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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越一座山的距离，也许正
好是现代和古朴的最好对证。

比如穿过鸡公岩路，穿过大
桥村，从山脚沿路而上，踏着对大
山期许的泥石路道。去遇见，去
探索，去站在另一个位置另一个
角度发现这座城的另一面魅力和
另一种美好。

沿山而上，车声和人声渐去
渐远，倒是风吹草动无处不在，山
瀑布从隐蔽的草丛下沿着山道垂
落，随着攀爬的高度，县城在我们
的俯视下愈发宽广，直到我们登
上山顶，一览众区，仿佛被四面来
风高高举起。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是整个
大桥村，是音乐喷泉广场，是氵舞
阳河道，是大半个施秉城区，是这
座城市的地标性景点——鸡公
岩。大桥村与县城区域刚好相隔
一条氵舞阳河，耸起的山包有如一
座孤岛，然而这个季节，俯视下的
大桥村却被染成粉一片、白一片
甚至是黄一片，给人无尽神秘，我
想我必须抽个时间单独前往那个
村子，以探寻它被鲜花笼罩下的
那股子神秘。

从大桥村沿山而上，正好撞
上一条环绕山腰的水流，水花急
切，流域宽广，清澈且冰凉，从那
溅起的水花来看，这并不是一条
普通的小水沟，好几段，水花成片
溅起，白如凝膏，像个狂野的浪
子。这汪水，流量抵得过十个小
水沟，果然，流经一处山道，它便
分成了几股，一股滋养着一个大
水池，水池是露天的，幽绿一片，
望不见底，水池外围，一条巨大的
石管道连接着水池和县城。另一
股，流经山脚，流至大桥村，最终
汇入氵舞 阳河。还有一股，从山
腰 中 间 截 断 ，直 接 越 过 陡 坡 峭
壁，变成一道壮丽的山瀑布。除
此，大大小小的缺口同样分流着
这股水。

山腰转角处，县城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我们视线
中。水边，一位小哥正蹲在那里清洗蔬菜，经过他身
边时，我却分明望见了一大把蒲公英。“这个，能吃
么？”我问道。大概是流水的声音阻隔了我的问话，几
秒后，小哥才缓缓抬起头来反应道，他说，蒲公英不仅
能吃，而且还是上等好菜。四月的大地，春光明媚，草
长莺飞，正是蒲公英生长最嫩的时候。听说蒲公英能
吃，还是大学时一位湖北孝感的室友告诉我的，不过
没有亲眼看见、亲口品尝，我对吃蒲公英这事仍抱怀
疑态度，今天看见了，倒让我对蒲公英多了一层情怀，
花儿能赏，种子能飞，根叶能吃，而且蒲公英本就具有
清热解毒功效，可谓全身是宝。走过拐弯处，我的目
光竟也不自觉寻找着蒲公英的身影。

四月的大地，除去嫩黄的蒲公英花，当然还有油
菜花。这狭长的峰驼高地，一块块平坦的农地田土可
是多么难得，更别说一片片油菜花了。有油菜花，自
然也有紫云英等肥田的小野花，它们永远是大地这张
巨毯上的绣花，一朵朵缤纷艳丽，装点着村庄土地。
穿过油菜花海，又见流水上游，像河，也像溪，水流两
岸，垂柳依依，竹条聚集，石桥静立。一想到这个远离
尘嚣的村庄，是我们沿着县城边的山上爬上来的，便
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处没有喧闹的宁静之地，和县
城的距离竟也只是相差一部“天梯”。我幻想着竹林
后方的房屋一定是原始的泥石土木结构，不过我错
了，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落后”，反之，一栋栋清新
的洋房别墅拔地而起。

这是哪里？我们从县城边际出发，一路走走停
停，欣赏每一个海拔远眺的风景，感受每一个高度的
清风，我们当然也有目的地——爬上这连绵群山，翻
越视线抵达不到的背后，进入距离这最近的村寨。这
个村寨，就是瓦桥河。一个寨子以河命名，想必这也
不是普通的河，至少对这个村寨的人而言，瓦桥河一
定如母亲般投以甘霖相滋润。

