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打洛镇

交通：从西双版纳州府景洪市至打洛镇约 130公里，每隔 20分钟就有一

班汽车往返，行程约 2小时。

票价：50元/人

周边景点：独木成林景区、打洛口岸、缅甸“小勐腊”

温馨提示：勐景来景区自恢复开放之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向全国医

护工作者免票，医护工作者可凭医师证、护士证等有效证件享受优惠。

文<杨莹 图<王成

云南西双版纳·勐景来村

中缅第一寨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戴埠镇

电话：400-188-8588

周边景区：南山竹海、御水温泉

温馨提示：南山竹海景区自恢复开放之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向全

国医护工作者免票。医护工作者可凭医师证、护士证等有效证件享受

优惠。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丹霞街道

美食：酸笋田螺煲、客家酿豆腐

周边景区：丹霞山、南华寺、梅关古道

温馨提示：丹霞山景区自 3月 28日恢复开放至 2020年 12月 31日向全国

医护工作者、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免除景区大门票，并对其随行直系家属

（父母、配偶、子女）实行景区大门票 5折优惠。

相 传 ，瑶 塘 村 是 由 明 朝 末 期 刘 星

球 、刘 星 彩 兄 弟 奉 旨 南 迁 定 居 发 展 而

来 ，至 今 已 有 300 多 年 。 村 子 坐 落 在

广东省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丹

霞山核心区内，民居依锦江而建，像是

散 落 在 丹 霞 山 中 的 玉 珠 ，与 丹 山 碧 水

有一种和谐相处的默契。

从 丹霞山景区外山门而入，大约 3

分钟车程便可到达瑶塘村。瑶塘村是

一个新农村发展示范村，走进村子，触

目可见的是一栋栋徽派建筑。

村 中 有 一 座 祠 堂 叫“ 彭 城 堂 ”，

充 满 古 韵 。“ 彭 城 ”是 刘 姓 郡 望 ，也 是

汉 家 刘 氏 的 发 源 地 。 据 当 地 人 介

绍 ，在 异 地 他 乡 建 设 有 姓 氏 郡 望 名

号 的 祠 堂 ，旨 在 表 明 自 己 是 正 宗 的

汉 家 后 裔 。

祠堂面积不大 ，但不失体面 ，白墙

青 瓦 ，窗 楣 、门 罩 、柱 基 上 的 木 雕 、砖

雕、石雕或繁或简，件件都算得上艺术

品 。 门 口 的 石 灯 上 篆 刻 着“ 廉 ”“ 忍 ”

