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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墩雪韵
□ 李 琳

烟墩角村位于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是渔家秧歌、海草房营造技

艺 等 传 统 文 化 活 态 传 承 之 地 。 海 草 房 是 荣 成 独 有 的 特 色 民 居 ，以 石

为墙、海草为顶，冬暖夏凉，百年不腐。每年 11 月到次年 4 月，上万只

天 鹅 会 从 西 伯 利 亚 飞 到 烟 墩 角 栖 息 越 冬 ，吸 引 众 多 游 客 前 来 观 赏 天

鹅、住海草房、吃渔家饭。

窑火不灭溪头村
□ 王楚健

溪头村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是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的传承地。依托青瓷文化，溪头村建立了“不灭窑火”共富工坊，打造瓷

源文化传承空间、现代艺术创作基地、瓷艺特色文化节庆等旅游品牌。这里还有一个充满设计感的竹建筑文创生活村落，16 座各具特色

的竹建筑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

溪 头 村 坐 落 于 浙 江 龙 泉 的 披 云 山

中，四面峰峦环抱，万木葱茏。潺潺流

淌 的 宝 溪 犹 如 一 条 逶 迤 灵 动 的 丝 带 ，

温柔地环绕着整个村庄。

不 远 处 ，一 片 以 竹 子 为 主 要 材 料

的超现代建筑群映入眼帘。16 座建筑

仿 佛 从 土 里 自 然 生 长 而 出 ，独 特 的 设

计 令 人 眼 前 一 亮 。 那 是 数 年 前 ，来 自

中国、美国、德国等 8 个国家的 11 位建

筑 大 师 就 地 取 材 ，共 同 打 造 的 国 际 竹

建筑文创生活村落。他们以溪中的鹅

卵 石 垒 成 墙 基 ，以 山 上 的 竹 子 搭 成 绿

幕墙，以青瓷窑废弃的匣钵装饰墙面，

房内是原木地板、家具和竹编的灯具、

卷帘，营造出一个清新典雅、静谧灵动

的艺术空间。

走 过 一 座 双 螺 旋 石 拱 桥 ，原 汁 原

味的古村落跃然眼前。错落有致的房

舍 与 金 黄 色 的 田 园 景 物 相 互 映 衬 ，青

石 板 铺 就 的 街 巷 与 淙 淙 溪 流 并 行 ，纵

横 交 错 ，四 通 八 达 。 两 旁 是 鳞 次 栉 比

的黛瓦粉墙，木花窗、石花窗雕刻着精

美图案，充满江南的别致韵味。

早 就 听 说 溪 头 村 拥 有 规 模 庞 大 的

古 龙 窑 建 筑 群 ，我 在 村 庄 里 四 处 寻

觅 。 只 见 一 排 排 斑 驳 的 夯 土 墙 上 ，镶

嵌 着 数 不 清 的 青 瓷 片 ，青 翠 欲 滴 的 色

泽 尽 显 大 自 然 的 温 润 。 细 细 辨 认 ，那

如 青 梅 般 浓 翠 的 为 梅 子 青 ，青 中 略 显

粉白的为粉青，青中偏灰的为灰青，纯

净 得 像 雨 过 天 晴 之 色 的 为 天 青 ，如 绿

叶 华 滋 之 色 的 为 翠 青 ，青 中 泛 黄 深 邃

透 亮 的 为 蜜 蜡 黄 …… 在 热 心 村 民 的 指

