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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越岭 古道无言
□ 姚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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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杭 古 道 贯 通 皖 浙 ，连 接 着 两 座

古 老 的 州 府 徽 州 与 杭 州 ，分 南 北 两 条

线 。 南 线 以 歙 县 县 城 为 起 点 ，经 昱 岭

关 通 杭 州 ；北 线 西 起 绩 溪 伏 岭 镇 ，过

逍 遥 岭 至 杭 州 。 此 行 ，我 选 择 的 是

北 线 。

伏 岭 镇 位 于 逍 遥 岭 西 部 ，是 徽 杭

古道进入逍遥岭的入口。徽杭古道北

线 从 这 里 开 始 ，因 此 又 被 称 为 逍 遥 岭

古 道 。 沿 着 古 道 石 阶 向 上 攀 行 ，路 变

得 越 来 越 陡 峭 ，也 越 来 越 难 走 。 路 面

宽 不 过 一 米 ，皆 为 青 石 铺 成 。 到 了 半

山 腰 ，一 边 是 高 耸 的 峰 峦 ，一 边 是 陡

峭 的 悬 崖 。 悬 崖 之 下 ，水 流 湍 急 。 这

是 流 淌 在 逍 遥 岭 下 的 一 条 溪 流 ，河 谷

又 称 逍 遥 谷 。 谷 中 怪 石 嶙 峋 ，巨 大 的

岩 石 横 七 竖 八 堆 积 在 河 滩 上 ，像 是 山

崩地裂留下的场景。溪水奔袭在这些

乱 石 巨 岩 之 中 ，发 出 巨 大 的 声 响 。 停

下 脚 步 ，抬 头 遥 看 对 面 的 山 峦 ，群 峰

叠 翠 ，起 伏 跌 宕 ，有 一 处 飞 瀑 从 山 涧

奔 流 而 下 ，如 同 悬 挂 在 山 谷 间 的 一 条

白练。

转 过 一 个 山 坳 口 ，突 见 一 块 巨 大

的 岩 山 压 顶 而 来 ，给 人 一 种 压 迫 感 。

此 石 扁 平 巨 大 ，形 似 磨 盘 ，人 称“ 磨 盘

石 ”，当 地 人 又 称“ 梦 盘 石 ”，为 古 道 上

一 处 标 志 性 景 点 。 距 此 石 不 远 ，另 外

一处巨石更加令人震撼。高大的岩石

挺 立 在 河 谷 对 岸 ，如 同 一 位 头 戴 盔

甲 、身 着 战 袍 、威 风 凛 凛 的 将 军 。 此

石 便 是“ 将 军 石 ”，又 称“ 关 公 石 ”，当

地 也 有 人 称 它 为“ 镇 妖 石 ”，祈 求 它 保

佑来往古道的行人一路平安。不少从

此 经 过 的 徽 州 人 把 它 铭 记 于 心 ，寄 托

思 乡 情 怀 。 绩 溪 人 、著 名 水 力 机 械 专

家 程 良 骏 早 年 途 经 此 处 时 曾 写 过 一

首 诗 ：“ 远 望 江 南 第 一 关 ，几 多 游 子 泪

潸 潸 。 逍 遥 岩 上 将 军 石 ，何 日 归 来 奋

力 攀 。”将 军 石 下 有 一 水 潭 ，深 不 见

底 ，人 称“ 天 池 ”。 据 传 ，明 代 抗 倭 名

臣 胡 宗 宪 被 钦 点 为 浙 江 巡 按 御 史 ，行

走 徽 杭 古 道 时 曾 在 此 洗 马 ，故 又 称

“洗马潭”。

逍 遥 岭 的 关 口 号 称“ 江 南 第 一

关 ”。 此 处 上 依 绝 崖 峭 壁 ，下 临 溪 流

深 涧 ，古 道 从 关 口 穿 过 ，没 有 其 他 路

可 走 。 关 口 状 若 山 门 ，门 楣 西 刻“ 江

南 第 一 关 ”，东 刻“ 徽 杭 锁 钥 ”，一 旁 矗

立 着 一 块 刻 有“ 径 通 江 浙 ”几 个 魏 体

大 字 的 巨 石 。 相 传 ，“ 江 南 第 一 关 ”因

太 平 天 国“ 侍 王 ”李 世 贤 率 部 经 过 此

地 ，赞 其 天 险 而 得 名 。 关 口 原 来 由 四

块 天 然 巨 石 构 成 ，后 来 遭 到 破 坏 ，现

以 巨 石 复 原 砌 成 。 此 处 ，古 道 路 面 皆

在岩壁上凿成，如同悬挂在半空中。

过 了“ 江 南 第 一 关 ”，连 续 攀 爬 一

段 石 级 ，我 已 汗 流 浃 背 ，体 乏 难 忍 。

身 后 走 过 来 两 位 游 客 ，攀 谈 中 得 知 ，

他 们 是 浙 江 温 州 人 ，已 经 是 第 二 次 攀

爬古道了。见我和同行的摄影师累得

气 喘 吁 吁 ，他 们 便 鼓 励 说 ，前 面 就 是

茶 亭 ，到 那 里 可 以 歇 歇 脚 。 茶 亭 是 古

道 上 专 为 行 人 休 憩 的 地 方 ，也 是 一 个

标志性景点。他们的话给了我莫大的

鼓 励 ，我 与 同 伴 重 整 精 神 ，继 续 攀

爬 。 快 到 茶 亭 ，路 遇 一 方 摩 崖 石 刻 ，

在突兀的石壁上记述了脚下这一段古

道 开 发 的 历 史 ：“ 圣 宋 宝 祐 丁 巳 六 月

旦 日 ，大 石 门 胡 八 十 府 属 讳 润 捐 金 用

工 开 辟 ，凿 去 巉 岩 ，甃 成 阶 级 ，以 便 往

来 ，永 无 危 险 。 至 中 秋 前 五 日 毕 工 ，

聊记岁月云耳。”

