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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秋篁岭村
文<姜满珍

“古徽州·新农村”精品线路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黄山市翡翠新村—黄山市黟县宏村—黄山市黟县西递村—黄山

市歙县雄村—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晓起村—上饶市婺源县江湾景区—上饶市婺源县篁岭

在 秋 虫 啾 啾 的 光 阴 里 ，我 们 来 到 了 四 面

环 山 的 婺 源 篁 岭 古 村 。 古 村 依 照“ 天 街 九

巷 ，三桥六井 ”布局建设 ，一条“天街 ”似玉带

般 串 联 起 一 座 座 古 建 筑 ，古 色 古 香 的 徽 式 民

居 、一 铺 一 品 的 商 业 店 坊 ，家 家 门 前 溪 水 潺

潺 ，鱼 儿 畅 游 。 渐 渐 泛 黄 的 草 木 在 凉 风 中 摇

曳 着 ，似 乎 欢 迎 着 远 道 而 来 的 客 人 。 小 猫 小

狗 顽 皮 地 搭 讪 着 、嬉 戏 着 ，沧 桑 的 老 人 静 静

坐在街边。

篁 岭 村 地 无 三 尺 平 ，远 看 像 挂 在 山 崖 上

的 盆 景 。 初 入 古 村 的 鲜 花 小 镇 ，感 觉 进 入 了

一 个 偌 大 的 私 家 花 园 ，缤 纷 色 彩 冲 击 着 视

线 ，红色、粉色、黄色、白色、紫色或混搭色的

菊 花 ，花 瓣 形 状 有 直 的 、稍 弯 曲 的 、波 斯 卷

的 ，要 多 美 就 有 多 美 。 高 挑 的 月 季 花 ，还 有

少 许 含 苞 的 、怒 放 的 花 儿 在 展 现 着 它 们 的 风

采 ，或 被 塑 造 成 拱 形 的 门 生 长 着 。 可 以 想 象

在 春 天 、夏 天 ，它 们 该 是 多 么 绚 烂 。 大 红 、大

紫 、纯 白 的 紫 薇 花 依 然 如 盛 夏 般 妖 娆 着 ，可

以 一 直 开 到 初 冬 。 红 色 、粉 色 的 三 角 梅 盛 开

在 飞 檐 翘 角 的 雕 楼 旁 ，橘 子 树 、柚 子 树 、柿 子

树 上 开 始 演 绎“ 最 是 橙 黄 橘 绿 时 ”的 美 好 意

境 。 在 这 美 丽 的 庭 院 里 ，捧 上 一 本 书 、品 上

一杯茶、听上一支曲，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

一路上，遇到不少美院师生在溪水边、屋

舍 下 聚 精 会 神 地 写 生 ，用 画 笔 将 篁 岭 的 花 草

树 木 、鸡 犬 虫 鱼 、人 物 山 川 嵌 入 画 中 。 还 有

我 们 这 些 兴 趣 不 同 的 游 客 ，也 在 用 手 机 发 微

信 、刷 抖 音 ，将 这 里 的 美 食 美 景 和 凉 爽 惬 意

分享给亲朋好友。

站 在 古 村 山 巅 ，整 个 篁 岭 簇 居 村 落 就 像

天 使 撒 落 人 间 的 花 瓣 ，五 彩 缤 纷 地 镶 嵌 在 大

山 的 身 躯 上 。 村 民 世 代 传 承 ，在 自 家 屋 顶 搭

晒 台 ，用 竹 匾 晾 晒 农 作 物 ，“ 春 晒 水 笋 、夏 晒

干菜、秋晒果蔬、冬晒乡俗 ”，绘就独特的“晒

秋 ”农 俗 景 观 。 一 户 农 家 的 门 联 上 ，写 着“ 新

年 新 春 房 上 晒 ，年 头 年 尾 好 收 秋 ”，这 个

“秋 ”，便是那红色的辣椒、白色的萝卜、淡黄

色 的 笋 子 、橙 红 色 的 玉 米 、紫 色 的 茄 子 ……

它 们 形 态 各 异 地 摆 在 竹 匾 内 、挂 在 竹 竿 上 ，

接 受 着 阳 光 的 洗 礼 和 风 儿 的 吹 拂 ，逐 渐 蒸 发

