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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版乡村周末

本版插画<呱咕

陇上江南
文<雒小芳

诗意村落 赏秋胜地养生之旅

线路简介：阳 坝 景 区 群 山 皆 绿 ，林 木 茂 盛 ，环 境 优 美 ，素 有“ 甘 肃 西

双版纳”之美誉。花桥村是集乡村养生养老、田园观光、休闲度假、民俗

体 验 、乡 村 旅 游 培 训 及 农 特 产 品 加 工 、展 示 、销 售 于 一 体 的 乡 村 旅 游 景

区。何家庄村既有曲径通幽的竹林、环村流淌的河流，也有宽阔平坦的

绿 地 ，是 集 康 养 农 居 于 一 身 的 田 园 综 合 体 。 五 福 临 门 客 栈 是 康 县 百 公

里 风 情 线 康 阳 路 上 的 重 要 驿 站 ，是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中 传 承 保 护 与 开 发 农

耕文化的成功典型。

行程路线：陇 南→康县阳坝景区→康 县 长 坝 镇 花 桥 村→康 县 王 坝

镇何家庄村—五福临门民宿（康县岸门口镇朱家沟村）

小靖村坐落在四川宜宾高县迎祥

山脉的寨子坡下，距县城 3.5 公里。如

果 从 宜 宾 城 区 驾 车 经 宜 彝 高 速 前 往 ，

只 需 三 四 十 分 钟 车 程 。 村 口 ，一 块 嵌

有“ 蔬 果 飘 香·童 乐 小 靖 ”字 样 的 标 牌

屹 立 着 ，硕 大 的 桃 子 、李 子 、南 瓜 、西

红 柿 等 果 蔬 立 体 造 型 点 缀 ，色 彩 斑

斓，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晨 雾 尚 未 散 去 ，朦 胧 中 ，漂 亮 的

小 楼 时 隐 时 现 。 五 彩 公 路 从 村 口 向

里 蜿 蜒 ，彩 带 般 飘 向 各 家 院 落 。 房 前

屋 后 果 树 环 绕 ，白 色 的 墙 壁 上 ，田 园

牧 歌 主 题 的 彩 绘 构 思 巧 妙 ，颜 色 鲜

艳 ，还 充 满 童 真 童 趣 。 小 楼 与 山 村 和

谐相融，宛如一幅绝妙的水墨丹青。

秋 日 时 节 ，天 高 云 淡 ，鸟 语 空

灵 。 明 媚 的 阳 光 下 ，漫 山 的 李 树 、桃

树 等 果 树 早 已 完 成 今 年 的 使 命 ，纷 纷

褪 去 绿 装 ，为 明 年 的 收 成 蓄 势 。 广 场

及 公 路 两 旁 ，银 杏 成 行 ，菊 花 盛 开 。

芳 香 扑 鼻 的 桂 花 树 上 ，淡 黄 的 花 儿 点

缀 在 绿 叶 枝 头 ，艳 丽 娇 嫩 ，蜜 蜂 嗡 嗡

着 ，引 来 一 拨 又 一 拨 游 客 驻 足 观 赏 。

他 们 一 个 个 忍 不 住 凑 上 前 去 ，试 图 享

受 更 浓 的 香 味 。 打 卡 嬉 戏 后 ，他 们 又

沐 浴 着 和 煦 的 秋 风 ，丢 下 一 路 笑 语 欢

歌 ，向 一 座 座 圆 圆 的 小 山 走 去 。 小 山

顶 上 ，彩 色 的 风 车 在 秋 风 中 旋 转 。 站

定 四 望 ，视 野 开 阔 ：近 处 ，纵 横 交 错 的

田 野 上 ，稻 谷 已 收 割 完 毕 ，田 里 水 汪

汪 的 ，镜 子 一 般 ；远 方 ，迎 祥 山 脉 林 木

蓊 郁 ，县 城 高 楼 若 隐 若 现 。 旖 旎 的 风

光让人神清气爽。

村 民 告 诉 我 们 ，小 靖 村 原 来 是 一

个 偏 僻 破 旧 的 小 山 村 ，交 通 不 便 ，房

舍 破 烂 ，村 民 生 活 艰 难 ，年 轻 人 出 去

就 不 愿 意 再 回 来 。 脱 贫 攻 坚 让 村 子

慢 慢 有 了 变 化 。 尤 其 是 宜 庆 路 快 速

通 道 就 从 村 里 通 过 ，宜 彝 高 速 的 出 口

也 在 村 子 附 近 ，大 大 方 便 了 村 民 出

入 ，促 进 了 经 济 发 展 。 这 几 年 ，村 里

下 大 力 气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吸 引 了 众 多