引 下 ，我 终 于 寻 到 依 山 而 建 的 古 窑 址

群，一座座古窑犹如一条条长龙盘踞，

蔚为壮观。

中 国 近 代 考 古 学 家 陈 万 里 曾 评

价 ：“ 一 部 中 国 陶 瓷 史 ，半 部 在 浙 江 ；

一 部 浙 江 陶 瓷 史 ，半 部 在 龙 泉 。”龙 泉

窑 始 于 三 国 两 晋 ，兴 于 北 宋 ，盛 于 南

宋 ，是 宋 代 六 大 窑 系 之 一 。“ 靖 康 之

变 ”后 ，为 宫 廷 专 烧 的 汝 窑 等 尽 毁 ，制

瓷 匠 人 逃 往 江 南 ，助 推 龙 泉 窑 青 瓷 以

如 冰 似 玉 的 质 感 、千 峰 翠 色 的 绝 美 釉

色 名 世 ，将 清 雅 、隽 永 、韵 致 、素 淡 的

极 简 主 义 美 学 风 格 展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

从 而 迈 向 青 瓷 艺 术 的 巅 峰 。 此 后 ，龙

泉 窑 向 周 边 地 区 不 断 辐 射 ，窑 场 遍 布

瓯 江 及 闽 江 流 域 ，形 成 庞 大 的 窑 系 。

溪 头 村 拥 有 丰 富 的 矿 土 资 源 ，曾 长 期

处 于 龙 泉 窑 系 的 中 心 地 位 ，若 说“ 一

部 龙 泉 陶 瓷 史 ，半 部 在 溪 头 ”，实 不

为 过 。

溪 头 村 的 制 瓷 艺 人 始 终 坚 守 着 一

丝血脉，自清朝道光年间开始，至今窑

火不灭。溪头村的青瓷作坊从不急功

近利，依旧保持古老的柴窑烧制技艺，

遵循着从原料开采到烧成的一整套严

格 、精 细 的 传 统 工 序 。 他 们 精 心 地 粉

碎 、淘 洗 、陈 腐 、练 泥 、成 型 、晾 干 、修

坯、装饰、素烧、施釉、装匣、装窑，一丝

不苟地雕琢着每一件作品。

多 年 前 ，龙 泉 青 瓷 传 统 烧 制 技 艺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溪头村抓住机

遇 ，利 用 7 处 完 好 的 古 窑 址 ，每 年 举 办

超 过 50 场“ 不 灭 窑 火 ”龙 泉 青 瓷 传 统

龙 窑 烧 制 体 验 活 动 。 开 窑 之 时 ，温 润

清纯、美若翠玉的青瓷如破茧之蝶，惊

艳亮相。

如 今 ，溪 头 村 还 建 立 了 共 富 工 坊 ，

开 发 传 统 工 艺 体 验 、研 学 教 育 等 新 业

态 ，打 造 瓷 源 文 化 传 承 空 间 等 旅 游 品

牌 。 古 老 的 民 居 经 过 修 缮 ，成 为 青 瓷

文化特色民宿。自然景观得到精心保

护 和 修 复 ，宝 溪 湿 地 、萤 火 虫 基 地 、荷

花 基 地 、八 棵 树 公 园 等 犹 如 一 幅 幅 美

丽的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

东方古堡桃坪村
□ 朱仲祥

桃坪村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是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核心区、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被誉为“羌族建筑艺术的

