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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庐山的仰天坪与豆叶坪山线，
人迹罕至。

仰天坪陡坡下去，是一条沟
谷。采茶人在灌木林以刀开道，踩
出一条砂砾之路。砂砾是风化岩碎
石，硌脚、溜滑，陡坡只容得下一
双脚。灌木密密匝匝而葱郁，偶有
几棵乔木喷薄而起，冠盖如伞。

春日时节，细雨绵柔，雨水使
陡坡更湿滑难走。陡坡下的一棵杜
梨正旺着花。杜梨是蔷薇科落叶小
乔木，抗旱、耐寒凉，枝具刺，树
形如鹤展翅，通常作为各种栽培梨
的砧木，果期早、寿命长。我上庐
山的第二天，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的林学专家张毅，就特意
给我介绍过杜梨。他跟我说：杜梨
有垂丝海棠之美，树形、花色、果
色都具有优雅的观赏价值，你去了
豆叶坪，沿途可以看到杜梨。

确实，杜梨与垂丝海棠很相
似，唯杜梨花色纯白，如深山白
雪，杜梨枝干色如生铁，边抽芽叶
边开花。大山深处，有着令人敬畏
的幽深，一棵繁花似雪、盖压冠层
的杜梨，突然从沟壑冒出来，给人
惊喜的，不仅仅是它的高洁之美，
还有花开寂寞无主的淡然。当然，
我去豆叶坪不只是为了观杜梨，也
是去观察高山生态系统。

下了沟谷，涧水淙淙，但不见
涧水，涧水藏在蜂斗菜、虎杖等草
木之中。一座木桥架在溪涧，弥眼
雨云荡在山腰之下的峡谷。木桥由
八根圆杉木撑起，桥面钉十块木

条，形成一块板桥。雨丝断了，一
粒粒的小雨珠遮盖而来，落在身
上，却感觉不到雨珠——迅速被风
雾化。

二

穿过一条横路，下一片针叶
林，便是豆叶坪。坪，即山中平坦
之地。坪外是一丛毛竹林。一个两
米高的石墙木料门垛，把茶叶地和
竹林分开。门垛很有年头了，木料
老旧，似乎打理茶园的人不食人间
烟火，是个隐者。

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牯岭工
作站的凌文胜站长和队员徐志远从
一处颓圮的石墙跳下去，往竹林里
钻。徐志远娴熟地在一根毛竹上解
红外线相机。解了两分钟，扳扣解

开了，他松了一口气，叉开双脚，
打开相机。相机的显示屏闪了闪，
显示出心电图一样的纹曲线。

怎么没拍到相片呢？凌文胜疑
惑了起来。他问徐志远，也是在问
自己。

徐志远拍了拍相机说，相机防
潮，防水功能还不够，这么多天的
雨水，哪防得了。徐志远抽出储存
片，把相机塞进了背包里。

茶园刚修剪不久，地上的落叶
还没枯黄。一垄一垄的茶地呈圆扇
形，包围了整个坪。我不知道打理
这个茶园的人是谁。当我第一眼看
见茶园后面的一栋石头屋，和屋外
的石头围墙，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种
茶人。屋子是黑片石砌的，木料盖
瓦。屋后是竹林和针叶林。一棵高
约 30 米的锥栗格外引人注目，新
黄翠白的树叶如花苞盖冠。

6棵高大粗壮的中国柳杉，撑
起了巨大的绿荫之园。凌文胜和徐
志远坐在石凳子上修相机。作为自
然保护科考者，红外相机检测作业
是他们主要职责之一，也是生态监
测和调查的主要手段之一。豆叶坪
处于海拔 650 米到 800 米之间，生
态多样，食源丰富，是野生动物的
家园。2017年 9月 4日，在仰天坪
与豆叶坪山线，红外相机首次拍摄
到两只白颈长尾雉“散步”的画
面。白颈长尾雉是中国特产鸟类，
分布在长江以南部分地区的山林，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6个

基层工作站：威家站、通远站、牯
岭站、海会站、归宗站、莲花站。
2016 年 4 月 11 日取出的储存片，
清晰地拍摄到了被列入《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豹
猫。牯岭站有8台红外相机，每半
个月，队员取一次相机，更换电
池，取储存片，录取数据，更换监
测地点。五老峰最远最高，徒步翻
山来回要走4个多小时。

三

庐山是白鹇之乡，据自然保护
区野外观察和监测，白鹇的种群在
快速扩大，分布在整座庐山，以仰
天坪、豆叶坪、小天池等区域居
多。有趣的是，白鹇的栖息地距离
人类的生活区越来越近，在小村子
的菜园地、茶叶地也常见它优雅的
身影。

凌文胜观察庐山鸟类生活 15
年，他说，白头鹎从山下城市区慢
慢往山上迁移，在莲花台水库、小
天池出现了白头鹎群落，在 10 年
前，这是不可能有的；红嘴蓝鹊、
乌鸦在牯岭和麻雀一样常见；在深
秋，仰天坪的随处一座山林，便可
见白鹇。他每周都要去野外观鸟，
这既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兴趣。