游 客 前 来 参 观 。 农 家 乐 生 意 不 错 ，果

蔬 土 特 产 不 出 村 庄 就 能 销 出 许 多 ，村

民 收 入 年 年 增 加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吃 上

“ 旅 游 饭 ”，安 逸 。 如 今 ，村 里 流 转 土

地 8000 多亩 ，形成了以李子、枇杷、柑

橘 、梨 子 、葡 萄 等 特 色 水 果 为 支 柱 的

特色农业，常年有花、四季有果。

小靖村还拿出专门的土地供人认

领 ，用 作 农 耕 体 验 。 果 树 上 挂 着 认 领

者 的 名 牌 。 用 竹 篱 笆 隔 着 的 一 块 块

小 菜 园 里 ，年 轻 的 父 母 带 着 孩 子 来 此

体 验 ，栽 上 辣 椒 、茄 子 、黄 瓜 、小 白 菜

等 蔬 菜 ，成 为 小 靖 村 的“ 荣 誉 村 民 ”。

有 了 这 块 小 小 的 菜 园 ，小 孩 在 劳 动 中

懂 得 了 敬 畏 土 地 、珍 惜 粮 食 ，在 快 节

奏 生 活 中 困 倦 了 的 大 人 们 ，也 可 离 开

城 里 的 喧 嚣 ，享 受 一 番 静 谧 田 园 生 活

的乐趣，放松心灵。

村 史 馆 是 三 间 老 屋 ，土 墙 老 瓦 。

一 间 里 是 村 史 介 绍 ，另 两 间 里 是 老 物

件 陈 列 。 厚 实 斑 驳 的 土 墙 上 ，挂 着 犁

头 、耙 子 、镰 刀 、锄 头 等 农 具 ，以 及 车

谷 子 用 的 风 簸 ，此 外 还 有 蓑 衣 、斗 笠 、

缝纫机等。

老 屋 背 后 的 山 上 ，还 有 一 处 凿 在

山 石 上 的 石 碾 子 。 碾 盘 直 径 3 米 余 ，

碾 磙 半 人 高 ，石 齿 早 已 磨 光 ，周 围 满

是 牛 蹄 踩 出 的 坑 凼 ，看 样 子 有 些 年 头

了 。 石 碾 是 早 年 村 民 碾 米 的 工 具 ，据

说 是 清 代 一 个 叫 张 富 和 的 老 石 匠 打

制 的 。 张 氏 先 祖 在 清 光 绪 年 间 迁 来

这 里 ，生 活 艰 难 ，多 得 乡 邻 帮 助 。 张

富 和 见 村 民 碾 米 须 到 几 里 之 外 去 ，很

不 方 便 ，为 感 恩 德 ，刨 土 开 山 ，打 制 成

此 碾 。 这 老 物 件 渗 透 着 前 辈 的 汗 渍 ，

仿 佛 穿 越 时 光 ，让 人 回 到 那 段 遥 远 的

岁月，荡起淡淡的乡愁。

村 里 上 规 模 的 农 家 乐 有 三 家 ，分

别 名 为“ 丝 路 全 席 ”“ 七 彩 阳 光 ”和“ 小

靖 春 酒 ”。 我 们 在“ 丝 路 全 席 ”吃 午

饭 。 问 起 店 名 由 来 ，老 板 说 ，古 代 南

方 丝 绸 之 路 从 小 靖 村 经 过 ，故 取“ 丝

路 ”二 字 。 所 谓“ 全 席 ”，是 由 13 道 菜

组 成 的 套 餐 ，取 高 县 各 乡 镇 最 有 代 表

性 的 一 道 菜 组 成 ，如 沙 河 豆 腐 、羊 田

粉 条 炖 鸡 、庆 符 鱼 跳 龙 门 、文 江 七 宝

刨 锅 汤 、胜 天 猪 儿 肉 、罗 场 神 仙 鸡 、可

久 红 岩 腊 肉 、来 复 清 蒸 三 塔 菇 等 。 一

年四季，菜品随时令轮换着来。

说 起 丝 路 ，我 对 村 名“ 小 靖 ”产 生

了 兴 趣 。“ 靖 ”有 使 之 安 定 、平 定 之 意 ，

故 古 代 有“ 靖 边 ”一 说 。 那 么 ，这 个

“ 靖 ”字 与“ 小 靖 村 ”有 什 么 关 系 ？ 你

别 说 ，县 上 的 文 化 人 吴 国 义 对 此 还 真

有 一 番 研 究 。《庆 符 县 志》载 ：“ 靖 边

堡 ，县 东 五 里 ，明 宣 德 间 建 。”他 认 为 ，

庆 符 县 于 北 宋 政 和 年 间 立 县 ，当 时 的

治 所 便 在 小 靖 村 所 在 的 庆 符 镇 。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内 ，这 里 一 直 是 朝 廷 对 云

