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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暑已过，白露将至，

眼看，秋天就要完全接过夏

天的接力棒。

喝完“秋天的第一杯奶

茶”，咂咂嘴，抬头望天，好

一派秋高气爽，风轻云淡，

那阳光温温软软的，挠得人

心 里 直 发 痒 ：此 时 不 出 去

玩 ，更 待 何 时 ？ 于 是 拍 拍

手，欣然决定，周末找个村

子转转吧！

正好，前不久，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

示了拟入选的第三批全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名 单 ，本

期，我们就带你走进江西省

赣州市瑞金市叶坪镇华屋

村、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潜

口镇唐模村等 11 个拟入选

村庄，先睹为快。

如果你看得欢喜，那这

周末就选一个去“打卡”，让

它成为你“秋天的第一个村

庄”吧。

山 连 着 山 ，逶 迤 在 赣 闽 边 界 。 从 瑞 金 城

往东南约 15 公里，便到了叶坪镇华屋村。

夏 末 秋 初 ，一 阵 急 雨 刚 刚 停 歇 。 从 村 头

沿 着 游 步 道 ，可 以 一 直 走 到 华 屋 村 的 后 山 蛤

蟆 岭 。 雨 后 的 山 岭 ，绿 意 更 加 深 浓 ，密 密 实

实 的 林 木 拉 开 一 个 半 圆 弧 ，环 抱 着 整 座 村

庄 。 细 细 观 察 ，发 现 其 中 生 长 得 最 为 茂 盛 ，

并以绝对优势占据后山高地的，是松树。

华 屋 的 松 树 ，是 有 故 事 的 。 1934 年 10

月 ，红 军 长 征 出 发 前 ，17 位 华 姓 后 生 栽 下 了

17 棵 松 树 。 后 来 ，他 们 全 都 牺 牲 在 了 长 征

途 中 。

我 的 目 光 越 过 纷 乱 的 杂 草 和 矮 小 的 灌

木 ，投 注 于 树 底 下 立 着 的 一 块 方 形 石 碑 。 石

碑 上 ，简 要 地 记 载 着 一 个 人 的 生 平 ：“ 华 崇

煌 ，男 ，1908 年 出 生 ，红 一 军 团 战 士 ，1932 年

参 加 红 军 ，1934 年 随 部 队 长 征 ，长 征 途 中 牺

牲 。”短 短 几 十 个 字 ，如 此 坚 硬 而 生 冷 ，将 之

放 进 浩 阔 的 时 空 里 ，却 足 以 激 荡 出 意 味 深 长

的留白。

长 征 ，二 万 五 千 里 ，那 条 路 多 么 漫 长 ，于

他 而 言 又 多 么 短 暂 。 文 字 上 方 ，一 颗 鲜 红 的

五 角 星 静 静 地 凝 望 着 人 间 。 红 ，是 华 崇 煌 生

命 的 底 色 ，也 是 华 屋 的 底 色 、瑞 金 的 底 色 、中

国的底色。

我对着那棵象征着华崇煌的松树深深鞠

了 一 躬 ，转 身 ，又 与 更 多 这 样 的 松 树 迎 面 相

逢 。 每 一 棵 松 树 ，都 拥 有 自 己 的 名 字 ：华 崇

宜 、华 崇 森 、华 钦 恩 、华 钦 仑 、华 质 彬 、华 钦

柏 、华 钦 梁 、华 崇 沂 、华 桃 生 、华 德 和 、华 树

生 、华 钦 材 、华 德 思 、华 崇 松 、华 钦 遥 、华 崇