出了豆叶坪，在门垛口，遇上
打理茶园的熊方和夫妇。他们从集
市购买生活用品回来。

熊方和 1990 年来到这里守护
豆叶坪这片森林，再也没有离开

过。坪上有一片荒地，他便种上了
蔬菜。他舍不得地荒着，菜多了，
又吃不完，他又改种了茶叶。一座
山一栋石头房，一家人一片茶园。
鸟陪着他们，一年又一年；竹木藤
草陪着他们，一春又一春。我问熊
方和大哥：你见过白鹇吗？

他乐呵呵地笑了起来，说：三
天五天都会见到，白鹇已经是我们
的邻居了。

上了仰天坪，有了公路。我站
在坪口，眺望绵长的山线。雨迷蒙
地下着。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自
己的双腿有些酸疼。张毅看看我
说，做野外自然科考的人，必须要
有一双好腿、一副好身板、一个耐
饿的胃、一双细致的眼睛。张毅的
爸爸一辈子在庐山做林学工作，辨
识庐山植物 2000 余种。身为自然
保护者的张毅，为此自豪。

庐山，每一个山坞，一条山
沟，每一道山梁，张毅都走过。我
好几次请他陪我去野外观察植物，
他都很愉快地答应。我请教于他，
他看看树叶摸摸树皮，嗅嗅树的气
息，便能说出植物的名称、习性、
花色以及在庐山的分布情况。脚力
和眼力以数年寒暑之功，让他练就
成了“识花君”。

2013 年，庐山启动了森林生
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建设，

“智能之眼”开始对庐山生态系统
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并将与全国的
定位观测研究站分享数据，共同建
立中国的生态数据库，建设生态中
国。一代又一代的庐山自然保护
人，为此付出了多少，只有他们自
己知道。

（傅菲，本名傅斐，著有《南
方的忧郁》《饥饿的身体》《故物永
生》等作品。）

上图：庐山风景区美不胜收，
宛若仙境。

张 玉摄 （人民图片）
左图：游客在庐山游览。

韩俊烜摄 （人民图片）

慧眼识庐山
傅 菲

初见惊艳，再见依然。
来到浙江台州，登华顶千米之巅，观

华东最大的野生云锦杜鹃林。忽地雾来雨
至，一片迷离。艳阳里惯看花开花谢，烟
雨里赏花也别有风情。

偶闻几声鸟鸣，雾霭中花色若隐若
现，似清非清。猛吸一口，花香浸润心
房，清新通透灵魂，顿觉独占了整个花魁。

踯躅其中，这些碧芙蓉愈发娇媚。矮
脚树上簇满垂垂花儿，引人怜爱。高大的
则沧桑虬屈，横枝斜丫下落英缤纷。几位
美女不忍踩踏，凌波微步扭闪曲行，银铃
般的笑声惊飞花瓣。沿途遍插如诗如幻的
雾凇、云海、日出等图照。

于漫野中寻那杜鹃王并非易事。在精
品园前，一棵云锦傲然从雾中挣脱，有人
称曰新杜鹃王。凡遇沿途大盛之树，我均
探问之。

破解禅机有时无心。翌日清晨，那杜
鹃王树如故人般赫然标识在下榻的茅棚
后，原来，最美风景就在自己心中。

今人徜徉的地方，古代许多文人墨
客、高僧大德都曾踏过，留下了或浓或淡
的笔墨故事。不单智顗在华顶妙悟佛法圆
融真谛，李白也不远千里来此寻得观自在。

一句“天风一日吹我梦，我梦再上天
台东”，道出“诗仙”浓浓神往情。李白从
京城长安直奔江南东道天台山，当抵达

“高百越”的华顶时，眼前白云悠悠，花树
高洁，他即喜欢上这绝妙之地。冬霜夏
露，葛玄茗圃、书圣墨池留下他悟道学法
的迹印，归云洞、药师庵留下他青灯苦读
的身影。江湖夜雨中，太白穿越星空，与
智者大师、司马承祯对影成三人，最终抛
弃浮华，仰天大笑而去。

此刻，华顶通人性似的转换来晴蓝
天。风吹来，华顶寺钟声送远，天地深邃
开阔，苍翠丛林如麦浪起伏，古道滑光黝
亮，茶园内茶叶芊嫩翠绿。路旁的杜鹃也
拭去了水滴，迸发出无限烂漫。

在酷爽的山中与我同品茶的是七旬的
方教授。当年，年方十八的方姑娘，来到
华顶林场做了一名知青。之后十几年，华
顶见证了她的青春爱情，也洒下了她成长
的芳华。在此，她听过冬雪压枝的寂寥，
纠结过日落西山的惆怅，也目睹星月下满
山萤火虫飞舞的浪漫，更默读过满山啼
血、层林尽染的壮美。

如今她每年回到华顶，听听山涛，看
看这些与她同哭笑过的山花。她的皱纹如
同行落的花瘪，乐观却似那朵即将盛开的
花骨朵，而她的余生注定有桫椤花一朵。

是夜，寂静得只有挽留不住的簌簌落
花声。我数着数着，忘记了化作春泥的
伤，最后与月光一起安放时光，枕着暗香
悄然入睡，梦里全是小桥、流水、飞花，
还有宁静的故乡。

