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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西藏的人都知道南迦巴瓦峰，
有人说它是山脉的起点，是众山之父，
喜马拉雅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和横断
山脉在这里交汇，几亿年的冰川运动，
让埋藏于地下的岩石冲出地面不断堆
砌，直至海拔 7782 米，形成了无与伦比
的山峰。

它似乎是大自然倾其所有在地球上
用心打造出来的最完美的作品。它的顶
端是纯洁的白雪，中部地带是郁郁葱葱
的树木和五彩缤纷的鲜花，下部却是热
带雨林。从喜马拉雅山脉上端奔腾而来
的雅鲁藏布江，流到它的身边恋恋不舍
地转了一个 U 字形大弯，然后向印度洋
奔去，山与江呼应，造就出世界最大的
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

因为特殊的地貌和气候，南迦巴瓦
峰自古就有“十人九不遇”之说，看见
南迦巴瓦的真颜，需要缘分、运气和神
灵的眷顾。

一

2013年4月的一天凌晨，阴，西藏林
芝。我站在海拔 4728 米的色季拉山口，
遥望对面的南迦巴瓦峰方向。大地似乎
还在沉睡，月亮像一个圆圆的银盘挂在
天上，南迦巴瓦躲在云雾里不肯出来。

我呆呆地望着南迦巴瓦的上空，铺天
盖地的白云带着一股不可抵挡的霸气在
天上飘荡，一层层、一道道、一片片……这
是西藏最有名的“旗云”。藏族同胞说，
南迦巴瓦峰是云中天堂，是神居住的地
方。薄雾中我似乎看见五色经幡在风中
摇曳，也许在渺渺的旗云后面，众神真
的在谈天说地、把酒论盏，演绎着转世
与轮回的传说。我默默向南迦巴瓦致以
问候，相信经幡会随风带去我的心意。
那时，我以为此生和它无缘。

2015年9月，我又有了一次进藏的机
会，魂牵梦萦的南迦巴瓦之梦再一次涌
了上来。明知道观南迦巴瓦峰最好的时
间在10月、11月，我还是抱着幻想。

9 月 15 日晨，阴天，这次我们是从
林芝出发去拉萨，途中路过南迦巴瓦
峰，我和伙伴们在雅鲁藏布江和尼洋河
的交汇处——林芝米林县的“佛掌沙
丘”风景地短暂停留后，便直奔雅鲁藏
布大峡谷。

南迦巴瓦峰的观赏地点有三处，一
处是我已经去过的色季拉山口，一处是
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一处是位于西藏
林芝米林县的直白村。

我站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谷底，天
开始下起小雨，雨点儿淅淅沥沥淋在身
上，一旁是奔腾的雅鲁藏布江，南迦巴

瓦峰被厚厚的白云覆盖。
我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风景区漫步，

这里视野开阔，滔滔的雅鲁藏布江是南
迦巴瓦的温床，U形大弯几乎拥抱了南迦
巴瓦，奔腾的江水和它散发的雾气滋润
了生长在南迦巴瓦上的花草树木，清澈
的江水映衬着两岸郁郁葱葱的茂密林海
和逶迤绵延的冰川雪山，原始的风情、
奇特的地貌，如此景色有些仙境的气
韵。整个峡谷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
险峻的冰川绝壁、陡坡和泥石流，许多
地区至今仍无人涉足。

不远处有个小码头，伙伴们商量了一
下，决定租一个游艇畅游雅鲁藏布江。我
们都是听着《翻身农奴把歌唱》长大的，雅
鲁藏布江在我们的心里扎着根呢。穿上
救生衣，随着突突的发动机声，我们的游
艇向着南迦巴瓦的方向前进。

二

此 刻 ， 阵 阵 清 风 吹 来 ， 雨 停 了 ，
天，渐渐地褪去灰白色，蓝色的天空一
点点在乌云后面露出笑脸。

忽然，船工兴奋地大叫起来：“南迦
巴瓦峰出来了！”我们随着他的手势看
去，只见一个小小的、尖尖的山峰露了
出来。“南迦巴瓦！”水里的、岸上的人
们一起高喊起来。

我忙不迭地拿出相机，南迦巴瓦似
乎听到了人们的欢呼，云雾渐渐褪下，
它像一头醒来的雄狮，穿越亿年，不慌
不忙地向我们走来。

船工称赞我们的好运气，因为这里
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天雨。 他体恤我们兴
奋的心情，慢慢地前行。到了一个无人
小岛，船工把游艇靠岸，说：“这里离南
迦巴瓦峰近，你们下来玩吧。”