贵 民 族 地 区 进 行 有 效 治 理 的 连 接 地

带 ，历 史 上 多 次 遭 遇 战 火 兵 燹 ，曾 有

军 营 驻 扎 于 此 在 情 理 之 中 。 这 个“ 靖

边 堡 ”，就 在 迎 祥 山 脉 中 。 于 是 ，位 于

靖 边 堡 山 下 的 这 个 村 子 ，名 叫“ 小 靖

村 ”就 有 了 依 据 。 如 今 ，靖 边 古 堡 上

还 残 存 有 断 断 续 续 的 城 墙 数 百 米 ，

等 待 着 学 者 去 研 究 探 索 。 岁 月 悠

悠 ，当 年 的 驻 军 堡 垒 早 已 不 复 存 在 ，

而 山 下 的 小 靖 村 则 成 了 县 城 的“ 后

花 园 ”。

小靖秋色
文<何卡林

“最美乡土情 醉享烟火气”之旅

线路简介：一幅美丽的新农村画卷映入眼帘，绘制着带有乡土味道的墙面彩绘。在农耕农具展示馆，见证古老农耕文化的变迁，一起回味和感

受看得见的最美乡愁。快乐农田等着你体验农耕乐趣、丰收喜悦。

行程路线：胜天红岩山→高县小靖村→春风村→天河温泉→西部洞群→龙茶花海→僰王山

远山村寨
文<张强勇

游梯田王国 赏紫鹊奇观

线路简介：来梯田王国，赏紫鹊奇观。看传统农耕的智慧结晶，感受古老神奇的自流灌溉魅力。万亩梯田和百年古村，让你感慨曾经生活的艰

辛；特色美食和民俗表演，让你体验舌尖的快感和丰收的喜悦。

行程路线：正龙古村→紫鹊界梯田观景台→紫鹊界客栈民宿

时 令 深 秋 ，有 朋 友 从 省 城 寻 来 我

居 住 的 县 城 ，说 想 去 正 龙 古 村 走 走 ，

看 看 秋 天 里 的 紫 鹊 界 梯 田 ，顺 便 还 能

品 点 美 食 。 看 他 充 满 期 待 的 样 子 ，似

乎 一 刻 都 不 想 耽 搁 ，所 以 即 便 刚 从 那

儿 回 城 不 久 ，我 也 不 忍 拒 绝 ，陪 他 重

返紫鹊界。

湘 中 腹 地 新 化 ，一 条 条 古 商 道 纵

横 交 错 ，有 时 又 相 并 而 行 ，是 远 山 村

寨 人 流 、物 流 的 往 来 要 道 。 它 们 不 同

于 官 道 和 茶 马 道 ，官 道 由 官 府 修 建 、

维 护 、派 人 值 守 ，沿 途 设 有 邮 亭 、驿

站 ；茶 马 道 属 于 半 官 方 半 民 间 开 辟 的

通 道 ，是 官 府 和 民 间 运 送 茶 、马 、盐 、

纸 的 干 道 ；商 道 则 多 由 民 间 修 筑 ，历

经数代商人修缮，日臻完善。

商道是古梅山文明的重要标志和

历 史 见 证 ，串 起 远 山 村 寨 、商 铺 、庙

宇。散落在商道上的古村寨大多坐落

在 有 山 有 水 、有 井 有 渠 、有 田 有 土 的

地 方 ，既 有 人 间 烟 火 气 ，又 有 离 俗 的

沉 静 ，透 过 历 史 的 烟 尘 ，向 我 们 展 示

着 数 百 年 沉 淀 下 来 的 美 好 。 正 龙 古

村，便是这样一个远山村寨。

我 们 沿 着 崎 岖 不 平 的 古 商 道 ，穿

