色彩愈来愈
浓，如一幅千年时光里的画卷。

千
年
上
甘
棠

沙

金因为惦记诺日朗瀑布，从成
都到九寨沟，一路上忐忑不安。

过都江堰，穿过一个隧道，
山川地貌陡变，213国道两边重峦
叠嶂，尽管巨大的高山如刀劈斧
削，呈现出尖锐的线条，山体依
然郁郁葱葱，深沟峡谷，时而碧
波荡漾。

爬坡转沟，海拨越来越高，
天空越来越蓝。这是一条通往西
北的茶马古道，有人将沿路关隘
地名总结成口诀：七坪九垴十八
关，一锣一鼓上松潘。

我们翻过海拔 3480 米的岷江
源头，远眺雪山宝顶，过黄龙景
区，越松潘古城后，一路盘旋而
下，往九寨沟进发。

美在时间的路上

在 赶 往 九 寨 沟 景 区 的 道 路
上，2017 年“88 地震”造成毁坏
的痕迹越来越多。山体的滑坡、
倒塌的寨楼、散架的栈道……九
寨沟由三条岔沟组成，三面被海
拔 4000 多米的山岭包围，只有正
北的沟口通向外界。我们从盆景
滩、芦苇海、玉带河、老虎海、
犀牛海一路往上，一串串碧海湖
泊，倒映着山光树影。

突然，一个干涸的旱洞呈现
在眼前，这就是地震的伤疤——
火花海。当我们慨叹遗址的干涸
沧桑时，九寨沟县县长陶钢却坚
定地说：“地震发生后，我们请来
了世界自然遗产专家和中国的地
质学家，对景区评估和监测，发
现水景破坏并不大，受损最严重
的是诺日朗瀑布和火花海。根据

专家意见，我们尽量减少人工干
预，更多地在靠大自然修复。”

车过诺日朗瀑布，由于路面
与瀑布顶平行，并没有听到瀑布
落差的雷响，只见到一道道细流
缓缓流淌。当地人充满信心地
说：“九寨沟水景底部是钙化层，
震开的裂层会逐渐钙化封闭，同
时，这里水量丰富，有天上雨
水、雪山融水、地下泉水，多姿
多彩的九寨水景还会重现。”

我们来九寨沟并不是最好的
季节，更不是最好的时候，但九
寨沟人的坚定卓识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印象，封闭景区，重建三
年，逐步开放。在景区里，我们
看到施工车辆繁忙奔跑。在九寨
沟的密林深处，有上百个海子，
数十道瀑布，诺日朗、火花海，
只是这奇峰异水的童话世界里的
一角。我想，更美的九寨沟景区
还在修复的路上。

美在发现的路上

然而此时，因旅游而兴盛的
九寨沟县的发展正经历着艰难的
考验。九寨沟县委副书记李贺军
坦言：“景区地震，游客锐减。这
对于靠吃旅游饭的经济来说，压
力巨大。我们调整发展思路，开
发全域旅游。”目前九寨沟县正按
照“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
辅”的方式，加快推进重大生态
环境修复保护项目，加快建设漳
扎镇国际生态旅游魅力小镇、神
仙池、勿角、甘海子、白河、中
查·鲁能胜地等生态旅游项目，加
快形成全域旅游格局。

九寨沟县四面环山，白龙江
穿城而过。我们沿保华乡的大
山，左绕右旋，盘山而上，数十
分钟，车到山顶，一座酒店巍峨
矗立。从酒店穿堂而过，山顶绿
色台地已在眼前。这是云顶乡村
俱乐部，是高海拔的高尔夫球场。

我们坐上电瓶车，在山顶绿
色台地中穿行，悬崖翠谷曼延脚
下，抬眼望去，山外有山。转过
树丛，一个碧玉般纯净的天然海
子镶嵌在青草绿树之中，大家惊
呼起来，多像喀纳斯草原。