着 水 分 ，待 恰 到 好 处 时 ，再 被 主 人 收 纳 进 坛

坛 罐 罐 或 布 袋 中 。 这 独 特 的“ 晒 秋 ”奇 观 ，被

文化人称为“屋顶艺术”“最美中国符号”。

饱 览 人 文 景 观 之 余 ，我 还 是 最 喜 欢 大 自

然 的 风 物 。 青 山 环 抱 的 篁 岭 ，有 数 百 株 被 誉

为“ 植 物 大 熊 猫 ”的 珍 稀 红 豆 杉 。“ 健 康 需 要

‘森 ’呼吸 ，豆杉氧吧显神奇 。”看着这有趣的

推 广 语 ，我 不 由 得 对 红 豆 杉 更 添 敬 意 。 它 们

与 香 枫 、香 樟 、银 杏 、石 楠 等 植 物 一 起 ，日 日

夜 夜 守 护 着 村 落 的 宗 祠 、牌 坊 、拱 桥 、五 显

庙 ，凸 显 着 篁 岭 的 古 老 文 化 和 独 特 魅 力 。 还

有 那 闻 名 遐 迩 的 高 山 云 雾 茶 ，尽 管 不 是 采 茶

时 节 ，我 们 也 忍 不 住 与 其 亲 近 一 番 ，闻 一 闻

那草木清香，想着来年开春，定来采茶。

一 直 以 来 ，婺 源 村 落 就 有“ 杀 猪 封 山 ”的

乡 谚 。 篁 岭 村 的 风 水 林 也 被 严 格 封 禁 ，除 了

孤 寡 老 人 可 捡 拾 少 许 枯 枝 ，其 他 无 论 老 少 ，

只 要 谁 砍 拾 禁 林 内 的 树 木 ，谁 家 养 的 猪 都 将

被 宰 杀 ，猪 肉 分 给 村 民 ，以 示 惩 戒 。 或 许 ，正

因 为 有 如 此 严 格 的 宗 法 祠 规 ，才 有 了 今 天 这

水 草 丰 美 、花 香 飘 逸 、树 木 葱 茏 、果 实 累 累 、

村泰民安的最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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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翠莫干山
文<唐红生

“两山理念·振兴之路”精品线路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安吉县目莲坞村—蔓塘里村—安吉县鲁家村—安吉县黄杜

村—湖州市莫干山国家旅游度假区— 杭 州 市 西 溪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 杭 州 市 淳 安 县千岛湖景

区—杭州市淳安下姜村—衢州市开化金星村

“吃好了没有 ，吃好快放手 ，碗筷妈来收 ，出

来一小会，我在门口等，等你这朋友……”

山 歌 在 空 旷 悠 远 的 深 山 峡 谷 回 荡 ，在 西 江

千 户 苗 寨 的 吊 脚 楼 下 ，听 着 歌 声 的 每 一 个 游 人

都在思忖：这山谷里，怎这般充满温情？

一 个 长 相 俊 朗 、身 材 高 挑 的 小 伙 ，跳 起 轻 快

的 舞 步 ，用 期 盼 的 眼 神 对 着 一 群 姑 娘 放 声 歌

唱 。 唱 罢 ，停 歇 ，吹 吹 口 哨 ，再 唱 。 小 伙 那 大 方

不粗鄙、果敢不放荡的优美舞姿，让我们这些远

方客人的心也跟着激荡起来。

仿 佛 盛 大 剧 情 的 开 场 ，人 们 屏 住 呼 吸 ，急 切

地期待。

静 默 过 后 ，众 人 随 着 小 伙 那 顾 盼 的 眼 神 望

去 ，只 见 对 面 山 寨 的 吊 脚 楼 下 ，一 群 头 佩 银 饰 、

颈挂银项圈的妙龄女子盛装出现，妖娆美丽，仿

若一个个天上飞仙，袅袅娜娜地起舞，一边舞一

边似答非答地推攘着，嬉笑着。

哪位女神，是心中所爱？

“ 远 来 游 方 的 客 人 ，口 哨 何 必 太 烦 人 ？ 我 的

村 子 好 养 身 ，你 的 村 子 好 养 心 ，你 把 步 子 踏 破

夜，扰我平静的心灵……”