“ 孝 ”“ 诚 ”等 家 训 ，透 出 瑶 塘 后 人 对 先

祖精神的继承。

村 中 民 宿 大 多 以 当 地 特 色 为 主

题 。 走 进 禅 文 化 主 题 的 禅 语 客 栈 ，清

一色的佛家装修元素，佛经摆放整齐，

檀 香 袅 袅 飘 起 ，让 人 顿 时 感 到 浓 浓 禅

意 。 在 图 书 馆 客 栈 ，可 以 感 受 当 地 耕

读文化。而田园风光主题的归然客栈

充 满 丹 霞 田 园 与 古 村 之 美 ，会 令 你 心

生归隐的愿望……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愿君

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据传，王维笔下

的红豆正是如今的丹霞红豆，又名“相

思豆”，寓意美好，可传递相思。

作 为 地 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丹 霞

红豆手工编织工艺是很多游客钟爱的

体验项目。小小的丹霞红豆在非遗传

承 人 的 指 尖 变 成 精 致 的 红 豆 手 链 、红

豆 项 链 、红 豆 耳 环 等 。 学 完 红 豆 手 工

编 织 ，游 客 还 可 以 将 自 己 做 成 的 饰 品

带走，送给心爱的人。

傍 晚 时 分 ，常 有 孩 童 在 村 中 巷 道

嬉 戏 打 闹 。 春 夏 时 节 ，老 人 尤 喜 在 树

下 乘 凉 ，摇 着 手 里 的 扇 子 ，聊 聊 家 常 ，

画面很是融洽。

岁月悠悠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却

冲不走属于瑶塘村的故事。如果你厌

倦 了 都 市 繁 华 ，想 觅 一 处 宁 静 之 地 释

放 压 力 、调 整 自 我 ，不 妨 到 瑶 塘 村 ，体

验一番清幽与雅趣。

文/图<李贵清

广东仁化·瑶塘村

红豆生南国
丹霞红豆

5 月 12 日是国际护士节，

是全世界护士的共同节日。

护士被称为“白衣天使”，

他们以天使般的爱心，承担着

天使般的责任。刚刚过去的这

几个月，在残酷的新冠肺炎疫

情面前，我们更是深切感受到

了白衣天使们的无怨无悔、无

私无畏。

疫去春来，不觉夏至。为

了向疫情防控中的“最美逆行

者”致敬，很多景区面向医护工

作者推出免票优惠，不少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及其周边景区

也在优惠之列。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但很

多护士朋友依然奋战在防疫一

线，没有机会休息。工作之余，

不妨跟随我们的脚步，走进云

南西双版纳勐景来村、江苏溧

阳李家园村、广东仁化瑶塘村

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品中缅边境傣家风情，住南

山竹海翠竹人家，赏丹山碧水

相思红豆……

@白衣天使，待疫情过去，

请到这里来做客！（李凤）

从 西 双 版 纳 去 往 勐 海 县 城 的 路

上 ，满 眼 都 是 油 棕 、贝 叶 、槟 榔 、椰

子 、橡 胶 、香 蕉 ，亚 热 带 植 物 和 阳 光

的 气 息 相 互 浸 染 ，有 着 明 显 的“ 彩 云

之 南 ”的 初 夏 味 道 。 大 约 3 个 多 小 时

的 车 程 ，就 到 了 勐 景 来 村 寨 。 勐 景

来 距 离 打 洛 口 岸 仅 5 公 里 ，从 打 洛 口

岸 到 特 区 首 府 小 勐 拉 只 有 4 公 里 ，湄

公 河 的 支 流 打 洛 江 自 村 寨 西 侧 流

