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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去猫猫河村？只缘于这是一个充满
诗意的村庄。

“河呢？”我问村支书余晓成。这个爱笑的年轻
人告诉我，猫猫河就是老虎一跃就过去的小河沟。
我也笑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有意或无意间就放大
了自己的故乡，这是豁达，也是自信。

从雷山县城开车出发，到达猫猫河村时，仅过
去几分钟，但却能在这里感受到难得的宁静。站在
村口，隐约间可以听见银饰脆响，古老的先民筚路
蓝缕迁徙到此，肯定在河边驻足良久，水里飘着浮
萍，有水的地方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所谓临水
而居，这一方山水一定会给他们带来福祉，所以他
们选择留下来繁衍生息。

三百多年前，徐霞客游览贵州。他饱览青山绿
水，却每每为食宿无着落而苦恼。“五里，过一寨，
排门入，居人颇盛。半里，复排出一门，又行田塍
中。一里半，叩门入旧司，门以内茅舍俱闭，莫为
启。久之，一守者启户。无茅无饭而卧。”“又半
里，复得一村，入叩之，其人闭户遁去。又西得一
堡，强入其中，茅茨陋甚，而卧处与猪畜同秽。”

守着绿水青山吃旅游饭，雷山大力推进文化体
验游、避暑康养游、乡村休闲游、茶旅深度游、农耕
体验游、体育健身游同步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
集“吃、住、行、游、购、娱”等为一体的旅游产业
链。如果徐霞客身处当下的时代，比如此刻，和我一样站在猫猫河
畔，他肯定没有如此的烦恼。

如今，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雷山县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和生态
环境“两个宝贝”优势，坚定不移实施“生态立县、文化兴县、旅游强
县”发展战略，着力打造“全国旅游名县”名片，提出了实施“全域旅
游”的战略决策，在实施“全域旅游”中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猫猫河村距离雷山县城很近，就像藏在花园里的一个小庭院，少
了喧嚣多了宁静。所有到过猫猫河村的人，都愿意把这里当成故乡。

猫猫河村有着沉甸甸的荣誉：中国传统村落、全国绿化千佳村、
农村卫生村、农村节能村等多项殊荣。在村委办公室，我逐一浏览放
了两屋子的荣誉牌和荣誉证书，时间和岁月虽然给它们以旧的姿态
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一次被擦亮。从收到第一
份荣誉开始，每一届村领导都倍加珍惜，构成了村子的精神力量。

猫猫河村顺势成立了农业合作社、表演队，发展手工刺绣业、特
色养殖、农家乐、民宿等，并组织培训村级导游，提升村民的旅游接待
能力，让游客获得更好的体验。乡村旅游开发的目的无外乎是留住
乡愁的情怀，努力营造一个让人找到故乡、留在故乡的空间，让乡村
成为当代人安放乡愁、寄托田园生活梦的地方。

苗族人民对枫树和蝴蝶崇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在猫猫河村
的半山腰上，特意收集了几片枫树叶，夹在书本里。

枫树是苗族村寨的图腾树、风水树、护寨树，有着神圣的意义。
在猫猫河村可以看见硕大无朋的松树、枫树，树木挂上“身份牌”，

写明科属、保护级别，温馨提示保护法规，既给群众传授生物知识，又
教育群众依法护树。顽强的树木向蓝天伸展开去，它们是一种怎样的
生命追求？达尔文说，生物有一种内在的倾向，它在朝着更进步和更
完善的方向发展。

翩翩起舞的蝴蝶，如梦如幻，翅膀上花纹的形成是大自然物竞天
择的结果，灰暗的、鲜艳的，我从翅膀上窥见时间的久远。

2018 年，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保护区辖区内巡护时拍
摄到一种褐色底白条斑纹的蝴蝶，经鉴定为孤斑带蛱蝶。孤斑带蛱
蝶是首次在贵州被发现，为贵州省新纪录。至此，雷公山保护区蝶类
纪录从 2007 年《雷公山景观昆虫》一书鉴定的 119 种增加到 129 种。

从相关资料获悉，贵州已知无脊椎动物达 10400 余种，被称为“中
国的物种基因库”，特别是蝶类资源丰富，其中雷公山上的雷公山金
灰蝶更为中国独有。大自然给了这块神奇的土地得天独厚的条件，
物种因地制宜选择了这块土地。