开电瓶车的司机对我们的狂
欢早已见怪不怪，她笑着说：“从
北京、上海、成都，甚至国外飞
来的客人，常常在这里的悦榕庄
住上一周，在云顶打两场球，到
九寨沟玩两天，是最好的度假。”

藏族作家周玉琴告诉我：“在
阿坝境内有许多美丽的神山圣
水，无论是九寨沟，还是松潘峡
谷，骑上马走一天，在大山的折
皱里，都能发现奇异的风景，那
是大自然的恩赐，纯天然的风
光。”

美在创造的路上

在欢快的锣鼓声中，九寨沟
勿 角 乡 英 各 村 人 戴 着 狮 、 虎 、
凤、猴面具，跳起了十二相
舞，用红色的哈达，把我们迎进
了寨子。

迎面是高大的青杠树群，茂
密的枝叶遮盖了半个村子广场，
此时，广场上，伴着男女情歌对

唱，跳起了热烈的锅庄。
阿 坝 州 文 联 主 席 巴 桑 介 绍

说：“这是个白马藏族的村寨。九
寨沟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白马
藏族的舞、登嘎甘 （熊猫
舞） 和南坪曲子、川西藏族山
歌，这4项是九寨沟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也是来这里游客最
想看的节目。”

刚 跳 完  舞 的 村 民 扒 珠 秀
说：“自1998年实行退耕还林，山
上绿了，沟里的动物多了。到勿
角看大熊猫的人，路过这里就会
来村里玩。”绕到青杠树后，登上
观景台，台下是悬崖峭壁，放眼
望去，沟壑纵横，青山连绵。遥
想满天星光的夜空，犹如水洗一
样璀璨。登高望远，山高月小。
村里的年轻人告诉我：“现在来的
游客少，晚上不敢住在村里。天
一黑，山里的动静便大了起来，
鹿鸣猴叫野猪吼。”年轻人笑着
说：“希望来玩的人多，村里的旅
游能成规模。这样，我们不用去
县城打工了，游客也能住下来，
好好体验我们白马藏族文化。我
们信奉万物有灵，与自然与人友
好相处。”

如果说，在英各村，我们感
受到还是村民开发旅游的愿望；
那么，在罗依乡看到旅游产业已
初具规模。罗依乡建起了万亩生
态农业产业园区，以现有的葡萄
酒、脆红李、百合、雪菊、辣椒
酱等特色农产品为依托，扩大农
产品加工基地规模，结合旅游产
业发展，创建“住花间、观花

海、闻花香”的农旅一体品牌，
实现“农旅相融，以旅促农”。

站在罗依乡的凤凰台上，山
下村村寨寨炊烟袅袅，山间阡陌
纵横，一派生机勃勃的美丽山乡
画卷正在我们眼前展开：依托灾
后重建重点项目，素有九寨“粮
仓”之美誉的罗依乡正在完善基
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突出

“千户古寨”与“乡村避暑”两大
特色，培育 30-50 家风情民宿，
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升级旅游产
品，创建阿坝州田园综合体试点
与阿坝州生态农业综合开发示范
区，打赢脱贫攻坚和灾后重建两
场硬仗。

阿坝州委常委、九寨沟县委
书记罗智波自豪地说：“九寨沟大
大小小的景点，如同散落在这片
美丽土地上的明珠，而乡村旅游
是一条线，串珠成链，九寨沟的
全域旅游就一定能活起来，群众
就一定能富起来！”

上图：九寨沟盛开的扁桃花
左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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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美丽在路上
本报记者 田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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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下行天下

炎夏七月，我们来到大兴安岭
西北坡的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
这里位于中国地图上雄鸡冠的顶
端，处在绿浪翻滚的额尔古纳河畔，
与俄罗斯隔河相望。这里气温只有
15℃~20℃，是个“清凉世界”。