摩 崖 石 刻 中 提 到 的“ 大 石 门 胡 ”，

名 叫 胡 润 ，别 名 胡 旦 ，据 说 他 是 修 建

逍遥岭古道第一人。胡润家住绩溪大

石 门 ，从 小 就 目 睹 人 们 攀 爬 逍 遥 岭 之

苦 。 宋 宝 祐 年 间 ，他 依 据 这 里 的 山 势

走 向 和 地 理 环 境 ，出 资 在 陡 峭 的 山 崖

上 修 凿 出 一 条 山 道 ，大 大 方 便 了 人 们

通 行 。 正 是 胡 润 的 义 举 ，奠 定 了 古 道

的雏形。

宋 代 开 凿 的 道 路 仅 是 简 陋 小 道 ，

只 能 徒 步 攀 行 ，不 能 乘 轿 骑 马 。 修 筑

徽杭古道的另一位功臣是胡宗宪。他

驻 杭 州 多 年 ，常 往 来 于 徽 杭 之 间 ，深

感 此 道 艰 辛 ，于 是 决 定 扩 建 古 道 。 据

说 ，胡 宗 宪 养 了 一 条 黑 犬 作 为 信 使 。

黑犬常常口里衔着他写给友人的信往

返 于 皖 浙 之 间 ，且 不 走 人 们 熟 悉 的

道 ，而 是 往 来 于 丛 林 之 中 。 有 人 好 奇

跟 在 黑 犬 后 面 ，发 现 它 走 的 路 是 皖 浙

间 最 近 、也 是 最 易 穿 行 的 。 于 是 ，胡

宗 宪 命 人 沿 着 黑 犬 走 的 路 线 勘 修 山

道 ，开 山 炸 石 ，拓 宽 路 基 ，铺 上 石 阶 ，

在 绝 险 处 构 筑 栈 桥 ，一 条 通 达 皖 浙 的

古道由此而成。

在 一 处 岩 口 山 坞 ，我 们 终 于 见 到

方 才 游 人 所 说 的 茶 亭 。 茶 亭 紧 挨 古

道 ，后 有 一 块 大 理 石 碑 ，碑 文 字 迹 模

糊 ，记 载 着 民 国 时 期 重 修 逍 遥 岭 古 道

的 情 形 ：徽 商 邵 在 炳 、程 怀 邦 、胡 商 岩

等 人 出 资 ，历 时 六 年 ，先 后 募 捐 招 募

工 匠 ，伐 石 筑 路 ，不 遗 余 力 ，使 原 本 坑

洼 不 平 的 道 路 变 成 坦 途 ，并 建 拱 亭 以

供 休 憩 。 后 来 ，徽 商 胡 原 堂 再 捐 巨

资 ，并 联 合 上 海 、南 京 、芜 湖 等 地 徽

商 ，对 徽 杭 古 道 磨 盘 石 至 岩 口 茶 亭 路

段 进 行 大 修 ，重 整 了 岩 口 茶 亭 。 由 此

看 来 ，徽 商 经 古 道 外 出 打 拼 ，发 迹 后

并没有忘记这条让他们走出大山的通

道 。 他 们 出 资 重 修 古 道 ，如 同 乌 鸦 反

哺 。 正 是 因 为 他 们 的 义 举 ，徽 杭 古 道

穿 山 越 岭 ，延 续 百 年 ，成 为 连 通 皖 浙

的重要交通线。

立 于 茶 亭 ，阵 阵 山 风 从 对 面 山 谷

扑 面 吹 来 ，让 人 顿 感 神 清 气 爽 。 站 在

亭 间 举 目 而 望 ，山 峦 叠 翠 ，绵 延 不 绝 ，

古道如同一条细线缥缈在山谷间。继