过 ，清 澈 江 水 形 成 一 条 天 然 的 国 境

线 ，村 寨 里 的 人 称 之“ 南 览 河 ”，意 为

“ 美 丽 的 河 ”。

隔 着 南 览 河 望 去 ，邻 国 缅 甸 的 树

林 郁 葱 可 见 ，立 于 村 寨 河 畔 的 229 号

界 碑 便 是 中 国 与 缅 甸 的 分 水 岭 ，因 而

勐景来被称为“中缅第一寨”。接待我

们的向导、穿着傣裙的姑娘玉儿介绍，

虽 然 界 碑 标 识 着 国 土 的 范 围 ，但 打 洛

江两岸的居民世代都有通婚和商贸来

往 。 村 子 里 几 乎 每 家 都 有 对 岸 的 亲

戚 。“ 打 洛 ”其 实 是 傣 语 ，意 为“ 多 民 族

的 渡 口 ”。 从 前 ，居 住 在 这 里 的 傣 、布

朗、哈尼等民族一起在江边摆渡，故称

之为打洛。

由 于 特 殊 的 地 理 位 置 和 悠 久 的 历

史 文 化 ，勐 景 来 在 傣 族 人 心 目 中 很 神

圣 。“ 勐 景 来 ”是 傣 语 ，“ 勐 ”指 村 寨 ，

“景来”指龙的影子。传说当年天子召

树 屯 为 追 赶 一 只 金 鹿 来 到 此 地 ，后 来

人 们 发 现 这 里 隐 约 可 以 看 到 一 条 龙

影，便在此守候天子的到来，可是等了

很久都没有踪影，大家慢慢建起村寨，

称 为“ 景 来 ”，世 代 在 此 居 住 生 活 。 因

为 与 对 岸 缅 甸 掸 族 的 频 繁 互 动 ，这 个

村寨保持了传统的边境少数民族文化

特色，全村 400 多人都信仰小乘佛教。

勐 景 来 寨 子 里 的 100 余 户 傣 家 人

依 然 住 着 传 统 的 干 栏 式 竹 楼 ，许 多 原

木搭建的尖顶屋檐下都挂有盆栽。走

进村里，老州长召存信题词的“中缅第

一 寨 —— 勐 景 来 ”寨 门 映 入 眼 帘 。 村

口 的 塔 林 、神 树 、神 泉 均 有 千 年 历 史 。

其 中 ，最 显 眼 的 建 筑 就 是 佛 塔 了 。 勐

景 来 的 塔 林 十 分 壮 观 ，据 说 北 宋 元 丰

五 年（1082 年），傣 王 为 了 表 彰 101 位

高 僧 而 建 大 小 佛 塔 101 座 ，现 存 的 58

座 佛 塔 都 是 后 人 修 复 的 ，塔 檐 的 小 铜

铃 在 风 中 叮 叮 当 当 ，给 人 一 种 时 空 交

错之感。

看 到 两 个 游 人 双 手 合 十 ，不 断 地

围 着 佛 塔 和 遮 天 蔽 日 的 菩 提 树 转 圈 ，

我 问 玉 儿 他 们 是 否 在 祈 福 。 玉 儿 说 ，

疫 情 没 有 发 生 之 前 ，这 里 每 天 都 要 接

待大量体验边境风情的游客。节假日

里 ，不 少 佛 教 徒 会 到 勐 景 来 的 佛 寺 拜

佛 求 经 ，最 盛 时 曾 达 3 万 多 人 。 原 来 ，

傣 族 男 子 从 七 八 岁 开 始 ，都 必 须 有 一

段 入 寺 为 僧 的 经 历 ，跟 着 师 傅 学 习 佛

法 知 识 、待 人 接 物 。 之 后 既 可 以 还 俗

结婚生子，也可以继续为僧，根据修行

的成就晋升为不同级别的“佛爷”。

走 进 佛 寺 里 的 贝 叶 书 院 ，我 对 热

带植物贝叶非常感兴趣。贝叶即贝多

罗 树 叶 ，傣 家 人 就 地 取 材 ，采 叶 为 纸 ，

记录下重要的佛教经典传承后人。此

外，贝叶上还记载了社会历史、天文历

法 、法 律 法 规 、风 俗 民 情 、医 药 卫 生 等

内 容 ，堪 称 傣 族 文 化 的“ 百 科 全 书 ”。

目 前 ，贝 叶 经 制 作 技 艺 已 被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贝 叶 书 院 不 仅 是

