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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峡上，撑一叶轻舟缓行，湖水似
碧，绝崖如画，鸳鸯同戏，飞鸟高歌；双
河洞中，赏玉笋奇石各异，曲石花莹，水
润石溶，百洞相接，参差峥嵘；大裂缝
下，听地下河水奔涌，缝隙九曲，且伫且
行，起起伏伏，驰想纵横……

这些仅仅是贵州省绥阳县“十二背
后”600平方公里美景的一角。今年 4月，
随着双河溶洞最新探测长度更新为 238.48
公里，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长洞，越
来越多的人想要了解贵州神秘的“十二背
后”。

10月中旬，第38届世界诗人大会暨第
二届中国 · 绥阳“十二背后”国际诗歌
文化活动周在绥阳县“十二背后”举行，
来自美国、日本、墨西哥、马来西亚等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诗人共聚一堂，
共探诗意，这也是世界诗人大会首次在中
国大陆举办。

是什么魅力，让“十二背后”获得世界
诗人大会的青睐。借此机会，我们一探究
竟。

发现
一方会讲故事的山水

我们的车在山间盘来旋去，曲折的盘
山路仿佛银色彩带时隐时现。车道是沿石
壁凿开的，一眼望去似要冲出山间，尽头
一个急弯，又是一片腹地，惊险刺激又酣
畅淋漓。

转至峡谷幽深之中，远远看山间云雾
缭绕，似轻纱帷幔绘成一幅壮丽的山水画
卷，仿佛一位少女，在向我们挥手，要把
这亿万年的故事一一倾诉。

绥阳县又称中国诗乡。据说以往老百
姓农闲时常好摆台斗诗，人人争先上阵，
皆不怯场，美名远扬获诗乡美誉。

车转入峰顶，放眼望去，这里的山巍
峨高耸，气势磅礴，如“气吞万里如虎”
的男子，顶天立地；水绕山而行，勾勒色
彩，如“清水出芙蓉”的女子，婉约柔
情。民居依山傍河错落，数千年与山林同
在。只有这般如诗如画，豪迈柔情的风
光，才会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

“十二背后”是一个地名，原本指绥
阳县宽阔镇的油桐溪峡谷，自古“山有猛
兽，人迹罕至”。1986 年，双河洞开始探
测，这片美丽的土地渐褪面纱。双河溶
洞、清溪湖、九道门、油桐溪大峡谷、宽
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等一处处秘境露
出真容，美得令人震惊。

双河溶洞水洞、旱洞并存，由四层 8 条
主洞，200多条支洞，5条地下河，34个洞口
组成，拥有丰富的地下岩溶地貌。石膏晶
花洞是“世界最大的天青石洞穴”，山王洞
久远，银河洞奇险。地下大裂缝由上至下，
逐渐变宽，最窄处仅能一人侧身通过，全长
1000米。风水岭峰林遍布，悬崖万丈，九道
门神奇喀斯特峰丛地貌，五峰岭数峰高插

云端，尽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宽阔水自
然保护区是中国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
的亮叶水青冈林。清溪河蜿蜒曲折，小岛
星罗棋布，石山错综复杂。

为什么叫“十二背后”，有许多解
释。一说，十二，王也，这里是风景的王
国；一说，若其他景色能有十分好，那这
片就是“十二分”的好。

真正来过，便知这是一方会讲故事的
山水。

释放
聆听是最美好的相遇

来自江苏的投资者陈进和他的妻子梅
尔被称为“十二背后”的发现者。

2013年，绥阳县招商引资，已经和妻
子走遍 200 多个城市的陈进抱着看看的心
态来了，没想到走进“十二背后”，便再
也挪不开脚。

花了 70 多天时间，陈进把“十二背
后”里里外外“摸索”了个遍。他翻过
山，趟过河，钻过洞，用双脚换实景，一
次次被这片土地震撼。“这里的美景总能
给我不同的启迪，不能假手于人。”抱着
这样的心态，陈进全情投入到“十二背
后”的发现中。