球 。 这 一 棵 棵 松 树 、一 块 块 石 碑 、一 个 个 名

字 ，如 此 集 中 地 呈 现 出 一 座 村 庄 和 一 段 历 史

不寻常的关系。

是 的 ，华 屋 ，是 著 名 的 红 军 烈 士 村 。 这

17 位 被 后 人 刻 下 名 字 的 华 姓 后 生 ，都 有 着 相

似 的 简 短 生 平 ，都 没 有 活 着 回 到 这 座 村 庄 。

只有他们亲手种下的 17 棵松树，还挺立在密

林 中 。 有 的 根 枝 相 连 ，像 携 手 的 兄 弟 ；有 的

独 自 站 立 ，像 落 单 的 孩 子 。 但 无 论 如 何 ，它

们 都 有 着 同 一 个 生 长 方 向 ，朝 着 天 空 ，朝 着

阳 光 ，永 不 止 歇 地 引 颈 张 望 ，就 像 他 们 当 红

军 去 革 命 时 那 一 份 热 情 似 火 的 决 心 ，就 像

1934 年 10 月那一场义无反顾的出征。

风 掀 动 阵 阵 松 涛 ，仿 佛 低 低 的 诉 说 。 我

围 绕 着 那 些 苍 劲 刚 直 的 松 树 和 碑 文 ，一 遍 一

遍地仰望着，阅读着。这 17 个曾经鲜活的生

命 ，开 始 是 平 民 的 儿 子 ，后 来 是 党 的 儿 子 、国

的 儿 子 。 他 们 连 一 张 照 片 都 没 有 留 下 ，他 们

的音容笑貌只能在后人的讲述和无尽想象中

复现。

为 了 纪 念 英 勇 的 烈 士 ，人 们 又 在 松 林 间

建 起 一 座 红 军 烈 士 纪 念 亭 。 他 们 把 这 17 棵

松 树 称 为 信 念 树 ，把 这 片 小 树 林 称 为 烈 士

林 。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来 到 这 里 ，聆 听 故 事 ，祭

奠 先 烈 。 在 讲 解 员 深 情 的 讲 述 中 ，总 有 人 会

发出难以遏制的啜泣声。

信念树的故事远未结束。在烈士林的东

北 面 ，又 开 辟 出 了 一 片 青 年 林 ，十 几 株 幼 树

正 沐 浴 着 阳 光 ，茁 壮 成 长 。 华 屋 的 后 人 ，凡

是 参 军 入 伍 的 ，都 会 来 种 上 一 棵 青 松 。 像 先

辈 那 样 种 一 棵 具 有 象 征 意 义 的 松 树 ，已 经 成

为华屋人的一份特殊传承。

可 以 想 见 ，这 些 生 机 蓬 勃 的 小 树 苗 ，有

朝 一 日 也 将 长 成 一 棵 棵 参 天 大 树 ，华 屋 的

山 上 ，会 越 来 越 茂 盛 ，越 来 越 葱 茏 。 它 们 不

仅 守 护 着 家 园 ，更 守 护 着 代 代 相 传 的 精 神

和 信 仰 。

与 之 相 对 应 的 ，是 华 屋 人 郁 郁 葱 葱 的 新

生活。

环村庄缓行，可见标志性的入口景观、宽

阔 的 广 场 、气 派 的 红 军 祠 ，村 里 还 设 有 篮 球

场 、农 家 书 屋 、农 民 戏 台 、医 疗 卫 生 室 、老 年

颐 养 之 家 、妇 女 之 家 、留 守 儿 童 之 家 。 我 还

记 得 ，2015 年 12 月 ，中 国 作 协 主 席 铁 凝 来 到

华 屋 ，代 表 中 国 作 协 捐 赠 了 3000 册 图 书 。 那

些 书 ，现 在 就 摆 在 农 家 书 屋 的 书 架 上 ，滋 养

着村民的文化生活。

66 栋 白 墙 黑 瓦 飞 檐 的 三 层 小 楼 ，错 落 有

致 地 排 列 在 村 庄 里 。 全 村 家 家 户 户 都 搬 进

