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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宝贝 打造国内外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

民 族 生 态 全 域 锦 绣

打着雨伞，站在蓝梦谷的木头台阶上，晚春的风
依旧很凉。

蓝梦湖里有着无数的涟漪，一圈一圈在荡漾，不
知是雨乱了，还是我的眼睛乱了，只多看了一眼，神
思就缥缈起来，整个山谷都呈现出奇幻的色彩。仿
佛一种缘分，有声音在呼唤我，遥远而又亲近。

抚摸着木廊，是清凉的雨水和滴答声渗入到木
头里，又来到手心，可我握不住，一打开，它就变成
了一只蜻蜓飞到了湖面，遮遮翅膀。尽管我很努力
地向着水面扔了一块石子，却只有溅起的水花打湿
了我的衣裳。

这是一种清凉的感觉，我很喜欢。因为那些近
处和远处的蓝莓看起来像是一些小草，平铺在湖边
和山谷两岸，呈现出草原的青色，一阵微风吹过，仿
佛就会现出牛羊。风吹草低，笼盖四野，在贵州，能
看到这样的地方实在是幸运。

我是向往草原的，除了青草让人亲近，还有草原
上瓦蓝的天空，它总是宁静得像一面镜子。记得少
年时躺在草地上数星辰，把青草怀抱，给我一阵柔
软，星星就能数得很多。这样的一个山谷，不由得让
人想入非非。

可惜，这些蓝莓不是小草，不能像草坡那样让我
从高处滚向低处，把自己当做一块肆意妄为的石头，
这样很容易把它们折断。既然如此，那就站在它们
身旁吧！静静地聆听春天生长的样子，一枚枚地爬
上它的枝头。

这是晚春，蓝莓要成熟还有些日子，整个蓝莓园
由此显得清净，行人不多。不过这也很好，若是等到
了初夏，它们开始成熟，一颗颗变得香脆，像蓝宝石
般的透明，人们蜂拥而来，这样的清净就没有了，这
里会变成一个喧闹的海洋。

我不喜欢人多之处，去年初夏阿娜喊我来，我不
肯，她们一群女人，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像一只
只蝴蝶，满山乱飞，哪里是来看风景的，纯粹是来比
美，可哪里又能比得过这些蓝莓？只能做一个蓝色
的梦。

但后来，阿娜说她在蓝月廊上看到了长翎喜鹊，
还是让我有点后悔。这种飞翔于山巅的灵鸟，有着
类似传说中凤凰的尾巴，五彩斑斓，是很难一见的。
没想到会出现在蓝梦谷，难道它们也喜欢上了这里，
当做了家？

我没有奢望能遇上它们，相遇是一种缘分，可遇不可求，若能见到，
是我前世修来的福。现在，我只想沿着湖岸行走，走过白色的帐篷，走
上一条红泥小道，路过深嵌在山中的网红旅馆，去往蓝月廊，在那里与
往来的云霞相会。

白色的帐篷有草原的气息，在蓝梦湖边，那里水草丰美，人们逐水草
而居。放一只白色的小羊在湖边吧！算是养一段光阴。一只羊，它总
是很温顺，让人无法使用暴力，清澈的水也总是能洗净一个人的倒影，
把人变成羊。

红泥小道没有尽头，只有路旁的网红旅馆有尽头。如果把身体安
放其中，第二天醒来尽头就会变成开始，这是蓝梦谷的神奇之处，我想
试试。但还不到深夜，外面雨后初歇，水雾朦胧，似梦似幻，正在给蓝
莓园作画。

这么美的画布，挂在大地上，水墨尽染，穿过眼帘就是一川烟雨，
是人间的四月天。我也想成为画中的一个人，把尘世抛却，独自穿行
于矮树和湖水，手提一个竹篮，摘下浆果或于湖中打水，留下一道纤巧
的人影。

在蓝莓园中寻找蓝色的浆果，是一种“偷窃”。初夏还没来，有一些果
子却提前成熟了，采摘下来，不舍得吃，捧在手中成了一种包袱，是典型的
自作自受。吃了它们，就得罪了四月天，下场会很凄惨，找不到爱人。

所以只能抱歉，心想，以后再不敢乱伸手了。可它们会听到吗？
这些蓝莓，听说它们故乡在海的那边，十多年前才漂洋过海来此安家
落户，是外来户，听不懂我的语言啊！只能哼一首曲子，咿呀，咿呀，飞
进它们的耳朵。

唱一支歌给它们听，也是唱给自己，是骑上一匹马在草原上的漫步。
不要埋怨自己的多情，一个人的知己不多，唯有倾心相听，才有蓝色的
梦。不见有个和尚，也唱长亭外古道边吗？知己多憔悴，无奈送别离。