祖国的北疆，阳光来得特别
早，清晨四点钟左右，天空已映出
鱼肚白。我推开窗门，举目远眺，
大兴安岭林区的上空，像一幅艳丽
的水彩画，淡蓝色的晨雾悄悄地从
山谷里升腾，像棉花一样蓬松而轻
柔的白云飘荡不定，一缕缕缠向山
腰，又一团团地向山谷涌来，如幻
梦仙境。森林小木屋、山庄别墅，
都笼罩上了一层薄纱。置身在大森
林环抱中，那股清新湿润又透着一
丝清凉的空气，感觉特别舒畅。

进入原始森林，沿途的山岭鲜
花遍地，泛出迷人的芳香，如同一
幅幅锦缎，装饰着这无边的林海深
处。

莫尔道嘎自然保护区，保存着
寒温带明亮针叶原始林景观，古木
参天，郁郁葱葱。有挺拔俊秀的落
叶松，凌空展臂的美人松，亭亭玉
立的白桦、黑桦，还有绿叶飘逸的
白杨、红柳。

漫步林间，脚下几乎到处是低
矮的红豆树，上面结着红宝石般的
小果。摘几粒入口，清甜多汁，余
味无穷。护林员告诉我们，这红豆
果叫相思果，又名越桔，鄂伦春语
称“牙格达”，意思为相思果，有

“北国红豆”之誉。
自古以来，人们总爱把红豆看

做一种寄情遗思的信物。唐代王维
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
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古
诗，就是对南国红豆寄托了美好的
感情。北国的红豆也同样情深意
重，其果实是酿酒的好原料。费孝
通饮了红豆酒赞道：“红豆南北
国，相思两地通，千杯情不尽，长

寿祝酒翁。”把南北方的红豆一脉
贯通。

在森林公园14公里处，有一条
鹿道，它是由于狍鹿经常下山喝水
踩出的小道而得名。鹿道上下各有
一株距今 300 年以上的高大樟子
松，树干粗大奇特，在森林里大有
鹤立鸡群之感。位于森林公园30公
里处的“熊谷”，山高林密，野果
较多，是野生动物的天然栖息地，
因时有棕熊、野猪出没而得名。

公园在苍狼白鹿岛上建有一个
“哈撒尔王天然狩猎场”，场中成群
的野鸡、野兔。林区人豪情地形容
这里丰富的物产：“莫尔道嘎遍地
宝，松桦杨柳人参草，天涯绿金滚
滚流，浆果溢香醉人倒，煤金木铁
满山岭，狍獐犴鹿遍地跑。”

我们走出原始森林，来到额尔

古纳河岸边，这里与俄罗斯隔河相
望，对面是一望无垠的西伯利亚大
草原。我们站在边防哨所上眺望，
对岸的俄军正在营房外擦洗汽车，
两岸边界一片平和宁静。这里聚居
者为华俄后裔，他们既有中华民族
的风俗，也散发着浓郁的欧亚大陆
风情。

近期，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
又开辟了呼伦贝尔草原、北方原始
森林、额尔古纳界河旅游专线，推
出了多种生态旅游，激流河漂流、
天然湖垂钓、森林河荡舟、原始林
野宿、原始林狩猎、森林浴健身、
无人区探险、界河游观光及冬季滑
雪、凿冰捕鱼、雪橇游山等旅游项
目，吸引了国內外更多游客前往参
观游览，避暑度假，健身娱乐。

上图：大兴安岭清晨之雾

北疆林海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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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抱孤城，烟渺有无，拄杖
僧归苍莽外；群峰朝叠阁，雨晴浓
淡，倚栏人在画图中。”莽莽哀牢山
深处、悠悠红河源头，隐匿着一座古
意浓浓的小城，它就是南诏国故都、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巍山。