听 ，姑 娘 中 ，已 有 一 位 接 着 唱 起 来 。 看 似 漫

不经心，实则怕是早已心有所属。

这 方 唱 罢 那 方 起 ，你 一 句 ，他 两 句 ，歌 声 把

山 间 的 一 墙 一 木 、一 花 一 草 都 唱 得 柔 情 蜜 意 。

这 是 西 江 千 户 苗 寨 表 演 的“ 游 方 ”场 景 ，是 当 地

世俗文化的展演项目。

在 西 江 ，在 这 个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苗 家 村 寨 里 ，

人 们 住 着 吊 脚 楼 ，过 着 农 耕 生 活 ，民 风 淳 朴 ，民

俗浓郁，不管是生产生活还是世俗俚语，都传承

着苗家儿女的文明。

苗 家 人“ 游 方 ”，就 是 约 会 。 通 常 在 农 闲 季

节 、传 统 节 日 、办 喜 事 和 赶 场 天 ，就 能 见 到 苗 家

青年男女们彼此邀约，在一起游方。

他 们 游 方 ，有 专 门 的“ 游 方 场 ”。 几 个 寨 子

的 中 心 地 点 、村 庄 附 近 平 缓 的 坝 里 ，就 是 游 方

场。在黔东南、黔南的苗族同胞中，青年男女传

袭着这种独特的社交形式，通过游方结识朋友、

选择伴侣。

在苗 族 同 胞 间 ，自 古 流 传 着“ 会 说 话 就 会 唱

歌 ，会 走 路 就 会 舞 蹈 ”的 说 法 。 苗 族 青 年 男 女

的 恋 爱 ，一 开 始 便 有 歌 声 和 舞 蹈 相 伴 。 来 到 游

方 场 ，素 不 相 识 的 男 女 青 年 毫 无 拘 束 地 公 开 或

秘 密 地 、集 体 或 个 别 地 进 行 摆 谈 、对 唱 。 他 们

对 歌 时 不 拘 一 格 ，见 啥 唱 啥 ，但 又 遵 循 着 自 律

的 规 则 ，有 着 严 格 的 礼 仪 与 讲 究 。 在 游 方 时 ，

青 年 男 女 们 去 掉 平 时 的 羞 涩 和 拘 束 ，真 情 流

露 ，欢 快 祥 和 。

吊脚楼“游方”
文<邹安超

“多彩贵州·幸福苗侗”精品线路
贵 州 省 遵 义 市 播 州 区 花 茂 村 — 遵 义 市 播 州 区 团 结 村 — 六 盘 水 市 盘

州 市 岩 博 村 — 黔 西 南 州 兴 仁 市 鲤 鱼 村 — 黔 东 南 州 从 江 县 岜 沙 苗 寨 — 黔

东 南 州 黎 平 县 肇 兴 侗 寨 —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 黔 东 南 州 凯