无人岛名副其实，渺无人烟，站在
这里遥望南迦巴瓦峰更加清晰。只见主
峰周围山峰林立，每一座山峰都像一支
利箭指向天空，而南迦巴瓦就像头领，
气宇轩昂，神威凛凛，云带像哈达一般
层层环绕着它。不怪诗人说它是一柄直
刺蓝天的长矛，穿过浩渺的时空，刺破
无边的苍穹。

是啊，长矛下面每一座山川就是一
朵朵盛开的雪莲花，每一朵雪莲花都蕴
藏着 《格萨尔王》 的传奇。你看不见它
的沧桑，它的沧桑藏在每一块岩石、每
一个沙丘的皱褶里，清风吹过，你只看
得到它的生机勃勃。

见过它的人说，它就像一位行踪不
定的侠客，只有最虔诚的旅人，才能一
睹它的盛世容颜。没见到它的人说，它
是披着头纱的新娘，羞涩、美丽，千呼
万唤也不肯露出芳颜。

在世界上最美丽的雪峰脚下，在世
界最壮观的峡谷里，我们尽情地欢呼着、
跳跃着、呼喊着：南迦巴瓦，我们来了！

三

此刻，我心中已无他求，尽情享受
着大自然的赐予。我相信，这一刻南迦
巴瓦接纳了我们，它用慈悲的目光宽容

地看着我们，它用博大的胸襟纵容了我
们的肆意，即便是那天上的众神看着我
们开心的样子，也会颔首而笑吧。

坐着游艇返回途中，天又开始下起
小雨，南迦巴瓦峰渐渐隐去，我站在游
艇里，一直注视着它，直到再也看不
见。不知什么时候，我发现自己的眼中
已充盈泪水。

我虽然看见了南迦巴瓦峰，可我知
道它一定有许多故事、许多传说、许多
秘密……这些，我都没有触摸到，我只
是在它的门前转了一圈，对我而言，南
迦巴瓦是个永恒的诱惑。

邂逅南迦巴瓦峰和雅鲁藏布大峡
谷，让我对大自然更加敬重，也多了一
份感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南迦巴
瓦像一位智者，稳重、内敛、低调，当
它破开云雾缓缓显现的时候，你会不由
地产生一种敬畏，它的静美足以让人浮
躁的心安静下来。雅鲁藏布江水像一本
流动的书，它一页一页地记录着山谷里
的阴晴冷暖、虹销雨霁、春花秋月，读
它，你的视野豁然开朗，你的心胸不由
地宽广。

在东海之滨浙江宁波，有山名曰福
泉山，有港名曰象山港。山边港畔有个
名曰“咸祥”的小镇，美丽富饶。春
天，这里有百日草、硫华菊、蓝香芥等
组成的五彩斑斓的花海，犹如“百亩鲜
花地毯”；夏天，在海滨沙滩边，观海
景、吃海鲜，享受鲜美生活；秋天，沿
着海岸线骑行，听涛声、看蓝海，到航
空飞行营地体验飞的感觉；冬天，参与
科技体育运动会、滨海体育嘉年华等活
动，展示你不凡的身手……

这个让人一年四季流连忘返的地
方，几年前因没能全面盘活自身资源，
并不为世人所知。

为了改变这一面貌，近年来宁波鄞
州区咸祥镇认真践行“两山”理念，坚持

“文化+旅游+体育”的融合发展模式，成
功打造“‘声’‘色’并存，‘滋’‘味’共享”
的新咸祥，走出了一条深挖自身资源、
发展特色产业的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
所谓“声”，这里是世界第一大提琴手
马友友的故乡，正在打造国内首个“大
提琴小镇”；所谓“色”，这里融青山、
碧海、蓝天为一体，四季景色宜人；所
谓“滋”，这里得享山海的垂爱与滋
润，老百姓能歌善舞；所谓“味”，这
里海鲜、水果至鲜入味。

结合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咸祥把
发展旅游作为重点，开发了横码游客中
心、亲水沙滩、渔业公园等旅游项目。
当地海水咸淡与上下游差 2度、气温比
市区低 2摄氏度、地理位置与长三角城
市群差 2纬度，据此，咸祥成功打造了