了 新 居 ，自 来 水 、卫 生 厕 、光 纤 宽 带 一 应 俱

全 ，房 前 屋 后 栽 花 种 树 、干 净 井 然 。 我 想 起

晋 代 葛 洪 在《抱 朴 子·钧 世》中 所 言 ：“ 大 厦

之 壮 观 ，华 屋 之 弘 丽 也 。”昔 日 与 贫 穷 为 伍 的

华 姓 子 孙 ，如 今 真 正 实 现 了“ 华 屋 ”在 汉 语 中

的 释 义 。

新 居 一 侧 ，是 村 民 着 意 保 留 的 7 栋 低 矮

土 坯 房 ，那 是 烈 士 们 住 过 的 房 子 ，他 们 不 舍

得 拆 掉 ，将 其 修 缮 为 可 供 游 客 参 观 的 传 统 农

耕文化展示场所。人们在这里寻觅烈士的踪

迹 ，也 在 居 所 的 新 旧 比 照 中 印 证 着 自 己 拥 有

的幸福。

往远处张望，可见村前的田园上，建有大

片 蔬 菜 基 地 。 村 民 用 革 命 一 样 的 干 劲 ，在 这

片 红 色 的 热 土 上 ，种 油 茶 、种 毛 竹 、种 果 蔬 ，

成 立 专 业 合 作 社 ，建 立 电 商 基 地 。 连 接 319

国 道 的 入 村 桥 和 村 内 循 环 路 修 起 来 了 ，沿 山

脊 的 5000 米 环 山 游 步 道 也 修 通 了 。 收 获 的

竹 木 蔬 果 源 源 不 断 地 运 往 村 外 ，为 村 民 增 收

插上了飞翔之翅。

华 屋 人 还 在 缓 坡 地 上 养 蜜 蜂 ，他 们 生 产

的 蜂 蜜 ，以“17 棵 松 ”为 名 注 册 了 商 标 。 青

松 ，是 他 们 脱 贫 致 富 的 力 量 源 泉 。 他 们 知

道 ，这 甜 蜜 的 日 子 ，离 不 开 栽 松 人 和 更 多 革

命者当年的流血牺牲。

一边是种养，一边是旅游。2020 年，华屋

村民的人均纯收入已达 1.5 万元，在小康之路

上 阔 步 前 行 着 。 他 们 在 红 军 祠 的 主 墙 上 ，镌

刻 下“ 永 远 热 爱 党 、永 远 跟 党 走 ”10 个 大 字 ，

表达其对新时代最真挚的情意。

苍 穹 之 下 ，青 松 为 证 。 清 澈 的 河 流 绕 村

而 过 ，天 南 海 北 的 游 客 纷 至 沓 来 ，欢 声 笑 语

回 荡 在 村 庄 的 每 一 个 角 落 。 如 果 17 位 烈 士

有 灵 ，看 见 青 山 绿 树 掩 映 下 乡 亲 们 红 红 火 火

的新生活，也该欣慰吧。

盛夏已退，秋风习习。当你身处“三潭

印 月 ”“湖 心 亭 ”“白 堤 ”“玉 带 桥 ”等 一 处 处

胜 景 ，你 一 定 会 说 这 不 就 是 美 丽 的 杭 州 西

湖 吗 ？ 然 而 当 我 告 诉 你 这 里 不 是 西 湖 ，而

是地处方圆数十里丘陵地带的徽州唐模村

时，你一定满脸惊讶。是的，这里就是被誉

为“小西湖”的唐模村。

相 传 ，清 初 唐 模 有 一 位 叫 许 以 诚 的 富

商 在 苏 浙 皖 赣 一 带 经 营 36 爿 当 铺 ，时 称

“36 典 ”。 母 因 子 贵 ，在 山 村 里 过 了 一 辈 子

的 许 母 十 分 向 往“ 人 间 天 堂 ”杭 州 西 湖 ，就

向儿子提出想游览西湖，但苦于山高路远，

车 马 劳 顿 ，年 老 体 衰 ，不 便 成 行 。 于 是 ，这

位 孝 子 不 惜 巨 资 在 村 边 挖 塘 垒 坝 ，模 拟 西

湖 景 致 ，修 筑 了“ 三 潭 印 月 ”“ 湖 心 亭 ”等 西

湖景观，人称“小西湖”。

