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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关于坝芒印象，我听得
最多的表述是一句顺口溜：“坝芒
三朝，山歌乐谣。”心里就萌生了一
个概念——坝芒是个好地方。

其实，我也算是半个坝芒人。
说是“半个”，是因为我家老屋就在
坝芒一个叫“龙塘寨”的地方。龙
塘寨地处八宝山东侧，因有龙塘而
得名。诚然，对于自然人来说，生
于斯、养于斯、死于斯、葬于斯，当
是心之所向，可是我家偏偏又走上
迁徙之路，到新的地方谋生去了。

走 进 坝 芒 ，景 象 令 人 耳 目 一
新。山高水长、瓜果飘香，当是一
景。便暗自嘀咕：迁离此地，老人
们可会后悔？

人在朝中走，山歌一路迎。该
是第二景了吧？只是那山歌嘹亮
于山巅之上、云雾之中——只闻其
声不见其人，让人顿生几分好奇、
几分牵挂、几分惆怅。

“过来连，过来这边采花园；过
来这边采花树，一来采花二来连。”

“江边杨柳十二排，扒开杨柳
望花开；望花有主花无主，望花无
主哥来挨。”

听着这样的山歌，我知道我已
经沉迷于其中而流连忘返了。

坝芒的山长得奇，不仅高，而且多山头。那山头
酷似雨后春笋，依次拔节往上“生长”，给人一种“芝
麻开花节节高”的视觉冲击。但又有人说这不是山，
分明是一幅画——一幅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画。应
该是吧！不用说，我也有这种感觉。

这幅画以“青”为底色，以蓝天白云为背景。如何
形容呢？我想到了一个词“吸睛”。因此，又不知有多
少人来过这里留影、拍照、吟诗、感慨，在他们的印象
里，除了“吸睛”，我想可能还有“清心”吧。“吸睛”属
于视觉感官，“清心”则是发自肺腑。这种感官的神妙
移位与一样东西有关——空气。是的，这里的空气与
其他地方不同，以前有人称之为“氧吧”。现在呢？我
想它早已脱胎换骨摇身一变成为“空气罐头”了。“氧
吧”可以“清心”但不能“果腹”，而“罐头”则既能“清
心”又能“果腹”。“空气罐头”是坝芒送给所有走进坝
芒的人最宝贵的礼物。

有人曾经问我，坝芒山高水长，究竟山有过高、水
有多长啊？

我说，坝芒有仙人桥、牛丫山、龙头岩……站在任
何一处山顶张开手臂，白天可以捉云彩，晚上可以摘
星星。这可不是吹牛，在我的行囊里，至今仍珍藏着
一片云彩和三颗星星。你如果不信，何不来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呢？

至于水有多长，我可没量过。我只知道沿着龙
塘寨门前那条小河往西，不远处有个大寨子叫“水
头”。水头，顾名思义就是水的源头。据考证，这里
是长江水系重安江支流的源头。它的长度，需要用
心去丈量。很久以前，有一群拓荒者，从东往西逆流
而上，他们在河流消失处拓土而居，久而久之就形成
了水头大寨。水头历史悠久、民风古朴，是麻江县的
新农村典范、乡村振兴标兵。寨中有很多座古石拱
桥、很多条古石小巷、很多座幽深古院落，还有很多
古树。这是一个集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和现代文明
于一身的美丽去处。你如果想要寻根“小桥流水人
家”，来这里就对了。

坝 芒 是 个 好 地 方 ，但 它 却 犹 如 一 个 小 家 碧 玉
“长在深闺人未识”的姑娘。只有来过这里的人，
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好。这里有仙人桥、老蛇冲、
泥河万亩草场、牛皮坳风力发电站等风景区。“风
吹 草 低 见 牛 羊 ，胜 却 塞 北 形 状 。”“不 为 烧 香 为 牛
羊，牧民饮酒颂辉煌。”是诗人对坝芒局部景观的
真情特写。