续 向 前 ，古 道 要 穿 过 马 头 岭 、蓝 天 凹 、

清凉峰，最后才能到达杭州。

对 于 徽 州 人 来 说 ，徽 杭 古 道 不 仅

是 一 条 跨 越 千 山 万 壑 的 山 道 ，也 是

一 条 寻 求 生 存 、寻 找 商 机 的 创 业 之

道 。 古 道 无 语 ，却 记 载 着 徽 商 的 艰

辛 。 一 代 代 徽 商 经 这 条 古 道 走 出 大

山 、走 出 徽 州 ，走 向 江 浙 沪 等 外 面 的

世 界 。 他 们 从 贩 运 山 货 ，到 经 营 盐

茶 粮 米 ，走 出 了 一 条 条 饱 含 风 霜 的 经

商 之 路 ，也 成 就 了 一 代 代 徽 商 的 传 奇

与 辉 煌 。

时光流转，如今，徽杭古道已不再

是 皖 浙 之 间 的 交 通 要 道 ，而 变 成 一 条

观光旅游的热门线路。古道上那些斑

驳 的 石 阶 ，像 一 块 块 无 字 碑 ，记 载 着

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十二背后 秘密生长
□ 胡启涌

贵州遵义十二背后旅游风景区

十二背后旅游风景区位于贵州省

遵 义 市 绥 阳 县 境 内 ，由 双 河 洞 、清 溪

峡 、大 地 缝 三 个 旅 游 板 块 组 成 。 关 于

“ 十 二 背 后 ”之 得 名 ，有 十 二 条 岔 道 、

十 二 口 深 潭 、十 二 道 河 湾 、十 二 丘 梯

田 等 说 ，莫 衷 一 是 。 其 实 以 啥 冠 名 并

不 重 要 ，“ 十 二 ”是 中 国 人 喜 欢 的 吉 利

数 字 。 二 字 组 合 ，还 能 形 成“ 王 ”字 ，

仿 佛 在 告 诉 我 们 ，这 里 的 山 水 、丛 林 、

溶洞都是风景中的王者。

冬 天 的 十 二 背 后 ，阳 光 依 旧 缠 绵

暖 人 ，我 们 选 择 徒 步 穿 过 双 河 洞 的 地

下 河 谷 。 我 笃 定 地 认 为 ，真 正 的 旅 游

要 通 过 真 实 的 行 走 才 能 抵 达 内 心 ，如

郦 道 元 ，如 徐 霞 客 。 顺 着 一 条 小 河 步

行 一 公 里 后 ，来 到 一 个 山 洞 前 。 洞 口

的 岩 壁 重 重 叠 叠 ，石 缝 中 生 长 着 一 些

蕨 类 和 苔 藓 ，绿 得 让 人 忘 记 已 是 冬

天 。 叶 面 上 缀 有 水 珠 ，在 暖 阳 的 映 照

下 晶 亮 可 人 ，让 人 想 起 徐 霞 客“ 芃 芃

植物，茂盛有光”的句子。

进 洞 不 远 ，阳 光 就 被 丢 在 了 洞

外 。 我 们 循 着 流 水 的 声 音 ，朝 着 神 奇

的 地 下 密 室 走 去 。 洞 里 的 地 下 河 谷 ，

是 水 流 用 了 几 亿 年 时 光 冲 刷 而 成 ，如

一 条 宽 大 的 素 色 地 毯 ，顺 着 流 水 的 走

