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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天 下

一

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山连着
山，一直延伸到天边，似乎天际的
尽头仍然是连绵不绝的大山。这里
是大娄山，阳光普照下，光照亮每
一块石头，照亮每一片叶子，照亮
每一朵花，世界变得五彩缤纷，变
得温暖、祥和。

景区名叫“十二背后”，像是
大娄山胸前悬挂的一块碧玉。这个
名字已经流传了很久，究其由来，
种种猜测弥漫着诗意。阳光穿透云
贵高原上空的云层，逡巡在地缝、
溶洞、峡谷、天坑、河流之上。丰
富而广袤的喀斯特地貌，赋予这里
无穷的想象。

光在高原上的脚步轻快、愉
悦，它欣赏着时间给予大自然的杰
作，如同一位老人，端详着青春勃
发的少年。光绕过桂花村，下到巨
大而空旷的母猪塘盲谷，两头牛在
田野间悠闲地吃草，清脆悦耳的牛
铃声，从碗状的盲谷底部慢悠悠升
起，让光有了一丝丝心醉的抖动。
在光的照耀下，天空碧蓝，山野青
翠，如果有水，便可比陶渊明的世
外桃源。

光慢慢抬起，盲谷右岸山腰间
两个错落的洞口格外醒目，如深邃
的眼睛。这就是亚洲最长溶洞群双
河溶洞的其中两个洞口。截至 2024
年 10 月的最新联合科考成果显示，
双河溶洞的长度刷新至 437.1 公里，
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随着科
考不断深入，它的长度还在不断
增加。

双河溶洞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绥
阳县桂花村和铜鼓村交界处，因洞
外有两条河流在此交汇而得名。双
河溶洞不仅连通长度惊人，洞内景
观更是美不胜收。这里有着世界最
长的白云岩洞穴系统、世界面积最
大的天青石洞穴，还是目前中国最

大的溶洞群。
双河溶洞的形成与水密不可

分。在双河溶洞附近数百平方千米
的范围内，连续分布着超 1000 米厚
的岩层，岩层以白云岩为主体，与
石灰岩类似，白云岩会在水流的侵
蚀下缓慢溶解。双河溶洞就形成于
这片 7亿年前积淀的白云岩层中。

二

贵州多山，山中多洞，洞中多
奇迹。

光跃过下洞，接近更高的洞
口，当地人称之为皮硝洞，海拔约
857 米。洞口宽阔，高约 20 米。洞
口的景象有些破败：灰白色的荒
土，呈高低起伏的土堆。这是人们
在洞中采硝的痕迹，所谓皮硝之名
便源于此。上世纪 80 年代，当地人
进入洞中，发现白云岩质的洞壁
上，覆盖着密密麻麻乳白色的碳酸
钙结晶体。人们涌入洞中，将石膏
结晶体敲下，背到集市中出售。如
今，开采行为已被制止，但留下的
痕迹仍然存在。

光在土堆之上的步伐开始变得
犹疑不安，这漫长、弯曲而幽深的
洞，令光有着无限的向往和期待。
光可以到达任何地方，也可以在每
个角落留下光的种子。可当黑暗变
得稠密而固执，像厚重的墙一样，
光只能望而却步，停下了好奇的脚
步，放弃了冒险，在洞口流连一
番，便匆匆地逃出山洞，回到天空
与大地的怀抱。

皮硝洞归于寂静、安宁。这是
它生命的常态，在亿万年的时间长
河中，永无尽头的黑暗便是一切的
主宰，从一条细小的缝隙，长成一
条巨龙般在山中穿行的溶洞，似乎
悄无声息，又惊天动地。

溶洞喜欢黑暗与宁静的陪伴。
与相隔不远的双河洞主洞不同，这
是一个旱洞，洞内干燥，几乎感觉

不到穿洞而过的风，对于河流的回
忆也要上溯到上万年前。时间在洞
中几乎是静止和凝固的。只有当极
小的水珠，穿越黑暗的迷雾，由洞
顶向下慢慢地滴落，跌落到地面
上，才能感觉到时间的真实存在。

