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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郊区漕泾镇的水库村，俨然是一

首田园诗、一幅水彩画。该村将“上善若水，库

存 乡 愁 ”巧 妙 嵌 入 村 名 ，很 有 创 意 。 参 观 村 史

馆 ，翻 阅 村 志 ，才 知 本 地 人 把“ 窠 ”读 成“ 库 ”，

“水库”之名由“水窠里”演变而来。

水 是 水 库 村 的 灵 魂 ，名 副 其 实 的 水 汪 汪 ，

水 灵 灵 。 41 条 大 小 河 道 蜿 蜒 流 淌 ，70 多 座 小

岛 点 缀 其 间 。 先 行 建 成 的 酷 岛 理 想 村 是 最 酷

的 现 代 艺 术 水 乡 ，形 成 青 少 年 国 际 成 长 营 、理

想会堂、精品民宿、野邻帐篷基地、水上运动基

地 、萱 草 忘 忧 花 园 、水 文 化 艺 术 馆 等 乡 村 产 业

群落。拆除分散零星的宅基地，建成农民集中

居 住 点 ，第 一 批 38 户 村 民 乔 迁 入 住 ，白 墙 黛

瓦 ，鸡 犬 相 闻 ，四 面 环 水 ，湖 光 倒 影 ，宛 如 碧 玉

盘，人在岛上，岛在湖中，名字叫“佳亲岛”。可

容 纳 更 多 家 庭 集 中 居 住 的 二 期·长 岛 ，正 在 紧

锣密鼓的建设中。

从初心码头上船，经复兴码头，最后从幸福

码 头 上 岸 。 水 库 村 的 故 事 是 在 船 上 听 璐 珂 讲

的。璐珂是上海滨水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看

着有些面熟，原来她在水库村的形象宣传片中

出过镜。她说，从前水是村民出行的阻碍，很多

自然村四面环水成圩，到街市去卖货置物多有

不 便 。 后 来 ，当 地 通 过 拆 坝 新 建 23 座 桥 梁 ，将

全村水系全部打通，同时疏浚河道、清除淤泥、

种植挺水植物和沉水植物，让水质变得更清。

泛 舟 而 行 ，水 草 密 布 ，拐 过 河 湾,又 是 一 片

风景，小桥人家惭行惭远，只有模糊的轮廓，与

水 连 在 了 一 起 ，似 素 描 。 不 远 处 是 一 大 片 湿

地 ，茂 盛 的 碧 草 像 是 画 上 去 的 。 璐 珂 说 ，湿 地

分 为 固 土 的“ 芦 苇 荡 迷 宫 ”、鸟 类 筑 巢 的“ 杉 林

迷 宫 ”、涉 禽 觅 食 繁 殖 的“ 寻 鸟 秘 影 迷 宫 ”及 游

客“赏花探果迷宫”，亲水平台、休闲步道、复古

凉亭一应俱全，水路相连，林地成网，栈道连接

小岛，河流蜿蜒曲折，颇具水乡之美。

改 造 过 的 农 舍 很 有 特 色 。 设 计 者 张 丹 是

本 乡 本 土 人 ，毕 业 于 同 济 大 学 土 木 工 程 专 业 ，

目 前 正 经 营 着 一 家 景 观 设 计 公 司 。 出 于 对 家

乡的热爱，张丹将一户户农家小院还原为典型

的 江 南 人 家 。 陪 同 的 村 干 部 讲 了“ 一 面 墙 ”和

栽 桂 花 树 的 故 事 ：何 家 宅 全 面 拆 违 ，家 家 户 户

的鸡鸭棚和杂物间都主动拆了，但河口边一面

残 墙 始 终 无 法 推 倒 。 这 户 人 家 说 是 家 里 人 身

体 一 直 不 好 ，在 传 统 观 念 里 ，要 是 没 了 这 面 墙

的 遮 挡 ，对 健 康 更 为 不 利 。 他 们 便 拆 旧 换 新 ，

用废旧红砖砌成小巧镂空的墙体，再攀附些蔷

薇 花 ，既 美 观 又 实 用 ，成 了 人 见 人 爱 的 花 墙 。

村 里 在 农 家 门 前 种 桂 花 树 ，以 为 是 好 事 ，肯 定

受 欢 迎 ，没 想 到 第 二 天 就 被 人 推 倒 了 ，重 新 栽