对美学的执著追求也全部被陈进搬到
“十二背后”。他悉心打造双河客栈，一砖
一瓦都践行着对山水美学的执念。乡村老
式木房改造的民宿保留着最质朴的外貌，
室内设计却请了国内知名设计师，绿砖红
柜都是精细搭配，充满中国式美学。

清晨，从鸟鸣中醒来，看着远处的群
山幽谷、云雾缭绕，恍如闯入了人间仙
境。

而对于更能赚得盆满钵满的溶洞，陈
进却十分“吝啬”。除了双河溶洞，大部
分的溶洞都是封闭或半开放的。没有凿石
布梯，更没有灯光闪烁。要想看到这美

景，只能穿最严实的装备，深入到洞底。
几年来，陈进不遗余力地对双河溶洞的

科考进行资助。他聘法国洞穴专家让·波塔
西为顾问，全力支持他的探洞事业，并对
很多珍贵的洞穴进行保护，不让人带走洞
内的一块石头……

“以前当地的百姓爱进洞，好多石笋
都被扒拉了，看着很心疼。扒拉了，真的
也不值钱，洞里也氧化得厉害，石笋在那
里才是最美的。”陈进说，通过帮助附近
的村民进行房屋改造，告诉他们旅游能致
富，现在也算大伙一条心，齐齐奔小康。

陈进喜好一个人静静地看“十二背
后”，“我和许多人都要解释一遍，虽然我
是 投 资 者 ， 但 我 最 想 与 世 人 分 享 它 的
美。”陈进如是形容自己。“十二背后”是
景区，但不是游览的景区，而是需要人们
感受、保护、探究、发现它的神秘的仙
境，这里有历史，有文化，有自然。

选择聆听是我们彼此最美好的相遇。

超脱
和最坦诚的自己对话

时光掀起一角，缘分悄然而至。
一个诗人来了，一群诗人也来了……
世界诗人大会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备案的国际诗歌组织，自1969年创办以来，
已在 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 37届大会，
在世界诗坛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清溪峡画舫诗会、“诗歌的原乡精
神”论坛、“诗性中国·浪漫贵州”论坛、
溶洞诗会、世界诗人大会会员新书发布、

“诗画绥阳·养生天堂”主题诵诗会等系列
活动一一在“十二背后”展开。

与诗人们一起钻洞，攀山，游湖，分外
有趣。无论在路上还是景中，他们总是激
情昂扬，时不时唱起歌来，让人备受感染。

当足迹变为绘画、诗歌、散文、纪录
片、微电影……“十二背后”神秘独特的
魅力爆发。山水无言，藏大智慧，草木无
言，生生不息。

山水间，与大自然对话，坦白自己。脑
海中是李发模的诗，“王之背后/听见时空透
露人以秘密/临走，结算一生/还是山水高
贵”。溶洞中，没有繁华的闹声，只有久违的
静气。耳畔是梅尔的诗，“有时，石头忘却了
外面的世界/轻盈如棉絮/仿佛荡漾的柔情/
穿过坚硬的时光/唯一，但并不孤单/我清脆
而嘹亮的歌喉从未唱出/七亿年的沉默灿若
星空/为了等你，石头们惜语如金 ”。

未看过晨曦初照、夜幕四合的群山，
未看过波平如镜、灵动荡漾的百水，未看
过鬼斧神工、深不可测的溶洞，何以谈得
上欣赏“十二背后”的大气，领略其亿万
年的恢宏？

“十二背后”的美，质朴而真挚，多
一笔添足，少一画乏味。正如诗人梅尔所
说，“我不知道她所有的秘密，因为她的
秘密还在生长。”

来贵州绥阳：

探索风景之王 发现“十二背后”
罗 炼

来贵州绥阳：

探索风景之王 发现“十二背后”
罗 炼

贵州省锦屏县雷屯村坐落在美丽的亮
江河畔，地势开阔坦荡。亮江由南至北绕
村而流，到村前时一分为二，变成两道清
流。河中有一片数十亩的沙洲，洲上树木
婆娑，绿草成茵，两岸田畴铺展，垄亩整
齐，风光旑旎。