“鲜2度”品牌。此外，咸祥坚持全域旅
游创建理念，对原有村貌进行整体改
造，目前，11个村庄完成美丽宜居村建
设，7 个村实现景区化创建，并通过滨海

民宿开发，探索出了“亲近大海怀抱、体
验渔村风情、感悟滨海生活”的渔业休闲
旅游模式。当地海尚壹号民宿负责人鲍
剑萍说，几十年前时刻想着逃离这个偏
僻的小地方，如今咸祥开发势头越来越
好，让她下定决心回到家乡创业。

咸祥人深知文化是现代旅游的重要
资源，努力把“浙江省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和“革命老区镇”两块金招牌擦得
更亮，积极重修走马楼等历史遗迹，大
力传承十余项非遗文化，围绕“芦浦暴
动”打造红色教育阵地，既把历史人文
积淀充分展示出来，也弘扬革命斗争精
神激励后人，让游客在穿越古今中受到
精神的洗礼。

为了充分发挥马友友的文化影响力
和号召力，近年来，咸祥镇修缮马友友
祖居、引进名师打造“小友友大提琴社
团”、引入全国青少年大提琴艺术周永
久落地、签约上海音乐学院首席大提琴

教授，成立咸祥工作室，被中国音乐家
协会授予“大提琴小镇”称号。得益于

“小友友大提琴社团”的培养，孩子们
在国际国内大赛上屡获佳绩。经过 5年
多的运营，如今的马友友祖居已不仅是
一个音乐文化交流的平台，更是当地开
拓文化旅游的主要窗口。

以文旅体融合为大战略，当地每年
常态化举办马鲛鱼文化节、杨梅节、美
食海鲜节、海畔音乐节、海上明月马拉
松等活动。2020年以来，咸祥全面探索

“体育+”发展模式，依托优质沙滩，举
办宁波市滨海体育嘉年华系列活动，推
动长三角地区唯一一个专业用于航空运
动培训、赛事的飞行营地成功落户，还
承办了宁波市科技体育运动会，抢占

“科技体育”细分市场的先机。在这些
活动中，咸祥充分融合本地的美食、美
景、非遗文化、大嵩石、大提琴等元
素，把咸祥地域特色推广做深做透。

不待第一个雷声的催促，春天来得有点猝不及
防。暖阳，是一双纤纤玉手，柔柔地抚摸在安徽祁门
茶山公园。茶园里的土路阶梯犹如一排黑白分明的
琴键，东风灵巧，茶园春曲如波，音域广阔，一浪一
浪欢快的涟漪荡漾在游园者的脸庞。

拾阶而上，石亭四周，腊梅花仍在款款流连枝
头，白玉兰已露出凝脂花蕾。早晨的阳光还有些怯
生生的，午后便大胆地撩人。玉兰花镀上了一层耀
眼的银亮春光，像滚烫的雪球，不时有一两片花瓣，
划着 S形曲线落在青石板上。石板路上星星点点的
花瓣，像一群小孩留下的凌乱脚印，在白昼描绘出
一幅璀璨的星空景象。一簇饱满的槲寄生挂在光秃
秃的三角枫树枝上，青翠欲滴，喧宾夺主。枫香清
疏，石亭玉立，飞檐翘角，构建出活生生的国画之

美。眼前的茶山公园让人欢喜，它自然天成，少有雕
刻，甚至有点乡土气，毫不掩饰地裸露着它的朴素
与憨厚。一层层茶柯（皖南方言，即生长茶叶的树）
匍匐在地，一排排枫香树向天耸立，蓝天的内容丰
富了，公园的层次立体了，人们的笑语清朗了。

冬天的白色油茶树花谢了，早春粉色山樱花开
了。同时开的还有黄澄澄的檫树花以及竹林里的春
兰。它们年年如期相约，从未食言。勤劳的大伯将锄
下来的杂草覆盖在茶柯根部，一遍遍细心梳理茶
园，呵护着茶叶。茶叶的清香来自大自然的甘露，也
来自人们的汗水。

此刻，着上春装的人们将日子打扮得焕然一
新。他们穿梭在桂花树和香樟树下，或驻足山顶，俯
视眼前的家乡。这里没有大都市的恢弘与气派，却
有着令人羡慕的安逸和自在。夏天黄昏，岸上的人
们下河洗澡；冬日清晨，河里的雾气悄悄上岸，日子
过得如安逸的茶树，春来发芽秋去留香，不紧不慢
顺其自然。会品茶的人，能从茶水里闻出茶园花蜜
的香气。这个盛产红茶的小县城，每个角落都弥漫
着茶叶和花粉的清香之气。