云南多古城。有人说，大理古城
是旧城寻梦，民族风情浓郁；丽江古
城是故城诗韵，小桥流水人家。巍山
古城之美，似乎无法用太明亮的词来
形容，但它的那种世俗古朴，那种陈
旧的伤感却让你无法回避。古城虽
小，却孕育过盛极一时的南诏文明，
见证了无数气壮山河的故事。千百年
的风雨沧桑远去，巍山古城，如一只
浴火重生的凤凰，留给后人的，是一
种朴素自然、宁静和谐的历史的纯
美，人间的大美，像一瓶醇香的老
酒，品的就是那股历经久远的醇香。

苍凉凝重的古城墙，幽深曲折的
青石巷，这是一座还没有被现代文明
打扰的古城，时光，仿佛在这里定格
成经典的永恒，随处可见唐诗宋词中
才有的意境。漫步古城，一栋栋“三
方一照壁”或“四全五天井”的古民
居，如一颗颗璀璨的宝石，随意镶嵌
在古城的各个角落：清一色的土木结
构，青瓦坡顶，古朴典雅，登高远
眺，瓦屋面鳞次栉比，古意沉沉。在
这里，即便是一扇门、一扇窗、一个
柱础、一只飞檐，也无不是富有灵性
的、醉人的美感；每一块砖、每一片
瓦、每根横梁、每个斗拱，无不透出
浓浓的醇味，又仿佛吹过的一丝淡淡
清风。

二十五条街、十八条巷，纵横交
错。青石板街油光可鉴，泛着上古的
光芒，街边林立着错落的小吃店、理
发店、客栈、马具店、碑刻店及大大
小小的茶馆。在这座小城，生活的节
奏像平缓的红河源一样沉稳，那穿着
朴素的挑担小贩，那依门晒太阳的老
头老太太，那慢行于市的路人，都会
给你一种看泛黄老照片的感觉。每逢

大街天，古街上便又多了些五花八门
的棚帐，摆上绣花鞋垫、草墩土罐、
油粉凉虾，背背篼的，拿扁担的，熙
来攘往……站在拱辰楼俯瞰云南最长
的步行街——南诏古街，活生生一幅
清明上河图，惹人怀想。

“芦笙一响，脚杆就痒。笛子一
吹，调子就飞。”每逢喜庆佳节，古
城街头随处可见彝族传统歌舞——打
歌，那变化万千的舞步，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纯朴动情，优美的舞姿千
姿百态，让人心醉。傍晚，幽静的蒙
阳公园里，一场清新雅致的南诏古乐
开始上演，悠扬的乐声仿佛使人们回
到了繁华的大唐时代，看到了长安古
城人民安居乐业的欢乐情景，又仿佛
看到了唐王把“龟兹乐”等大型乐舞
赠给南诏古国，南诏王向唐王敬献大
型乐舞《南诏奉圣乐》的热烈欢腾场
景……这一切闪烁着人性感悟的清新
韵律无处不充盈着真、善、美，让人
如痴如醉，不知归路。

亘古不变的的哀牢山，青翠而挺
拔，长年默守着这一方水土；蜿蜒曲
折的红河水，夹着故国遗物与民情风
俗，带着温情和眷恋，在城边生生不
息的流淌；鸟道雄关丫口深印着马蹄
印的青石板驿道，延伸的是茶马古道
上不老的记忆；龙于图城遗址上的残
砖碎瓦，向世人诉说着一段巍山彝族
先民铁马金戈、征战南北的骄人历
史……漫步古城，使人仿佛穿越了千
年时光隧道，从滚滚红尘跌入历史的
画卷，回到了昔日繁华的南诏故都，
一时间让人产生了错觉，不知是自己
回到了历史，还是历史根本就不曾远
去。

然而，人生匆匆，无法回头。世
人正因无法回头，所以需要怀旧，需
要走进巍山这样的古城寻觅梦想。即
便你再次回到那喧嚣的尘世中去，记
忆，也将永远停留在这个神秘幽远的
地方。

下图：巍山古城

巍山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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