过 深 山 峡 谷 ，直 奔 正 龙 古 村 。 越 野 车

在 山 中 小 道 一 路 跳 跃 而 上 ，远 远 看 见

前 方 民 居 横 卧 ，三 面 环 山 ，一 面 临

水 。 临 水 能 满 足 村 寨 的 生 产 、生 活 用

水 需 要 ，而 且 古 建 大 多 是 木 质 构 筑 ，

万 一 发 生 火 灾 ，有 水 方 便 扑 灭 。 有 水

的村落，风光也更加秀丽。

车 拐 上 山 梁 ，抬 眼 一 望 ，一 条 狭

长 起 伏 的 古 街 映 入 眼 帘 。 沿 街 两 旁

是 高 低 错 落 的 木 板 房 ，街 面 的 青 石

板 坑 坑 洼 洼 。 村 寨 建 在 向 阳 的 山 坡

上 ，200 多 栋 单 门 独 户 的 民 居 保 存 了

明 清 时 期“ 干 栏 式 板 屋 ”风 格 ，俨 如

世 外 桃 源 。

我 们 缓 步 走 在 石 板 路 上 ，路 边 随

处 可 见 石 墩 、石 盘 、石 磨 、石 臼 。 有 的

散 落 在 民 居 前 ，被 当 地 人 用 作 门 墩 、

门 柱 ，显 然 是 以 前 各 类 古 建 的 遗 存 。

俯 身 打 量 石 上 的 雕 饰 ，只 见 刻 有 神

兽 、仙 姑 、荷 花 等 造 型 ，惟 妙 惟 肖 ，活

泼生动。

民 居 有 的 坐 落 在 山 坳 之 中 ，有

的 建 在 缓 坡 之 上 ，依 山 就 势 ，层 层 升

高 。 山 顶 聚 集 起 薄 薄 的 雾 霭 ，千 峰

云 起 ，山 雨 欲 来 ，更 显 远 山 妩 媚 。 用

青 石 砌 成 的 蜿 蜒 小 道 ，连 接 着 村 庄

里 的 屋 子 ，自 然 清 幽 。 房 屋 用 整 根

的 原 木 支 撑 ，柱 子 下 是 圆 圆 的 石 础 ，

石 础 的 雕 刻 镂 纹 深 印 ，有 立 体 感 ，周

围 还 有 两 圈 石 钉 。 屋 檐 、椽 子 、梁 、檩

子 上 面 可 以 看 到 久 远 的 蛛 网 、灰 尘 ，

似 乎 在 述 说 着 曾 经 的 岁 月 。 有 的 木

柱 被 红 砖 取 代 ，有 的 椽 子 破 损 ，有 的

小 青 瓦 脱 落 。 街 道 被 烟 火 熏 染 ，像 黑

白 电 影 的 底 片 ，放 映 着 一 段 段 褪 了 色

的 故 事 。

漫 步 古 道 ，探 访 古 村 ，幽 静 自 然 ，

一 派 古 韵 。 地 处 深 山 的 官 道 、驿 站 已

然荒废。百年来没有遭到人为破坏的

古 村 寨 道 路 整 齐 ，院 落 分 布 其 中 ，陈

设 雕 饰 保 持 着 古 朴 的 风 格 ，木 雕 题 字

随 处 可 见 。 可 惜 的 是 ，经 过 岁 月 磨

洗 ，保 存 完 整 的 雕 饰 并 不 多 。 墙 基 石

分 别 雕 刻 荷 花 、牡 丹 。 荷 花 圣 洁 ，牡

丹 富 贵 。 窗 棂 上 则 雕 刻“ 喜 鹊 登 梅 ”