苗族无论迁徙到哪里，苗族人对自然的敬畏无处不在，他们用这样
的方式来调适内心世界……千百年来，猫猫河人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保
护山山水水、树木花草。也正是由于森林生态环境植被保护完好，才使
得这里的生物能够大量繁衍和完好地保存下来，这对促进生态平衡起着
重要作用。

物竞天择。每个物种有它的生存空间，在研究物种演化过程中，
解译物种演化的秘密很重要。无疑，猫猫河苗寨可以给出一个生态
样本。

从农耕时代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物质高度丰裕的同时，也给环
境带来严重的污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物种的栖息地受到严重冲
击，许多物种消失或濒危。如何维护生态平衡，成了人类亟待解决
的问题。

从你进入猫猫河苗寨起就可以感受到村民对生态的重视，每一
寸土地都被他们合理利用起来，水果、蔬菜、草药……这里有你所能
想到的和想不到的植物，一百多棵古松挺拔于苗寨，仅芦笙场上就有
三十多棵高大挺拔的马尾松，这些苍翠的树木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猫猫河畔，我蹲下来，凝视一只蝴蝶。
蝴蝶，是苗族人的崇拜之物。
上古时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九黎部落为寻找种稻

的土地向北进发，与东进和南下的炎帝、黄帝部落发生生活资源的争
夺战，经过长时间的征战，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在涿鹿地区战败，
战败的九黎部落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振聋发聩的苗族大迁徙。

为了逃避战乱与追击，苗族先民离开故土中原，渡黄河、过长江，秦
汉时期先后迁入山多地少的贵州，部分苗族先民来到苍莽的雷公山，在
郁郁葱葱的森林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

这些蝴蝶图腾跟随浩荡的迁徙队伍，一路生生息息。我凝视一
幅蝴蝶苗绣，活灵活现的苗族元素绣品让这个村子声名远播。晚上
和我一起喝酒的村民余武，由他创办的猫猫河蝴蝶苗绣体验馆，把苗
寨风情和民族元素有机融合在一起，接待每一位游客。因为村子的
纯粹、独到，新兴的苗绣产业培育了非遗传承人任永敏等一大批优秀
的绣娘，带领苗族妇女同胞共同致富奔小康。

在猫猫河畔，我看见无数蝴蝶在翻飞，仿佛在诉说遥远的故事。
猫猫河村的吊脚楼因山就势而建，村民顺坡而居，屋脊鳞次栉

比，十分壮美，最大限度地保留着地形地貌的建筑理念，这不仅是对
自然的尊重和善待，也符合现代科学原理。

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不可能正确认识神奇的自然
界，只能把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看作是神灵的恩赐或惩罚，把自然
现象加以崇拜，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例如被建筑界赞誉为“民族建
筑之瑰宝”的吊脚楼就是实践苗族生态伦理观的典型代表。

苗族人民修建的吊脚楼依山而建，形成了丰富的建筑文化，成为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在村子里行走，在半山腰上看到几座土窖，
村民们以掘进的方式，在石头里凿出一座土窖，用于存放红薯。这充
分说明了有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就有什么样的适应生态环境的民居，
体现了苗族人民寻求住所与自然环境最佳适应状态的追求。

人类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必须与大自然保持高度的默契，如果丧
失了感知、互动，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必定会产生隔阂。

再小的的河流，哪怕一沟一壑，都有自己的源头和故乡。我俯下
身子，在猫猫河畔拾起一块鹅卵石，它历经了多少岁月的洗礼，我不
得而知，但它定将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见证猫猫河村的发展与繁荣。

地球已经形成四十多亿年，人在地球上只出现了两百多万年。看
看河边经年冲刷的石头以及从石头与石头空隙间长出来的蕨类植物，
我瞬间感觉人类的渺小。寒武纪是地球生命大爆发的时期，或许我手
上这枚石头就来自 4.8 亿年前的岩层。那一瞬间，这一枚石头凝结了
所有的古老。

此刻，时间选择了静止。我在思考，我们的源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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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县竹林镇新寨村，是与湘西交
界的传统村落，这里生活着粟、潘、杜、邓
四大姓，四大姓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区域
里，区域边缘又与外姓木楼相互衔接，构
成了一个木楼紧凑的上百户人家的大寨
子。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木楼紧密连接在
一起的大寨子，过年时却有不同的年俗。