我曾在《镇远府志》中无意间看到，当施秉还名为
“偏桥”时，这里就有过八景，其中一景为“百丈飞泉”。
据《镇远府志。山川》载：“百丈匡山泉，在偏城北，石
壁数百仞，水自上而下，若委綀然，无风而雨，润田百
顷，雁荡、未足奇也。”更有诗云：“一线疑从天上来，白
龙千尺挂苍苔。田畴日日甘霖偏，不用山风送晚雷。”
想不到施秉竟有如此壮丽之景，而且根据县志记载，其
位置就在鸡公岩附近。可是翻找过不少本土文章，询
问过县里一些老师，大家对“百丈飞泉”都知之甚少，难
道“百丈飞泉”只存在于文献？还只有寥寥数语。今见
瓦桥河，使我莫名想起了“百丈飞泉”，我想，这二者定
有某种牵连。回城后，通过翻阅多方文献资料和本土
文作，我才恍然大悟，“百丈飞泉”的存在全是仰仗瓦桥
河的流水啊！原来如此，“百丈飞泉”不仅真实存在，还
存在得很近，据说，瓦桥河丰水期时，县城西街的房屋，
还能打开窗户遥望“百丈飞泉”，甚至水大时，还能隐约
听闻其声，这是多么难得的景观。

当地人将“百米飞泉”称为“百米倒斗”，他们认为
那是天降之水，寓意吉祥。我突然想到小哥洗蒲公英
那里，那是一个拐角，据说坎下曾是个发电站，不过那
个高坎早已被密集的灌木掩盖，人的视线并不能穿过
那里，但我见到那里也分流出一股水，当时就有过短
暂幻想，水流从那高坎越去，想必也是一道壮观的瀑
景。现在看来，那或许正是“百丈飞泉”的流经方向。

一条河流，流出了小城的八景之一，流进了县志
和府志，也流进了人们心中，最后，人们以河流的名字
来称呼这个村寨，倒使我对这个村寨产生了别样的情
感。知道了瓦桥河与“百丈飞泉”的关系，我又开始利
用网络四处搜寻，将当地人对瓦桥河的过去一点点拾
起，然而，他们零碎的记忆却如何也拼凑不出瓦桥河
的往昔。借着偏高的地势和地形，那里也曾拥有一坝
梯田，如一挂挂弯弯的月亮。它的消失，令生活在这
附近的人无比怀念。

瓦桥河属于施秉县云台村的一个组，位于县城北
方，在云台村的 14 个村民小组中，瓦桥河算是离城最
近的地方。以河流和高山相隔，使瓦桥河成为另一片
桃源圣地，小桥流水，芳草依依，屋舍农田，真是修养
身心的好地方。

希望有一天，瓦桥河能重新滋润起“百丈飞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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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塘座落在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村，距离县城40公里，
尽管我是天柱县人，但由于以前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许多年
来我竟然不知道有这个地方。第一次听说三门塘，还是大约
十年前从电视上看到一个穿着紫色裙子的美少女，站在木排
上唱着三门塘的歌顺江而下，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声深深
吸引了我，从此，三门塘就印在了我心中。但遗憾的是我一直
没有机会去一睹芳容，于是，三门塘，成了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终于有机会来到三门塘是我买车以后，路况比以前也
大有好转，于是我驾着车，带着家人，满怀希望奔向三门塘。
来到目的地，一下车，就被堤岸上的杨柳依依，虫鸣鸟欢吸引
住了，情不自禁踏上堤岸，边走边欣赏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太原祠”，但由于知之甚少，也只是
看了下表面，觉得除了古老以外，再无其他。继续向前走，一
栋哥特式建筑赫然出现在眼前，我知道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三门塘精髓——刘氏宗祠了。在来之前，我听说一个关于这
个宗族来源的故事，说是南宋晚期，刘氏祖先在朝中为官，由
于得罪了当时权相贾似道，怕被灭族，所以举族连夜迁徙，迁
到了这个贾似道做梦也想不到的“荒蛮之地”，从而保住了整
个家族，也从此在这里繁衍生息，甚至曾使这里一度空前繁
荣。我抬头仔细端详着此宏大的建筑物，只见正门上方，横
塑“刘氏宗祠”，竖刻“昭勇将军”八个大字，再上方，两边各镶
嵌一个貌似我们小时候放在床头的闹钟；门上镌刻一联：

