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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末 春 初 的 阳 光 暖 和 慵 懒 ，我 驱

车从桂平前往贵港覃塘。一路上身边

人不断地唠叨：“人家都是夏天冲着看

荷 花 去 覃 塘 的 ，哪 有 人 这 个 时 候 去 ？

看 残 荷 吗 ？”在 闹 市 人 海 中 待 久 了 ，不

觉把光阴过成了疾风劲雨、电闪雷鸣，

管它“翠减红衰愁杀人”，管它“菡萏香

销翠叶残”，我只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

旅行。

车 子 从 喧 腾 的 广 昆 高 速 公 路 拐 进

304 国 道 ，行 驶 数 十 公 里 ，再 辗 转 金 港

大 道 穿 行 数 公 里 ，窗 外 一 晃 而 过 的 澄

碧 洇 进 眼 里 ，精 神 不 觉 为 之 一 振 。 岭

南四季不分明，冬天也暖和，窗外的丘

陵 山 岭 依 然 葱 绿 翠 碧 ，一 点 没 有 北 方

水瘦山寒的萧瑟况味。拐过一个又一

个村庄，覃塘到了。

像骤然跌入世外幽境，久久讶异、

陶 然 、沉 迷 。 一 股 带 着 淡 淡 泥 土 芬 芳

的 气 息 断 断 续 续 飘 过 来 。 天 空 湛 蓝 、

高 远 ，像 被 水 洗 过 似 的 干 净 ，尘 埃 、世

俗、喧嚣都被抛到天空之外，心中瞬间

澄明起来。

远 处 起 伏 的 山 坡 、蜿 蜒 的 龙 凤 江

和村庄里一幢幢白色楼房仿佛与蓝天

缝合，天衣无缝。近处一马平川，几千

亩 荷 塘 铅 华 退 尽 ，收 敛 了 曾 经 的 绰 约

风姿。所有绚丽被时间掩埋在一泓泓

绿 波 之 下 ，留 下 一 支 支 残 荷 在 微 风 中

舞 动 ，尽 显“ 荷 尽 已 无 擎 雨 盖 ”的 傲 骨

和凛然。

走 近 荷 塘 ，凝 视 着 逆 风 摇 曳 的 残

荷 ，想 象 着 夏 日 里 它 们 用 酡 红 的 笑 颜

摇 曳 出 世 人 迷 恋 的 绰 约 风 姿 ，如 今 它

们躯干倒伏，叶片枯焦卷缩，却以其深

埋 地 下 的 莲 藕 孕 育 新 的 生 命 ，展 示 顽

强 的 精 神 ，将 大 自 然 的 神 话 晾 晒 于 天

地间。

三 三 两 两 的 村 民 在 塘 中 挖 莲 藕 ，

有 游 客 带 着 孩 子 下 塘 感 受 挖 藕 乐

趣 。 突 然 ，一 阵 欢 笑 声 传 来 ，带 着 惊

喜 。 我 们 走 过 去 ，只 见 两 个 孩 子 从 莲

塘 下 的 淤 泥 抠 出 几 条 大 大 的 莲 藕 ，用

清 水 洗 干 净 ，藕 皮 虾 肉 色 ，藕 身 粗 短 、

略 扁 圆 。 这 就 是 闻 名 遐 迩 的 覃 塘 莲

藕 了 。 覃 塘 种 植 莲 藕 已 有 1000 多 年

历 史 ，所 产 莲 藕 肉 厚 、色 泽 透 亮 、藕

丝 少 ，鲜 藕 甜 香 ，煮 食 粉 而 无 渣 ，深 受

岭 南 人 喜 爱 。 当 地 有 民 谚 ：“ 陆 川 猪 ，

北 流 鱼 ，贵 县（即 今 贵 港）莲 藕 ，高 州

番 薯 。”