好 ，又 被 推 倒 。 他 们 走 进 那 户 人 家 ，询 问 对 方

的真实想法。原来，当地人认为在家门前种树

不 太 吉 利 。 通 过 做 工 作 ，农 户 同 意 ，树 可 以 种

在他家，位置稍微挪一下就行。

村里的尚品书院，由两间废旧仓库改建而

成 ，装 修 风 格 简 约 ，兼 具 公 共 阅 读 空 间 、茶 室 、

咖 啡 厅 、文 化 活 动 和 民 俗 工 艺 销 售 展 示 功 能 。

书院门前的“藕遇公园”设计新颖古朴，走在舒

适 的 栈 道 上 与 莲 亲 密 接 触 ，莲 叶 田 田 ，荷 花 艳

艳，书香荷香，香远溢清。

路过沈家宅，巧遇漕泾镇党委书记陈立俊

正在讲解。他指着柏油路面上的核桃树说，这

棵树按理要移走，因为是沈永弟的媳妇王进梅

从 四 川 嫁 过 来 时 的 陪 嫁 ，长 这 么 大 不 容 易 ，还

有 纪 念 意 义 ，铺 路 时 便 专 门 留 了 缺 口 ，让 它 站

在 路 边 成 为 一 景 。 在 村 民 相 对 集 中 居 住 的 地

方，设计之初就已预留了日后屋主自行改建民

宿 的 空 间 。 水 库 村 把 最 美 的 地 段 —— 正 面 朝

向 中 心 河 宽 阔 水 面 的 位 置 留 给 了 村 民 。 新 的

村居保留了庭院、天井、客房和车位，利用建筑

材 料 的 原 色 相 互 搭 配 ，山 墙 飞 檐 ，朴 素 淡 雅 。

成熟后的民宿不会与原住居民割裂，呈现参差

互现、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乡村新貌。

我 们 不 走 了 ，就 下 榻 在“ 非 酷 不 住 ”民 宿 。

院 子 很 安 静 ，一 夜 的 睡 眠 质 量 很 高 ，一 只 鸟 在

靠近水边的香樟树上把我叫醒了。开门出来，

隔河招手，它并不理会，只顾在那里叫，好像这

片水域是属于它的。水面偶尔有鱼跃出，吓人

一跳，薄薄的一层雾罩不住这一声惊叹。回屋

遇 汗 青 老 师 下 楼 ，我 说 昨 天 的 戏 言 成 真 ，真 是

鸟 喊 我 起 的 床 ，他 当 即 口 占 一 首 ：“ 浓 睡 不 觉

晓 ，关 关 鹭 声 高 。 枕 水 望 四 洲 ，行 来 人 未 老 。

昨 夜 闻 提 醒 ，彼 此 俱 失 笑 。 我 睡 我 的 觉 ，管 它

什么鸟？”

猫狗起得早，悠闲地散步，撒着欢儿，菜园

里种着各种蔬菜，每家很小一块，搭界连畔，亲

密 无 间 。 老 年 人 喜 欢 在 这 里 碰 面 ，拉 拉 家 常 ，

或 多 或 少 能 找 回 一 点 乡 愁 。 老 伴 指 着 刚 进 园

的 一 橙 色 服 装 女 子 ，说 那 人 年 轻 ，肯 定 会 说 普

通话。听说我们从西安来，女子很热情地说她

20 多年前去看过兵马俑。一打问，女子 61 岁，

在 村 办 企 业 上 班 。 老 伴 说 ：你 看 那 身 材 ，脸 上

的气色，根本不像花甲之人。我说：水乡嘛，有

水滋养，老的慢！

海风吹拂，波光粼粼，水的丰盈与优雅，加

上乡村振兴的水到渠成，造就了如诗如画的现

代文明乡村。水库村，最酷的村，有包容万千、

随 物 赋 形 的 气 度 ，有 刚 柔 相 济 、润 物 就 生 的 能

量 ，更 有 化 育 造 就 、通 江 达 海 的 勇 气 。 水 库 村

并没有刻意库存水，却到处是水。有水就有鲜

活 ，有 水 就 有 生 命 ，把 水 文 章 与 时 代 精 神 的 诗

意表达紧密相连，美好和福泽就会一直相伴相

生、绵延不绝。

自 打 几 年 前 ，青 岛 崂 山 十 二 景 中 的“ 太 清

水月”被央视评为“最美赏月地”，夜游崂山便

成 了 新 风 尚 。 前 不 久 ，我 和 闺 密 霞 也“ 跟 风 ”