里市下司古镇—黔东南州丹寨县丹寨小镇

伴 随 季 节 走 过 的 足 音 ，秋 日 和 煦 的 阳 光 透

过 雄 奇 险 峻 的 乌 江 山 峡 ，照 射 在 龚 滩 俊 秀 的 脸

上 。 凉 爽 的 风 吹 过 蓝 蓝 的 乌 江 水 和 两 岸 的 杨

柳，悄悄地停留在鳞次栉比的土家吊脚楼上。

龚 滩 古 镇 位 于 重 庆 市 酉 阳 县 ，地 处 乌 江 与

阿 蓬 江 交 汇 处 ，因 水 而 兴 ，因 盐 而 盛 。 古 镇 源

自 蜀 汉 建 兴 元 年（223 年），屈 指 算 来 ，已 走 过

1798 年 悠 远 漫 长 的 时 光 。 如 今 ，古 镇 上 的 纤 夫

路 、西 秦 路 、背 夫 路 、油 坊 路 、老 盐 路 ，路 旁 的 川

主 庙 、三 抚 庙 、周 家 院 子 、冉 家 院 子 、夏 家 院 子 、

西 秦 会 馆 ，还 有 祥 发 永 、祥 记 、吉 亨 、大 业 、永

盛 、茂 隆 、顺 昌 等 盐 号 ，无 不 记 录 着 昔 日 的 沧 桑

和 辉 煌 。

“ 一 个 红 苕 一 把 伞 ，跑 到 龚 滩 当 老 板 。”千

百 年 前 ，象 征 财 富 的 盐 巴 从 涪 陵 溯 乌 江 而 上 到

达 龚 滩 。 在 那 个 没 有 机 械 动 力 全 靠 人 力 的 年

代 ，250 余 公 里 溯 江 而 上 的 水 路 上 ，船 工 和 纤 夫

们 与 险 滩 激 流 搏 击 ，一 路 江 水 咆 哮 ，惊 心 动

魄 。 正 是 他 们 的 勤 劳 和 汗 水 ，成 就 了 龚 滩 的 繁

荣 和 兴 盛 。

行 走 在 秋 天 的 龚 滩 ，满 街 的 三 角 梅 和 茉 莉

花 盛 开 ，街 边 的 酥 食 和 绿 豆 粉 散 发 着 扑 鼻 的 浓

香，大写意、大泼墨的古镇迎来了无数写生的学

子 。 雕 花 窗 、封 火 墙 、绣 花 楼 ，勾 勒 出 古 镇 俊 秀

挺 拔 的 线 条 ，描 绘 出“ 老 家 龚 滩 ”的 最 美 容 颜 。

古镇人家、轻烟垂柳，在黑白的写意与五彩的笔

韵之间，如吴冠中的《老街》旧作，一树、一舟、一

屋、一画，宁静致远，演绎出别样的风情。

秋 日 的 龚 滩 ，停 留 在 极 致 的 梦 幻 中 。 川 主

庙 、三 抚 庙 里 ，人 们 来 来 往 往 ，许 下 一 个 个 秘 密

的心愿。石板老街清幽如玉，泛着岁月的油光，

行走其上，一眼千年，恍若隔世。古镇清新的空

气 中 ，飘 荡 着 旅 行 者 喜 欢 的 那 种 醇 香 慵 懒 的 气

息 。 坐 在 临 江 老 酒 馆 的 雕 花 窗 边 ，满 目 青 山 绿

水如画，听当地人闲聊，只觉他们把平静的生活

过得像一首诗：“轻舟慢，乌江长，一夜漂渡过画

廊。石板街，老院墙，一梦回首情悠长……”

到 龚 滩 古 镇 ，一 定 不 要 错 过 西 秦 会 馆 的 大

型 非 遗 演 出《梯 玛 古 歌》。《梯 玛 古 歌》全 长 40 余

分钟，汇集了酉阳古歌、面具阳戏、薅草锣鼓、酉

阳耍锣鼓、上刀山、踩铁铧、木叶情歌、哭嫁等国

家 级 和 市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展 现 了 酉 阳

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酉 阳 自 古 巫 风 盛 行 ，古 籍 记 载 ，昔 日 这 里