“镜亭”是“小西湖”的中心，亭内四壁以

大理石砌成，镶嵌有苏轼、朱熹、董其昌、黄

庭坚、倪元璐、文徵明、米芾、蔡襄、查士标等

书法大家碑帖，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园内

还有一泓小溪缓缓绕流，取《诗经》“坎坎伐

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之意，名曰“檀干园”。

步 入 村 口 ，一 座 建 于 清 代 康 熙 年 间 的

“ 沙 堤 亭 ”立 在 眼 前 。 此 亭 上 下 共 三 层 ，中

空 ，上 有 回 廊 ，飞 檐 翘 角 。 从 不 同 角 度 看 ，

每 个 平 面 均 为 八 角 ，又 名“ 八 角 亭 ”。 微 风

吹 过 ，悬 挂 在 亭 角 的 铁 马 飞 铃 叮 当 作 响 。

站 在 东 面 进 村 的 路 上 ，可 以 看 见“ 沙 堤 ”二

字 ，出 村 时 在 亭 子 西 面 ，可 以 看 见“ 云 路 ”

二字，蕴涵深意。朋友介绍，古时候唐模有

许多人在外经商为官，衣锦还乡之时，村人

在 亭 前 路 上 铺 上 一 层 黄 沙 ，以 示 欢 迎 ，名

“ 沙 堤 ”。 离 开 村 庄 时 ，踏 着 脚 下 的 石 板 小

道 ，抬 头 望 亭 ，便 见“ 云 路 ”二 字 ，寄 托 平 步

青云、步步高升的美好愿望。

离“ 沙 堤 亭 ”不 远 处 ，是 一 座 四 柱 冲 天

的高大牌坊，横跨通往村中的小道，石坊上

“同胞翰林”四个大字格外醒目。徽州地区

流 传 有 这 样 一 种 说 法 ：“ 天 下 牌 坊 数 徽 州 ，

徽 州 牌 坊 一 座 半 。”“ 一 座 ”牌 坊 指 的 是 歙

县 的 许 国 牌 坊 ，另 外 的“ 半 座 ”就 是 这“ 同

胞翰林坊”。此牌坊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康

熙 皇 帝 为 表 彰 唐 模 许 氏 家 族 的 许 承 宣 、许

承家兄弟而恩准建造的。整座牌坊布满了

精美的石雕。石柱之间刻有梅花，取“梅花

香自苦寒来”之意，以示兄弟二人十年寒窗

苦读考中进士的艰辛。

“水口”是风水学中的一个要素。水口

分 两 种 ：一 为 水 流 入 之 处 ，一 为 水 流 出 之

处，前者要开敞，后者当封闭。徽州人之所

以 热 衷 于 在 村 口 建 造 水 口 ，主 要 是 受 风 水

理论的影响，他们认为水是财富的象征，为

了 防 止 其 外 流 ，就 应 该 修 建 水 口 ，将 水 留

住，用之不竭。水口多选于山脉转折、流水

环 绕 的 地 方 ，此 外 在 水 口 还 会 辅 助 建 造 些

富 于 人 文 气 息 的 建 筑 ，以 庙 、亭 、堤 、桥 为

主，据说可以加深水口的锁匙气势。

唐模水口以桥、堰为关锁，以亭、庙、坊

为 镇 物 ，以 古 树 、花 草 为 背 景 ，这 是 古 徽 州

人在风水理论指导下经过千百年精心营造

而 成 ，反 映 了 徽 商 兴 旺 时 期 的 环 境 意 识 及

其 物 质 精 神 追 求 。 整 个 水 口 建 筑 构 思 独

特 ，自 然 景 观 优 美 ，并 与 徽 派 园 林 、江 南 水

街 共 同 构 成 了 人 性 化 的 人 居 条 件 ，体 现 了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理念。

