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车河站

乐山站 最忆是苏稽
文<朱仲祥

上饶站 灵山之夏
文<李希文

夏 季 时 光 ，一 张 高 铁 票 将 我 带

入 湖 南 桃 源 县 的 牛 车 河 镇 ，在 青 山

碧 水 中 ，在 传 统 风 味 里 ，去 邂 逅 一 个

个 多 姿 多 彩 的 村 庄 、一 个 个 充 满 乡 愁

的 村 庄 。

从 常 德 高 铁 站 出 发 ，约 半 小 时 车

程 ，我 便 抵 达 了 藏 在 青 山 之 间 的 牛 车

河高铁站。2019 年 12 月 26 日，黔张常

铁 路 通 车 后 ，这 个 位 于 常 德 桃 源 ，张

家 界 永 定 、慈 利 和 怀 化 沅 陵 三 市 四 县

交界之地的偏远山区小镇——牛车河

镇 ，与 湖 南 、湖 北 、重 庆 的 十 多 个 城 市

串 联 起 来 ，摇 身 一 变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高铁小镇”。

当地人告诉我，以前，牛车河镇养

在 深 闺 人 不 识 ，如 今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乘坐高铁来到这个藏在青山碧水间的

小镇，来寻找乡愁。

牛车河镇的乡愁是什么？它是祖

辈居住过的那一个个老村庄。

牛 车 河 镇 共 有 10 个 村 、2 个 居 委

会 ，其 中 毛 坪 村 、三 红 村 、汤 家 溪 村 、

殷 家 桥 村 是 省 级 历 史 文 化 名 村 ，毛 坪

村和三红村还是中国传统村落。特别

是 这 两 个 传 统 村 落 ，是 不 少 人 前 来 牛

车河镇的目的地。

毛 坪 村 距 离 牛 车 河 高 铁 站 仅 6 公

里 ，保 留 着 不 少 民 国 时 期 的 木 屋 、吊

脚楼 ，共有 26 栋老建筑。三红村距离

牛 车 河 高 铁 站 15 公 里 ，完 整 保 存 着

220 多栋古色古香的挑檐式吊脚楼。

走 进 这 两 个 传 统 村 落 ，宛 如 走 进

古 朴 的 民 俗 画 卷 。 古 色 古 香 的 木 屋 、

吊 脚 楼 点 缀 在 青 山 绿 水 间 ，如 时 光 遗

落 在 大 地 上 的 音 符 ，弹 奏 着 一 首 岁 月

的老歌。

在 这 首 老 歌 里 ，老 人 们 慢 慢 悠 悠

点 燃 灶 台 里 的 柴 火 ，老 宅 里 慢 慢 悠 悠

升 腾 起 炊 烟 。 走 进 村 子 ，时 光 仿 佛 调

慢了脚步，我也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藏在山坳间的古村落，青砖黑瓦，

木 板 为 壁 ，碎 石 为 路 ，还 有 石 桥 与 石

舍 ，与 生 活 在 这 里 的 老 人 一 起 ，安 安

静 静 地 老 着 。 一 些 木 梁 被 蜘 蛛 网“ 查

封 ”，上 面 蒙 上 一 层 白 色 的 膜 。 这 层

膜 ，如 保 鲜 膜 一 般 ，将 具 有 一 定 历 史

的 木 梁 裹 着 。 只 是 岁 月 ，最 难 保 鲜 。

房 子 ，渐 渐 变 老 。 木 裂 着 一 道 道 细 细

的 口 子 ，如 同 刻 下 的 深 深 浅 浅 的 皱

纹 。 门 闩 有 些 锈 了 ，留 着 岁 月 斑 驳 的

铁 屑 。 老 房 子 里 面 的 陈 设 ，不 少 也 有