皖南多山，山多茶叶。山石被密密茶树簇拥滋
养着，山便有了生命的灵气与活力。茶园即家园，家
园即茶园。枫香树像高大威武的卫士，守护茶园。行
走在土路上，置身青翠茶园，人成了蜜蜂，看见每一
朵花都要激动。穿梭在茶树之间，享受春风拂面的

快意，也感受到了茶叶在枝头奏响春的旋律。弯下
腰，扶着茶树枝丫，青嫩的绿意溢出枝条，仿佛诗人
按捺不住的灵感，急于要从笔尖溢出春天的诗句。

举目四望，茶山公园只是茶乡祁门的一个缩
影。随意走进一个村庄，就可见农家房舍外，畦畦菜
园田畴，层层茶山竹园。山围着竹园，竹园围着茶
园，茶园环绕村庄。此刻，干燥一冬的田泥，有了雨
水的润泽，水灵灵的，丰满黏稠起来。新萌的茶树嫩
叶，氤氲着千年传承而来的清香。

春满人间福满堂，春天不只是一个季节，更是
一份泽被万物的福气。

圆梦南迦巴瓦峰
秋 月

“声”“色”并存 “滋”“味”共享

宁波咸祥闯新路
杨 磊 顾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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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茶山公园。

空中俯瞰宁波市鄞州区咸祥镇虾蟹养殖基地，宛若大地的“调色盘”。
施贤能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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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二月天，樱花漫天飞。今年的暖春，让原本3
月才完全盛开的江西庐山方竹寺樱花，在 2 月就已盛
开，在九江人的朋友圈刷屏。每年赏樱季节，通往方
竹寺的羊肠小道都会被车辆围堵得水泄不通，有经验
的赏花者把车停得远远的，选择步行前往。

春到方竹寺，樱花赛雪飞。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
始，方竹寺成为游客每年的赏花地。方竹寺的樱花开
放分五个阶段，一是含苞待放，如封似闭期；二是霞
光虹影，繁星点点期；三是花开见佛，祥云笼罩期；
四是砌玉堆雪，随风起舞期；五是落英缤纷，碾作成
泥期。

近日，我和几位好友前往方竹寺赏樱，入得方竹
寺前，便看到几株百年参天樱花树，高约3丈，于殿后
葱茏之间，影影重重，与黄色庙墙相呼应，形成一幅
丹青长卷。我们选对了时间，赶在樱花“砌玉堆雪，
随风起舞期”之前到来。这几天正是山樱飞舞，灿若
云霞的场景，朵朵樱花在枝头绽放，花团锦簇，闲适
优雅。

方竹寺数株古樱树位于庐山北山山麓，距今已有
300多年历史，温润的局地气候让它比牯岭花木提前绽
放，往年一般3月份开花，花期十来天，可谓庐山百花齐

放“春之先声”的代表景色。今年气候偏暖，2月中旬就
开花，花期提前了1个月。几株大樱花树长在庐山腰，与
周边绿树掩映成趣，微风吹过，樱花雨飘落而下。

深山藏古寺，名花开盛世。方竹寺始修于唐朝，
后屡毁屡修，寺内种有方形竹子，相传朱元璋落难于
此，得高僧相助，插筷生竹而得名。整个庐山就只有
这个地方有方形竹子，曾经有人移出去栽种，但移植
的竹子长出来就不是方的而是圆的。

樱花树的下方是古寺旧的砖墙瓦片，伴着竹影婆
娑，与古井青苔相得益彰。斜风扫来，光影斑驳，春
光溢彩，美得好像尘世里的一场梦，不知今夕是何
年。其实樱花之美，正在于它的稍纵即逝。无论你喜
与不喜，来或不来，它如期盛放，再落地为安，自由
自在、无挂无碍。同行的庐山植物园专家介绍，庐山
樱花主要有山樱花、早樱和晚樱，蔷薇科樱属植物，
在庐山有原始分布，大多生长在海拔 500―1500米处。
作为庐山早春花卉，每年春天樱花漫山谷，灿若锦
绣，成为庐山一道独特的风景。

图为方竹寺樱花。

山寺樱花始盛开
洪永林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