前往，一探究竟。

长途 车 从 中 午 一 路 颠 簸 ，赶 到 王 哥 庄 时 ，

正 是 黄 昏 时 分 。 接 站 的 友 人 径 直 把 我 们 带 到

王 哥 庄 大 集 买 馒 头 ，在 那 里 ，比 人 脸 还 大 的

馒 头 比 比 皆 是 。 据 说 ，王 哥 庄 大 集 形 成 于 清

朝 初 期 ，距 今 已 有 600 余 年 。 这 美 味 的 大 馒

头 是 大 集 的 特 色 ，也 是 青 岛 市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王 哥 庄 素 有“ 山 海 小 城 ，渔 村 茶 乡 ”的 美

誉 ，无 论 是 山 珍 还 是 海 味 ，在 岛 城 的 知 名 度 都

很 高 。 几 经 扩 建 修 缮 的 广 场 ，成 了 人 们 品 尝

美 食 、参 加 民 俗 活 动 的 场 所 。 原 来 每 逢 农 历

初 四 、初 九 为 集 市 期 ，货 物 满 目 ，人 潮 汹 涌 。

去 年 受 疫 情 影 响 ，大 集 关 闭 ，今 年 6 月 上 旬 才

开集，此后，初二、初五也有人来逛，渐渐形成

自 发 集 市 。 这 里 的 特 色 小 吃 很 多 ，都 说 美 食

店 铺 林 立 的 地 方 ，亦 是 精 神 皈 依 之 所 ，这 大 约

也是人们热衷于来此赶集的原因吧。

我 们 人 手 一 个 大 馒 头 ，边 啃 边 商 量 路 线 ，

最终，友人决定：“先带你们上山，回头海上望

月 。”她 说 ，太 平 宫 是 崂 山 仰 口 风 景 区 的 道 教

庙宇，背靠上苑山，东临大海，云遮雾绕，仙气

十 足 。 我 们 行 走 在 有 着“ 神 仙 宅 窟 ”“ 道 教 全

真 天 下 第 二 丛 林 ”之 美 誉 的 仙 山 上 ，探 访 千 年

道 观 ，步 履 轻 盈 ，思 绪 万 千 。 太 平 宫 周 围 多 奇

峰 怪 石 ，石 头 上 名 人 题 词 甚 多 。 据 传 南 宋 灭

亡 ，太 妃 谢 丽 、谢 安 姊 妹 俩 扮 作 渔 女 ，乘 船 逃

到 崂 山 ，在 太 平 宫 隐 姓 埋 名 ，出 家 入 道 。 元 代

著 名 书 法 家 赵 孟 頫 来 到 崂 山 ，也 曾 在 太 平 宫

周边留下不少印迹。

太 平 宫 自 然 景 观 和 人 文 景 观 都 很 丰 富 ，

堪 称 游 览 胜 地 。 沿 海 一 带 的 渔 民 信 奉 妈 祖 ，

太 平 宫 正 殿 供 奉 的 便 是 妈 祖 。 东 院 建 钟 亭 一

座 ，内 置 铁 钟 一 口 ，敲 响 后 声 鸣 谷 底 ，余 韵 可

传至 10 多里外，此即“仰口八景”之一“太平晓

钟 ”，每 年 都 吸 引 不 少 游 客 前 来 敲 钟 祈 福 。 西

院 有 水 井 一 眼 ，名 为“ 龙 涎 ”。 其 泉 水 大 旱 不

涸 ，大 涝 不 溢 ，千 百 年 来 取 之 不 竭 ，是 崂 山 名

泉 之 一 。 我 和 霞 用 喝 完 的 纯 净 水 瓶 子 装 了 点

泉水，信步下山，来到仰口沙滩时，华灯初上，

天蓝得深沉，海浪声哗哗入耳。

我 们 在 海 水 中 踏 浪 ，很 快 ，天 黑 透 了 ，海

边 人 家 陆 续 在 岸 上 支 起 桌 子 ，有 菜 香 隐 隐 入

鼻 。 馒 头 填 过 的 肚 子 饿 了 ，我 和 霞 嚷 嚷 着 不

等 看 月 亮 了 ，就 要 在 海 边 开 吃 。 友 人 已 到 附

近码头采购了鲍鱼、蛤蜊、花甲、大虾，然后开