些 年 头 了 ，老 的 打 稻 机 、老 的 石 磨 盘 、

老的桌和椅……

古村落老得深沉，旧得内敛，仿佛

一直在如同摇篮的山坳里做梦。瓜果

安 静 地 结 着 果 ，辣 椒 安 静 地 变 红 ，太

阳 安 静 地 勾 勒 着 村 落 的 轮 廓 ，人 们 安

静地陪着村落慢慢成长。

我走过老的木桥，走进老的村庄，

抚 摸 着 老 的 物 件 ，听 它 们 无 声 地 讲 述

着一个个故事。

在 这 些 故 事 里 ，我 还 找 到 了 牛 车

河 镇 乡 愁 的 另 外 一 种 呈 现 方 式 ，那 就

是——乡愁是时光留下来的那一个个

老手艺。

牛车河镇保留着丰富的原生态文

化与土家文化。农耕时节人们敲起薅

草 锣 鼓 ，恋 爱 的 人 们 唱 起 山 歌 对 唱 ，

女 儿 出 嫁 老 宅 里 传 出 哭 嫁 曲 ，家 有 红

白喜事敲起三棒鼓……当地的民族歌

舞 历 史 悠 久 ，世 代 相 传 ，滋 养 着 村 民

们的灵魂。

除 了 这 些 口 口 相 传 的“ 文 艺 活 化

石 ”，还 有 一 些 手 手 相 传 、城 里 难 得 一

见的民间手艺在这里鲜活着。走进一

些 老 宅 ，老 宅 里 的 人 们 安 静 地 劳 作

着 ，有 的 用 竹 条 编 织 着 箩 筐 ，有 的 一

锤 一 锤 敲 打 着 铁 器 。 当 地 人 告 诉 我 ，

村 里 依 然 活 跃 着 篾 匠 、石 匠 、木 匠 、画

匠 、铁 匠 等 民 间 手 艺 人 。 他 们 手 中 的

作 品 ，依 旧 是 当 地 人 的 生 产 工 具 、生

活用具。

跨 过 高 高 的 门 槛 ，走 进 一 户 人 家

的 堂 屋 ，只 见 镰 刀 挂 在 墙 上 ，铁 锹 立

在 墙 角 ，还 有 脚 踏 的 打 稻 机 、斗 笠 、蓑

衣……一切都与老房子的时光基调十

分契合。

那些物件，该是一辈辈用过的，或

是 一 个 人 用 了 一 辈 子 的 。 一 个 农 人 ，

用 一 辈 子 的 时 光 ，用 弯 一 把 镰 刀 ，用

钝 一 把 铁 锹 ，让 自 己 的 光 阴 ，与 陪 伴

过他的物件的光阴重叠在一起。他老

了 ，它 们 也 跟 着 老 了 。 他 的 时 光 去 哪

里 了 ？ 他 把 时 光 通 过 劳 作 ，留 在 了 那

把 镰 刀 、那 根 铁 锹 的 一 道 道 豁 口 里 。

他看见它们，便知道时光了。

我 站 在 老 村 落 的 石 阶 上 ，看 着 当

地 人 用 篾 筐 晒 萝 卜 辣 椒 ，用 竹 耙 整 理

晒 谷 场 里 的 花 生 黄 豆 ，用 黑 油 发 亮 的

菜刀剁着大蒜辣椒……当地匠人们用

传 统 方 法 制 作 出 来 的 篾 器 、铁 器 ，盛

着当地人的老味道。

土 灶 烧 的 菜 ，拿 土 钵 来 盛 ；糍 粑 、

花 生 等 土 味 儿 ，用 篾 器 装 着 。 当 地 人

用 一 桌 具 有 土 家 风 味 的 佳 肴 招 待 客

人 。 我 坐 在 厚 实 的 实 木 椅 上 ，品 尝 着

当 地 风 味 ，嚼 出 了 牛 车 河 镇 别 样 的 乡

愁味道。乡愁不就是儿时吃过的那一

道道老滋味吗？

牛车河镇的乡愁是手工粑粑的味

道 。 和 当 地 村 民 一 起 打 粑 粑 ，体 验 传

统 的 农 活 ，将 芬 芳 的 食 材 与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祝 福 揉 成 软 软 糯 糯 的 一 团 ，做 成