值得一提的是，坝芒还是一个盛产故事的地方。
清咸丰同治年间的“潘三王起义”（俗称“十八年

苗反”），发生地就在坝芒。不瞒您说，我是正宗苗
族，老家原本在遥远东方的一个古苗寨，后来的老屋
之所以落地龙塘寨，跟这场“潘三王起义”有着直接的
关系。这场起义是一场灾难，也是一场人口迁徙、民
族融合的大演练。

龙坟的故事当属神话。那位贫苦出生的青年虽
然没有当成皇帝，但关于他的传说却彰显了坝芒人民
摆脱苦难、抗争命运、向往美好的原初愿景。

砖坟的故事则是实有其人其事，故事就发生在清
朝时期的龙塘寨。那位罗姓老人一生在外为官，衣锦
还乡时用马驮回来十个大箱子，他的儿孙及街坊邻里
都以为箱子里装的是金银财宝，殊不知在老人弥留之
际，他的儿孙打开箱子时，才发现箱子里头竟然全是
砖头。这是一个有名的廉政故事，告诫后来者如何有
所为和有所不为。

千百年来，坝芒人是听着故事“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他们又正在创造着新的故事。

从地形上看，坝芒由三条绵长的大山冲组成。
山冲，当地人习惯称为“朝”，故名“坝芒三朝”，即
水城（水头、瓮城）村一朝、坝河（坝芒、瓮河）村一
朝、栗木村一朝。由于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坝芒自
古是麻江县有名的鱼米之乡。现在，有了国家西部
大开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大好政策，这里被开
辟为麻江县最大的集中连片蔬菜种植基地、高山冷
凉蔬菜种植基地，很多蔬菜新品种在这里得以试种
推广。所以，这里的蔬菜种植规模不仅大，而且种
植出的蔬菜产量高、质量好。乡村振兴，产业必振
兴。坝芒已成为麻江县产业振兴的领头羊和蔬菜
新品种的研发地。

在过去，外界对于坝芒的印象，还有另外一句顺
口溜：“坝芒三朝，赶不上岩下罗窑。”意思是新中国
成立之前，整个坝芒的农业经济产出还比不上岩下
（地名）大地主罗窑一家的农业经济产出，这个比喻当
然不尽恰当。这句顺口溜也许只是想表达对大地主
罗窑一家如何富足的感叹，并无半点贬低坝芒的意
思。但坝芒人就是不服气，铆足了劲埋头苦干几十年
上百年，这才成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日新月异的坝芒
大好局面。

走进坝芒，让人不由记起《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
侍坐》中的句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不就是孔
子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吗？

发现不了美，是因为身在美中；感觉不到福，是因
为身在福中。

坝芒印象，正在人们的大脑中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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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江县洛香镇荣新村四联寨依托广东省佛山
市南海区东西部协作项目，以建设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
兴集成示范试点为契机，充分利用“四联荷花”特色品牌，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打造出集观光、民俗、休闲、体验、
康养于一体的“荷花经济”乡村活动，逐步走出一条村美业
兴的农旅融合发展之路。

从江从江从江：：：特色田园乡村引客来特色田园乡村引客来特色田园乡村引客来
○ 通讯员 吴德军 摄影报道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黎平人，到过纪堂
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但笔者敢说，大部分人
只重视肇兴和堂安，而忽略了纪堂。其实，
纪堂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地方，这里房屋依山
势而建，鳞次栉比，疏密有致。从纪堂顶上
往下看，下面田园风光尽收眼底，令人惊
艳。“去贵州必须去肇兴，去肇兴必须去纪
堂。”人们在肇兴旅游时常常会听到这句话。