另 一 边 的 池 塘 里 ，睡 莲 大 概 嗅 到

了 岭 南 春 来 早 的 味 道 ，率 先 从 梦 中 醒

来 ，嫩 生 生 的 新 叶 霸 气 地 铺 在 还 有 点

冷的水面上。睡莲花就像娇羞的大姑

娘，扭扭捏捏地从闺阁探出头来，先是

用头巾把脸遮住，然后趁你不注意，悄

悄 地 张 开 笑 脸 。 睡 莲 花 不 多 ，但 每 一

朵都艳艳地极尽生长之能事，淡紫、深

紫 、全 紫 ，缀 在 鲜 嫩 的 碧 绿 盘 上 ，煞 是

美丽。

穿过荷塘区，走进荷美覃塘·湖美

四 季 田 园 综 合 体 ，这 里 和 荷 塘 有 着 不

一 样 的 人 间 烟 火 。 蔬 菜 大 棚 里 ，当 季

的 、反 季 节 的 蔬 菜 瓜 果 你 方 唱 罢 我 登

场 。 一 畦 畦 青 菜 绿 油 油 、水 灵 灵 地 生

长 ，黄 瓜 顶 花 带 刺 ，西 红 柿 粉 里 透 红 ，

白 皮 大 冬 瓜 如 一 个 憨 厚 的 老 大 哥 ，带

领 全 棚 瓜 果 可 劲 儿 地 长 …… 乡 村 振 兴

的成果与覃塘的青山绿水共同散发出

诱人的清香。

覃 塘 街 道 交 通 地 理 条 件 优 越 ，农

业 生 态 资 源 丰 富 ，处 于 大 型 水 库 平 龙

水 库 灌 区 ，龙 凤 江 蜿 蜒 而 过 ，土 地 肥

沃 ，气 候 宜 人 。 在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中，当地把街道内的姚山村、龙凤村规