清乾隆年间，新寨还是一个古树森
森、草木葳蕤、涧水潺潺、虫蛇成群之
地。粟姓先祖最早在新寨地势最高的东
岭上，伐木建屋，开荒耕地，种植五谷，新
寨自此开始有了生活气息。

距新寨八里路远的湳头村，潘门慈
母带着幼子潘子臣，来到新寨的埂溪蛇
形（地名）搭棚而居。蛇形是一座山，因
山体高低起伏形似一条爬行的蛇而得
名。潘氏母子，在蛇形开荒造林，艰难度
日。在一个黑黢黢的细雨迷蒙的晚上，

寂静的深山中突然传来“咚咚咚咚”的敲
门声，母子俩吓得瑟瑟发抖，以为深山闹
鬼。忽然门外传来苍老的声音，方知是
来借宿的。原来老人走到埂溪蛇形时，
天黑了，此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正在
老人一筹莫展之际，猛一抬头看到不远
的蛇形有一亮光，便前来投宿。潘氏母
子热情接待，把家中仅有的一只生蛋的
母鸡杀来招待老人。饭后，又把棚中唯
一的铺位让给老人休息，母子两人在火
堆旁坐到天明。

潘母百年归寿后，潘子臣就到了外
省。五年之后，回到新寨为母树碑撰文
纪念。

除夕这一天，大人总要郑重其事嘱
咐孩子们：新年不要争嘴，不说不吉利的
话，豆腐要说成发菜等。

吃罢年夜饭，为了迎接新寨潘家先

祖潘子臣回家过年，潘姓人家在大年三
十夜，家家户户一夜不关大门，神龛上整
夜点着灯草，火塘里的柴火烧到天明，寓
意是年年柴火兴旺。到了凌晨两点钟，
潘姓人家一定要重新炒几碟菜肴，摆上
碗筷，斟上酒，点燃香烛。新寨潘姓人家
到现在依然保留着这个习俗，久之便有
了守年岁的习俗。为了在迎新年过程中
打发时间，吃了年夜饭，家家户户就用糯
米粉擀成面团，再用菜刀切割成长条状，
放在滚烫的茶油里煎炸，待糯米条膨胀
变黄，再用网勺舀到倒有白砂糖的大盆
里，用竹筷轻轻拌一下，脆酥香甜的兰花
根就做好了。家家大院香气扑鼻。

姑娘们在除夕夜，悄悄把自己亲手
做的千层底布鞋用竹篮子装着，用印花
帕子盖好，趁父母不注意，蹑手蹑脚溜出
家门，到屋后的细界花园，与年轻后生

“起形”（苖话，意为约会）。姑娘把千层
底布鞋送给年轻后生，年轻后生则把自
己买的一块布料或者一把伞送给姑娘。
天 快 亮 时 ，双 方 各 自 轻 手 轻 脚 潜 回 家
里。姑娘与年轻后生的“起形”，只限在
大年三十晚，主要内容为说知心话与互
送礼物，与平时在山上对唱山歌不一样。

正月初一，天刚蒙蒙亮，寨子里去
求柴（财）的乡人陆续回来了，求水的
乡人也晃悠悠地挑着从山涧里滴下来
的井水，寓意是求得一年四季发财，风
调雨顺。

此时，整个寨子上空，飘荡着孩子们
清脆的抑扬顿挫的拜年声：“拜呢年啰，
散高炮啰，送呢糖啰，累累娘啰，老火钩
又啰。”（苗话，意为拜个年，送挂炮，送
个糖，久久坐，身体健康长寿。）这时年
味更浓了。

新寨年趣
○ 潘银梅

去东湖公园那天，正值黔东南州民
族地区过“侗年”之际，放假一天。虽说
已是冬季，但太阳高挂，堪比阳春三月。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休闲首推游
山玩水。客观地讲，凯里市虽然是黔东
南州首府，但市民业余休闲的方便去处
还真不多。先说山，市区的苹果山、大阁
山太小了，山上没有水流。小高山不小，
但有点粗犷，没有庙宇古迹、泉和井，山
溪也是时大时小。有点历史文化内涵的
香炉山、石仙山则分别在距离市区较远
的万潮镇和炉山镇。