白水高名千秋尚在，香山重望万古犹存。
正门墙柱上方，有一系列的拉丁字母，不知暗藏什么玄机，

至今无人破解，也使得此祠更加神秘莫测，令人神往！周围刻有
各种花草鸟兽，五彩缤纷，璀璨夺目，令人眼花缭乱……

参观了刘氏宗祠后，我们沿河堤绕了一圈，进入寨内，看
到一个四合院里有个用来采光的四四方方的天井，天井下
方，对应的是一口水井，供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三户人家饮用
水需要，我不禁感慨万千，这得多团结，多有包容心，才能长
期共处几代人，我唯有作诗一首，来表达敬佩之情：

观三门塘天井
四四方方一片天，
三家共院睦相连。
回眸顾盼同甘井，
礼义仁德奉最先。
出得寨子，看家人还沉迷于拍照观景，我又独自沿河堤

走一圈，看竹筏漂移，小舟轻过，不觉思绪良多，诗情画意涌
上心头，一曲《天净沙·三门塘》脱口而出：

青山碧水老宅，深巷古井苍苔，小道故楼旧寨，游人话
彩，独行者在徘徊。

后来，我又带不同的朋友或家人来过几次，但每次来由
于没有解说员，情况几乎差不多，都只是看看表面就回去了。

而让我比较全面了解三门塘的是我们五县一州诗协采
风活动。为了助推天柱旅发大会召开，我们天柱诗协主持举
办了此次活动。当我们到达三门塘时，热情好客的潘书记接
待了我们并当起了解说员，走到“太原祠”前，他指着“祠堂”
上方说，你们看那上面种着什么菜，我们定睛一看，那上面 雕
刻有好几株白菜，他接着说，“白菜，有青有白，象征着这是清
白之家；而高高地种在上面，即高种，取‘高中’之意”，真是
寓意深远……

再往上，走过石路石栏，来到“歪门邪道”，即路是“倾斜”
的，门是歪的，这种设计能起到很好的防盗作用。特别是歪
门，而且是厚重的包铁门，盗贼来到，势必用重力撞开，但面对

“歪门斜道”，根本没有着力点，发不起力。墙上一个小孔，里
宽外窄，供里面的人探测外人情况使用，而且此设计还能起到
防火作用，如果外面强人放火，里面砖石一堵，烟火无法进入。

古人的聪明才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再往右走，看到王天培军需官王泽寰的故居外墙上，墙

转弯的尖锐凸起部分几乎被磨平，说是防止伤害过往行人。
多么人性化的行为——我脑海中不由自主闪出一行字“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墙上一块
砖还刻有修建人的名字，说明当时诚信是深入人心的，才有
这房屋建造的终身负责制。

我们随着潘书记又转到了“刘氏宗祠”前，听了潘书记的
介绍，才知道其来历并非与贾似道有关。而是先祖刘旺由于
作战勇敢，军功卓著，永乐九年，诰封昭勇将军。后调锦屏铜
鼓卫平蛮并逝于铜鼓，子孙世袭其位。清道光年间，移居三
门塘，光绪初年，重修刘氏宗祠，起初规模较小，后来三门塘
由于木材等原因，逐渐成为繁华重镇，于是于民国二十二年，
扩修宗祠，历时两年告竣。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融东西
方文明于一体，汇哥特式建筑于一炉”，气势雄伟，结构新颖
的——“刘氏宗祠”。

我还以为通过这次采风活动，对三门塘应该是了解得差

不多了。但随着又一次采风活动——天柱县作家协会采风
活动，再次来到三门塘，使我又有了新的发现和认知。这次
作导游的是我们吴作家，因他是三门塘当地人，解说员的责
任自然就落在他身上了，他讲的大部分跟潘书记讲的差不
多。但他带我们去看了一个新的地方，以前木商印在壁上的

“斧印”。这“斧印”相当于各个木商行的印章或商标，因外地
木商不能直接进入茅坪等地采购木材，必须通过三门塘木行
等代其采购，所以三门塘成了各省木商云集之地。当外地木
商来到三门塘木行外，使劲一敲，木行里面的人就知道有客
人来了即生意来了，立马出来迎接，由此看来，此印章有“报
信”之用。还有一个用处，每家木商在自己购买好的木材上
戳上商号印记——“斧印”，当在运输过程中遇到风浪袭击，
木材散乱，被百姓收捡，还可根据此“斧印”找到木材后，花极
小的代价从百姓手中买回。我隐隐感到，诚信，又是诚信发
挥了作用！