划 建 设 为 荷 美 覃 塘·湖 美 四 季 田 园 综

合 体 。 项 目 依 托“ 荷 美 覃 塘 ”品 牌 ，拓

展 覃 塘“ 荷 ”产 业 ，以 生 态 旅 游 和 大 众

休 闲 娱 乐 为 核 心 功 能 ，集 旅 游 、度 假 、

研学、生态、产业于一体。

我 多 想 变 成 覃 塘 的 一 枝 荷 、一 棵

菜、一株草、一粒种子、一节莲藕，静静

地守候龙凤江边的美丽田园。早晨掬

一缕清风拂面，夜晚数满天星光，看灯

火流萤，听田里虫鸣啾啾，抑或荷锄而

来 ，到 菜 地 里 松 松 土 、搭 搭 架 、摘 点 小

菜 ，把 人 间 的 烟 火 过 成 一 首 诗 。 但 我

不能，我只是一个过客，一个到此洗心

的过客。

带 着 满 满 的 眷 恋 踏 上 归 程 ，身 后

的村庄正奏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乡村振兴小调。

残荷尽 覃塘美
文<罗捷媚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覃塘街道

香火岩 马头寨
文<刘燕成

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禾丰布依族苗族乡

画中长短句
文<任随平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折桥镇

折 桥 镇 ，容 易 让 人 想 到 王 维 诗

境 、郑 板 桥 画 意 。 其 实 ，折 桥 镇 就 是

一 首 整 饬 的 好 诗 ，亦 是 一 幅 上 好 的 山

水画。

温 庭 筠 有“ 鸡 声 茅 店 月 ，人 迹 板

桥 霜 ”句 ，晨 起 鸡 鸣 ，茅 草 屋 ，晓 月 余

辉 ，木 板 桥 ，一 鸡 爪 厚 的 寒 霜 ，这 景

致 ，分 明 就 是 一 幅 水 墨 画 ，自 然 天 成 ，

无 须 渲 染 。 折 桥 镇 ，这 个 安 卧 在 甘 肃

临 夏 的 西 北 小 镇 ，不 是 江 南 之 地 ，却

有着江南韵致。

车 子 下 了 折 达 公 路 ，顺 利 进 入 折

桥镇。复行几公里，便到了折桥村。

折桥村是折桥镇的封面。

漫 步 村 巷 ，古 雅 气 息 扑 面 而 来 。

长 短 句 一 般 的 村 居 ，粉 白 的 墙 面 ，灰

色 调 的 琉 璃 瓦 。 驻 足 仰 望 ，大 把 大 把

的 阳 光 流 泻 下 来 ，顺 着 瓦 楞 ，滴 檐 上

水 意 浓 郁 。 望 得 久 了 ，我 不 禁 想 ，要

是 秋 风 悄 悄 送 过 来 几 粒 狗 尾 草 籽 ，那

草 长 出 来 ，挤 在 瓦 楞 间 ，必 是 入 得 画

的 。 墙 面 粉 白 ，又 不 只 是 粉 白 ，不 知

是 哪 位 水 墨 大 家 早 已 将 胸 中 按 捺 不

住 的 画 意 摹 写 其 中 ，映 照 着 仿 古 木 格

窗 棂 ，娴 雅 ，古 气 ，有 周 庄 画 风 。 转 过

村 巷 ，便 见 大 片 大 片 的 格 桑 花 摇 曳

着 ，曼 妙 ，若 翩 然 而 舞 的 东 乡 族 女 子 ，

纤 细 的 腰 身 舞 动 着 热 烈 与 梦 想 。 阡

陌 间 ，油 菜 花 汪 洋 恣 肆 ，是 谁 不 小 心

丢 失 的 黄 手 巾 么 ？ 风 一 遍 一 遍 地 捡

拾 ，一 角 卷 起 ，一 角 落 下 ，唯 有 婆 娑 的

丝绒流苏袅娜着，嬉戏着。

我 不 知 道 ，是 谁 人 的 巧 手 ，将 土

地绘成画、耘成诗？

必是素朴的东乡人。

素 朴 的 东 乡 人 做 得 一 手 好 菜 。

“ 爆 炒 草 鸡 ”是 折 桥 众 多“ 名 片 ”中 的

一 张 。 草 鸡 是 折 桥 人 专 门 散 养 的 。

散 养 好 ，散 养 有 晚 明 小 品 文 的 气 息 ，

“ 形 散 而 神 不 散 ”，散 在 丛 草 间 ，散 在

土 地 上 ，散 在 风 中 ，散 在 漫 漶 的 阳 光

下 ，散 在 跳 跃 奔 走 间 ，散 在 晨 间 的 珠

露 里 ，散 在 打 更 的 啼 鸣 里 。 草 鸡 有 草

气 ，有 阳 光 成 熟 的 味 道 。 爆 炒 也 好 。

爆 炒 能 够 激 发 出 草 鸡 体 内 的 草 气 ，草

气 是 青 草 气 ，是 馨 香 的 土 气 。 三 五 颗

香 料 ，几 粒 青 花 椒 ，几 节 干 辣 椒 ，数 段

青 椒 ，草 鸡 少 了“ 椒 ”气 ，就 少 了 深 入

肺 腑 的 香 气 ，草 鸡 体 内 的 草 气 就 跑 不

出来。

跑 出 体 内 的 草 气 ，弥 漫 在 古 色 古

香 的 室 内 ，室 雅 室 香 ，人 更 有 了 几 分

雅气。

雅 气 好 ，雅 气 能 激 发 出 贵 气 。 不