活化石”和“神秘的东方古堡”。村中碉楼具有军事防御功能，民居之间甬道交错户户相连，承载着厚重的羌族历史文化底蕴。每逢羌历

新年，当地都会举办花儿纳吉赛歌节等民族文化活动，和远方的游客一起载歌载舞，欢度佳节。

沿 着 杂 谷 脑 河 的 流 向 ，我 们 向 桃

坪 羌 寨 走 来 。 史 料 记 载 ，早 在 西 汉 元

鼎 六 年（公 元 前 111 年），朝 廷 就 曾 在

此 置 广 柔 县 ，并 修 建 防 御 要 塞 。 2000

多年来，这里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

来 到 桃 坪 ，远 远 就 看 见 两 座 高 耸

的 碉 楼 矗 立 在 寨 子 内 外 ，恰 似 两 个 挺

立 的 巨 人 ，忠 贞 守 护 着 这 个 川 西 山

寨 。 其 中 一 座 是 陈 仕 明 家 的 住 宅 ，另

一座雄踞在杂谷脑河对岸。两座碉楼

隔 河 相 望 ，各 有 其 战 略 防 御 的 考 虑 。

我 观 察 桃 坪 的 碉 楼 ，形 制 与 丹 巴 县 的

梭 坡 碉 楼 非 常 接 近 ，也 是 片 石 加 黄 泥

层层垒砌，也是从下到上逐渐收缩，也

有一些用于瞭望和防御的孔洞。只是

这 里 的 碉 楼 与 民 居 合 二 为 一 ，你 中 有

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不像丹巴的碉

楼，是各自孤独的存在。

穿 过 厚 重 敦 实 的 寨 门 ，迎 面 便 是

石 头 古 寨 。 清 澈 的 杂 谷 脑 河 ，从 村 寨

边 缓 缓 流 过 。 雄 峻 的 青 山 环 寨 而 立 ，

共同将寨子搂在怀中。桃坪已开始下

雪，山巅一片雪白，一片高远。河畔民

居 就 地 取 材 ，依 山 而 建 ，参 差 错 落 ，绵

延 数 里 ，一 派 沉 郁 苍 凉 。 令 人 称 奇 的

是，寨子里的碉楼和民居，全是用大小

均 匀 的 片 石 一 层 层 垒 砌 而 成 ，房 屋 的

四 壁 、围 墙 ，包 括 屋 顶 ，全 是 青 灰 石 材

的 集 合 体 。 没 有 梁 柱 的 支 撑 ，没 有 特

殊 物 质 的 胶 合 ，它 们 却 能 历 经 风 雕 雨

蚀、沧海桑田而不倒，堪称世界建筑史

上的奇迹。

古 寨 布 局 是 以 寨 中 高 碉 为 中 心 ，

建 有 呈 放 射 状 的 八 个 入 口 ，分 别 连 接

着 八 个 通 道 ，形 成 迷 宫 似 的 地 下 路

网 。 而 我 们 正 踏 入 其 中 的 一 个 ，行 进

在这座“神秘的东方古堡”之中。

随 着 脚 步 的 深 入 ，光 线 渐 渐 阴 暗

下来，身边是幽深的巷道，头顶是耸立