雷屯古名雷泽屯，因明洪武时期驻兵
屯垦而得名。相传雷屯的始祖于明洪武时
奉命从五开卫至此驻扎屯垦，形成村落。

清乾隆年间，朱姓人建造朱氏宗祠，规模
宏大，气势雄伟，至今保存完好。

2000 年以来，雷屯村充分利用自然风
光优美的优势条件，发展田园旅游产业。
通过抓制度建设，立权责、建规范、重落实、
办实事，激发了村民建设美丽家园的内生
动力，使古村焕发出新颜，先后获得“国家
生态家园示范村”、贵州省“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示范村”等荣誉。 杨晓海摄

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城东南
角，沿着大渡河边的瓦丹路下行。起初，峡
谷两侧壁立千仞，光秃秃的，远远的只能看
见几棵耐旱的柏树生长在石缝中。车行数
里，峡谷逐渐开阔，路途中的植被才葱郁起
来。峡谷底，大渡河水撞击着岸边的巨石，
将浪头高高地扬起，再重重地摔在岸边，水
珠四溅，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河岸边
一排排垂柳的柔弱枝条，在微风的吹拂下轻
轻晃动着。

车行十余里，就来到莫洛村对面的观景
台旁。站在这里，莫洛村一览无余。莫洛村
下，大渡河水泛着细碎的波光，悄无声息地
在山脚下流淌，将整个山脚冲刷成弓状。在
藏语中，“莫洛”就是指建在环形地带上的村
寨。村寨位于毛龙沟与大渡河的交汇地带，
海拔高度在1900米至2300米，是整个梭坡乡
位置最低的村落。毛龙沟，峡谷深深，犹如
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将整个梭坡乡一分为
二。河谷左边的山脚下就是莫洛村所在地，
也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河谷底算起，60
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散布着四五十座民居，
其间，四座碉楼傲然屹立在村寨的最中央，
就像是村寨中的智者，讲述着亘古不变的故
事。

离开瓦丹路，跨过一座水泥桥，沿着通
村路顺着山势盘旋而上。原本隐藏在草丛里
坑坑洼洼的小道已完全没有了踪影，取而代
之的是一条宽约 1 米的步道。道路两侧是白
杨树林，不过，它们已全没了钻天的气势，
每一棵树的高度大抵相同，只有五六米的样
子，侧枝向两边延伸，形成伞状的树形，犹
如盆景，裸露在地表上的根须有手臂粗细，
往上看去，遒劲的枝条交错纵横。那些旁逸
斜出的枝干上，层层叠叠地堆砌着喜鹊和乌
鸦搭建的巢穴。同行的一位大叔告诉我，莫
洛村缺少柴火，因此，人们广种白杨，用以
获取木柴。当白杨树长到一定高度时，人们
便将树的尖端砍掉，不让其再往上生长，才

形成了如盆景一般的白杨树林。
此时，村寨里的一位老人走过来，自愿

担任我们的领路人，老人虽年逾花甲，脚步
却十分稳健。他告诉我们，莫洛村古称“博
呷夷”，意为藏族碉寨子，传说古时候此地是
由20多座高碉和数十座楼房形成的村子。如
今只剩下 6 座碉楼，包括不足两丈高的残
碉，其中四角碉楼四座，五角碉楼和八角碉
楼各一座。20年前，一位来自法国的女士将

碉楼里的碎木屑带出去，通过碳14测定，这
些古碉群有800—1000年历史。

在我们眼前，一座残碉的基脚业已开
裂，支撑着厚重的墙体，从它残破的样子
中，不难看出它所历经的风雨岁月。这座古

碉紧挨着房屋而建，因此当地人称其为家
碉，是古时候人们储藏粮食和祭祀的场所，
兼有防御外敌的作用。在这座残碉旁，几座
藏房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起，房屋之间有小
道相连。房屋的建筑具有浓郁的嘉绒民居特
色，一楼为畜圈，二楼以上才是人居之所，
大门离地面 2 米左右，用独木梯与地面相
接。在藏寨中穿行，仿佛走入了迷宫，常有
峰回路转之感。