是高贵，是难能可贵。

难能可贵的是农家乐里端茶倒水

的 东 乡 女 子 小 洒 。 她 一 身 素 净 ，在 桌

椅 间 伶 俐 穿 梭 ，托 盘 中 的 茶 水 散 逸 着

花 茶 香 。 花 茶 就 像 她 明 晰 脸 庞 的 侧

影，闪动着动人的情结。

走 出 折 桥 村 的 时 候 ，天 色 向 晚 。

我 们 赶 在 暮 色 掩 映 大 地 之 前 去 了 九

眼 泉 。 据 说 取 九 眼 泉 的 泉 水 浥 目 ，即

可 明 眸 善 睐 ；久 病 者 请 流 而 饮 ，顿 觉

心 清 神 爽 。 我 虽 未 取 水 浥 目 ，亦 未 取

水 而 饮 ，但 见 那 泉 水 清 澈 明 亮 ，仿 若

女 子 明 澈 的 眸 。 若 是 取 这 样 的 泉 水

煮 茶 ，必 能 胜 过 妙 玉 的 梅 雪 水 ，若 再

有一味明前龙井相配，就更好了。

夜 风 拐 了 个 弯 ，在 折 桥 村 村 头 。

是 让 我 们 折 身 回 来 ，还 是 让 我 们 折 身

走进余生的念想里？

折 桥 ，一 首 写 进 画 册 的 长 短 句 ，

奇趣，曼妙，空灵。

西藏阿里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

方 。 那 里 是“ 世 界 屋 脊 之 屋 脊 ”，既 有

“ 生 命 禁 区 ”这 个 听 上 去 让 人 有 点 胆

寒 的 别 称 ，又 有“ 野 生 动 物 天 堂 ”这 一

令 人 神 往 的 美 誉 。 位 于 阿 里 地 区 南

部 的 普 兰 县 地 处 中 、印 、尼 三 国 交 界

处 ，拥 有“ 神 山 ”冈 仁 波 齐 、纳 木 那 尼

两 座 著 名 雪 峰 ，以 及“ 圣 湖 ”玛 旁 雍 错

和“ 鬼 湖 ”拉 昂 错 两 个 神 秘 湖 泊 ，是 许

多 中 外 朝 圣 者 和 旅 行 者 神 往 的 地

方 。 然 而 ，4500 米 上 下 的 海 拔 高 度 ，

又让许多人对那里敬而远之。

在 我 们 的 行 程 中 ，进 入 阿 里 地 区

后 第 一 个 过 夜 的 地 方 是 普 兰 镇 ，即 普

兰 县 城 所 在 地 。 普 兰 县 辖 一 镇 两

乡 。 同 霍 尔 乡 、巴 嘎 乡 相 比 ，普 兰 镇

的 海 拔 相 对 较 低 ，比 较 适 合 即 将 进 入

5000 米 以 上 高 海 拔 环 境 前 的 我 们 做

一次适应性的休整。

进 入 普 兰 县 境 ，许 是 海 拔 比 较

高 、跟 天 空 离 得 近 的 缘 故 ，这 里 的 天

蓝 得 格 外 明 净 ，视 野 也 格 外 通 透 。 车

行 高 原 ，碧 蓝 的 苍 穹 、洁 白 的 云 朵 一

路 相 随 。 雪 山 、草 甸 、荒 原 、河 流 、湖

泊 ，如 电 影 画 面 般 从 眼 前 掠 过 。 这 里

的 空 气 含 氧 量 不 足 内 地 的 60% ，按 理

来 说 ，在 这 样 缺 氧 的 高 原 环 境 里 ，又

是 在 摇 摇 晃 晃 行 进 中 的 汽 车 上 ，人 是

很 容 易 犯 困 打 盹 的 。 然 而 ，我 们 却 怎

么 也 舍 不 得 把 眼 睛 合 上 ，生 怕 错 过 路

上 的 哪 一 处 风 景 。 到 西 藏 不 易 ，到 阿

里 更 不 易 。 此 生 踏 上 这 片 高 原 ，或 许

就 这 一 次 了 ，我 们 怎 么 舍 得 浪 费 这 来

之不易的每分每秒呢？

进 入 巴 嘎 乡 后 ，在 公 路 的 一 个 弯

道 处 ，司 机 师 傅 突 然 减 速 刹 车 ，并 靠

边 把 车 停 了 下 来 。 正 疑 惑 间 ，就 听 他

说 ：“ 快 看 ，黑 颈 鹤 ！”顺 着 他 手 指 的 方

向 看 去 ，在 离 我 们 五 六 十 米 的 草 地

上 ，果 然 有 几 只 身 体 灰 白 ，头 部 、颈 部

和 尾 部 黑 色 ，顶 部 暗 红 色 的 鹤 。 它 们

有 的 悠 闲 地 踱 着 步 ，时 不 时 昂 起 脖

子 ，扇 扇 翅 膀 ，有 的 在 草 丛 里 追 逐 嬉

戏，还有的在认真地低头觅食。

司 机 师 傅 告 诉 我 们 ，黑 颈 鹤 是 世

界 上 唯 一 生 长 和 繁 殖 在 高 原 的 鹤 类 ，

海 拔 四 五 千 米 的 阿 里 地 区 是 黑 颈 鹤

的 故 乡 。 在 阿 里 的 许 多 地 方 ，几 乎 全

年 都 能 看 到 它 们 的 翩 翩 身 姿 。 为 了

印 证 司 机 师 傅 的 话 ，我 特 地 查 了 资

料 ，果 然 看 到 这 样 一 句 话 ：“ 西 藏 是 世

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和繁衍地。”