绿 豆 粑 粑 、蒿 子 粑 粑 、糯 米 粑 粑 、白 米

粑粑……许多食材皆可做成颜色不一

的粑粑。

牛车河镇的乡愁是传统米酒的醇

香 。 当 地 村 民 采 用 古 法 酿 酒 ，用 时 光

逐渐催熟酒的劲道。他们酿上一坛子

醇 香 的 米 酒 ，每 一 滴 都 是 劳 作 后 的 幸

福 滋 味 。 家 有 客 人 来 ，主 人 开 坛 倒

酒，用瓷碗盛上一碗，满屋子都香。

牛车河镇的乡愁还是腌制腊肉的

嚼 劲 。 腊 肉 是 当 地 流 传 至 今 的 年 味 ，

那 一 块 块 黄 澄 澄 、油 亮 亮 的 腊 肉 ，或

爆 炒 ，或 慢 炖 ，或 火 烤 ，油 嗞 嗞 作 响 ，

一 口 咬 上 去 ，油 而 不 腻 ，嚼 出 盐 的 味

道 、山 的 味 道 、风 的 味 道 ，还 有 时 光 的

味道、儿时的味道。

一 阵 阵 清 爽 的 风 吹 进 山 窝 ，吹 进

村落。我坐在纯木结构的百年风雨桥

上 ，看 桥 下 碧 绿 的 流 水 如 岁 月 深 邃 的

河，慢慢悠悠流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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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稽古镇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因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和特色美食“跷脚牛肉”闻名，被誉为“跷脚牛肉第一镇”，获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

标”。古镇距乐山高铁站约 6.5 公里，打车约 10 分钟。也可从高铁站乘坐 601 路、304 路公交车至苏稽古镇站下，全程约 30 分钟。

交会于乐山的成绵乐城际铁路和

成 贵 高 铁 ，串 联 起 川 黔 诸 多 自 然 和 人

文 景 观 ，堪 称 两 道 异 彩 纷 呈 的 风 景

线 。 乐 山 西 郊 的 苏 稽 ，就 是 高 铁 风 景

线上一座风情浓郁的千年古镇。

乐山汉时属犍为郡，北周时因“郡

土 嘉 美 ”得 名 嘉 州 。 肇 始 于 隋 唐 时 期

的 苏 稽 古 镇 ，就 坐 落 在 嘉 州 古 城 以 西

的 青 衣 江 畔 。 苏 稽 之 得 名 各 说 不 一 。

《嘉 定 府 志》记 载 ：“ 苏 稽 山 ，城 西 三 十

里 ，有 坡 老 亭 ，明 袁 子 让 谓 苏 颐 谪 居

此 ，陈 文 灿 谓 苏 轼 读 书 于 此 。”民 间 则

说 是 因 苏 东 坡 曾 在 这 一 带 稽 古 ，故 名

苏稽。

出乐山高铁站，驱车往西不远，跨

过青衣江便是苏稽。古镇地处乐山前

往 峨 眉 的 必 经 之 路 ，古 时 候 香 客 朝 拜

峨 眉 山 ，都 要 在 镇 上 稍 作 停 留 ，顺 便

到 附 近 寺 庙 烧 香 礼 佛 ，故 有“ 峨 眉 仙

山 第 一 拜 ”之 说 。 宋 代 四 川 制 置 使 范

成 大 自 乐 山 前 往 峨 眉 ，曾 歇 脚 于 苏 稽

“ 竹 间 轩 ”客 栈 ，有 诗 云 ：“ 送 客 都 回 我

独 前 ，何 人 开 此 竹 间 轩 。 滩 声 悲 壮 夜

蝉 咽 ，并 入 小 窗 供 不 眠 。”范 大 人 被 峨

眉 河 的 滩 声 困 扰 ，一 夜 未 眠 ，不 免 遗

憾 。 苏 稽 不 仅 是 朝 拜 峨 眉 的 重 要 驿

站 ，还 是 眺 望 峨 眉 山 影 的 最 佳 去 处 。

清 代 李 调 元 有 诗 云 ：“ 水 驿 江 城 日 日

过，云峰高处见三峨。”