傍晚，夕阳将余晖洒进村寨，天空中漂
浮着几朵慵懒的云朵。在古碉下，我们与老
人握手告别。走到山脚时，我不禁再次回望
夕晖中的莫洛村，古碉在光影的映衬下，镀
上了一圈金边，显得更加雄伟与高大。

莫洛村看古碉
杨全富

美丽雷屯引游人

莫洛村古碉 来自网络

“十二背后”景区风光“十二背后”景区风光

清溪湖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雷屯沙洲
上的游人。

▶雷屯的沙
洲上，牛儿
在悠闲地吃
草。

南宋年间，道教一代
宗师白玉蟾在他的 《涌翠
亭记》 中盛赞武宁为“江
南山水窟，江西风月窝”。
从此，“江南山水窟”成了
武宁独特的文化符号。武
宁水碧山青，如诗如画，
用“江南山水窟”形容，
再合适不过。行走在武宁
的青山碧水之间，徜徉于
不尽的风景中，令人陶醉
不已。

武宁地处江西西北边
陲，是一座优美的山水小
城。层峦叠翠的幕阜山横
卧西北，它虽然不像三山
五岳那样苍莽，却也尽显
雄奇之气。群峰竞秀的九
岭山延绵东南，犹如一条
巨龙蜿蜒而来。虽然九岭
山横跨湘赣数县，但对武
宁却特别眷顾，把赣北第
一高峰、海拔 1794 米的九
岭尖耸立在武宁境内。而
深处九岭山腹地的武陵崖
更是集幽、奇、灵、秀于
一体，置身山中，移步换
景，举目成趣。明净秀美
的修江从幕阜山和九岭山
之间缓缓流来，一路碧波
轻漾，清澈可鉴。修江流
到武宁县城后，汇出一片
烟波浩淼的庐山西海，犹
如一块巨大的湛蓝水晶，
涵映着四围的青山，使武宁有了一种空灵的韵
味。

到武宁游玩，最好是沿水看山。邀三五良
朋，乘一小艇，从修江看起。修江发源于幕阜山
的支脉黄龙山，流经铜鼓、修水、武宁、永修四
县。流到武宁后，由于这里地势平缓，支流众
多，修江便变得深沉开阔起来，真正像是一条
江。在这一段，修江有一个独特的名字——清
江。顺流而下，水面泛起的清新之气扑面而来，
让人感到特别清爽。清江边上，柳山一柱擎天，
秀压群峰。当年白玉蟾正是在登临柳山之上的涌
翠亭后，为眼前的风景所倾倒，欣然写下了名篇

《涌翠亭记》。柳山不远处的一盆鳅是丹霞地貌，
犹如一盆鲜活的泥鳅，尽力扭动着身躯，仿佛要
蹦入清泠的江水中。小艇缓缓前行，两岸田园胜
景则如一幅依次展开的画，让人目不暇接。

到了清江尽头，进入庐山西海，水面突然开
阔起来。纵目四望，大小岛屿星罗棋布，与蓝天
白云一起，倒映在万顷碧波中。你会感到，武宁
的水不但有深度，还有着一种浩大的气魄。当小
艇进入西海深处，感受又是不同。四围峰峦远
叠，湖心玉簪螺髻，云影波光，水天一色。眼前
这一切，会激起你的游兴。小艇飞驰起来，波涛
向两边分开，浪花在身后飞溅，一道深长的波痕
与你不离不弃，随着飞溅的浪花，你的心也在翻
腾激荡。

当然，你也可以到山中寻幽探胜。乘着快艇
从西海进入杨洲河，两岸连山，河面渐行渐狭，
行到穷尽处，弃艇进入武陵崖。那里山峦起伏，
曲径通幽，林竹葱茏，鸟语如歌。没有闹市的喧
嚣，没有世俗的烦恼，荫翳蔽日的古树，潺潺流
动的溪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家，呈现出
一番风雨不渝的古朴风貌。传说当年陶渊明就是
这样进入武陵崖的，他被那里景色所陶醉，写下
了千古奇文《桃花源记》，让武陵崖成了谜一样的
传奇。

醉美江南山水窟，武宁，确是一座值得慢品
的山水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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