后 来 ，我 们 又 多 次 看 到 黑 颈 鹤 。

在 临 近“ 鬼 湖 ”拉 昂 错 的 一 条 小 河 边 ，

我 们 还 看 到 了 几 只 黑 颈 鹤 与 一 群 藏

野驴和平共处的温馨画面。

平 均 海 拔 4700 米 的 巴 嘎 乡 是 有

名 的“ 神 山 圣 湖 之 地 ”。 位 居 藏 传 佛

教 四 大 神 山 之 首 ，有 着“ 世 界 第 一 神

山 ”“ 万 山 之 王 ”美 誉 的 冈 仁 波 齐 就 坐

落 在 巴 嘎 乡 境 内 ，距 乡 政 府 所 在 地 岗

莎村直线距离不到 10 公里。所以，巴

嘎乡也成为转山朝拜者的必到之地。

冈仁波齐在梵语中被称为吉罗娑

山 。 它 是 印 度 教 认 定 的 湿 婆 神 居 住

地 ，也 是 印 度 教 、藏 传 佛 教 、苯 教 和 古

耆 那 教 认 定 的“ 世 界 的 中 心 ”。 每 年

来 这 里 转 山 朝 拜 的 人 络 绎 不 绝 。 海

拔 6000 多 米 的 冈 仁 波 齐 是 冈 底 斯 山

的 主 峰 。 它 虽 然 比 珠 峰 低 了 2000 多

米 ，却 至 今 没 有 被 人 类 征 服 。 多 少 年

来 ，一 些 中 外 登 山 家 也 曾 尝 试 登 顶 冈

仁 波 齐 ，但 都 以 失 败 告 终 ，一 些 流 传

在 民 间 的 传 说 ，更 给 这 座 著 名 雪 峰 增

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都 说“ 神 山 ”是 不 轻 易 露 脸 的 ，冈

仁 波 齐 也 是 。 照 理 ，冈 仁 波 齐 就 坐 落

在 巴 嘎 乡 境 内 ，是 乡 里 的“ 地 标 ”，随

处 都 可 以 见 到 。 可 是 ，我 们 的 车 在 巴

嘎 乡 境 内 行 驶 了 好 长 一 段 时 间 ，却 一

直没有看到这座“神山”的踪影。司机

师 傅 指 着 右 前 方 连 绵 的 山 峰 说 ，冈 仁

波齐就在那个位置，被云层遮挡住了。

那 一 刻 ，我 有 些 失 望 。 千 里 迢 迢

来 到 这 里 瞻 仰“ 神 山 ”，近 在 咫 尺 却 无

缘 一 见 。 难 道 ，我 白 来 此 地 了 ？ 司 机

师傅安慰道：“明天我们还要在巴嘎乡

境 内 走 一 段 时 间 ，还 是 有 机 会 看 到 冈

仁 波 齐 的 。”尽 管 知 道 这 是 安 慰 话 ，但

心里多多少少还是燃起了一点希望。

就 在 我 们 到 达“ 圣 湖 ”玛 旁 雍 错

的 时 候 ，司 机 师 傅 用 有 些 兴 奋 的 语 调

说 ：“ 快 ，快 看 ，冈 仁 波 齐 露 出 来 了 ！”