富含碳酸氢钙的水滴并不是连
贯的，它滴落的过程缓慢悠长，在
漫长的时光中造就奇迹。地面上光
滑而微微突起的钟乳石，还留有上
一滴水珠来临时的甜蜜回忆。在更
加漫长的等待中，它以坚韧的意
志，向上，向着洞顶上方坚硬的岩
石生长并靠近，直到与水滴汇合。
如果光如期到达，会发现这坚硬的
石头看上去会非常柔软，如玉石般
呈暗绿色或者灰白色。

三

溶洞舒展着身躯，在山体深处
自由地行走。大约 1000 米之后，进
入左侧的一个支洞，至一开阔处，
洞顶平坦，铺满了蓝灰色的结晶，
仿佛突破黑暗的包裹与压迫，放射
出它固有的光芒。

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天青
石沉积洞穴。穿过需要弯腰才能通
行的狭窄洞道，空间豁然开朗，地
面上白色的粉尘增多，两侧的洞壁
让黑暗屏住了呼吸。无趣而单调的
洞内，竟突然间丰富了、活跃了，
仿佛沉寂的洞窟活了过来，生动起
来，成了一个热闹而琳琅满目的
世界。

石膏的沉积物在这狭小的空间
内，得到了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
会。它成长的过程或许过于漫长而
没有约束，却蓬勃、拥挤而热烈。
洞壁上、洞顶，甚至地面上，只要
有充足的条件，它就可以附着在任
何地方。

此时的黑暗有些无地自容，它
宁愿退却，让光深入到这洞的腹
地，照亮这令人心动的景致。

石膏晶体或相互依偎簇拥着依
附于洞顶，犹如满天的星斗；或无

所顾忌地伸展着曼妙的腰肢，呈现
各种匪夷所思的形状，卷曲如蜗
牛，挺直如石柱，绽放如花朵……
它们或坚硬如水晶，紧紧地与洞壁
拥抱在一起，显得亲密无间，如同
手足；或柔软如丝如棉，轻轻地黏
在石壁上，它们耐心地等待着，等
待着有一丝的风滑过，它们就可以
妩媚地摇曳和舞蹈，或者完全脱离
开石壁的束缚，飘浮到无拘无束的
半空中。

黑暗触摸着这些精灵般的个
体，这让它枯燥而霸道的占有多了
一番情趣，它为自己能够淹没它
们、抹杀它们美丽的外表而洋洋得
意。可黑暗仍然能够感觉到光的危
险，它知道那不是错觉。每一个晶
体内部，都仿佛有着光的汪洋。当
光线来临，这石膏就会显露出它的
本来面目，就会激发出它身体最深
处耀眼的光华，雪白的、晶莹的、
透明的……各显身手，光芒四射。

石膏晶体遍布洞中。虽然它足
以光华夺目，但它内敛、低调、含
蓄，甚至不知道光的热烈与奔放，
不知道自身的绝世容颜。这种听上
去极为普通的物质，在亿万年的孤
寂与黑暗中，孤独地聚集与收纳，
最终汇聚成自身成长的巨大能量。

在山东青岛即墨东北部有一座古
老的城所——雄崖所，始建于明朝洪
武年间，是当时重要的海防军事要塞。
走进这里，只见它背山面海，地势险
要，宛如一颗明珠镶嵌在胶东半岛的
海岸线上。眼前是斑驳的古城墙，它
们历经数百年风雨的洗礼，依然屹立
不倒，默默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城
墙上的砖石，每一块都承载着历史的
重量，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当年戍边
将士的英勇无畏。

一走进雄崖所，狭窄而古朴的街
巷便映入眼帘。这里的房屋错落有致，
屋顶的青瓦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岁
月的光芒。漫步其间，仿佛能够听到
历史的回声，感受到古代居民在这里
安居乐业的生活气息。

而在雄崖所和更广范围的青岛地
区，一直流传着“小云南”移民的说
法。据说，在明朝初期，随着卫所的
设立，许多居民从云南一个叫做乌沙
卫的地方迁徙至此。他们主要分布在
青岛、烟台、威海一带。其中，人数
以青岛为最；在青岛，人数又以即墨
为最，以至于即墨有“小云南”之称。