向铺陈开去。朦胧的灯光把河谷照得

隐 隐 约 约 ，恍 若 一 条 时 光 隧 道 ，延 伸

到 神 秘 莫 测 的 地 下 世 界 。 河 谷 两 侧 ，

多 彩 的 纹 路 深 嵌 在 岩 石 中 ，如 挂 在 美

女臂上的飞天长练。那条形的黑色短

纹 ，酷 似 美 人 双 眸 上 的 两 道 柳 叶 眉 ，

长 睫 含 情 ，明 目 漾 波 。 走 了 好 一 阵 ，

前 面 突 地 出 现 一 壁 低 垂 的 巨 石 ，我 们

频 频 低 头“ 致 礼 ”后 ，弯 腰 通 过 。 刚 穿

过 小 洞 ，大 自 然 马 上 回 报 了 我 们 的 虔

诚 ，一 个 宽 敞 的 大 厅 赫 然 映 入 眼 帘 。

这 是 岩 石 崩 塌 后 形 成 的 天 然 大 厅 ，在

灯 光 中 更 显 宏 阔 壮 观 ，大 家 顿 时“ 啧

啧 ”惊 叹 不 已 。 抬 头 仰 望 ，大 厅 之 上

有 无 数 晶 体 熠 熠 闪 烁 ，如 点 点 繁 星 、

灿 灿 银 河 。 顺 着 导 游 的 电 筒 光 望 去 ，

一 口 巨 大 的“ 天 锅 ”倒 扣 在 大 厅 上 面 ，

边 上 还 有 一 个 红 色 心 形 的“ 小 天

锅 ”。 导 游“ 天 锅 是 经 水 流 长 期 溶 蚀

作 用 形 成 ”的 科 学 解 释 ，一 点 没 有 影

响我对亿万年前那场石头与流水深情

对话的遐想。

走 过 大 厅 ，迎 接 我 们 的 是 一 条 逼

仄 的 小 路 ，长 长 的 、湿 湿 的 ，在 灯 光 中

泛 着 粼 粼 亮 光 ，如 铺 了 一 层 晶 莹 的 薄

霜 。 我 们 都 不 忍 踩 上 去 ，生 怕 踩 痛 了

每一块从洪荒走来的石头。水从脚下

淌 过 ，潺 潺 复 涓 涓 。 那 透 彻 诱 人 的 蓝

色 ，分 明 是 一 块 块 流 动 的 翡 翠 。 俯 身

去 摸 摸 ，一 股 宝 石 特 有 的 沁 沁 凉 意 ，

瞬间让我沦陷在一片蓝光之中。在地

下 河 的 牵 引 下 ，我 们 来 到 洞 口 ，眼 前

兀然出现绚丽天光——但这里并不是

出 口 ，而 是 溶 洞 的 一 段 塌 陷 后 形 成 的

天 坑 。 站 在 坑 底 ，仰 望 上 方 狭 长 的 天

空 ，像 地 图 ，像 图 腾 ，大 家 纷 纷 感 叹 天

地 之 玄 妙 、力 量 之 无 穷 。 环 看 四 周 断

崖 ，茂 密 的 草 木 早 已 遮 去 山 体 的 岩

石 ，只 见 满 眼 葱 茏 。 前 面 的 断 崖 处 ，

一 悬 飞 瀑 垂 直 坠 落 ，如 一 匹 巨 大 的 白

绢 悬 挂 在 天 地 间 。 天 坑 一 侧 的 石 壁

上 ，栈 道 盘 旋 而 上 。 人 从 上 面 怯 怯 通

过 ，脚 下 是 葱 绿 如 染 的 草 木 。 一 步 一

惊 间 ，一 滴 顺 壁 而 下 的 水 珠 落 在 我 的

脸 上 。 我 很 珍 惜 这 次 遇 见 ，任 水 滴 在