图案。溪沟上相邻不远便有石头砌的

小 桥 ，就 地 取 材 ，造 型 各 异 ，或 平 或

拱 ，或 宽 或 窄 ，随 河 面 而 成 。 有 的 石

桥 就 是 一 块 整 体 的 石 条 铺 砌 ，也 没 有

桥 墩 。 有 的 有 好 几 个 拱 ，拱 券 弧 度 不

一。溪水清澈灵动，石桥如虹如砥。

在 村 寨 的 路 头 ，有 一 户 木 匠 人

家。三五个上了年纪的木匠正从墨斗

里 抽 线 ，斧 正 一 根 巨 大 的 原 木 ，用 以

修缮破损的老宅。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的 守 护 ，我 们 才 有 机 会 走 进 这 远 山 村

寨，找寻到历史的记忆。

出了正龙古村，车子一个急转弯，

便往紫鹊界梯田而去。群山环抱的紫

鹊 界 ，因 其 农 耕 文 化 的 神 奇 而 声 名 越

来 越 响 。 总 计 达 两 万 余 亩 的 梯 田 ，围

绕 大 小 十 几 个 山 头 ，自 海 拔 500 米 处

向 上 叠 升 ，最 高 约 1200 米 。 我 们 去

时 ，正 值 稻 子 成 熟 ，俨 然 黄 金 马 甲 铺

满 山 坡 。 层 层 梯 田 ，远 看 似 龙 鳞 披

挂 ，逶 迤 繁 复 ；近 看 则 满 目 错 落 ，如 巨

型 雕 艺 。 登 上 观 景 台 鸟 瞰 ，那 优 美 的

曲线如一条条黄色的玉带在山脊上飘

荡 ，有 时 更 像 一 羽 羽 金 黄 色 的 蝶 翅 在

翕 动 ，颤 然 欲 舞 。 朋 友 许 是 被 城 市 禁

锢 太 久 ，忍 不 住 对 着 空 山 发 出 阵 阵 嘶

吼 ，声 音 回 荡 在 紫 鹊 界 上 空 。 他 是 彻

底沉醉在这一片澄明和醇浓中了。

站 在 紫 鹊 界 的 高 峰 上 ，我 不 由 得

陷 入 深 思 。 千 百 年 前 ，苗 族 、瑶 族 等

先民在这里巧妙利用自然造化依山造

田 ，勤 劳 的 山 民 世 代 守 护 着 祖 先 留 下

的 遗 产 ，今 天 的 我 们 方 能 品 赏 到 如 此

动人的美景。

傍晚，我们入住一家民宿。如今，

梯 田 周 边 的 民 居 多 被 改 成 民 宿 ，就 连

当 年 村 里 废 弃 的 宿 舍 、食 堂 、小 学 堂

也成了民宿。犁铧等农具都被收集起

来 ，作 为 自 然 和 生 态 文 化 教 育 的 实

物 ，供 游 客 参 观 ，向 人 们 讲 述 紫 鹊 界

的故事。

“早知有陇南，何必下江南。”甘肃

陇南地处秦巴山区、黄土高原、青藏高

原 的 交 接 区 域 ，东 接 陕 西 ，南 通 四 川 ，

素 称“ 秦 陇 锁 钥 ，巴 蜀 咽 喉 ”。 陇 南 具

有和江南一样的清新秀气，被誉为“陇

上江南”。

金 秋 时 节 的 陇 南 ，就 像 大 师 笔 下

的 水 彩 画 ，绚 丽 多 姿 。 陇 南 康 县 的 阳

坝景区，以及花桥村、朱家沟村等古村

落点缀在一派秋景中，美不胜收。

阳 坝 景 区 是 到 陇 南 的 必 游 之 地 ，

群 山 连 绵 ，林 木 茂 盛 ，被 誉 为“ 甘 肃 西

双版纳”。沿燕子河而下，遍山红叶美

如 画 ，岸 边 一 大 片 银 杏 林 在 阳 光 的 照