本 村 寨 的 学 校 ，也 是 整 个 打 洛 地 区 33

所佛寺的中心学堂。

寨 子里有榨糖的、编竹篓的、打铁

的、酿酒的、造纸的、制陶的、染布的……

傣 家 的 一 切 生 活 用 品 都 可 自 给 自

足 。 在 织 锦 工 艺 演 示 区 ，我 看 见 一 家

木 楼 的 过 道 里 ，两 个 织 锦 的 老 妇 人 面

对 面 坐 着 ，手 中 的 纺 锤 飞 快 地 穿 梭 ，

艳 丽 的 织 锦 寸 寸 见 长 。 织 锦 的 花 形

纹 路 不 同 ，摸 上 去 厚 薄 质 感 不 一 。 其

中 一 个 织 锦 的 老 妇 人 说 ，她 15 岁 左 右

开 始 学 习 织 锦 ，旧 时 ，织 锦 代 表 一 个

女 子 的 贤 德 与 才 干 ，然 而 随 着 时 代 发

展 ，现 在 村 寨 中 已 经 少 有 年 轻 女 孩 会

织 锦 了 。

夕 阳 西 下 ，玉 儿 带 我 到 勐 景 来 香

莲 主 屋 喝 茶 。 在 我 的 印 象 中 ，睡 莲 是

用 来 观 赏 的 ，却 不 知 道 可 以 食 用 。 据

说 ，这 种 香 水 莲 属 睡 莲 科 水 生 宿 根 草

本 植 物 ，花 期 长 ，傣 家 人 专 门 用 来 沏

茶。隐藏在丛林深处的勐景来如同眼

前的这壶香水莲花，生态、幽静、古雅，

散发着诗情画意。

同 学 家 在 溧 阳 戴 埠 镇 李 家 园 村 ，

疫 去 春 来 ，他 即 邀 我 去 做 客 。 一 进

村，茶园、翠竹簇拥着幢幢小楼，竹林

深 处 有 人 家 。 午 饭 后 ，我 们 自 然 去 竹

海游览。

竹 林 掩 映 下 的 景 区 大 门 呈 一 把

巨 大 的 折 扇 造 型 ，扇 面 寥 寥 数 笔 ，勾

画 出 几 枝 竹 ，并 题 写“ 南 山 竹 海 ”字

样，板桥笔墨，苍劲有力，一股清新雅

致之风悄然而至。

进 入 大 门 ，拾 级 而 上 ，“ 静 湖 ”静

躺 在 山 的 怀 抱 。 水 平 似 镜 ，映 照 周 边

翠 竹 ，宛 如 一 块 蓝 莹 莹 的 翡 翠 镶 嵌 山

中 。 水 因 竹 而 碧 ，竹 因 水 而 秀 ，山 水

相 依 ，相 映 成 景 ，恰 似 一 幅 淡 雅 的 图

画 。 水 面 上 漂 浮 着 一 排 排 竹 筏 ，游 人

乘坐其上，浆划开水面，波纹荡漾，四

散 开 去 ，像 轻 轻 扯 开 一 匹 绿 色 的 绸

缎 ，宁 静 的 湖 面 即 刻 露 出 别 样 景 致 。

竹 筏 上 的 游 人 尽 享“ 欸 乃 一 声 山 水

绿”，而岸上人看到此情此景，也沉醉

其间。

沿着 石 径 前 行 ，呼 吸 着 带 有 竹 香

的 清 新 空 气 ，一 路 涧 水 潺 潺 相 伴 。

满 眼 青 竹 挺 拔 秀 美 ，像 亭 亭 玉 女 显

露 迷 人 的 身 姿 。 一 竿 竿 翠 竹 傲 然 直

立 ，又 如 同 高 洁 的 君 子 。 竹 笋 已 急

不 可 耐 地 钻 出 ，探 出 尖 尖 的 脑 袋 ，打

量 着 陌 生 的 我 们 。 无 边 无 际 的 竹 林

浩 如 烟 海 ，它 们 枝 叶 相 牵 ，互 为 搀

扶 。 一 阵 风 掠 过 ，竹 涛 阵 阵 ，婆 娑 起

舞 ，清 音 入 耳 。

石 上 刻 写 着 不 同 字 体 的“ 寿 ”字 ，

才 知 身 处 长 寿 之 乡 。 石 边 的 竹 最 有

看 头 ，石 虽 不 是 瘦 骨 嶙 峋 ，竹 也 不 算

细小痩劲，却有着板桥先生《墨竹图》

的 神 韵 。 这 竹 集 山 魂 石 骨 于 一 身 ，不

媚 不 俗 ，不 卑 不 亢 ，敬 慕 之 情 油 然 而

生，不由得吟诵起“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 根 原 在 破 岩 中 。 千 磨 万 击 还 坚 劲 ，