车 带 我 们 到 晓 旺 社 区 她 的 家 中 。 经 过 一 番 烧

煮 煎 蒸 ，麻 辣 有 余、咸 鲜 劲 道 的 海 鲜 大 餐 上 了

桌 ，搭 配 着 青 岛 啤 酒 和 王 哥 庄 大 馒 头 ，吃 货 们

非 常 满 足 。 饭 毕 ，我 们 在 院 子 里 品 崂 山 绿 茶 ，

一 低 头 的 瞬 间 ，我 居 然 在 品 茗 杯 里 看 见 了 月

亮 。 那 月 亮 小 小 的 ，如 同 一 粒 白 色 纽 扣 ，在 茶

水 中 一 漾 一 漾 的 。 我 把 杯 中 明 月 告 诉 大 家 ，

我 们 共 同 往 天 上 看 去 ，果 然 ，皓 月 当 空 ，美 轮

美奂。

迷 人 的 月 色 下 ，友 人 打 开 了 话 匣 子 。 她

说，这里最早的居民姓肖，叫“肖旺疃”。明朝

永 乐 年 间 以 来 ，多 个 姓 氏 的 村 民 先 后 迁 来 ，人

口 逐 渐 兴 旺 起 来 。 1936 年 ，村 名 由“ 肖 旺 ”改

为“ 晓 望 ”，现 在 是 王 哥 庄 街 道 办 事 处 晓 望 社

区 。 社 区 南 面 有 个 叫 二 龙 山 的 3A 级 旅 游 景

区，那是崂山国家森林公园腹地，古树、奇石、

流水、云雾，林木覆盖率达 80%以上，负氧离子

含量 6000 以上。

次 日 清 晨 ，我 们 过 塘 子 观 ，往 水 库 上 游

走 ，只 见 幽 静 美 丽 的 河 谷 中 ，溪 水 由 山 间 流 下

汇 入 水 库 ，清 澈 见 底 。 兜 兜 转 转 ，来 到 二 龙 山

地 界 ，整 个 景 区 由 千 亩 茶 园 、茶 文 化 博 物 馆 、

塘 子 观 和 二 龙 山 山 谷 组 成 ，有 星 石 山、晓 望 叠

库、皇陵山、虎头山等 50 余处美不胜收的自然

景 观 ，还 有 无 数 名 人 雅 士 留 下 的 人 文 景 观 。

友 人 说 ，二 龙 山 是 青 岛 实 行“ 南 茶 北 移 ”后 较

早 种 茶 的 山 村 ，茶 树 种 植 上 千 亩 。 一 年 一 度

的茶文化节在晓望社区开幕，有时能从 6 月持

续到国庆假期。

在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山深处，有个岳

家 寨 ，那 里 地 势 险 要 、景 色 绝 美 ，被 誉 为“ 太 行

空中村”。

从 山 西 平 顺 县 城 去 岳 家 寨 ，要 走 30 多 公

里的盘山公路。车一驶进山区，美丽的太行山

色 迎 面 扑 来 。 这 里 的 树 木 并 不 是 铺 天 盖 地 地

生 长 ，而 是 恰 到 好 处 地 散 在 峡 谷 中 ，整 个 太 行

峡 谷 活 脱 脱 一 个 爱 打 扮 的 少 女 ，随 着 季 节 更

迭，换上了色彩斑斓的秋装。

“沟口一线天，沟顶山坡缓。三季草木盛，

坡 顶 绕 石 岩 。”岳 家 寨 坐 落 在 山 体 断 层 形 成 的

平台山嘴上，西、北依山脊，东、南临绝壁，不愧

“ 空 中 村 ”之 称 。 村 子 不 大 ，没 有 主 街 ，没 有 中

心，民居就地取材，一色的石头筑就，村里石墙

石 顶 ，村 头 石 磙 石 碾 ，村 边 石 桌 石 凳 ，浑 然 天

成 。 一 处 处 小 院 随 地 而 建 ，依 山 而 筑 ，高 低 错

落 ，精 雅 有 致 ，内 外 种 着 果 树 ，树 下 的 圈 舍 里 ，

几 只 鸡 正 在 争 食 ，几 只 小 狗 悠 闲 溜 达 ，一 派 怡