脸颊慢慢洇开。

离 开 天 坑 ，我 们 进 入 一 个 干 燥 的

石 膏 洞 ，亦 称 旱 洞 。 旱 洞 距 谷 底 河 流

约 300 米 ，岩 壁 上 明 显 的 断 痕 告 诉 我

们 ，在 亿 万 年 前 的 一 次 地 壳 运 动 中 ，

此 洞 脱 离 水 源 后 ，变 成 了 旱 洞 。 没 有

了 水 ，氧 化 后 的 碳 酸 钙 无 法 渗 出 岩

层 ，导 致 洞 中 成 群 的 钟 乳 石 停 止 了

发 育 。 它 们 冷 峭 挺 拔 ，大 者 如 奇 巧

的 亭 台 ，小 者 如 玲 珑 的 摆 件 。 行 至

旱 洞 后 半 段 ，巨 大 的“ 地 下 梯 田 ”出

现 在 眼 前 ，一 丘 叠 着 一 丘 ，一 块 接 着

一 块 ，蔚 为 壮 观 。 地 质 学 上 称 其 为

钙 化 池 ，里 面 蓄 满 了 水 。 这 是 旱 洞 中

唯 一 有 水 的 地 方 ，水 源 于 何 处 ？ 积 于

何 时 ？ 为 何 弥 久 不 涸 ？ 在 奇 妙 无 穷

的 大 自 然 面 前 ，我 们 未 知 的 太 多 。 诗

人 梅 尔 曾 留 诗 洞 中 ：“ 我 不 能 告 诉 你

所 有 的 秘 密 ，因 为 我 的 秘 密 还 在 生

长 。”思 忖 良 久 ，觉 得 这 足 以 回 答 一 切

疑 惑 。

当看见一束斜斜的亮光时便是洞

口 了 。 刚 出 洞 口 ，大 块 大 块 的 阳 光 热

情 迎 来 ，石 壁 上 、山 路 边 的 竹 子 、芭

蕉 、苣 苔 、爪 蕨 也 争 着 出 现 ，使 我 们 这

次徒步之旅顿时充满了仪式感。不远

处 山 坡 上 开 得 正 欢 的 野 山 菊 ，霜 红 的

乌 桕 树 ，火 红 的 火 棘 ，让 仪 式 感 更 加

隆 重 起 来 。 回 首 望 去 ，出 口 处 的 瀑 布

没 有 选 择 垂 落 ，而 是 顺 着 有 斜 度 的 崖

面 湍 流 而 下 ，收 散 自 如 的 流 水 恰 若 镂

空 的 白 色 褶 皱 裙 ，让 人 轻 易 窥 见 白 裙

后面的绿色打底。流瀑落到一个凹型

石 台 上 后 ，汇 成 一 匹 白 练 ，转 身 跃 入

深 潭 ，溅 起 串 串 玉 片 般 的 水 花 ，又 流

向溶洞深处。

每 年 立 冬 后 ，我 都 会 去 冬 泳 几 次 ，

在 风 雪 迷 蒙 之 际 出 门 ，伸 展 双 臂 肆 意

地 向 江 河 游 去 ，重 温 自 然 对 生 命 的 洗

礼。听朋友讲，11 月以来，庐山西海陆

续举办了冬泳、木球和帆船等赛事，就

起了去一趟的念头——“天下之水，莫

大 于 海 ”，能 够 以“ 海 ”定 名 的 湖 泊 ，就

算有些吹牛，想必也不简单。

庐 山 西 海 位 于 江 西 省 九 江 市 ，地

跨永修、武宁两县，紧挨九岭山脉北段

的 云 居 山 ，故有“天上云居，诗画西海”