那日，她舞蹁跹，那日，她画眉头，在蓝月廊上引来一只长翎喜鹊的
偷看。喜鹊站在廊外那棵枫香树上，展开了它的羽毛，一个劲炫耀。她
不服气，跳起了家乡的摆裙舞，腰如柳，裙如水，人面桃花。喜鹊知趣，
自知不敌飞走了。

可那日，她却留下了一声叹息，才绝尘而归。佳人的心思，总是猜不
透，总有千千结。鬼使神差啊！已过去一年了，如今，我还在山脚下，还
来不及找到那棵枫香树，竟已能听到这声叹息，在蓝月廊上吐气如兰。

蓝月廊很高，也很远，是蓝梦谷的最高处，站在那里远眺，可以望见
万亩的蓝莓园更像是草原了，青草的颜色铺展，只到天边。却有白云离
自己不远，伸手可捉，却又无骸无形，只抓来了一手的潮湿。

纵然，我装扮成天使的样子，向远处飞去，想要飞出谷外，飞到天
上。听到了这声叹息，就再也不能飞起了。我知道，这是晚春的蓝梦
谷留给我的一个陷阱，每走一步，都是一个四月天，每飞一次，都是一
个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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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第一天，我们去高酿镇赶了个
早秋。此时的秋还未从夏脱胎出来，
秋味秋色都尚未显形，连空气里都还
是夏的热度。然而一到高酿，一千个
关于凉爽的赞美词，都不及这里的一
阵清风，它自带仙气，可去尘气！高酿
接我们似清风，伴我们一路奔往木杉
村的“一线天”。

木杉村的村尾就是公路的尽头，下
车即是半山，抬眼见天，见山，见人家，
可以洗眼；呼吸空气，可以洗肺。为了
我们能深入探访“一线天”，驻村第一书
记等人早已备好橡皮艇和竹筏等下水
工具在此等候。我们横过一田坎，拐下
一丛林，往山谷里走。原来，“一线天”
在木杉村下的一条峡谷里，以超低的姿
态深藏于山野间，像极了这个世外小山
村和山村里善良低调的人们。

到了山谷，景象已显不凡，四面环
山，林木参天，青藤盘绕，郁郁苍苍，谷
风阵阵。山谷底是被水常年冲刷而成
的宽阔河床，溪水夹缝而过。我们沿溪
谷或踏石或踩浅水逆流而上，山谷越
窄，林木越深，风越凉。直到一开阔处，
一潭深水挡去前路，我们才停了下来。
驻村第一书记告诉我们说这是“一线
天”的第一重门。其实，“一线天”早就
作为木杉村的名片而扬名在外，一些游
人慕名而来，但大多止步于此。因要深
入“一线天”腹地欣赏绝景，必过三重
门，然而每一重门皆是以崖封门，以水
堵路，欲入艰难。

驻村第一书记及其同伴推着皮艇

准备护送我们过潭。他们把半个身子
都浸泡在了水里，双手护住橡皮艇以保
平衡，护我们安全，推我们过渡。两岸
山石树木杂草向身后缓缓移去，阳光穿
过树梢打入谷底，水里半是树影，半是
天光，随水纹荡漾，甚是好看！望眼前
方水尽处，峡谷转折躲向青崖后不见去
向，只见天光若隐若现。想起《桃花源
记》里的一段文字：“缘溪行，忘路之远
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
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
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
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
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这第一重门像是通往世外
桃源的入口，不知林尽水源处，会不会
也豁然开朗，有片桃林！

只顾欣赏沿途的风景而忘了路的
远近，直到又一汪深水挡住前路方才回
神，第二道门到了。此处景象依然开
阔，石崖上百草丰茂，杂树丛生，向天伸
展，日头恰巧从树梢经过，阳光打在叶
脉上，生命之光活灵活现，斑斑驳驳的
树影落下来，光影交错，搅碎了这一汪
秋水。显然，这里未受人气侵染，而阳
光又充足，一草一木一石子都显得生机
勃勃，灵气十足。那青苔爬上石子，杂

草爬满青崖，绿藤攀着高枝，一个生命
带动着另一个生命，没有相争相斗，只
是相依相偎，却又互不相碍，全然按照
自己的物性规律活着，见光而生，见风
而长。这道关卡以两崖对立为门，中通
水路，皮艇载我们往水尽石出处开去。
这一汪水是能给尘世迷失的人指点迷
津的渡口吗？前方的路，于白白的日光
下消失在曲折的峡谷间。不知这一去
是否有修行人的世外仙山，我想只要心
有修为，处处皆仙山吧！