来 到 苏 稽 ，最 先 令 人 心 动 的 是 这

里的水乡风情。发源于峨眉山中的黑

龙 江 、白 龙 江 在 清 音 阁 前 交 汇 成 峨 眉

河 ，流 经 峨 眉 山 市 区 后 来 到 苏 稽 ，先

后 与 大 渡 河 、青 衣 江 相 汇 ，形 成 纵 横

交 错 的 密 集 水 网 ，造 就 一 方 西 南 风

情 。 带 着 仙 山 灵 气 的 峨 眉 河 ，先 是 蜿

蜒 流 淌 在 上 游 的 田 野 阡 陌 之 中 ，再 从

容地穿古镇而过。她在河滩上泛起白

花 花 的 浪 ，发 出 哗 啦 啦 的 喧 响 ，仿 佛

在吟唱一曲乡情恋歌。清清河水在茂

密 的 树 林 间 蜿 蜒 ，在 蓬 松 的 古 树 下 回

旋 ，树 根 与 河 水 相 互 纠 缠 ，碧 波 与 绿

叶 相 互 渲 染 ，那 种 和 谐 相 生 的 图 画 ，

是苏稽给我们的启示。

苏 稽 的 田 园 牧 歌 和 水 乡 风 光 ，还

体现在河水衍生的一些物事上。成群

放 养 的 鸭 鹅 自 在 游 弋 ，如 散 落 在 河 面

上 的 无 数 颗 珍 珠 ，又 如 开 放 在 河 面 上

的无数花朵。它们或一个猛子扎进水

里 ，或 扑 扇 着 翅 膀 仰 天 高 歌 。 一 片 片

绿 毯 似 的 草 滩 铺 展 在 水 边 ，三 两 头 水

牛 慢 慢 悠 悠 在 上 面 觅 食 ，不 时 甩 动 欢

快的尾巴，发出哞哞的叫声。

但 苏 稽 最 大 的 魅 力 ，还 是 古 朴 的

街 景 。 清 澈 的 峨 眉 河 从 镇 中 流 过 ，岸

边 错 落 着 排 排 明 清 建 筑 ，呈 现 一 片 清

幽平和的古镇底色。其间隐藏着不少

幽 静 的 院 落 ，天 井 、房 间 清 幽 雅 致 ，花

窗 、雕 梁 精 美 沧 桑 。 以 峨 眉 河 为 魂 魄

的 古 镇 ，不 少 巷 口 或 院 门 都 朝 向 河

面。临水的百年老屋装饰着古旧的木

雕 和 砖 刻 ，建 在 红 砂 岩 条 石 砌 成 的 高

高台基上。一条条巷道自水边向纵深

处 延 伸 ，伸 向 苔 藓 斑 驳 或 绿 树 荫 蔽 的

幽 深 处 。 一 级 级 台 阶 自 上 而 下 ，伸 向

平 整 光 洁 的 石 板 路 ，再 与 水 边 的 石 砌

码头相连。台阶上镌刻着船夫商贾的

脚 印 串 串 ，镌 刻 着 古 镇 女 子 的 捣 衣 声

声 。 站 在 水 边 举 目 望 去 ，潺 湲 绿 水 倒

映 着 青 砖 碧 瓦 、雕 梁 画 栋 ，恍 如 置 身

金 陵 城 的 秦 淮 河 边 ，只 是 峨 眉 河 比 秦

淮河宽了不少，流水也急了许多。

古镇曾有一副楹联：“青山毓秀荻

坪 山 起 千 秋 月 ，碧 水 钟 灵 儒 公 桥 卧 万

年 波 。”苏 稽 不 仅 有 绿 云 似 的 荻 坪 山

以 及 山 中 古 寺 ，还 有 连 接 两 岸 的 儒 公

桥 和 廊 桥 。 儒 公 桥 建 于 清 道 光 年 间 ，

全 长 约 百 米 。 峨 眉 河 水 自 平 桥 下 流

过 ，柔 丝 般 的 水 草 在 碧 波 中 轻 轻 飘

动 。 平 整 雅 石 搭 建 的 桥 面 上 ，游 览 或

赶 集 的 人 们 络 绎 不 绝 。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苏 稽 人 还 在 平 桥 下 游 一 公 里 处 修