我 们 赶 紧 跳 下 车 ，朝 湖 的 北 面 望 去 。

只 见 群 山 之 间 、白 云 之 下 ，一 座 形 如

金字塔、辨 识 度 很 高 的 雪 峰 巍 然 屹 立

在 山 峦 之 间 ，远 远 望 去 ，如 同 一 座 被

皑 皑 白 雪 覆 盖 的 古 堡 。 高 原 上 的 风

有 些 大 ，吹 得 天 上 的 云 团 如 奔 跑 的 白

驹 。 冈 仁 波 齐 时 而 被 云 团 遮 住 ，时 而

又 露 出 它 伟 岸 的 身 姿 ，仿 佛 跟 我 们 玩

起 了 捉 迷 藏 。 大 约 10 分 钟 后 ，“ 神

山 ”再 一 次 隐 去 ，消 失 在 厚 厚 的 云 层

之 中 。

次 日 上 午 ，我 们 从 普 兰 出 发 去 札

达 ，再 次 路 过 玛 旁 雍 错 时 ，又 一 次 与

冈 仁 波 齐 照 了 面 。 近 处 宝 蓝 色 的“ 圣

湖 ”和 远 方 洁 白 的“ 神 山 ”，构 成 一 道

美 得 让 人 心 颤 的 风 景 。 在 湖 的 另 一

端 ，与 冈 仁 波 齐 遥 遥 相 对 ，有“ 圣 母 之

山 ”“ 神 女 峰 ”之 称 的 纳 木 那 尼 峰 此 刻

也 显 现 出 华 贵 的 尊 容 。 传 说 纳 木 那

尼 是 冈 仁 波 齐 的 妻 子 ，此 刻 ，它 们 正

脉脉含情地凝视着对方。

离 开 巴 嘎 乡 的 路 上 ，冈 仁 波 齐 和

纳 木 那 尼 两 座 雪 峰 时 不 时 出 现 在 我

们 的 视 线 中 。 它 们 是 在 护 佑 我 们 ，为

我们送行吧？

在 湖 南 永 州 宁 远 县 ，有 一 座 著 名

的 九 嶷 山 。 九 嶷 山 又 名 苍 梧 山 ，因 舜

帝 陵 在 此 而 得 名 。《史 记》记 载 ，舜“ 践

帝 位 三 十 九 年 ，南 巡 狩 ，崩 于 苍 梧 之

野，葬于江南九疑”。

湾 井 镇 位 于 九 嶷 山 下 不 远 处 ，距

宁 远 县 城 20 公 里 。 全 镇 以 丘 岗 山 地

为 主 ，群 峰 起 伏 ，连 绵 数 里 ，由 北 向

南 ，一 律 朝 向 南 面 的 九 嶷 山 舜 帝 陵 ，

构 成“ 万 里 江 山 朝 九 嶷 ”的 大 风 水 格

局，气势巍峨，名闻遐迩。

湾 井 镇 古 村 众 多 ，最 有 名 的 是 下

灌 村 ，有“ 江 南 第 一 村 ”的 美 誉 。 下 灌

村 坐 落 于 灌 溪 、泠 江 之 间 ，建 在 一 处

船 形 地 上 ，整 个 地 形 像 一 艘 大 船 漂 泊

于 两 条 小 河 中 。 村 前 有 山 ，山 上 建

塔 。 站 在 高 处 看 ，这 塔 山 犹 如 一 根 撑

船 的 竹 篙 ，把 偌 大 的 下 灌 大 船 牢 牢 锁

定 在 两 水 之 中 。 相 传 南 齐 时 期 ，大 将

军 李 道 辨 受 朝 廷 指 派 ，到 这 里 荡 寇 平

乱 。 待 他 功 成 将 返 时 ，朝 廷 发 生 了 变

乱 ，他 便 带 着 家 人 隐 姓 埋 名 于 此 ，耕

作 农 田 ，繁 衍 子 孙 ，逐 渐 形 成 了 今 天

的下灌村。

下 灌 村 山 环 水 绕 ，古 迹 众 多 。 木

质 的 老 屋 、雕 花 的 房 檐 、窄 窄 的 鹅 卵

石 路 、斑 驳 的 石 拱 桥 等 ，姿 态 各 异 ，精

彩 纷 呈 。 其 中 ，灌 溪 学 校 和 李 氏 宗 祠

被 列 为 湖 南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村

里 崇 学 重 教 ，人 才 辈 出 ，自 唐 至 清 ，出

了 李 郃 、乐 雷 发 两 位 状 元 和 26 名 进

士 ，状 元 文 化 、宗 祠 文 化 、饮 食 文 化 源

远流长，堪称一绝。

李 氏 宗 祠 始 建 于 明 弘 治 十 年（公

元 1497 年），清康熙以来曾多次修整、

重 建 ，现 建 筑 为 清 末 所 建 。 宗 祠 内 有