然 自 得 的 景 象 。 村 前 屋 后 是 村 民 世 世 代 代 赖

以生存的梯田，顺山沟展开，大如球场，小如片

席 ，从 山 脊 整 齐 筑 到 山 根 ，高 达 数 米 ，蔚 为 壮

观 。 从 远 处 看 ，岳 家 寨 简 直 就 是 一 幅 立 体 画 ，

用石头垒砌的画，又像一座盆景，一座硕大的、

天造地设的精美山石植物盆景。

微 雨 黄 昏 ，小 村 浸 在 清 爽 怡 人 的 秋 雨 中 ，

缕 缕 炊 烟 随 风 飘 散 ，渐 轻 渐 渺 。 漫 步 石 板 路

上 ，时 光 恰 似 静 止 一 般 ，短 窄 古 旧 的 石 巷 不 见

一 个 行 人 ，所 有 的 老 墙 、石 块 、草 木 ，虽 经 岁 月

风霜，依然完好如初，静静地守护着这座村庄，

仿佛诉说着它的往昔年华。

岳家寨山美水美，路更奇特。过去进出岳

家 寨 ，只 有 一 条 几 百 米 长 、近 乎 直 上 直 下 的 攀

岩路。几百年来，山民孜孜不倦地将一块块石

头 沿 着 绝 壁 运 来 ，铺 设 成 这 条 石 阶 路 ，如 今 攀

爬 ，不 由 得 惊 出 一 身 冷 汗 。 由 于 道 路 艰 险 ，这

里 一 度 几 乎 与 世 隔 绝 ，现 在 ，新 修 的 公 路 绕 过

了这段艰险山路，我们才得以抵达岳家寨。

惊叹于山路崎岖的同时，我不由得产生了

很多疑问，为什么村子选址在这绝壁上？岳家

寨的先人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凝神驻足之际，

一 位 正 在 做 根 雕 的 中 年 人 和 我 们 攀 谈 起 来 。

他 姓 岳 ，我 们 便 管 他 叫 岳 大 哥 。 他 说 ，岳 家 寨

现有三四十户，人口近百，除了两户人家，全部

姓岳。

岳 大 哥 说 ，关 于 村 子 的 历 史 ，没 有 确 切 的

文 字 记 载 ，村 民 口 耳 相 传 ，都 说 与 抗 金 英 雄 岳

飞有关。按照家谱，他是岳飞之子岳霖的第三

十五代后人。当年岳飞被奸臣所害，其后人被

迫 从 河 南 汤 阴 逃 难 于 此 ，看 到 这 里 山 大 沟 深 、

人迹罕至，遂在此定居，并依据地势取名为“下

石壕”，为传承英雄精神，对内叫“岳家寨”。为

了 纪 念 岳 飞 ，村 里 修 建 了 一 座 岳 飞 庙 ，供 奉 有

岳 飞 像 ，每 年 农 历 二 月 十 五 ，还 会 举 办 传 统 庙

会 。“ 我 们 建 这 个 庙 是 为 了 敬 重 老 祖 宗 精 忠 报

国的精神，想要以此来纪念并传承他的这种精

神。”岳大哥说。

岳飞精忠报国，岳家寨的后人们也传承了

他的忠勇爱国精神。随着岳大哥的指点，我看

到 村 中 央 完 好 保 存 着 一 处“ 八 路 军 银 库 旧

址”。旧址分上下两层，抗战时期，八路军曾在

这 里 住 过 两 三 年 。 当 时 ，楼 上 放 银 子 ，下 面 住

人 。 门 口 一 块 光 滑 的 石 头 引 人 注 目 ，上 书“ 槌

鳖 石 ”三 字 ，据 说 是 当 年 百 姓 给 八 路 军 做 军 鞋

时 用 来 平 鞋 底 的 。 银 库 旁 边 耸 立 着 一 棵 参 天

大 树 ，树 干 直 径 约 1.5 米 ，高 达 10 多 米 ，树 冠 犹

如 一 把 撑 天 大 伞 ，树 旁 的 一 块 木 牌 上 写 着“ 千

年 榔 树 ”。 岳 大 哥 说 ，榔 树 俗 名 田 柳 ，皮 可 入

药，有消肿止痛、止血的功效。早年闹灾害时，