之称。我们吃过午饭，检了门票，只见

三两艘白色游船停靠在司马码头，偶有

几只水鸟掠过湖面，向远方小岛飞去。

工 作 人 员 从 甲 板 上 灵 活 地 跳 了 下

来 ，开 始 招 呼 大 家 登 船 。 我 快 速 拍 了

几张照片，弯腰进了船舱。欸乃一声，

船便进了这山水之间。

庐 山 西 海 是 将 修 河 拦 腰 截 断 而 建

的 水 库 ，水 质 清 澈 ，也 无 风 浪 ，游 船 开

过，如在玻璃上滑行。我拉开窗户，寒

意 挤 进 来 扑 打 在 脸 上 ，朋 友 嘶 声 一

片 。 向 远 处 望 去 ，荡 漾 的 水 纹 随 着 光

的 折 射 ，一 时 浅 绿 一 时 深 碧 。 几 座 绿

岛伸了个懒腰，随意缱绻在水面上，平

静安详地注视着过往游客。眼看到了

尽头，游船转了一个弯，鸣笛提示我们

到岸。

下 船 后 ，路 就 要 靠 自 己 走 了 。 景

区 主 路 线 途 经 七 座 长 桥 相 连 的 小 岛 。

首座是云居岛，不大，云居塔和西海阁

遥遥相望，禅意幽幽。路的尽头是桥，

桥 的 尽 头 是 路 。 桥 联 通 了 岛 屿 ，也 联

通了人和自然。

我 们 涉 过 云 居 岛 ，来 到 下 一 座 岛

屿。时值冬日，身边的绿意却是不减。

岛上种植有很多四季常青的草木，除了

松柏和樟树，很多我都叫不上名来。

水 天 相 连 处 ，开 始 凝 聚 起 一 层 极

淡 的 薄 雾 。 湖 面 跃 出 一 条 白 鲢 ，矫 健

的 鱼 尾 将 这 层 水 雾 打 破 ，一 棵 树 就 这

样出现在眼前。没有蝉鸣，没有鸟语，

这 是 一 棵 孤 独 的 树 。 亭 阁 里 有 人 科

普 ，这 是 一 棵 很 有 名 的 树 ，学 名 叫 乌

桕，它在大洪水后神奇地死而复生，在

几 十 年 间 见 证 了 庐 山 西 海 的 沧 桑 巨

变。这棵枝繁叶茂的树伫立在万顷碧

波之上，随飒飒北风轻轻摇曳，流露出

不一般的风致。

古 人 常 说 山 不 转 水 转 。 因 有 了 流

动 的 水 ，山 也 多 了 些 灵 气 。 加 之 流 动

的人，以人文填补山水，人在自然之景

上 创 造 了 第 二 自 然 ，山 水 必 然 随 时 间

变 化 而 变 化 ，随 人 变 化 而 变 化 。 如 此

看来，天下之景，莫大于人。

返 程 的 船 最 后 一 趟 是 下 午 五 点 ，

剩 下 的 小 岛 尚 未 走 完 。 坐 在 船 头 ，我

看 着 遥 遥 挥 手 的 人 们 ，心 中 不 免 遗

憾。白云居处，西海深处，我的心中开

始出现一座山、一片海，继而长出一棵

树，一棵并不孤独的树。

白云居处 西海深处
□ 简 父

江西九江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

我 们 从 重 庆 万 盛 黑 山 谷 的 南 门 而

下 ，植 被 厚 实 ，草 香 盈 袖 ，一 睹 为 快 的

都是常见的茂林修竹、奇花异草，充耳

能 闻 的 都 是 鸟 鸣 虫 唱 、瀑 韵 泉 声 。 放

弃 索 道 ，我 们 循 着 水 声 的 召 唤 逐 级 而

下 ，走 着 走 着 就 不 见 了 溪 的 踪 迹 。 正

要找寻，眼前出现一挂飞瀑，腾起阵阵

白雾，像在上映一出鲜活的水幕电影。

瀑 下 的 潭 状 如 瓮 ，四 壁 皆 石 ，苔

藓 青 碧 ，水 草 繁 茂 ，细 浪 似 煮 ，水 花 如

雪 ，不 知 其 深 几 许 。 目 光 上 移 ，有 瀑

如 练 ，套 牢 这 口 巨 大 的 瓮 ，似 要 将 其

提 起 。 这 是 酒 瓮 ？ 装 了 刚 烤 出 来 的

苞 谷 酒 ，多 鲜 美 啊 ，还 冒 着 热 气 呢 ，酒

未 沾 唇 ，先 自 醉 了 。 清 亮 纯 净 的 水 自

瓮 沿 漫 出 ，哗 哗 如 轻 歌 ，淙 淙 如 低 吟 ，