“言语侏俚”“连腰踏蹄”“喜鬼尚巫”。酉阳古歌

属 巫 文 化 范 畴 ，是 土 家 族 巫 傩 师“ 梯 玛 ”在 祭 祀

祈愿活动中吟诵或唱诵的文辞，风格诡谲，其源

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巫歌。

面 具 阳 戏 是 酉 阳 人 民 千 百 年 来 在 民 俗 活

动 中 表 演 的 一 种 原 始 戏 剧 ，因 剧 中 戴 木 质 脸 壳

而 得 名 ，又 名“ 脸 壳 戏 ”或“ 跳 戏 ”。 面 具 阳 戏

剧 目 繁 多 、曲 牌 丰 富 、唱 腔 独 特 ，其 仪 式 性 、古

朴 性 、民 族 性 的 特 点 十 分 鲜 明 ，因 在 戏 剧 、宗

教 领 域 具 有 宝 贵 价 值 ，被 学 者 誉 为 中 国 戏 剧 的

“ 活 化 石 ”。

薅 草 锣 鼓 又 称 薅 草 号 子 ，俗 称“打 闹 歌 ”，是

一 种 独 特 的 民 族 民 歌 艺 术 形 式 。 表 演 遵 循 既 定

的 程 序 ，开 始 唱“ 起 号 ”，中 间 唱“ 花 号 ”，休 息 时

可 唱“ 打 情 骂 俏 ”的 山 歌 ，结 束 时 唱“ 刹 号 ”。 旋

律优美，节奏鲜明，是酉阳民歌中劳动号子的典

型代表。

上 刀 山 又 叫“ 爬 刀 梯 ”，是 将 刀 杆 竖 插 在 地

上 ，人 踩 在 刀 刃 上 往 上 爬 。 刀 杆 通 常 有 二 三 十

米 高 ，左 右 两 侧 各 插 上 少 则 12 把 、多 则 36 把 钢

刀。“上天刀”时，表演者头戴排子帽，身穿法衣，

光着脚，背上挂一把伞，手执牛角号，走近刀梯，

手 握 刀 刃 ，手 脚 并 用 开 始 爬 ，直 到 桩 顶 。 在 桩

顶 ，艺 人 还 会 表 演 凤 凰 展 翅 、双 展 单 展 、侧 身 摘

星、猴子望月、空走四门、蝎子编尾、倒立杆顶等

惊 险 刺 激 的 动 作 ，然 后 ，站 在 刀 锋 上 ，吹 起 牛 角

号。酉阳上刀山，被誉为“跳跃在刀尖上的民间

绝技”。

酉 阳 耍 锣 鼓 ，民 间 艺 人 称 为“打 家 伙 ”，是 流

传 于 武 陵 山 区 的 一 种 传 统 土 家 族 打 击 器 乐 ，由

盆鼓、马锣、锣、钹组成，是酉阳众多优秀民族民

间文化资源中的一朵奇葩，其乐律结构巧妙、密

而不杂、疏而不散，地域特色浓郁。

《梯 玛 古 歌》的 演 员 大 多 来 自 酉 阳 县 龚 滩

镇 、宜 居 乡 、天 馆 乡 等 乡 镇 ，其 中 很 多 是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人 。 聆 听 着 他 们 虔 诚 的 吟 诵 和 祈

祷，仿佛随着这传承千年的非遗神韵，步入龚滩

千百年的历史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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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高 气 爽 ，风 轻 云 淡 ，正 是 旅 游 的 好 时