村民用树叶充饥度过灾荒，这榔树救了村民的

命，被尊为“榔神”。

如今，岳家寨的年轻人大多搬迁至山外或

外 出 打 工 ，只 有 一 些 老 人 留 守 。 黝 黑 的 脸 庞 、

瘦削的身体、粗糙的大手、佝偻的脊梁、热情的

话语、坦率的性格、憨厚的笑容……这，就是岳

家寨的老人们。由于这里离镇上很远，有些老

人甚至一辈子都没出过村，也正是因为路途不

便 ，他 们 的 生 活 习 惯 非 常 古 朴 ，一 些 老 人 家 甚

至还摆放着晚清、民国时期的生活用品。

村 里 的 商 店 也 延 续 着 老 名 称 —— 供 销

社。随着时代的发展，供销社代售点早已消失

在大多数人的视野中，但岳家寨的供销社还保

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原貌，且一直在运营。进

入 店 内 ，首 先 见 到 的 是 青 砖 垒 砌 、木 头 台 面 的

柜台和摆满货品的木制货柜，货柜内侧还保留

着 多 年 前 糊 裱 的 发 黄 旧 报 纸 ，再 看 所 售 商 品 ，

上至锄头农具、锅盖笤帚，下到蜡烛火柴、针头

线脑，品种齐全。柜台上的物品更是充满时代

感：带着大红喜字的搪瓷脸盆、铁皮暖壶、木制

老 式 座 钟 、搪 瓷 缸 子 、电 镀 老 式 手 电 筒 、煤 油

灯 、茶 叶 筒 、花 布 、解 放 胶 鞋 、棉 花 、松 紧 带 、鞋

钉……都是当年人们最实用的生活必需品。

眼 前 的 小 店 是 上 世 纪 70 年 代 建 设 并 投 入

使用的“双代店”，即公社供销社分设在自然村

代 购 、代 销 的 服 务 点 。 在 计 划 经 济 时 期 ，双 代

店作为统购统销的重要渠道，几乎是这个深山

小村唯一有效的物资交换点，乡民把收获的土

产和山货换成钱，再从这里购得所需的生活用

品 。 当 时 ，这 里 不 仅 销 售 布 匹 、食 盐 、煤 油 、气

门芯，还有雷管、炸药、药品，不仅收购谷子、核

桃、杏仁，还有废旧工业品，分拣、定级、运送等

所有业务都只能靠肩挑、背扛、畜驮。

“ 以 前 路 窄 得 连 毛 驴 都 过 不 去 ，得 人 扛 着

货 ，现 在 汽 车 进 山 来 送 货 。”时 过 境 迁 ，随 着 村

村通工程“太行天路”开通，岳家寨人与外界的

联 系 彻 底 打 通 ，游 客 来 了 ，小 店 又 红 火 起 来 。

离 开 时 ，我 特 意 买 了 一 包“ 大 红 袍 ”花 椒 ，留 作

念 想 ，以 后 闻 到 这 浓 厚 的 花 椒 味 ，一 定 会 想 到

太行山，想到岳家寨，想到这个小店。

空中山寨
文<影子

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石城镇岳家寨村

秦 岭 深 处 藏 着 许 多 美 丽 乡 村 ，法 官 庙 村

便是其中之一。

法 官 庙 村 位 于 陕 西 省 山 阳 县 东 南 部 ，距

县 城 66 公 里 ，东 接 延 坪 ，西 邻 莲 花 ，南 界 漫 川

古 镇 ，北 邻 高 坝 。 这 里 地 处 秦 尾 楚 头 ，人 口 杂

居 ，黄 河 文 化 和 长 江 文 化 在 此 交 汇 ，留 下 了 山

阳 八 仙 鼓 、情 歌 、孝 歌 、社 火 、面 花 、剪 纸 等 丰

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法 官 庙 村 得 名 于 村 内 的 道 教 古 庙 法 官