关于祖先缘何源自云南？当地至
今流传着许多传说。

一说，古时候，一场震惊世人的
水灾降临在山东地区，位于今平度北
部、高 400 米左右的两目山被淹没两
次，故又称“两没山”。洪灾后，满目
疮痍，人口锐减，于是官府令大批云
南百姓迁徙到山东地区，以补充当地
人口。由于路途遥远，路上每有想小
便的时候，移迁人们就让押解的兵丁
给他们解开双手，因此当地人便有了
管小便叫作“解手”的习惯。

二说，永乐年间，今山东一带曾
一度成为南北交战的主战场，以致山
东特别是今莱西、即墨一带人口锐减，
于是战后从云南引入移民以补充胶东
地区的人口。

三说是清军入关后的战乱导致山
东尤其是即墨、城阳等地人口锐减，
之后从外地迁来的大批移民中，有相
当一部分来自云南。

历史上，明代自京师到郡县设立
卫、所。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年
间在云南设立卫所，其中有乌撒卫。所
谓乌沙卫或许乃乌撒卫谐音。史载，明
朝洪武元年至洪武七年，倭寇曾大规模
侵袭山东沿海地区，特别是莱阳、即墨、
胶州、诸城等地受灾犹重。鉴于此，山
东的鳌山卫、雄崖守御千户所、灵山卫、
大嵩卫等纷纷设立。为进一步加强山
东沿海防务，明朝中央政府调动云南的
卫、所充实当地力量。

此外，代代相传的某些村志和家
谱也提供了一些佐证。如今，青岛即
墨金口镇南阡村万姓、古阡村金姓，
段村镇段村刘姓、鳌山卫街道院上村
孙姓等，皆来自乌沙卫。平度市万家
镇万姓来自云南镇康县南关万家沟。

据即墨辛戈庄村的《张氏族谱》记载，
当地张氏的祖先张徽、张清兄弟两人
均自乌撒卫分别调任到鳌山卫、浮山
前所。即墨蓝家庄村《蓝氏族谱志》记
载，当地蓝氏的祖先从云南以军职调
任鳌山卫。从上也可以看出青岛“小
云南”的移民传说有着合乎情理的历
史逻辑。

如今，我们依然能从胶东与云南
相似的一些传统习俗和方言中，寻觅
到“小云南”移民的痕迹。这里一些
独特的祭祀仪式和风俗，就像是历史
留下的记忆符号，等待着人们去解读。
比如，胶莱部分地区在丧葬习俗方面
流行“送魂”，即送逝去人的灵魂回西
南的仪式。司仪在葬礼上喊“放光大
路向西南，千慎万慎苦处花钱！”“西
南去——”据说这是引导逝者魂归祖
上来源地——云南。

家谱是民间的家族记忆，对祖先
源流和世系流传有较为清晰的记载，
对于研究区域宗族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民间传说则体现了普通百姓的历史记
忆和阐释，它们对史实的解释虽然难
尽信从，但折射了某个区域社会心态
发展史，可以反映出该区域民众生存、
发展和生活历程中的群体变迁和文化
信仰。

从古迹生发传说，从传说触摸历
史，青岛“小云南”只是中华文化遗
产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它讲述的是
中华大地上一个个跨越南北、贯穿古
今的文化故事，记录鲜活生动的久远
记忆，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雄崖
所见证了“小云南”移民在这里生根
发芽的历史，见证了岁月的变迁和文
化的传承。也提醒着人们，正是先辈
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辛苦耕耘和努力付
出，才换来今天的繁荣与昌盛。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历史学院）

本报电（庞革平、李荧婷）普查—测
绘—孪生—重生，以数字化方式留存
乡愁记忆，让传统村落通过数字化实
现“永生”。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灌
阳县建立的传统建筑数字化保护模式
做法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第二批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在全
国进行推广。

据了解，灌阳县运用倾斜摄影、
三维扫描等先进技术，数字化展现了
村落的基因特征，完成了有关建筑的
数字建档、数字测绘和三维孪生建模
工作，并制作了传统建筑建造技艺解
构演示视频。