笔者对纪堂有三四次比较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五十年前和外公外婆从肇兴走路到
纪堂走亲戚。笔者依稀记得途中要爬很高的
坡，坡上很凉爽。第二次是在脱贫攻坚时期，
笔者到那里开办一个刺绣培训班，以助脱贫
攻坚一臂之力。在那里待了几天，见证了那
里脱贫攻坚的如火如荼。第三次是今年的 4
月，笔者同黔东南职业晨钟新型职业技术学
校校长李万胜和老年大学原校长吴化明，准
备开办网络创业直播运营带货，助推乡村振
兴。几次印象分属不同时期，笔者看到的是
一个活生生的乡村变化缩影。

纪堂，位于黎平县肇兴镇西南侧，距镇政
府5公里，距县城73公里，距“厦蓉高速”洛香
站出入口 15 公里、水口站出入口 19 公里。由
纪堂村、纪堂上寨村、登江村合并而成，共19个
村民小组 624 户 2840 人。农业以水稻种植为
主，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茶、水果和沟藤等。纪
堂村地处山谷、坡塝。明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年），由肇洞分户搬迁至此处定居。传说
这里原来是片深山老林，在山梁的低凹处有一
天然水塘，侗语名为“纪塘”。1981年，更名为
纪堂。侗语“纪”为山梁、“堂”为水塘。纪堂在
明、清两朝为永从县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在人民公社时期分别设立塘明大队和新
塘大队。1981年9月，塘明大队更名为纪堂大

队，新塘大队更名为纪堂上寨大队。1984年5
月，纪堂大队更名为纪堂村，纪堂上寨大队更
名为纪堂上寨村，为侗族聚居村落。

纪堂侗寨中有历史悠久的鼓楼，始建于
清代中期，高 11 级，建造工艺精湛，为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1968 年，鼓楼被毁。1981

年，又由群众集资献工献料重建。民族风情
十分浓厚，有踩歌堂、抬官人、唱侗歌、演侗
戏、吹芦笙等民族活动。

纪堂侗寨坐落在大树环抱的群山之中，
侗寨悠久的历史保存了完整的侗寨文化，特
别是抬官人等民俗活动，极具特色和代表

性，走进纪堂就像走进了侗族文化博物馆。
和肇兴、堂安形成一个完整的、不可或缺的
侗族风情风貌整体形象。

每年谷雨时节，抬官人的队伍便正式伴
随着悠悠的芦笙声入场。小孩撑着红伞引
路，坐在用凳子和竹筒制作成的轿子上。轿
子上所抬的“官人”都是当地侗族村寨里的
孩童，都是当地的寨老严格选拔出来的，不
亚于肇兴和黄岗的抬官人。各家各户都建
有三间三层古朴典雅的吊脚木楼，寨内步道
四通八达，出入村寨的主路有东、西、南、北
四条，并自然形成“人”字形，路口都建有美
观的寨门。周围生态环境优美，连绵的后龙
山脉古树参天，郁郁葱葱。

纪堂侗寨与肇兴侗寨一个山上、一个山
下，紧紧相邻。凭借独特的侗寨文化，纪堂
侗寨逐渐进入了游客视野，外地游客在饱尝
了肇兴和堂安的风土人情后，便会到纪堂侗
寨游览，体验纪堂独特的侗寨文化。不知不
觉中，纪堂也成了侗族风情风貌整体形象不
可或缺的部分，古老的村寨也开始张开双
臂，拥抱着新的时代。

近年来，随着纪堂的知名度日益提高，纪
堂风景区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笔者从
黎平县民宗局获悉，今年 3 月，黎平县拟投入
400 万元专项资金，集中打造民族特色村寨，
全力助力乡村振兴。其中，投入132万元提升
肇兴镇纪堂村步道，铺设青石板7200米，建设
护栏 800 米；投入 94 万元建设肇兴镇纪堂村
民宿，新建民宿 1 栋 350 平方米，修缮民宿 3
栋，大大缓解了游客的住宿需求。今年 4 月，
笔者到纪堂所见到的情景：一条青石板步道
和防护栏已修建完成，一栋栋民宿错落有致，
整个村寨焕然一新，游客接待能力大幅提高。

迷 人 的 纪 堂 风 光
○ 通讯员 陈本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