很 明 快 地 甩 出 一 条 长 长 的 水 袖 ，四 周

草 木 按 捺 不 住 ，舞 之 蹈 之 起 来 。 有 水

鸟 飞 来 ，临 水 照 镜 ，尽 管 不 停 地 点 头 ，

却 找 不 见 自 己 的 影 子 ，于 是 贴 着 水 面

做 几 个 高 难 度 动 作 ，又 如 箭 一 般 射 进

了 丛 林 。

一 路 走 去 ，满 眼 翠 色 。 听 当 地 人

讲，这是渝黔交界处的一条缝隙，自古

无 人 涉 足 ，连“ 鸟 道 ”都 算 不 上 。 多 亏

当地人慧眼识珠，心灵手巧，在这人迹

罕至的地方开辟出一片让人怦然心动

的 新 天 地 。 这 里 没 有 拥 挤 ，感 觉 不 到

压抑，只有空灵通透，疏朗俊逸。

在 路 边 宣 传 牌 上 见 到 一 种 叫 溪 降

的 体 育 项 目 。 游 人 戴 上 红 色 头 盔 ，就

像七星瓢虫，手抓着绳索，在山溪里飞

速 降 落 。 即 使 是 正 好 玩 的 季 节 ，我 这

个 年 纪 也 参 与 不 了 ，充 其 量 只 能 饱 个

眼福。康养、运动却是实至名归，沿着

溪流步行，两岸风光养眼，清新空气润

肺 ，加 上 活 动 腿 脚 ，舒 展 筋 络 ，放 松 心

情 ，这 比 每 天 盯 着 手 机 计 算 步 数 有 乐

趣 得 多 。 如 果 再 晚 些 时 间 来 ，还 可 以

观雾凇，看冰凌，堆雪人，打雪仗，喘着

粗气出一身汗，真正的身心一洗，找回

童年的快乐时光。

两 条 河 交 汇 的 地 方 ，有 人 席 地 卖

蒸红薯、野百合、土黄瓜、老腊肉，还有

放 干 了 保 持 原 生 态 的 向 日 葵 饼 ，圆 圆

的，像一顶顶草帽。没有烦人的吆喝，

只有静静蹲守。我从一位小姑娘手中

要 了 带 皮 的 煮 苞 谷 ，剥 开 来 ，颗 粒 饱

满，清香扑鼻。品尝着香糯的煮苞谷，

兴 冲 冲 踏 上 浮 桥 ，在 上 面 摇 摇 晃 晃 地

走，如同踩响一排琴键。

跟 着 水 走 ，就 有 好 景 致 。 跟 着 水

走，就会找到出路。岩滴如帘，踏浪听

雨 ，空 谷 足 韵 ，只 觉 如 天 上 宫 阙 之 妙

音 ，不 绝 于 耳 。 那 岩 滴 在 我 们 走 乏 了

的 时 候 ，演 奏 江 南 丝 竹 ，山 水 清 音 ，让

人精神为之一振。

头 顶 是 窄 窄 的 山 缝 ，脚 下 是 长 长

的 流 水 。 水 溢 山 幽 ，谷 狭 心 宽 。 黑 山

谷 一 点 也 不 黑 ，那 是 深 邃 ，是 幽 雅 ，是

难能可贵的“黑里俏”。

黑山谷 伴水行
□ 黄开林

重庆万盛经开区黑山谷旅游度假区

“阳光根源：亚美尼亚当代美术作品展”
亮相滨州市博物馆

文 明 因 交 流 而 多 彩 ，文 明 因 互

鉴 而 丰 富 。 近 日 ，由 山 东 省 滨 州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与 亚 美 尼 亚 中 国 合 作

关 系 发 展 中 心 联 合 发 起 的“ 阳 光 根

源：亚美尼亚当代美术作品展”亮相

滨 州 市 博 物 馆 ，这 是 滨 州 市 博 物 馆

系 统 首 次 引 进 线 下 海 外 艺 术 作 品

展 ，开 启 了 文 博 领 域 国 际 交 流 的 新

篇章。

亚 美 尼 亚 和 中 国 同 为“ 一 带 一

路 ”共 建 国 家 ，文 化 交 流 渊 源 已 久 。

本次展览由来自亚美尼亚的 15 位资

历 深 厚 且 享 誉 国 际 的 画 家 带 来 印 象

派 、现 代 主 义 等 不 同 风 格 的 34 幅 精

彩原创作品，以“阳光根源”为主题，

让 观 众 一 睹 亚 美 尼 亚 的 风 土 人 情 和

风景名胜，搭建起文博交流桥梁。

（滨州市博物馆 孙玉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