戏 台 ，有 神 龛 ，供 奉 着 李 氏 先 祖 李 道

辨 、唐 朝 状 元 李 郃 。 观 戏 坪 为 鹅 卵 石

铺 成 的 花 街 面 ，院 内 木 、石 雕 精 雕 细

刻，古朴雅致。

村 东 有 一 座 格 外 显 眼 的 古 建 筑 ，

这 就 是 下 灌 村 的 标 志 性 建 筑 状 元

楼 。 该 楼 始 建 于 宋 代 ，为 纪 念 村 人 李

郃 进 士 及 第 而 建 。 李 郃 ，字 子 玄 ，号

西 贞 ，唐 太 和 二 年（公 元 828 年）被 推

荐 至 长 安 赴 考 ，擢 进 士 第 一 。 初 授 河

南 参 军 ，两 年 后 升 贺 州 刺 史 。 他 举 贤

荐 能 ，励 精 图 治 ，敦 促 各 地 注 重 礼 教 ，

劝 导 农 民 发 展 生 产 ，深 得 同 僚 敬 重 、

百 姓 爱 戴 ，被 尊 称 为“ 李 贺 州 ”，后 官

至吏部侍郎。

李 郃 是 下 灌 村 的 骄 傲 ，更 是 村 民

的 榜 样 。 村 中 至 今 存 有 一 个 洗 砚 池 ，

四 边 用 青 麻 石 条 扣 砌 。 据 说 旧 时 村

民 都 到 此 洗 砚 洗 笔 ，将 一 湾 清 水 洗 成

了墨水，洗砚池由此得名。

在 村 东 5 公 里 处 ，还 有 一 座 天 然

石 岩 ，名 曰 读 书 岩 。 相 传 当 年 李 郃 、

乐 雷 发 科 考 之 前 ，都 曾 在 此 静 心 读

书 ，终 成 大 业 。 现 该 处 已 发 现 石 桌 、

石凳、宋碗等一批珍贵文物。

距下灌村不远的朵山村也值得一

游，村里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 处、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处。

石板丘象岩是朵山村的历史文化

瑰 宝 。 相 传 ，象 岩 是 舜 帝 之 弟 象 的 化

身 。 象 协 助 舜 帝 在 此 教 百 姓 耕 种 ，前

面 广 阔 的 田 野 就 是 由 此 开 垦 出 来

的 。 又 一 说 ，南 宋 时 期 ，宋 理 宗 钦 点

的 特 科 状 元 乐 雷 发 曾 在 此 教 书 数 十

载 。 因 为 此 岩 形 似 大 象 ，乐 雷 发 遂 为

其 取 名“ 象 岩 ”，并 写 下《象 岩 铭》。 乐

雷 发 还 邀 请 书 法 家 李 挺 祖 在 石 碑 上

雕 刻“ 象 岩 ”二 字 以 及 《象 岩 铭》。 清

咸 丰 年 间 ，宁 远 邑 人 、山 东 知 府 杨 泽

訚 游 乐 至 此 ，观《象 岩 铭》有 感 ，特 题

“象岩”两个大字于石壁上。

朵 山 村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村 民

崇 尚 耕 读 传 家 ，大 多 热 爱 书 画 ，故 该

村 有“ 湖 南 书 画 第 一 村 ”之 称 。 村 里

还 专 门 建 立 了 朵 山 书 画 馆 ，供 村 民 创

作、交流书法。

湾 井 镇 独 特 的 自 然 风 景 、悠 久 的

历 史 文 化 ，吸 引 着 历 代 文 人 墨 客 纷 至

沓 来 。 现 在 ，湾 井 镇 有 夏 蓉 高 速 公

路 、九 嶷 大 道 穿 过 ，交 通 发 达 ，成 为 湘

南 著 名 旅 游 地 ，吸 引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游

客前往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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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火 岩 、马 头 寨 是 贵 阳 的 热 门 打