也不知过了几道弯，跨了几处浅
水，到了第三重门，眼前画风突变，奇景
惊现。两峭壁对峙，高十余丈，中间门
开一线水为路，放眼望去，峡谷幽深、狭
窄、潮湿，阴暗得看不清尽头。站于洞
门，欣然有超世之感，心想这里面该是
个超尘绝俗的洞天世界，该住着一个心
境淡泊的人，而这个人吃的是花瓣，喝
的是蜂蜜，睡的是石床，用的是石具。
一时间我脑海中冒出“古墓”，“绝情
谷”，“断肠崖”这些小说里的地名来。

“船来了，上船了！”友人的提醒拉我回
现实，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出神了。橡皮
艇驶到峡谷中间，驻村第一书记停下来
说这里才是欣赏一线天的最佳位置，也
是一线天的绝景所在。抬头一望，景象

果真神奇！天一线，谷一线，水一线，水
映着天，天连着地，谷接着天，天地峡谷
在视野中连体，堪称奇观，而头顶上谷
开的那一线，天光乍现，甚是奇幻！

在峡谷深处，皮艇靠了岸，我们爬
上巨石，以为通天奇景过后无美景，不
想别有洞天。只见眼前惊现一天坑，似
大地的缺口，一瀑布高悬崖壁，飞珠溅
玉，震声回响不绝。我们身处坑底，这
里怪石嶙峋，四壁青崖，崖上树木与天
比高。据说天坑上常听到锦鸡鸣叫，瀑
布旁时有彩虹出现，此次此景未现，却
还我们另一奇观。天坑上，落叶被山风
纷纷吹落，旋转着，飘舞着，轻盈如鸿
毛，那瞬间时间慢得如拉长的镜头，美
得像仙女散花，如飞仙遨游。想起李白
梦游天姥山时描写洞天仙境的诗句“云
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流连美景，不想返程，却不得不归，
驻村书记及其同伴为我们撑船已在水
里泡了很长时间，内心对这一方山水和
这里的人满是感激，因为他们我们才得
以畅享了视觉盛宴，得以放飞心灵来一
段奇妙旅程。在我境象里，入木杉村

“一线天”的三重门就好似进三重天，呈
现三重境界：一境美景初露，有误入桃
源的感觉；二境山水外见，有步入仙山
的错觉；三境奇境惊现，有闯入洞天仙
境的幻觉。我想，这里确实是应该出现
一些人来做一些事，他们或淡泊名利，
或很有修为，或舍身为公，方不辜负这
一路曲折隐秘的溪流，这一方莽莽苍苍
的山林和这一线幽深奇幻的峡谷！

三重门里“一线天”
○ 张兰银

凯里小高山，或许可以叫亭山，这
小而不高的山上竟有五座亭子。

从这五座亭子，我记起了欧阳修和
苏轼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多数人耳熟
能详的《醉翁亭记》，里面的名句当然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另一篇是《喜雨亭记》，讲的是苏轼在陕
西凤翔修一座亭子，亭建成时天公泼
雨，苏轼喜不自禁就将亭取名为“喜雨
亭”，并在文章中备注“古者有喜，则以
名物，示不忘也”。

读了这两篇文章，我想当然地以为
每座亭子都有一个故事。如若这样，那
小高山的故事真是太多了。出于这样
的好奇，我去小高山数了几次亭子，生
怕漏掉一座。

若沿着公路登山，转一道急弯后就
可以看见第一座。亭子坐落在一块小
坝子的临坎边缘，亭高三层，六角攒尖
顶结构，俯瞰凯里。由于周围没有遮挡
物，倚立亭子边缘的护栏向前看去，最
先撞进眼帘的是脸盆大小的金泉湖，迅
速迈过金泉湖后就是秀气的苗岭明珠
凯里主城区，穿过不大的城区一直向
西，则是“黔阳第一名山”香炉峰。若是
能分身瞬移，从香炉峰、凯里城、金泉湖
某点立即往回望，几处眼神在不同的空
间坐标交汇，那短暂交汇过后落在亭子
上的眼神一定会悲喜交加。先是喜，远
远望去，这座亭，亭之上的这座山，山亭
相融，亭藏于山，山藏于亭，倒有点名山