的 民 居 ，脚 下 是 潺 潺 的 流 水 。 明 知 道

这 不 是 行 走 在 地 下 ，却 有 穿 行 在 地 下

巷 道 的 感 觉 。 当 年 ，桃 坪 人 先 建 好 了

地下水网，引水入寨，以作日后战时之

需，再在水网上修建巷道，垒砌民居和

碉 楼 ，形 成 多 层 次 的 建 筑 格 局 。 我 们

紧随导游身后，随着空间的不断变换，

游历的心境也在不断变换，或好奇，或

惊 叹 ，或 紧 张 ，或 舒 展 ，或 怀 古 ，或 思

今 。 一 会 儿 穿 行 在 巷 道 深 处 ，任 脚 步

带 我 们 穿 越 回 千 年 过 往 ；一 会 儿 踏 进

座座世俗天井，从一串金黄玉米、一方

雅 致 轩 窗 中 感 受 今 天 的 安 宁 幸 福 ；一

会 儿 又 登 上 阳 光 朗 照 的 高 挑 平 台 ，尽

情舒展天高地远的胸襟。

走 出 神 秘 的 古 羌 寨 ，我 们 来 到 另

一 片 寨 子 。 只 见 这 里 商 铺 林 立 ，店 招

飘飞，游客穿梭，烟火气十足。这便是

近年修建的新羌寨。新寨子主要是为

古 寨 旅 游 提 供 服 务 ，却 又 处 处 彰 显 着

西羌文化的底蕴。

一 尊 塑 像 引 起 了 我 们 的 关 注 。 只

见一位羌族女子，模样俊俏身段婀娜，

衣 袂 飘 飘 短 笛 竖 吹 ，构 图 极 其 优 美 传

神 。 女 子 所 吹 乐 器 为 羌 笛 ，是 西 羌 的

文 化 遗 产 之 一 。 羌 笛 为 两 管 数 孔 ，用

当 地 油 竹 制 成 ，竹 节 长 ，管 身 细 ，有 簧

片 ，竖 着 吹 奏 ，笛 音 沉 郁 苍 凉 ，适 宜 传

达人们的思念惆怅之情。“羌笛何须怨

杨 柳 ，春 风 不 度 玉 门 关 ”，正 是 其 演 奏

风格的写照。

但 羌 族 同 胞 是 乐 观 自 信 、开 放 豁

达的，他们懂得用歌唱和舞蹈，诉说内

心 的 情 感 。 每 逢 传 统 佳 节 或 祭 祀 活

动 ，都 是 他 们 载 歌 载 舞 的 时 节 。 羌 族

男 子 穿 长 衫 、羊 皮 褂 子 ，戴 头 帕 、束 腰

带 、着 革 履 ，和 穿 着 精 美 刺 绣 服 装 、佩

戴 雕 花 首 饰 的 女 子 们 聚 在 一 起 ，举 行

盛大的赛歌会，热闹非凡。

本版插画 呱咕

彼 时 ，还 是 绚 烂 的 暮 秋 ，几 只 天

鹅 在 山 东 荣 成 的 海 边 悄 然 而 至 。 它

们 并 非 突 如 其 来 的 访 客 。 在 接 下 来

的日子里，更多洁白的身影陆续出现

在这里。

这 里 原 本 只 是 渤 海 湾 畔 一 处 宁

静的小渔村，因村东崮山上的烟墩而

得 名 。 近 年 来 ，因 为 天 鹅 和 海 草 房 ，

烟墩角声名远扬。

这里的冬天多雪，素有“雪窝子”