建 了 连 接 抗 战 生 命 线“ 乐（山）西（昌）

公 路 ”和 滇 缅 公 路 的 公 路 桥 ，为 抗 战

胜 利 作 出 了 贡 献 。 如 今 ，此 桥 已 被 改

造成造型优雅的风雨廊桥。拱形的桥

洞 倒 映 水 面 ，古 朴 的 廊 道 铺 排 延 伸 ，

风 雅 的 屋 檐 御 雨 临 风 ，与 古 老 的 石 板

平 桥 遥 相 呼 应 ，尽 显 古 镇 风 韵 ，也 道

尽古镇沧桑。

在街巷、流水与古桥之间，各色商

铺繁华依旧。穿斗结构的川西民居和

店 铺 鳞 次 栉 比 ，错 落 有 致 ，铺 排 纵 横

成不同的街道巷陌。临水或当街的廊

檐 下 挂 着 一 排 排 红 色 宫 灯 ，渲 染 着 古

镇的富足和民俗。一盏盏鲜红的宫灯

下 ，一 间 间 或 宽 或 窄 的 茶 馆 里 ，或 一

张 张 临 水 的 太 阳 伞 下 ，盖 碗 茶 、三 花

茶是茶客们持之以恒的钟爱。几间剃

头 铺 子 和 打 铁 铺 子 散 落 其 间 ，坚 守 着

不咸不淡的祖传营生。而街巷最突出

的 位 置 ，多 半 是 经 营 米 花 糖 的 店 铺 。

门 外 的 各 色 店 旗 在 风 中 招 展 ，门 内 的

众 多 米 花 糖 琳 琅 满 目 ，川 渝 为 主 的 来

客 拥 挤 在 店 里 店 外 ，一 边 品 尝 一 边 挑

选，酥香脆甜的风味令人赞不绝口。

到 了 中 午 或 下 午 的 饭 点 ，镇 上 的

特 色 美 食 跷 脚 牛 肉 便 成 食 客 们 的 首

选 。 这 种 码 头 工 人 创 造 的 、类 似 于 牛

肉 火 锅 的 美 食 ，和 卤 鹅 肉 、棒 棒 鸡 、豆

腐 脑 、风 味 凉 糕 一 道 ，成 为 今 天 乐 山

美 食 的 名 片 ，也 成 就 了 苏 稽 的 古 镇 魅

力。来自小凉山里的生态牛肉经简单

加 工 后 ，放 进 浓 稠 鲜 香 的 骨 头 汤 里 烫

熟 ，蘸 上 干 鲜 香 料 食 用 ，幸 福 感 立 即

升 华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高 度 。 此 外 ，这 里

的 全 牛 席 也 是 一 绝 ，一 锅 鲜 汤 里 尝 尽

牛 肉 的 各 个 部 位 ，那 一 份 满 足 令 人 回

味 。 不 过 ，仍 以“ 跷 脚 牛 肉 ”最 负 盛

名，且一以概之。

入夜，灯火依次点亮，或成排闪烁

在 水 边 的 人 行 道 上 ，或 高 低 错 落 在 人

家 的 窗 口 屋 檐 ，或 温 馨 映 照 着 夜 间 的

店 铺 。 此 时 的 街 巷 依 然 人 影 幢 幢 ，卖

烧 卤 、小 吃 、跷 脚 牛 肉 的 摊 点 和 店 铺

夜以继日做着营生。米花糖门店灯光

明 亮 ，仍 有 不 少 客 人 在 品 尝 挑 选 。 那

些 屋 檐 下 的 红 灯 笼 连 成 串 ，发 出 暖 暖

的 、颇 有 些 年 代 感 的 光 晕 ，倒 映 在 奔

流 不 息 的 峨 眉 河 中 ，与 月 光 一 同 舞

蹈，和波涛一起歌唱。

嘉 峨 风 景 好 ，最 忆 是 苏 稽 。 苏 稽

坐 落 在 悠 悠 时 光 里 ，坐 落 在 江 南 画 卷

里 ，坐 落 在 川 西 民 俗 里 ，更 坐 落 在 绵

绵 乡 愁 中 。 那 淳 朴 别 致 的 风 情 、淡 定

从 容 的 风 貌 、优 雅 婉 约 的 风 姿 ，令 古

镇人乐在其中，让游子眷恋不已……

水月洞天
文<周锋荣

象山景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以象鼻山为中心，涵盖象山

水 月 、爱 情 岛 、普 贤 塔 、三 花 酒 窖 等 景 观 。 景 区 距 桂 林 站 约 2.5 公 里 ，打

车约 10 分钟。也可从桂林站乘坐 16 路公交车至象山公园站下，或乘坐

5 路、88 路公交车至南门桥站下，全程约 25 分钟。

漓 江 与 桃 花 江 汇 流 处 ，一 头“ 巨

象 ”驻 足 江 边 ，伸 鼻 豪 饮 江 水 ，憨 态 可

掬，栩栩如生。这便是桂林的城徽山，

也是桂林旅游的标志山——象鼻山。

碧 波 荡 漾 的 江 上 ，竹 筏 正 来 回 渡

着 游 人 。 岸 边 ，一 位 年 轻 游 客 穿 戴 上

租来的蓑衣和斗笠，站到一艘竹筏上，

肩 挑 站 着 两 只 鱼 鹰 的 扁 担 ，以 象 鼻 山

为背景拍照留念。

清 澈 的 江 水 从 位 于 象 鼻 与 象 身 之

间 的 水 月 洞 流 过 ，洞 穴 与 水 中 倒 影 宛

如 明 月 ，形 成“ 象 山 水 月 ”奇 观 。 宋 代

蓟 北 处 士 曾 有 诗 赞 道 ：“ 水 底 有 明 月 ，

水 上 明 月 浮 。 水 流 月 不 去 ，月 去 水 还

流。”同时，“象山水月”与南望的“穿山

月岩”相对，一浮于水，一悬于天，形成

“漓江双月”奇观。

水 月 洞 的 石 壁 上 还 保 留 着 历 代 摩

崖 石 刻 50 余 件 ，唐 代 诗 人 韩 愈 的 名 句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镌刻洞中，