“ 水 街 ”是 唐 模 水 口 文 化 的 一 大 特 色 。

清 澈 的 溪 流 穿 村 而 过 ，小 溪 两 岸 并 立 着 粉

墙 黛 瓦 的 徽 派 建 筑 ，有 民 居 、祠 堂 、店 铺

等，形成了夹溪对望的水街。褪色的春联、

生 锈 的 门 环 、木 板 的 店 门 、或 高 或 低 的 屋

檐、青黛的小瓦，显得幽静而又深沉。溪流

上 的 高 阳 桥 颇 有 名 气 ，这 是 古 徽 州 独 具 特

色 的 廊 桥 ，建 于 明 代 ，石 质 双 孔 ，桥 面 上 建

有五开间殿堂。

初 次 走 进 唐 模 古 村 ，竟 然 有 种 似 曾 相

识 的 感 觉 ，但 一 时 又 搜 索 不 出 这 种 感 觉 的

清 晰 由 来 ，直 到 看 见 晚 清 诗 人 许 承 尧 所 撰

的楹联：

喜 桃 露 春 浓 ，荷 云 夏 净 ，桂 风 秋 馥 ，梅

雪 冬 妍 ，地 僻 历 俱 忘 ，四 序 且 凭 花 事 告 ；看

紫 霞 西 耸 ，飞 布 东 横 ，天 马 南 驰 ，灵 金 北

倚，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

细 细 回 味 、慢 慢 琢 磨 ，终 于 豁 然 开 朗 ，

原 来 那 种 对 唐 模 似 曾 相 识 的 感 觉 ，源 自 儒

商合一、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源自脑海中

时 常 回 放 的 一 个 个 古 村 落 ，那 是 我 珍 藏 心

底、深切向往的精神家园。

古村徽韵
文<王唯唯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唐模村

每 年 福 鼎 举 办 白 茶 开 茶 节 时 ，家 住 磻

溪 镇 赤 溪 村 的 陈 姐 都 会 邀 我 过 去 ，但 我 因

故 一 直 错 过 。 去 年 秋 天 ，终 于 找 了 几 天 空

闲 ，去 了 福 鼎 。 陈 姐 带 我 从 福 鼎 城 区 出

来 ，往 太 峔 山 方 向 出 发 ，一 路 盘 旋 而 上 ，路

旁 全 是 茶 田 和 树 木 。 磻 溪 镇 是 福 鼎 白 茶

公 认 的 优 质 生 长 地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80% 以

上 ，常 年 云 雾 缭 绕 ，被 称 为“ 太 姥 山 下 的 一

颗 绿 色 明 珠 ”。

大 约 20 多 分 钟 车 程 后 ，穿 过 九 鲤 大

桥 ，便 从 磻 溪 镇 到 了 赤 溪 村 。 这 里 的 山 峦

苍翠青郁，涧水绿如碧玉，民居高高挑起马

头墙，山脚下的稻田，一方一方的。美丽的

九 鲤 溪 从 稻 田 旁 依 村 流 过 ，为 群 山 怀 抱 中

的赤溪村增添了一份灵动。九鲤溪是旅游

胜地，可能是游客少的缘故，碧绿开阔的溪

面 上 ，几 条 竹 筏 停 在 水 边 ，颇 有 些“ 野 渡 无

人舟自横”的意味。

竹 筏 在 赤 溪 村 ，沿 用 已 有 千 年 。 最 早

时，竹筏是村民的主要交通工具，许多货物

经九鲤溪运到霞浦牙城等地。村里公路开

通 后 ，竹 筏 逐 步 演 变 成 了 旅 游 工 具 。 赤 溪

村 山 清 水 秀 ，村 民 饮 用 的 即 是 山 上 的 清 泉

水，清清水流从九鲤溪、天洲溪等溪流引进

沟 渠 ，流 过 宽 广 的 稻 田 ，流 过 家 家 户 户 门