之称。选一个飘雪的日子，去烟墩角

看雪。坐在临海的海草房里，看窗外

雪意渐浓。阴沉的天，灰色的海。云

层 翻 卷 间 ，雪 大 片 大 片 地 落 下 来 ，轻

盈 如 絮 ，片 片 晶 莹 。 它 们 落 在 屋 顶

上 ，或 散 在 海 水 里 。 不 多 久 ，天 地 灰

白 交 织 ，其 间 浮 漾 着 细 密 而 灵 动 的

白 。 那 是 几 只 天 鹅 浮 在 海 面 。 它 们

姿态各异，大小不一，一只挨着一只，

随着海浪上下浮动。

它 们 那 修 长 的 脖 颈 优 雅 地 弯 曲 ，

宛如一柄玉如意。当翅膀掠过水面，

水 中 的 倒 影 好 似 一 尾 灵 动 的 白 鱼 。

时 而 ，它 们 引 颈 高 歌 ，嘹 亮 的 声 音 随

着 海 风 飘 荡 ，传 至 遥 远 的 海 域 。 时

而 ，它 们 相 互 交 颈 摩 挲 ，亲 昵 的 姿 态

引 得 游 客 们 发 出 连 连 惊 叹 。 可 这 些

雪中的精灵似乎早已习惯了人群，自

顾自地悠然游弋。

我 不 禁 想 ，那 是 多 少 年 前 的 某 一

天 ，在 宁 静 的 秋 日 ，第 一 只 天 鹅 来 到

这 里 。 海 边 的 空 气 中 闪 烁 着 碎 金 色

的光影，海风将咸湿的气息传递到天

际 。 那 只 天 鹅 欢 欣 地 奔 向 丰 茂 的 水

草间，留下一串串如苇花般摇曳的歌

声 。 于 是 ，在 此 后 的 漫 长 岁 月 里 ，天

鹅便与这片土地有了一个约定。

海 草 房 也 是 白 的 。 蓬 松 的 屋 顶

先 被 覆 上 一 层 薄 薄 的 霜 白 ，然 后 银

白 ，终 至 洁 白 。 雪 越 积 越 厚 ，尚 未 从

屋顶滑落，旋即又被新雪覆盖。这些

老 屋 用 石 头 砌 墙 ，海 草 苫 顶 ，再 以 渔

网固定。它们静默而立，任由大雪飘

落，缕缕白烟从高耸的烟囱里淡然逸

出，旋即又化作一团白气。这样的房

子在烟墩角有百余栋。这样的大雪，

它们已看过百年。

在 这 片 被 大 海 拥 抱 的 土 地 上 ，时

间 仿 佛 有 了 别 样 的 面 孔 。 它 不 在 钟

表 上 嘀 嗒 ，而 在 潮 汐 的 起 伏 、天 鹅 的

迁 徙 和 海 草 房 的 岁 月 里 缓 缓 流 淌 。

海草房里的人们世代守着这片海，也

把 生 活 编 织 进 潮 汐 的 涨 落 之 间 。 他

们享用着大海的丰饶，将晒干的水草

制 作 成 冬 暖 夏 凉 的 屋 顶 。 他 们 不 会

贪 婪 地 索 取 ，遵 循 着 古 老 的 规 矩 ，只

捕捞适量的鱼虾。闲暇时，他们还会

自 发 清 理 海 滩 ，保 护 天 鹅 的 栖 息 地 ，

让古老的约定延续至今。

夜 色 渐 浓 ，雪 依 然 没 有 停 下 来 的

势头。我终是抵不过寒意，往村里走

去 ，寻 一 间 渔 家 餐 厅 。 一 进 门 ，鲜 香

的气息滚着热浪扑面而来，驱散周身

寒意。不一会儿，老板娘便已准备好

热气腾腾的渔家饭：一锅鲜、炒虾酱、

鲅鱼丸子汤，还有极富胶东特色的大

馒头。早在落雪之前，她便去码头买

鱼 ，趁 着 阳 光 晴 好 的 日 子 ，将 鲜 鱼 晒

成褐色的鱼干，用时间封存最鲜美的

味道。如同岁月将记忆风干，留下的

是时光深处最醇厚的甘甜。

夜 晚 ，住 在 海 草 房 里 的 我 ，亦 成

了岁月的一部分。

“说凤阳 ，道凤阳 ，凤阳本是个好

地 方 ……”说 到 凤 阳 ，人 们 总 会 想 到

“大包干”。去凤阳，人们往往要去一

趟小岗村。

1978 年 ，在 一 间 破 旧 的 茅 草 屋

内 ，小 岗 村 的 18 位 村 民 以 非 凡 的 勇

气 摁 下 红 手 印 ，实 施“ 大 包 干 ”，拉 开

了 中 国 农 村 改 革 的 序 幕 。 如 今 40 多

年过去，小岗村已从一个贫穷落后的

村 庄 ，发 展 成 为 集 红 色 旅 游 、现 代 农

业 、生 态 观 光 于 一 体 的 4A 级 旅 游 景

区 ，成 为 游 客 重 温 往 昔 岁 月 、体 验 别

样乡愁的重要目的地。

走 进 小 岗 村 ，一 座 上 书“ 凤 阳 县

小岗村”和“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字

样的门楼首先映入眼帘。门楼下方，

一条笔直宽敞的马路直通村里，两旁

是 一 栋 栋 徽 派 建 筑 风 格 的 小 楼 ，餐