此 外 还 有 张 孝 祥《朝 阳 亭 诗 并 序》、范

成大《复水月洞铭》、陆游诗稿手札等。

象眼岩互相贯通，呈扁长形，原是

一 段 不 长 的 古 地 下 河 道 ，形 成 比 水 月

洞 还 早 ，因 部 位 恰 巧 在 象 眼 处 而 得

名 。 走 出 象 眼 岩 ，沿 盘 山 道 可 达 山

顶 。 象 眼 岩 南 北 两 洞 ，方 便 眺 望 风

景。左边可望到高耸的漓江饭店和繁

华 街 市 ，右 边 可 远 眺 时 隐 时 现 的 江 波

帆影。

象 鼻 山 巅 有 一 座 普 贤 塔 ，远 远 望

去，像插在象背上的剑柄，又像一只古

雅 的 宝 瓶 。 该 塔 始 建 于 明 代 ，为 喇 嘛

式 实 心 砖 塔 ，距 今 已 有 400 多 年 历 史 。

塔 高 13.6 米 ，塔 身 正 北 面 嵌 有 一 幅 青

石线刻的菩萨像，上端有“南无普贤菩

萨 ”字 样 。 佛 经 中 说 普 贤 菩 萨 专 管 智

慧、道德，其坐骑正是六牙白象。

友 人 说 ，晚 上 喝 桂 林 三 花 酒 。 经

介 绍 ，才 知 桂 林 三 花 酒 是 中 国 米 香 型

白 酒 的 代 表 之 一 ，有 上 千 年 酿 造 史 。

象 鼻 山 独 特 的 自 然 环 境 ，为 酿 酒 创 造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三花酒窖位于岩

洞 内 ，冬 暖 夏 凉 ，温 度 适 宜 ，且 由 于 临

江 ，保 持 了 一 定 湿 度 。 三 花 酒 经 洞 内

贮藏，香醇宜人，口感绵甜。

早 在 唐 宋 时 期 ，象 鼻 山 已 成 游 览

胜 地 。 山 水 相 依 的 象 鼻 山 ，用 奇 峭 的

山、碧透的水、清幽的洞、醇香的酒，缔

造了一处水月洞天、人间仙境。

牛车河镇的乡愁
文<徐虹雨

牛车河镇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镇内有牛车河高铁站及众多古村落，是乡村旅游的好去处。其中，毛坪村、三红村分别距牛车河高铁站 6 公里、