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凯里市区的
水，主要是一江二河三湖——清水江、洗
马河、金井河、金泉湖、东湖、南湖。有这
么多江河湖泊，听起来似乎还不错。可
是，浩浩荡荡的清水江流经凯里城区边
缘之处，沿岸多是山崖耸峙，高峡激流，
无法亲近。洗马河水位接近地面，但地
处交通要道，沿岸护栏隔离行人。金井
河源自小高山，从金泉湖放出水来，形成
深深的小河沟。沿岸护栏较高，行人也

是无法亲近。金泉湖公园曾经是市区唯
一的湖泊公园，繁华热闹半个世纪。近
二十年来，出于保护饮用水源的目的，金
泉湖水库禁止下水，公园已变为园林广
场 。 南 湖 位 于 未 来 城 新 区 ，稍 微 偏 远
些。巴拉河、镰刀湾以及流经下司古镇
的河流，水质都很不错，可惜都离市区稍
微远了些。如此一来，市区湖泊公园显
得尤其珍贵。

前些年，凯里市政府克服重重困难，
“东湖湿地公园”市政园林规划建设终于
落地实施。如今，新辟的东湖位于金泉
湖下方约 2 里处，紧邻市行政中心，2020
年正式建成开放，是凯里市民最方便就
近休憩身心的地方。

在金泉湖广场（现改名双拥广场）迎
宾大道对面，沿着石径，经过一小片树林
草地，东湖静静地等待着游人的到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湖泊，残荷浮
萍尚绿，湖滨草色青青，来到湖边，泥土
的香味和着水汽氤氲，让人陶醉其中。
我不禁闭上眼睛，深深呼吸，仿佛回到了

儿时乡村戏水的时光。水是生命的摇
篮，储存着生命最初的记忆。在水边，我
们天然有一股亲近感。

东湖西边是行政中心博南新区，南
边是双拥广场，东边是金井村，北边是
凯里四小。湖边没有高楼大厦，视野开
阔。沿着金井河方向，北边可以遥望苹
果山、大阁山；回望南边，小高山近在
咫尺。

东湖的东西两岸，两个巨大的半圆
形平台向湖中央相向伸出。东边平台
上，有的游人凭栏远眺，有的小朋友召集
了一大群鱼儿吃面包，有的小朋友在追
逐打闹，有业余舞蹈爱好者在拍摄抖音
短视频，还有人闲坐在石阶或木椅上晒
太阳……一派欢乐祥和景象。

前方传来一阵铜号声，一位老者坐
在花坛边，面朝湖水，膝上架着一个扭头
弯曲的铜管，开口是喇叭形。只见他十
指灵动，吹奏着悠扬的乐章，吸引大家驻
足聆听。继续前行，又见一位老大爷，他
身前设置摄影支架，自行录制视频，显得

十分专业。只见他手拿麦克风，忘情地
唱了一首老歌，我们也不禁为之感动，沉
浸在他忘我的歌声里。

湖西边是一大片树林和草坪，金黄色
的银杏、苍翠的樟树、火红的红枫——交相
辉映。小孩子在林间追逐，清脆的笑声飘
得老远；大人在树下席地而坐，很是惬意。

东湖不大不小，沿湖一圈走下来，大
概 2000 米左右。沿途男女老幼沐浴在阳
光下，随时会碰到熟悉的人，相互打招
呼。大家笑意盎然，享受着湖边行走带
来的愉悦。

正所谓“美不美，家乡水”。凯里东
湖没有杭州西湖的人文历史与名气，也
没有武汉东湖的浩瀚景观，但它自有独
特魅力与亲近感。它是我们自家休闲的
乐园、待客的后花园。东湖让凯里市更
有灵气、更有空间感，让我们的家园更加
宜居和美丽。

最后，感谢东湖的规划者与建设者，
是他们创造了美！徜徉在湖光山色里，
心中充满了感恩与珍惜。

凯 里 东 湖凯 里 东 湖凯 里 东 湖
○ 文/段辛安 图/杨春岚 吴文萍

位于金泉湖广场旁的凯里东湖

东湖里的网红打卡桥 小朋友在七彩便民凳上玩耍（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