厅、民宿、超市随处可见。小楼之间，

点缀着花坛和菜园，洋溢着浓浓的乡

村 气 息 。 走 在 改 革 大 道 、友 谊 大 道

上，不时遇到贩卖花鼓、剪纸、高粱酒

等当地特产的村民，脸上无不洋溢着

满足的笑容。

“ 大 包 干 ”发 源 地 旧 址——“ 当 年

农 家 ”是 人 们 到 小 岗 村 的 必 游 之 地 。

这里通过茅草房建筑群落和生产、生

活 用 具 等 实 物 展 示 ，再 现 了 20 世 纪

60 年 代 至 80 年 代 小 岗 村 农 民 的 生

产、生活场景。

走进“当年农家”，只见房屋外墙

用泥巴粉刷，墙面上还保留着旧时的

宣 传 标 语 。 屋 顶 铺 着 茅 草 ，古 朴 凝

重。穿过低矮的窄门走进卧室，一张

简陋的签字桌，再现了“大包干”诞生

时的场景。

这 里 还 复 原 了 旧 时 的 油 坊 、酒

坊、酱坊、画坊、剪纸坊、花鼓工坊、普

通 民 房 等 ，当 年 的 农 村 生 产 生 活 用

具 ，譬 如 船 形 打 稻 机 、水 车 、碾 子 、犁

耙 耖 、水 缸 、陶 罐 等 比 比 皆 是 。 民 房

之间的甬道铺满了石磨盘，远看犹如

一 枚 枚 巨 大 的 铜 钱 嵌 于 地 面 。 一 个

个 石 磙 立 在 路 边 ，成 了 隔 离 柱 。 硪 、

坛 、钵 、石 臼 ，东 一 处 西 一 处 摆 放 着 ，

散而不乱。这些旧物件，恰到好处地

再现了旧时农村的生产生活场景，展

现 了 小 岗 村 改 革 的 历 史 背 景 和 发 展

历程。

如今 ，小岗村“大包干”的故事有

了 新 的 表 达 。 由 当 地 青 年 学 生 编 排

的情景剧《1978：十八个红手印》定期

在“当年农家”上演，提醒着人们铭记

历史，勇往直前。

难忘红手印
□ 疏泽民

小岗村位 于 安 徽 省 滁 州 市 凤 阳 县 ，是 中 国 农 村 改 革 的 主 要 发 源

地。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小岗村大力发掘本地资源，向国内外游

客述说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

十 八 洞 村 ，是 一 个 去 了 还 想 再 去

的 地 方 。 它 就 像 神 话 一 样 ，隐 藏 在 群

山之中，绿树掩映，梯田层叠。村中的

苗族同胞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服饰和习

俗，用歌声和舞蹈，演绎着这片土地上

生生不息的故事。

依 山 而 建 、青 瓦 木 墙 的 吊 脚 楼 ，是

十八洞村的特色民居。它们错落有致

地安放在青山绿水间，远远看去，像一

幅自然、质朴的山水画。

我 们 一 早 就 进 了 寨 子 。 清 晨 薄 雾

缭绕，群山碧绿，村庄沉浸在一片梦幻

之 中 。 青 石 板 铺 成 的 小 径 曲 折 延 伸 ，

绿 草 点 缀 其 间 。 慢 慢 地 ，阳 光 穿 透 薄

雾 ，温 暖 的 色 泽 如 一 袭 细 腻 的 绒 毯 覆

盖 了 村 庄 。 薄 雾 散 去 ，露 出 了 更 加 清

晰的山峰和更加碧绿的树木。

寨 子 里 的 妇 女 们 身 着 五 彩 缤 纷 的

传统苗服，头戴精致的银饰，在吊脚楼

间忙碌地穿梭。她们的裙摆随着步伐

摆动，或快或慢，或宽或窄。银饰在阳

光 下 闪 烁 着 耀 眼 的 光 芒 ，搅 得 人 眼 花

缭 乱 。 我 站 在 路 上 ，被 这 独 特 的 景 象

深深吸引。她们身上的色彩和银饰的

光 芒 ，仿 佛 将 我 带 入 了 一 个 古 老 而 神

秘的世界。

几 个 孩 子 背 着 书 包 ，应 该 是 去 学

堂的。见到我，他们也不怕生，嘻嘻一

笑，跑了过去。老人们倚坐在家门口，

闲聊着村里的趣事。或许是长年累月

劳 作 的 缘 故 ，他 们 的 皮 肤 显 得 黝 黑 而

粗糙。也有几位妇女在专心致志地制

作 苗 族 刺 绣 ，针 线 在 她 们 灵 巧 的 手 中

跳跃，一幅幅生动的图案呼之欲出。

十 八 洞 村 完 好 地 保 留 了 原 生 态 的

苗族文化遗产。在这里，苗族古歌、苗

族 赶 秋 、苗 医 药 等 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得 以 世 代 传 承 。 导 游 告 诉 我 们 ，