节 。 几 位 朋 友 碰 头 后 ，选 定 了 莫 干 山 。 莫 干

山 位 于 浙 江 省 德 清 县 境 内 ，因 春 秋 时 吴 王 阖

闾派莫邪、干将在此铸就雌雄双剑而得名。

到 达 德 清 ，汽 车 在 蜿 蜒 山 道 上 穿 行 。 沿

途 满 目 碧 翠 ，溪 流 潺 潺 。 至 景 区 换 车 上 山 ，

只 见“ 夹 道 万 竿 成 绿 海 ，风 来 凤 尾 罗 拜 忙 ”。

峰 回 路 转 ，过 了 一 弯 又 一 弯 ，此 地 谓 之 十 八

盘路，四周流淌着绿，仿佛一切被绿色浸染。

不久到达山巅，凉风习习，清新宜人。阳

光 透 过 竹 林 ，留 下 深 深 浅 浅 的 斑 驳 ，摇 曳 成

一 个 婆 娑 的 境 界 。 竹 是 莫 干 山 胜 景 之 一 。

漫 山 遍 野 的 竹 ，层 层 叠 叠 ，挺 拔 修 长 ，青 翠 欲

滴 ，如 大 海 般 波 涛 滚 滚 。 我 多 想 乘 一 叶 轻

舟 ，在 绿 海 中 畅 游 ，那 定 然 舒 爽 至 极 。 这 里

毛竹居多 ，也有淡竹、木竹、苦竹、紫竹、凤尾

竹 等 ，今 年 的 新 竹 尤 显 鲜 嫩 。 时 不 时 见 到 碧

玉 间 的 黄 金 竹 ，嫩 黄 色 的 竹 竿 上 ，每 节 处 都

有 道 绿 色 的 浅 沟 ，碧 翠 如 玉 ，韵 彩 独 特 。 竹

摇清影，款款如君子，风骨卓然。

极 目 远 眺 ，山 峦 连 绵 起 伏 ，云 朵 变 幻 多

姿 ，或 堆 积 如 絮 ，或 游 离 如 丝 。 白 云 似 落 入

竹 海 ，绿 竹 欲 飞 上 蓝 天 ，相 互 映 衬 着 、灵 动

着，尤为赏心悦目。

向 竹 林 深 处 走 ，一 路“ 疏 疏 绿 径 处 ，绵 绵

雅 竹 魂 ”。 眼 前 一 幢 二 层 楼 掩 映 在 林 间 ，大

块 的 砖 石 墙 面 、深 绿 色 的 窗 户 ，与 周 边 环 境

协 调 ，拱 形 的 窗 子 让 人 想 起 陕 北 窑 洞 。 看 似

不 起 眼 的 小 楼 ，却 曾 是“ 毛 主 席 下 榻 处 ”。

1954 年 3 月 ，毛 泽 东 在 杭 州 主 持 制 定 第 一 部

宪 法 时 ，曾 上 莫 干 山 视 察 ，看 到 此 建 筑 ，或 许

想 起 延 安 那 段 峥 嵘 岁 月 ，欣 然 下 榻 休 息 。 二

楼 的 房 间 里 仍 保 留 着 当 年 的 模 样 ，一 张 普 通

的 床 、两 张 藤 编 沙 发 和 简 易 的 办 公 桌 椅 ，陈

设 简 朴 。 陈 列 室 中 的 图 片 和 文 字 ，展 现 了 毛

主 席 主 持 起 草 宪 法 的 情 景 。 一 面 墙 上 镌 刻

着毛主席手书《七绝·莫干山》：“翻身复入七

人 房 ，回 首 峰 峦 入 莽 苍 。 四 十 八 盘 才 走 过 ，

风 驰 又 已 到 钱 塘 。”莫 干 山 的 竹 海 林 涛 、漫 山

绿 荫 给 毛 主 席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 ，他 回 去 后 游

兴 未 尽 ，即 写 了 这 首 诗 。 全 诗 意 兴 盎 然 ，洋

溢着轻快心情。

穿 过 清 凉 亭 ，信 步 登 上 旭 光 台 。 这 里 能

看 到 山 的 全 景 ，一 幢 幢 别 墅 散 落 于 茂 密 竹 林

间 ，依 山 就 势 ，高 低 错 落 。 或 粉 墙 红 顶 ，或 黛

瓦 灰 碧 ；或 左 右 相 邻 ，或 遥 遥 相 对 ；造 型 或 中

或 西 ，屋 面 或 陡 或 缓 ，如 一 粒 粒 珍 珠 镶 嵌 在

绿 色 霓 裳 上 ，构 成 了 一 幅 美 丽 磅 礴 的 画 卷 。

莫干山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誉，自 19 世纪

末 开 始 ，西 方 人 在 山 中 建 造 别 墅 ，20 世 纪 30

年 代 ，民 国 富 商 政 要 来 此 筑 屋 避 暑 ，风 格 各

异的建筑俨然成了一道独特风景。

途经滴翠潭，只见山凹间盈盈一湖水，闪

着 晶 莹 的 光 ，如 人 间 瑶 池 ，把 山 衬 得 楚 楚 动