前 ，许 多 村 民 洗 衣 洗 菜 就 在 家 门 前 的 水 沟

中，十分方便。

走 在 赤 溪 村 开 阔 整 齐 的 街 道 上 ，感 觉

更像是走在一个集镇上。如果不是村口竖

着 一 块“ 全 国 扶 贫 第 一 村 ”的 石 碑 ，很 难 想

象 ，20 世 纪 80 年 代 ，只 能 依 靠 单 纯 农 业 收

入 的 赤 溪 村 的 贫 穷 。 听 陈 姐 说 ，如 今 的 赤

溪村还是以农业为主，但在茶叶、毛竹两大

产业的基础上，依托九鲤溪、天洲溪的优良

水质，发展淡水养殖，村民人均年收入已达

3000 元。

陈 姐 在 赤 溪 村 的 半 山 腰 有 一 个 大 茶

园，我们去的时候，正赶上工人采秋茶。许

多茶树都是生长了几十年的，漫山遍野，层

层 叠 叠 ，绿 意 盎 然 。 陈 姐 的 爱 人 也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赤 溪 人 ，他 在 茶 园 负 责 采 茶 、制 茶 ，

手 指 甲 缝 里 都 是 绿 的 ，大 概 是 被 白 茶 鲜 叶

给染的。

陈姐递个小茶篓给我道：“你跟着我采

茶 吧 。”此 时 的 茶 山 鸟 声 弥 漫 ，一 枚 枚 嫩 芽

在 我 手 中 起 起 落 落 ，我 在 茶 垄 里 走 了 两 个

来 回 ，不 一 会 儿 就 采 了 小 半 篓 。 但 陈 姐 说

我采的茶叶太短，毕竟不是采嫩芽银针，这

个 时 候 采 寿 眉 ，要 三 四 片 芽 叶 一 起 采 。 寿

眉能从 5 月一直采到白露时节。

下 山 途 中 ，陈 姐 指 着 对 面 的 茶 园 告 诉

我 ，哪 些 白 茶 树 种 是 有 机 的 ，哪 些 是 荒 野

的 。 为 避 免 茶 园 水 土 流 失 ，许 多 茶 园 里 都

会种一些果树，虽然降低了茶叶产出量，但

能保证茶叶的品质。

可 能 是 树 种 的 原 因 ，福 鼎 白 茶 不 像 云

南的普洱，哪怕是成百上千年的岁数，还是

那 样 矮 瘦 。 山 路 边 上 ，不 时 有 巨 大 的 绿 色

茶籽油果悬挂下来，像没有成熟的石榴，一

串一串的。我以为是茶果，陈姐笑道，茶果

哪有这么大，茶树很低调的，开花结果都挺

含蓄。她接着说，磻溪有山有水，所以出好

茶 。 山 地 气 候 温 和 、雨 量 充 沛 、湿 度 大 ，昼

夜 温 差 也 大 ，非 常 有 利 于 白 茶 生 长 和 养 分

积 累 。 这 里 的 白 茶 每 3 个 月 一 个 变 化 ，一

天 一 天 香 气 不 同 ，福 鼎 白 茶 的 知 名 度 也 在

年年攀升。

接 下 来 ，陈 姐 带 我 参 观 制 茶 车 间 。 许

多 白 茶 鲜 叶 正 在 秋 风 中 萎 凋 ，这 些 吸 天 地

之灵气、汲日月之精华的草木，对于不懂它

的 人 来 说 ，不 过 是 一 些 寂 寂 于 山 野 的 嫩

叶 。 只 有 等 你 懂 它 时 ，它 才 是 铅 华 落 尽 的

好 茶 。 好 茶 往 往 生 长 于 群 山 峻 岭 、悬 崖 峭

壁之间，寻茶是缘，喝茶便是惜缘。人在草

木 间 ，生 活 中 有 茶 ，就 有 了 慢 下 来 的 理 由 ，

寻茶之旅又何尝不是人生之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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