耀 下 金 光 闪 闪 。 景 区 内 景 点 众 多 ，梅

园沟、海棠谷、天鹅湖、唐公墓，无不让

人惊叹。山间竹林密布，空气清新，湖

水 清 澈 见 底 ，还 有 一 些 隐 藏 在 谷 中 的

小 瀑 布 。 行 走 在 小 路 上 ，看 倒 映 在 秋

水 中 的 山 丘 和 蓝 天 白 云 ，仿 佛 人 在 画

中游。

离 开 阳 坝 ，我 们 前 往 朱 家 沟 村 游

玩住宿。藏在深闺的朱家沟保留着古

色 古 香 的 味 道 ，又 焕 发 出 新 的 活 力 。

村 口 有 棵 千 年 麻 柳 树 ，仿 佛 撑 开 一 把

巨 伞 ，静 静 守 护 着 古 老 神 秘 的 村 庄 。

进入村子，古道、古宅、古泉随处可见。

朱 家 大 院 是 一 座 有 两 百 多 年 历 史

的老宅院。大院门前有一立于清道光

年间的拴马桩，虽经百年沧桑，仍保存

完 整 。 据 朱 氏 家 谱 记 载 ，朱 氏 家 族 自

明成化年间由四川绵竹朱家坎迁入这

里。民国时期，朱家位列康县“四大家

族”，十分显赫。

朱 家 大 院 是 康 县 现 存 为 数 不 多 的

四 合 院 古 建 筑 之 一 。 土 木 结 构 ，灰 瓦

土 墙 。 院 内 铺 青 石 板 ，正 中 木 门 上 刻

有“ 积 善 余 庆 ”四 字 ，两 旁 是 透 雕 窗

花 。 所 有 房 屋 的 栏 板 均 用 凤 纹 雕 饰 ，

十分精美。

我 们 入 住 的 五 福 临 门 客 栈 ，坐 落

在朱家沟村一隅。“五福”之名，寄托着

客 栈 主 人 对 生 活 的 美 好 愿 望 ，希 望 给

客 人 带 来 福 运 、安 定 和 平 和 。 走 进 客

栈，可以看到“扶犁”“采菊”“清泉”“晨

昏 ”“ 鸟 啼 ”“ 虫 鸣 ”“ 账 房 ”等 各 具 特 色

的房间，古朴而又不失现代韵味。

当 清 晨 的 第 一 缕 阳 光 透 过 老 式 木

格窗洒满大炕，窗外鸡鸣犬吠，山乡美

景 让 人 欣 喜 。 在 这 里 ，可 以 独 自 看 会

书，喝一杯清茶，也可以与三两知己促

膝闲谈，不问喧嚣，悠闲惬意。

短 暂 的 时 光 和 旅 途 ，却 有 着 轻 松

丰 盈 的 体 验 。 走 在 陇 南 的 田 间 村 落 ，

静 下 心 来 享 受 时 光 ，感 受“ 陇 上 江 南 ”

的秀美，一切都像梦一样美好。

“南山金戽斗，九曲十八扭。谁人

葬 得 着 ，芝 麻 绿 豆 官 三 斗 。”这 首 民 间

歌 谣 中 的“ 南 山 ”，指 的 就 是 广 西 容 县

的都峤山。

都 峤 山 ，又 称 南 山 、萧 韶 山 ，距 容

县 县 城 7 公 里 ，因“ 锐 而 高 甲 于 一 都 ”

得名，自古为道教圣地，道书将其列为

三十六洞天之第二十洞天。

岭南四季不甚分明，已是深秋，山

间 依 然 草 木 欣 欣 。 穿 过 景 区 大 门 ，沿

着蜿蜒崎岖的山路行走，青峰层叠，林

木 葳 蕤 ，郁 郁 葱 葱 的 热 带 雨 林 仿 佛 晕

染皴擦一般。树蕨、枧木、桫椤、竹柏、

楠木等各种珍稀植物生机勃勃。更有

各种千年老藤在陡峭的山壁上扭着悬

着穿岩逾垣，极尽生长之能事。

突然，前面两山之间，一条“银链”