看了“斧印”后，吴作家又带我们看了“妇女井”，领略了
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信心的重拾！最后看了碑林，石碑
上记载着各种捐款，义渡，义田，义学等等事迹。越听他讲
解，越发现自己对三门塘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远没有穷尽，
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索……

边走边思考着，脑子里放着电影，当年喧嚣繁华的画面
浮现眼前，仿佛看到了络绎不绝的木商，穿行在各种小贩的
摊位前，消失在嘈杂的买卖声中，来到木行前，拿出印章一
敲，里面的人立马出来笑脸相迎，生意谈成，或游逛于大街小
巷，发现新的商机，或组成木排立马成行……天下熙熙，皆为
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此时，我只想用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也作为此行
的结束语：

三门塘
古迹人文尽刻修，
永存后世技风流。
往来墨客华章颂，
出入贤民锦绣求。
祠韵威名扬四海，
木商美誉过三州。
碧波荡漾竹筏渡，
下界神仙也忘愁。

走 进 三 门 塘走 进 三 门 塘走 进 三 门 塘
○ 文/杨孟菊 图/姚宁

近年来，岑巩县天马镇苗落村坚持以乡村旅游引领乡
村振兴，基本形成环境因乡村旅游更美丽、产业因乡村旅游
更兴旺、百姓因乡村旅游更富裕的乡村振兴发展态势。

在苗落村玉门洞景区，自驾游的游客身着华服在景区
赏景、拍照。成都游客娟娟说：“这里的景色很美，在网上查
到攻略就驱车过来拍照了，为了应景，这次我准备了汉服和
苗服，摄影师也给我准备了道具，真是一次美美的旅行。”

“看到网红小姐姐到同袍群里发出邀请后，我特意从
都匀赶下来组团拍照，没想到这里真是太美了。”摄影师孜
孜说。

玉门洞景区位于天马镇苗落村一侧的山腰。洞内随处
可见的钟乳石形态各异、气势恢宏，暗流沿着石壁而下，形成
一道美丽的溶洞瀑布，自然美景令人心旷神怡、悠然自得。

玉门洞内景观奇特，南北而望，斗折蛇行。钟乳石千姿
百态，“壁挂乳石瀑，顶悬玉石灯”，仿佛一幅幅栩栩如生的
风景画。

苗落村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特别注重乡村产业经济发
展，另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经
济是一种复合型经济，具有助推农业转型发展、增加乡村发

展人气等多重优势，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抓手。
苗落村的龙峰生态茶园分布在该村的丘陵地带，地势

高，交通便利，在未改变之前，茶园仅仅是荒山一片，加上地

势较高，农作物长势不好，很多土地撂荒，为改变这一现状，
苗落村积极探索“以茶促旅、以旅带茶”发展模式，大力发展
观光、体验融合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采取“党支部+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整合当地茶叶产业资源，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对老茶场进行了改造和新茶场扩建，种植面
积达到 40 公顷，实现茶叶年产量约 2.5 万公斤，产值 1500 万
元，既实现了茶产业的转型升级，又满足了城市人向往自
然、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丰富了生态旅游内容，绘出了乡
村振兴新画卷，真正让茶区变成了景区。

建成后的龙峰茶园内修建有观光凉亭，步道环环相通，
漫山遍野的茶树错落有致，抽芽吐绿，微风轻拂，激起层层
绿浪，茶香四溢。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茶园就成了附近居民
放松身心的休闲空间，或休闲观光、或健康养生、或亲子研
学，苗落村的龙峰茶园成了体验必去的网红打卡旅游景点。

苗落村依托丰富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2021 年
入选贵州“第三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今年以来，茶园
共吸引了 1200 名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带动周边 280 人就业；
玉门洞景区共接待游客 2.8 万人次，实现景区收入 84 万余
元，实现以旅游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苗落美景引客来 生态旅游富村民
○ 通讯员 杨云 摄影报道

玉门洞

三门塘成人礼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