如 果 节 假 日 来 ，还 可 以 看 到 这 里 的 一

些传统活动，比如抢狮、舞龙、打苗鼓、

唱苗歌等。

在 十 八 洞 村 的 一 家 苗 绣 服 装 店

里 ，阳 光 透 过 窗 棂 洒 在 五 彩 的 苗 族 衣

裙 上 ，映 出 斑 斓 的 光 影 。 店 内 弥 漫 着

淡 淡 的 蜡 染 香 料 气 息 ，四 周 墙 壁 上 挂

满了各式各样的苗绣作品。外地来的

游 客 们 围 成 一 圈 ，有 的 拿 着 精 致 的 团

扇 ，扇 面 上 绣 着 栩 栩 如 生 的 蝴 蝶 和 花

朵 ；有 的 轻 轻 抚 摸 着 衣 裙 上 细 腻 的 刺

绣，感受着丝线在指尖滑过时的质感，

不 时 发 出 啧 啧 的 赞 叹 声 ；有 的 则 仔 细

观 察 着 蜡 染 布 料 上 独 特 的 蓝 白 花 纹 ，

试图解读其中蕴含的民族故事。

在 村 寨 里 兜 兜 转 转 ，到 处 回 荡 着

悠 扬 的 苗 族 音 乐 ，到 处 是 地 道 的 苗 家

美 食 。 十 八 洞 腊 肉 、酸 鱼 、野 菜 、猕 猴

桃 …… 这 些 特 色 农 产 品 不 仅 味 道 鲜

美，还蕴含着寒山深处的烟火气，是一

代 代 人 对 家 乡 味 道 的 传 承 与 坚 守 ，也

是“精准扶贫”首倡地奔向富裕的见证

与承载。

在 导 游 的 带 领 下 ，我 们 步 入 一 家

餐 馆 。 刚 抵 达 门 口 ，一 位 身 着 苗 族 服

装 的 美 丽 女 孩 便 手 持 酒 杯 迎 面 而 来 。

导游解释道，这是苗族的拦门酒仪式，

是一种迎接贵宾的传统习俗。每当有

尊 贵 的 访 客 到 来 ，好 客 的 村 民 就 会 将

自 家 酿 造 的 米 酒 倒 入 精 致 的 牛 角 杯 ，

请客人品尝，以表达他们的热烈欢迎。

夜 晚 ，村 庄 的 广 场 上 篝 火 熊 熊 燃

烧 。 村 民 们 围 坐 在 火 光 跳 跃 的 篝 火

旁 ，随 着 芦 笙 和 笛 子 的 悠 扬 旋 律 欢 歌

起 舞 。 我 们 也 被 这 欢 乐 的 氛 围 感 染 ，

很 快 便 融 入 了 热 情 洋 溢 的 舞 蹈 之 中 。

篝 火 晚 会 不 仅 展 示 了 苗 族 的 传 统 文

化 ，也 成 了 连 接 游 客 与 村 民 情 感 的 桥

梁 。 在 火 光 的 映 照 下 ，每 个 人 脸 上 都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载歌载舞十八洞
□ 潘 文

十八洞村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有梨子寨、飞虫寨、当戎寨和竹子寨四个自然寨。这是一个传统的苗族古村落，

拥有 400 多年历史，保存着苗族古歌 、苗族赶秋等 6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 18 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村中现有苗绣体验馆 、山货

集市摊位、农家乐、苗寨民宿等文化体验业态，开展过苗年、吉客节等民俗活动，苗家美食、农特产品备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