高挂。那是都峤山全透明的人行观光

玻璃吊桥白鹤云渡桥。桥长 300 多米，

离地面有上百米。

我 畏 高 ，从 不 敢 走 玻 璃 桥 。 朋 友

说 人 生 难 得 几 回 搏 ，我 只 好 壮 了 壮 胆

向 前 冲 。 一 只 脚 刚 踏 上 玻 璃 桥 ，我 就

被 桥 下 的 深 渊 吓 得 大 惊 失 色 ，再 也 迈

不 开 步 子 。 呼 呼 山 风 从 耳 边 掠 过 ，我

忍不住双腿发颤，额头手心都是汗。

好 不 容 易 穿 过 玻 璃 桥 ，到 了 对 面

山 顶 ，顿 时 有 无 限 风 光 在 险 峰 之 感 。

只 见 远 处 群 山 绵 延 ，似 香 炉 ，似 仙 人 ，

似 灶 石 ，似 马 鞍 ；近 处 奇 石 嶙 峋 ，刚 柔

兼备，“蜡烛通天”“丹凤朝阳”“宝剑出

鞘”“文笔卓立”，惟妙惟肖。无处不在

的奇峰怪石各自坐镇一方，做着鬼脸、

扮着怪相，怡然自乐，丰富着名山韵味。

明 代 大 旅 行 家 徐 霞 客 也 曾 登 临 都

峤 山 ，并 在 其《粤 西 游 日 记》中 写 道 ：

“ 盖 都 峤 之 形 ，其 峰 北 穹 高 顶 ，南 分 两

腋 ，如 垂 臂 直 下 ，下 兜 成 坞 ，而 清 塘 一

方当其中焉。两腋石崖，皆重叠回亘，

上飞下嵌，若张吻裂唇。一岩甫断，复

开一岩，层穴之巅，复环层穴。”

徐 霞 客 提 到 的“ 张 吻 裂 唇 ”，指 的

是分布在悬崖峭壁的洞穴。都峤山岩

体 富 含 钙 质 ，在 风 化 剥 蚀 过 程 中 形 成

许 多 洞 穴 。 太 极 岩 、圣 人 岩 、宝 盖 岩

等，千姿百态，各擅其妙。

景区内有大小洞穴 300 余个，最大

的洞穴可容数百人。洞穴是天然的房

屋，冬暖夏凉，可以遮风避雨。在岩洞

中 砌 房 建 阁 ，是 都 峤 山 的 一 大 奇 观 。

我 们 走 进 一 个 洞 穴 ，只 见 里 面 还 留 存

有 砌 筑 的 黄 土 墙 ，明 显 曾 有 人 居 住

过 。 虽 然 墙 体 已 崩 塌 大 半 ，但 步 入 其

间，依稀还能辨识厅堂、卧室、厨房。

山 中 自 然 天 成 的 洞 穴 和 后 人 不 断

依 洞 修 建 的 岩 中 阁 ，逐 渐 成 了 古 人 修

道 之 福 地 ，形 成 了 道 教 三 十 六 洞 天 之

二十洞天。山中留存的佛、道、儒文化

遗 产 和 历 代 石 刻 众 多 ，著 名 的 有 裟 婆

岩石刻、庆寿岩五百罗汉、全国书法名

家文化碑廊等。

奇 崛 的 自 然 风 光 、深 厚 的 人 文 底

蕴，好一座都峤山。

柚乡名产乡村游

线路简介：沙田柚是容县著名的地方特产，是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每年丰收时节，容县沙田柚王国“金果挂满枝，柚香飘千里”。选择

这条线路，不仅可以体验采摘丰收的喜悦，还可以品尝“柚中之王”的美

味，感受“天下奇楼 千姿容州”独有的魅力。

行程路线：都峤山风景区→容州古城→沙田柚王国（沙田柚文化旅

游节）→容县“云宿”（龙镇民宿）

登都峤山
文<罗捷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