散布在广西各地的传统村落，是

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是不可再生的
文化遗产。近年来，广西积极推动传
统村落数字化保护工作，开发了广西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信息平台，指导 51
个村建成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目前，广西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信息
平台已收录 19 处历史文化名镇、87 处
历史文化名村以及 792 处传统村落的
信息，包括影像图片、村落档案、位置信
息和保护规划等。其中，4 个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和 77 个中国传统村落还开展
了矢量范围采集和三维建模工作，采集
范围 39.93 平方千米，初步形成广西传
统村落建设基础数据库，为传统村落数
字博物馆的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日子到了数九寒天，西北的气
温总是在 0 摄氏度上下徘徊。甘肃
兰州又被称为“金城”，“两山夹一
河”的地形让黄河穿城而过，河风
夹着寒气呼啸在黄河两岸。

然而，冬季文旅却在“金城”
逐渐“升温”。距离黄河不到 2 公里
的兰州老街是当地的知名景点，在
仿古风格的建筑群里，各类餐饮、
服装店铺以及“国风”十足的特色
店铺和集市比比皆是。岁末年关，
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穿着汉服
的年轻人，也有带着老人、小孩逛
街的一家人。

李懿航经营的店铺就在兰州老

街入口处，店面一分为二，一边是
名为“苦水制造”的咖啡馆，另一
边是银饰店，店里店外都是拍照、

“打卡”的客人。
“最近来游玩的本地和外地游

客都挺多，现在的月营业额在 10 万
元左右。”李懿航说。

在李懿航看来，如今的游客更
加注重体验感，对商品和服务的
要 求 更 高 ， 因 此 他 也 与 时 俱 进 ，
将当地特产的“苦水玫瑰”加入
咖啡和甜品中；银饰店不仅提供
定制服务，还可以让客人自己动
手制作银饰，“客人要的就是独特
的体验，只要能让顾客满意，就

不愁生意。”
兰州老街营运管理中心营运经

理韩玉龙介绍，2024 年，景区将沉
浸式体验作为打造重点，一年四季
为游客提供特色服务。入冬以来，
该景区的游客量同比增长约 50%。
同时，为了迎接新年，兰州老街在
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新春
超级市集”“落日音乐会”等活动，
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游玩。

“2024 年 兰 州 的 文 旅 热 度 高 ，
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我们这里平
均 每 月 的 游 客 量 在 100 万 人 次 以
上。”韩玉龙说。

沿着黄河从东往西，新光夜

市、中山桥、西固五一夜市……像
兰州老街这样挖掘冬季旅游潜力的
景点还有很多。兰州市近日还发布
了 3 条冬春一日游线路，让游客既
能体验冰雪运动，又能漫步赏雪。

而往日因寒冷而进入淡季的兰
州野生动物园也在提升服务的同
时，想方设法吸引游客。

寒冷让动物早早住进了暖气
房。记者了解到，兰州野生动物园
通过启用大功率空调、暖气片、地
暖等一系列取暖措施，既让动物温
暖 过 冬 ， 也 让 游 客 能 “ 反 季 节 ”
游玩。

兰州野生动物园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贾伟光介绍，为了应对旅游
淡季，兰州野生动物园打造了舞台
剧 《西境千年》，这部舞台剧让游
客不仅能贴近大自然，也能领略西
北历史的厚重。同时，入冬以来，
兰州野生动物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推广，让广大游客提
前了解冬季旅游票价、活动等相关
政策。

冬季旅游的火热是兰州旅游市
场的缩影。记者从兰州市文化和旅
游局了解到，2024 年以来，兰州市
线上线下举办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6000 余场，200 余万人次直接参与，
还推出了“烟火兰州”“城市漫游”
等多条主题线路。

兰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毛玉
铎表示，兰州市将整合文旅资源，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
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据新华社电 记者崔翰超、张
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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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中形态各异的石
膏晶体。 张益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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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为传统村落搭建“数字化未来”

图 片 新 闻

    2024 年 10 月，贵州绥阳双河洞第 23 次国际洞穴科学考察成果发布。图
为法国洞穴科考专家在双河溶洞群内工作。 赵  飞摄（新华社发）  

图为游客正在兰州老街灯会观赏彩灯。 陈永刚摄 （人民图片）   

近年来，安徽省铜陵市加大对城市湿地资源的生态修复和保护，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图为位于铜陵市铜官区的西湖城市湿地公园。经过多年的整
治和生态修复，这里已成为众多候鸟栖息越冬的好场所，也成为市民和游客休闲
游玩的好去处。 肖本祥摄 （人民视觉）   

安徽铜陵：

湿地公园冬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