庙 ，该 庙 是 为 纪 念 清 代 名 医 张 法 官 而 建 。 据

传 ，张 法 官 原 名 张 顺 天 ，清 乾 隆 年 间 生 人 ，自

幼 天 赋 异 禀 ，刻 苦 学 医 ，经 真 人 点 化 ，医 术 精

湛 ，救 死 扶 伤 ，被 御 赐“ 法 官 ”之 名 ，后 落 叶 归

根，回到山阳故乡。清同治四年（1865 年），同

治皇帝责成山阳县令派员督建法官庙，经过 7

年修建，终于竣工。

旧 时 ，法 官 庙 村 有 德 行 深 厚 的 张 顺 天 ，今

日 ，法 官 庙 村 成 了 远 近 闻 名 的 美 丽 乡 村 。 站

在 高 处 远 远 望 去 ，依 山 而 建 的 梯 田、整 齐 划 一

的 村 居、蜿 蜒 曲 折 的 河 流 映 入 眼 帘 ，令 人 心 旷

神怡，沉浸其中。

近 年 来 ，山 阳 县 突 出 法 官 庙 村“ 山 、水 、

林 、路 、田 、荷 、庙 ”七 大 特 色 ，积 极 发 展 种 植 、

养 殖 、乡 村 旅 游 三 大 主 导 产 业 ，新 建 大 樱 桃 、

油牡丹、九眼莲、茶叶等种植基地，形成了“春

看樱花、夏赏荷花、秋摘葡萄、四季蔬菜飘香”

的产业格局，全力打造“秦岭原乡”美丽乡村。

村 头 ，一 座 大 桥 连 接 着 田 园 和 依 山 公 路 ，

村 道 全 是 新 修 的 水 泥 路 ，两 旁 鲜 花 盛 开 。 法

官 庙 村 围 绕 旱 作 梯 田 优 美 的 田 园 风 光 ，将 生

态 旅 游 和 梯 田 耕 作 巧 妙 结 合 ，建 设 集 农 业 观

光、摄影采风、休闲养生、民宿体验、度假购物

于一体的美丽田园风景区。

去 乡 村 旅 游 ，免 不 了 要 吃 农 家 饭 、住 农 家

屋，或者体验农活，感受蓝天碧水、小桥人家的

乡野风情。法官庙村也有自己的拿手好物，如

茶叶、核桃、水产等，都是大自然的最佳馈赠。

在 美 丽 的 村 庄 ，呼 吸 着 新 鲜 空 气 ，嚼 着 原 汁 原

味的坚果，品着天然好茶叶，何乐而不为呢？

赶 上 好 时 节 ，游 客 还 可 以 跟 村 民 一 起 体

验 采 茶 的 乐 趣 。 漫 山 遍 野 都 是 绿 油 油 的 美

景 ，风 轻 轻 地 吹 着 ，鸟 叫 声 不 绝 于 耳 ，茶 香 沁

人 心 脾 。 一 方 水 土 养 一 方 人 ，勤 劳 善 良 的 法

官 庙 村 人 ，一 定 会 把 压 箱 底 的 采 茶 技 术 传 授

给你。

“小 乡 村 ，也 有 大 品 牌 。”“看 着 是 个 村 子 ，

没 想 到 艺 术 氛 围 很 浓 ，值 得 细 细 品 味 。”这 是

游 客 对 法 官 庙 村 最 好 的 评 价 。 近 年 来 ，村 子

借 助 得 天 独 厚 的 自 然 环 境 优 势 ，瞄 准 田 园 风

光定位，打出“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招牌，

吸 引 省 内 外 游 客 纷 至 沓 来 。 此 外 ，村 庄 还 以

独 特 美 景 为 资 源 ，建 成 秦 岭 原 乡 法 官 乡 村 艺

术 写 生 基 地 。 如 今 ，该 基 地 已 成 为 中 国 美 术

学 院 、西 安 美 术 学 院 、四 川 美 术 学 院 、南 京 艺

术学院等艺术院校的写生基地。

秦岭人家
文<杨问侠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法官镇法官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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