任尔东西南北风”。

不 知 不 觉 已 到 寿 星 广 场 ，一 尊 高

大 的 南 山 寿 星 头 像 立 于 眼 前 。 雕 像

有 10 多 米 高 ，以 整 个 山 坡 为 身 躯 ，正

应 了“ 寿 比 南 山 ”一 说 ，因 此 被 称 为

“ 中 国 第 一 寿 星 ”。 在 其 后 方 的 照 壁

上 有 68 个 不 同 字 体 的 寿 字 。 朋 友 告

诉 我 ，景 区 内 共 有 100 个 不 同 字 体 的

寿字，其余的 31 个刻在沿途的山石块

上 ，还 有 一 个 寿 字 在 每 个 人 心 中 。 老

寿 星 笑 容 可 掬 、慈 祥 和 蔼 ，好 像 正 把

“寿”送给我们。

本 想 徒 步 登 顶 ，不 巧 此 时 细 雨 绵

绵，只好乘坐观光缆车。红色、黄色、

蓝 色 的 缆 车 在 绿 色 的 波 涛 上 悠 悠 前

行 ，也 成 了 一 道 风 景 。 缆 车 缓 缓 升

高 ，视 野 也 随 之 开 阔 。 一 座 座 山 峰 连

绵 起 伏 ，云 雾 缭 绕 ，朦 朦 胧 胧 。 雨 滋

润着竹，竹在风雨中涌动，青翠欲滴，

煞是好看。

下 了 缆 车 ，向 顶 峰 攀 登 ，中 途 几

次 小 憩 ，终 于 站 上 了“ 吴 越 弟 一 峰 ”。

这“弟”可不是别字哦，此山海拔虽有

508 米 ，但 在 吴 越 地 区 诸 多 山 峰 中 只

能 算 作 小 弟 ，故“ 弟 ”为 兄 弟 的“ 弟 ”。

而 在 我 看 来 ，“ 弟 ”无“ 竹 ”字 头 ，是 因

为其已化为眼前漫山遍野的竹子了。

俯 瞰 四 周 ，“ 一 览 众 山 小 ”，山 峦

连 绵 起 伏 ，竹 海 苍 翠 壮 美 。 云 雾 如 片

片 轻 纱 飘 忽 ，又 如 缕 缕 青 烟 漫 过 ，时

而 越 过 山 脊 ，时 而 徘 徊 山 腰 ，时 而 迎

面 而 来 ，时 而 飘 然 而 去 ，仿 佛 置 身 于

仙 境 般 。 游 人 撞 响 了 祈 福 钟 ，洪 亮 的

钟 声 随 丝 丝 风 雨 飘 荡 在 崇 山 峻 岭、竹

海深处……

回 到 山 脚 下 ，竹 编 、竹 纤 维 、竹 雕

等 竹 制 品 琳 琅 满 目 ，炒 米 糕 、现 榨 油

香 气 扑 鼻 。 跟 同 学 在 村 中 转 悠 ，不 时

见 到 各 具 特 色 的 民 宿 。 走 进“一 生 一

遇”民宿，一汪水池倒映着白墙青瓦，

落 地 的 玻 璃 大 窗 洁 净 敞 亮 。 客 房 十

分 温 馨 ，陈 设 简 约 却 不 简 单 。 说 一 声

“ 小 爱 请 开 灯 ”，智 能 化 的 灯 顿 时 全

开 。 窗 外 满 眼 皆 绿 ，仿 佛 被 绿 色 包

围。

民 宿“ 归 来 小 院 ”，时 尚 中 透 出 传

统 ，精 致 中 体 现 用 心 ，几 本 书 、一 杯

茶、一张摇椅、几盆绿色植物，总让人

充 满 闲 情 逸 致 。 看 看 院 中 的 金 鱼 在

池 中 游 弋 ，发 发 呆 ，可 以 什 么 都 不 用

想 。 这 些 精 巧 的 布 局 ，赢 得 城 市 游 客

的 青 睐 ，生 意 十 分 兴 隆 。 想 来 ，到 此

地 的 城 里 人 ，远 离 喧 嚣 ，呼 吸 着 来 自

竹 间 的 鲜 爽 空 气 ，定 会 体 味 到“ 宁 可

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雅趣。

从 同 学 口 中 得 知 ，近 几 年 来 ，村

里 通 过 盘 活 闲 置 宅 基 地 和 利 用 现 有

住 宅 ，发 展 精 品 民 宿 及 农 家 乐 ，带 动

村 民 就 业 和 农 副 产 品 销 售 ，实 现 了 劳

动 力 在 村 里 全 部 创 业 就 业 ，老 百 姓 腰

包 真 正 鼓 了 起 来 。 我 不 禁 想 到 ，村 民

质 朴 的 品 格 和 追 求 小 康 生 活 的 向 上

精 神 ，不 正 如 竹 一 般 始 终 咬 定 青 山 ，

坚韧不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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