15 公里，可打车前往，骑行亦是不错的选择。在天然氧吧里骑行，一步一景，尽享野趣。

在 我 国 ，以“ 灵 山 ”命 名 的 地 方 有

很 多 ，北 京 门 头 沟 、江 苏 无 锡 、浙 江 乐

清 、安 徽 广 德 等 地 都 有 灵 山 。 相 比 之

下，上饶灵山的名气似乎并不是很大，

但这丝毫不影响游人对它的青睐。

从 上 饶 高 铁 站 到 灵 山 ，不 过 半 小

时车程。我们落脚的民宿在一处半山

坡 上 ，离 左 溪 索 道 站 不 远 。 站 在 门 口

的 空 地 上 望 去 ，满 目 皆 苍 翠 。 民 宿 主

人说，如果是春天，随便望过去就能看

见满山的红杜鹃。这个季节虽然看不

到 杜 鹃 花 了 ，但 山 上 许 许 多 多 的 野 花

也非常美。灵山是从来都不缺花的。

晚 饭 的 时 候 ，我 们 把 餐 桌 搬 到 屋

外 。 喝 着 啤 酒 ，吃 着 农 家 小 菜 ，吹 着

凉 爽 的 山 风 ，听 着 水 塘 里 的 蛙 声 和 树

林 里 的 蝉 鸣 ，看 着 渐 渐 隐 去 的 晚 霞 和

镶 嵌 在 苍 穹 上 烁 烁 闪 亮 的 星 星 ，一 种

远 离 尘 世 的 惬 意 油 然 而 生 。 那 一 晚 ，

我 们 是 伴 着 风 声 和 夏 虫 的 鸣 叫 声 入

眠 的 。

第 二 天 一 早 ，趁 大 批 游 客 到 来 之

前，我们就来到左溪索道站，乘坐上山

的 缆 车 。 缆 车 徐 徐 上 行 ，从 轿 厢 里 望

出去，灵山的峰峦被一团团、一丝丝的

云 雾 轻 轻 裹 着 ，宛 如 神 话 中 的 仙 境 。

索 道 下 方 是 随 着 山 势 绵 延 而 下 的 梯

田 ，以 及 密 密 匝 匝 的 竹 林 和 星 星 点 点

缀 满 山 坡 的 各 色 山 花 。 坐 在 缆 车 上 ，

仿佛在林涛花海之间凌空翱翔。

下 了 缆 车 ，沿 着 依 山 而 筑 的 木 栈

道 前 行 ，有 如 徜 徉 在 一 个 无 边 的 高 山

植物园里。山崖旁、石缝间，紫色的北

江荛花、白色的四照花，以及许多叫不

出 名 字 的 山 花 随 处 可 见 ，触 手 可 及 。

一种独特的山野气息在奇石秀峰间弥

漫开来，让人陶醉其中，不忍移步。

满 山 叠 翠 ，一 峰 一 石 皆 入 景 。 灵

山 总 面 积 达 百 余 平 方 公 里 ，游 客 去 的

地 方 一 般 是 灵 山 的 核 心 景 区 ，也 就 是

清 水 乡 境 内 靠 近 左 溪 村 的 那 一 部 分 。

尽 管 这 只 占 整 个 灵 山 的 一 小 部 分 ，但

景色已经足以让人震撼了。

灵 山 多 奇 峰 怪 石 。 形 状 奇 特 的 环

状 花 岗 岩 峰 林 和 倒 石 地 貌 ，造 就 了 灵

山独特的自然奇观。无论是立足栈道

凌空俯瞰，还是站在山崖旁放眼远眺，

映 入 眼 帘 的 ，都 是 一 幅 幅 壮 美 奇 秀 的

天 然 画 卷 。 那 黛 青 色 的 峰 峦 层 层 叠

叠 ，浓 墨 淡 彩 般 渲 染 开 来 ，一 眼 望 过

去 ，犹 如 一 卷 悬 挂 于 天 地 之 间 的 巨 幅

丹青。在大自然的风化剥蚀和裂隙作

用下形成的石壁、岩柱和峰峦，有的似

“群兽下海”，有的如“金龟望月”，有的

则 像 一 只 硕 大 的 狸 猫 …… 独 特 的 山

势、山貌和众多神形奇特的山石，组成

别样的地质景观，令人叹为观止。

灵 山 上 不 仅 有 烂 漫 的 山 花 、雄 秀

的 奇 石 ，还 能 观 赏 到 飞 流 直 下 的 瀑 布

和云雾缭绕的奇景。群峰之间分布着

数十处白练般的瀑布，尤以水晶瀑布、

玉龙瀑布、茗洋湖三叠瀑布落差大、景

色 美 ，最 负 盛 名 。 灵 山 还 是 一 个 观 赏

云 海 的 胜 地 ，每 当 雨 后 或 昼 夜 温 差 较

大 且 水 汽 充 沛 之 时 ，群 峰 便 会 被 一 团

团 美 丽 的 云 雾 缠 绕 。 运 气 好 的 时 候 ，

还 能 看 到 从 山 峰 上 流 泻 而 下 的“ 瀑 布

云”奇观。

灵 山 不 仅 自 然 风 光 壮 美 奇 特 ，文

化底蕴也十分深厚，相传张道陵、葛洪

都 曾 在 灵 山 修 道 。 千 百 年 来 ，灵 山 各

处 留 下 了 石 人 殿 等 许 多 宫 、观 、殿 建

筑 ，为 灵 山 增 添 了 几 分 神 秘 之 感 和 灵

秀之气。

灵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北部，是一个以奇石秀峰、流云飞瀑

等 自 然 景 观 为 特 色 的 国 家 级 风 景 名 胜 区 。 景 区 距 上 饶 高 铁 站 约 25 公

里，打车约 30 分钟。

桂林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