卡 地 ，它 们 所 在 的 开 阳 县 禾 丰 乡 刚 刚

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乡。

香 火 岩 不 大 ，核 心 区 域 方 圆 十 来

公 里 。 在 一 缕 缕 轻 淡 的 晨 雾 里 ，其 若

神刀雕刻的石痕酷似农家堂屋里的神

龛，有香钵，有壁龛，有石像，还有清澈

见 底 的 山 涧 从 石 像 之 下 的 深 谷 穿 过 。

这山涧日日夜夜叮叮当当地清唱着那

曲 千 年 不 变 的 乐 歌 ，起 初 我 还 以 为 那

是 风 过 山 林 的 声 响 ，待 在 钢 筋 水 泥 之

间 久 了 ，竟 然 想 不 起“ 谷 深 必 有 溪 涧 ”

的道理。通往香火岩的并非光洁发亮

的 柏 油 马 路 ，也 不 是 荆 棘 遍 布 的 山 林

野 径 ，而 是 一 级 级 鹅 卵 石 与 青 石 板 相

间的天梯。梯子从半坡深处的石缝里

往 下 滑 ，沿 着 清 幽 的 山 涧 一 直 落 到 谷

底 。 晨 风 从 峡 谷 远 处 拂 来 ，掠 过 香 火

岩，掠过山涧，掠过密密麻麻绿意盎然

的丛林。

进 入 香 火 岩 峡 谷 之 前 ，眼 前 晃 动

的 尽 是 连 绵 不 断 的 山 梁 。 它 们 随 着

风 起 雾 追 的 影 子 远 远 流 向 眼 界 ，继 而

又 慌 慌 张 张 地 从 视 野 里 流 淌 而 出 。

时 不 时 从 晨 雾 中 窜 出 低 翔 的 苍 鹰 ，

“ 唧 啊 唧 啊 ”地 迎 风 轻 鸣 ，仿 佛 在 诉 说

着 属 于 它 们 自 己 的 童 话 ，晃 眼 间 ，便

飞 入 香 火 岩 深 处 了 。 峡 谷 上 空 的 晨

雾 越 来 越 浓 ，轻 轻 地 覆 盖 在 崖 壁 草 木

间 ，潮 潮 的 ，润 润 的 ，渐 渐 形 成 水 珠 ，

积 成 雨 滴 ，穿 过 头 顶 上 方 的 石 缝 ，滴

滴 答 答 往 下 落 ，敲 醒 了 大 地 。 远 处 那

古 朴 简 易 的 村 庄 已 经 点 燃 炊 烟 ，早 出

的 山 鸟 拍 打 着 剪 刀 一 样 的 羽 翅 飞 过

峡 谷 ，钻 入 炊 烟 缭 绕 的 木 楼 人 家 。 经

由 这 一 程 雨 雾 ，身 上 的 雨 衣 竟 然 拧 得

出 水 了 。

沿 青 龙 河 步 行 数 百 米 ，便 到 了 马

头 寨 。 寨 子 一 面 临 河 ，三 面 环 山 。 寨

背 是 一 垄 绿 葱 葱 的 茶 场 ，寨 前 是 一 片

广 袤 的 良 田 。 良 田 一 侧 ，便 是 闻 名 黔

中大地的香火岩。站在通往寨头的青

石 板 小 道 高 处 遥 望 ，层 层 叠 起 的“ 人 ”

字形青瓦屋顶错落有致，气势恢宏，若

天使的妙笔绘就的国画。寨里民居多

为 干 栏 式 四 合 院 或 三 合 院 ，院 中 以 青

石铺墁，古色古香。民居为木质结构，

窗 户 和 走 廊 上 随 处 可 见 精 致 的 雕 花 ，

尤以“万”字形图案最为常见。据传布

依 人 对 水 极 为 崇 尚 ，而“ 万 ”字 形 图 案

象征着水车。

马 头 寨 古 迹 甚 多 。 明 代 ，寨 里 建

起 一 座 寺 庙 ，名 曰 兴 隆 寺 。 寺 院 规 模

庞大，气势恢宏，正殿、下殿、厢房等共

有 20 余 间 ，基 石 均 为 细 工 雕 成 。 寨 中

老人说，每逢农历六月初六，数万布依

族、苗族同胞身着节日盛装，在古寺前

载 歌 载 舞 ，欢 度“ 六 月 六 ”歌 节 。 长 征

时，红军路过马头寨，留下了数十条红

军标语，如今仍有 20 多条清晰可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