宝刹的感觉。但随着眼神回撤，亭变
小，山变小，这坐落在热闹场边上的小
亭小山，遗世而独立，又不免生出些孤
寂落寞的情绪。

若顺着阶梯向上爬，在夏季丰水期
会经过一条小溪，小溪左前方不远处会
看见一条白色的细腰带，咚咚的自上而
下，应该也算是瀑布吧。在小溪与瀑布
右边成斜三角的地方，便矗立着一座
亭。亭子是四方亭，混凝土浇筑，体态
丰腴，气闲神稳。要是一个人坐于亭中
小憩，或是二三知己在里面说天谈地，
在夏季，临近亭子处，泉水咚咚，溪水潺
潺，在这小小的山谷之中，一阵莫名的
风从山谷的缺口款款而来，加入进寂寞
的场域或兴奋的氛围，则孤寂的人会眼
睛微睁，似有所寻，后又神清气爽，倦怠
忧思顿消。热烈的人则会逆风回望，继
而仰天长啸，更加喜笑颜开。在冬季，
亭中停留的人会少些，这不是说亭子只
在夏季有妙用，若是一个敏感细心的
人，周遭由堆绿叠翠变为萧索相拥，天
地肃杀，荣枯立转，而亭子却岿然不动，
这其中难道就没有智慧？

另外三座亭，都是上文这座四方亭

的复制品。两座掩藏在山腰，一座屹立
于山顶。这三座亭，我也到过多次，只
是之前具不是为清算的目的而来。亭
子的柱子上，皆有歪歪斜斜的字迹，“某
某到此一游”，料想是不谙世事的小学
生或中学生模仿孙猴子所刻写。有时，
在山顶的亭子也能碰到几个闲人在里
面描画写生。对于画画的到亭子里来，
我一点也不觉得稀奇。小高山四围的
风景和这几座亭，随随便便往画纸上一
躺，对于那些经年累月未亲近大自然的
人来说都是一幅清丽风景图。让我流
连驻足过的是一个斜挎着吉他的男青
年，约莫是大学生的样子，留着长发，扎
着马尾，很有点文艺范。他一个人坐在
亭子里，左腿搭在右腿上，右手拨弄琴
弦，歪着头闭眼哼唱。我的到来，我的
停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他的那种陶
醉，是我这个于音乐无半点细胞的人无
法揣测的。但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我
喜欢那种感觉，那种仿佛跳出了名利
场、跳出了油盐柴米酱醋茶的羁绊，陷
入了自我的深沉放纵。周作人有句话
于我很受用，“我们于日用的东西以外，
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

才觉得有意思”。我必须宣言，那是一
种多么美好的感觉呀。

这些或许能成为这几座亭子的故
事，像醉翁亭和喜雨亭那样。但我又不
得不唏嘘，这些偶然的美好断不能阻止
这些亭子悄然的落败。

五座亭子，以那座三层六角攒尖顶
的最为壮观，也最为衰败。墙体斑驳，
楼梯坍毁，檐瓦脱落，如一位门齿稀落
的老者，又似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对
于它的故事，亭子外有一石碑，刻着“瞭
望塔”三个大字，和某某单位以及二 00
六年十月的字样，其他的已不可考。这
多少显得有点单薄，关于亭子的来源与
经历，不免又让我将它与醉翁亭和喜雨
亭再作对比。那两座亭建成后是全民
相庆，是物质贫乏下的精神富足。而这
座亭，乃至另外四座亭，是物质极大改
善之下的一时兴起，是建设图纸之上的
点睛之笔，是在没有精神需求之下的物
质先行。而如今，物质无精神强筋健
骨，已然速朽速烂。而精神眼见物质腐
烂得这么迅速，也愈加不珍惜，愈加糟
践或冷眼旁观。精神之于物质，物质之
于精神，竟如此的泾渭分明！

我知道，在时代的大潮之下，现如
今能随心所欲者少之又少，身不由己者
比比皆是，这个中滋味不是三两句清辞
丽语所能道明说清。但精明的你，愿意
在这个或那个闲暇的时节去小高山上
看下这五座亭吗？

小高山上的亭子
○ 方亮

侗布染制“黄金季”
○ 通讯员 潘友婷 摄影报道

“咚！咚！咚！”天刚微微
亮，捶布声便从侗寨的各个角
落传来，侗布的清香也随即在
空气中弥漫。初秋时节，从江
县各个侗寨迎来了染制侗布的

“黄金季”。
近日，在从江县西山镇拱孖

村，笔者探访了古老的蓝靛印
染侗布技艺。

侗布是制作侗族服装不可
替代的材料，侗族人民采用最
古朴简单的印染工具和天然原
料（蓝靛）经“十染十漂十捶”，
最后熏、蒸、晒等十余道复杂工
序制作而成。用此古老技艺印
染出来的布料在阳光下会闪闪
发光，呈金属光泽，且保暖、防
水、抗菌，备受侗族人民喜爱。

因 其 制 作 工 艺 复 杂 ，“ 侗
布”显得格外珍贵，侗族人民除
了自家裁衣使用外，还作为赠
送客人的最佳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