人 。 那 水 清 澈 澄 明 ，倒 映 着 岩 壁 上 镌 刻 的 翠

绿色“翠 ”字 ，足有三层楼高 ，笔走龙蛇 ，气势

非 凡 。 这“ 翠 ”字 高 度 概 括 ，如 画 龙 点 睛 之

笔 ，一 下 子 点 出 了 莫 干 山 的 特 质 。 一 旁 的 挹

翠 亭 古 朴 典 雅 ，棕 红 色 的 琉 璃 瓦 恰 到 好 处 地

点 缀 在 万 绿 丛 中 ，犹 如 一 支 巨 笔 ，蘸 着 满 潭

绿 水 ，在 山 峦 间 肆 意 挥 洒 涂 抹 。 这 满 眼 的

绿，莫非是它的杰作？

来到松月庐，其因周围古松参天，二楼的

大 阳 台 呈 半 月 形 而 得 名 。 倘 若 到 夜 晚 ，这 里

应 有“ 明 月 松 间 照 ，清 泉 石 上 流 ”的 诗 境 吧 。

室 内 陈 列 的 实 物 和 照 片 ，记 载 了 一 段 历 史 。

此 处 曾 是 蒋 介 石 的 官 邸 。 1948 年 7 月 ，为 挽

救 摇 摇 欲 坠 的 统 治 ，蒋 介 石 在 此 召 开 所 谓 的

“ 币 制 改 革 会 议 ”，决 定 发 行“ 金 圆 券 ”，但 终

逃 不 出 失 败 的 命 运 。 仅 过 几 个 月 ，蒋 家 王 朝

随 着 人 民 解 放 战 争 的 隆 隆 炮 声 而 土 崩 瓦

解 。 站 在 阳 台 上 举 目 而 望 ，峰 峦 锦 绣 ，满 目

青 翠 ，一 座 座 用 于 风 力 发 电 的 大 风 车 不 停 旋

转，山村一派祥和，早已换了人间。

从 芦 花 荡 公 园 出 来 ，我 静 静 地 坐 在 木 凳

上 。 此 时 ，太 阳 已 偏 西 ，秋 阳 倾 泻 在 林 间 。

满 壁 的 爬 山 虎 ，叶 子 开 始 泛 红 ，光 线 令 色 彩

愈 发 斑 斓 。 和 着 风 过 竹 林 的 沙 沙 声 响 ，优 雅

舒 缓 的 钢 琴 声 从 一 家 咖 啡 屋 飘 出 。 客 人 或

许 正 喝 着 咖 啡 ，说 着 悄 悄 话 ；或 许 在 幽 静 的

院 内 ，漫 步 鹅 卵 石 小 道 ，闻 一 缕 花 香 ；或 许 和

我一样，呆呆地坐着。

早 就 听 说 莫 干 山 的 民 宿 不 错 ，我 们 来 到

预 定 好 的 一 家 民 宿 ，四 层 楼 房 ，翠 竹 环 绕 ，淙

淙 溪 流 打 屋 旁 流 过 。 院 内 种 满 了 花 花 草 草 ，

肥 大 的 芭 蕉 叶 如 竹 般 绿 ，一 个 劲 地 伸 向 花 格

窗 。 撑 开 的 太 阳 伞 、铁 艺 桌 椅 、精 致 秋 千 ，一

看 就 是 放 空 自 己 的 地 方 。 与 老 板 闲 聊 中 得

知 ，莫 干 山 周 边 已 有 不 少 村 民 建 起 了 民 宿 或

农 家 乐 ，到 这 里 旅 游 度 假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山

里 人 家 已 走 上 富 裕 之 路 。 我 不 禁 赞 叹 ，果 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简 单 休 整 一 下 即 用 晚 餐 。 山 里 人 朴 实 ，

菜 就 地 取 材 ，做 法 也 不 花 里 胡 哨 。 土 鸡 汤 炖

得 香 味 浓 郁 ，喝 上 一 口 ，香 气 瞬 间 弥 漫 于 唇

齿 间 。 笋 干 烧 肉 ，笋 干 喷 香 ，五 花 肉 不 肥 不

腻，让人回味悠长。

晚 饭 后 ，我 坐 在 秋 千 上 轻 轻 摇 晃 。 月

亮 如 玉 盘 悬 挂 在 山 峦 上 ，星 星 眨 着 眼 ，山 体

被 勾 勒 得 朦 朦 胧 胧 。 秋 虫 呢 喃 ，偶 有 几 声

犬 吠 ，这 是 一 种 久 违 的 清 静 。 一 抹 抹 绿 沐

浴 在 皎 洁 的 月 色 中 ，我 心 愈 加 澄 澈 ，不 由 得

吟 诵 起 陈 毅 元 帅 的 词 ：“ 莫 干 好 ，夜 景 最 深

沉 。 凭 栏 默 想 透 山 海 ，静 寂 时 有 草 虫 鸣 。

心 境 平 更 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