归程，我想折枝花带走，但能带走全部
吗？既然清空了贪婪，那就挥一挥衣袖吧。

华顶寻花
范伟锋

“我一定要做出一件
旗袍，质艺双绝、经久
无损，足以传代，做任
何人的传家宝。”在服装
设计师丰莉娟心中，这
一直是她的追求。

丰莉娟在设计行业
内工作了 30 多年，用一
针 一 线 将 中 国 文 化 传
承。她还创建了自己的
服装工作室，并将品牌
命名为“酆上”。

谈 起 中 式 服 装 设
计，丰莉娟直言：“中式
服装让我痴迷，从等级森
严的古老服饰立法，到图
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纹饰
图案，再到各种濒临失传
的古老针法……中式服
装的每一点都涉及中华

文化的一个维度，越深
入了解越发现它的博大
精神，简直就是一个遗
落的宝藏。”

作为中国第一代服
装设计师，丰莉娟深感
肩上使命之重。对她而
言，这是一种坚守。“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传统
服饰，让中国传统文化
走得更广、更远。”

为 了 将 文 化 的 梦 ，
照进现实的衣，丰莉娟
经常去各地采风。中国
少数民族的自然风光、
异域的服饰文化都是她
的灵感来源。无论是中
国传统的图腾，还是采
风中遇见的新鲜事物，

都让她的服装
纹样更加丰富。

丰 莉 娟 不
只 是 在 做 服
装，而是将服
装当做艺术来
创作。她眼中
的中式设计远
非“形似”，如
果只是照搬传
统 服 装 的 款
式、工艺、图
案和装饰，脱
离 了 时 代 环
境，中式服装
将毫无生气。

好 的 中 式
服装不仅要有
形 ， 还 要 有
魂。所以，丰
莉 娟 坚 持 原

创，将富有文化意味的
元 素 有 机 整 合 到 服 装
上，她在了解每一种古
法工艺的基础上，结合
原创力求工艺创新，如
此年复一年，渐渐形成
了一种既富中国文化内
涵、又具时代新意的鲜
明设计风格。

丰莉娟的设计，传
达了东方优雅的穿着理
念，把东方精湛刺绣工
艺 融 入 到 现 代 化 设 计
中。在古典传统之余，
更 释 放 出 现 代 优 雅 时
尚。“酆上”品牌服装，
尤其是旗袍已成为东方
曼妙高雅的化身，洋溢
着东方梦幻般的视觉隐
喻，一经融入现实，更
体现出视觉与情绪的完
美统一。

服装设计是一个制
造美的行业，也是一个

承 载 文 化 和 历 史 的 媒
介。丰莉娟非常重视服
装的每个细节，她严选
面料，投身研究传统面
料本身的升级和改良。
在她看来，面料是一件
衣 服 以 及 它 身 上 的 文
化、工艺长久保存下去
的前提。

现在，50 多岁的丰
莉娟并没有停下学习的
脚步，她去日本拜访手
工艺匠人定制面料，她
去法国关注法绣课程，
了 解 和 感 受 法 绣 的 针
法、布局，将中西方文
化完美融合。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丰莉娟的作品不仅深受
中国人喜爱，也被许多
外国人称赞“具有极高
的收藏价值”。

本文图片：丰莉娟
设计的中式服装。

穿出中穿出中国国优雅优雅
辛 纳

南方四月，往往山色氤氲，烟雨
迷蒙，薄雾如蝉翼。但这一日，春阳
水暖，我们来到位于湖南新邵县镜内
的白水洞风景名胜区。甫一下车，一
条蜿蜒曲折的大峡谷跃入了眼帘，峡
谷北高南低，谷底是一条颇有诗意的
名字——棠溪，从北向南拥着峡谷而
过，两侧青山缓缓流过，峰峦叠嶂，
秀丽清雅。

我们循水而上，循着这一路的欢
歌而上。水流潺潺，肆意奔流，一路
上有巨石，有浅滩，有急流，有回
旋，汇聚成大自然的交响乐。

溪水轻言细语，温婉细腻，水底
的沙石，清清浅浅，颗颗清明。若是
遇上嶙峋的山石，水流便会尖叫着一
跃而下，落差激荡起洁白的水浪，似
衣襟猎猎作响，如号角激扬高昂。

飞虹瀑布、水帘洞瀑布、七仙女
瀑布等流泉飞瀑，远远望去宛如轻纱
从天际飘落，洁白、轻盈、随风摇
曳，走近来却见水雾飘渺，日照成
虹，白水落地成潭，潭水清冽，水浅
处沙石纤毫毕现。水深处碧水如珠似
玉，倒影绰绰。那一汪碧水，情深几
许，含着情，含着笑，含着这青山，
含着这蓝天。

棠溪水是灵动的，而白龙洞里的
水却沉寂了。也许沉寂了千年万年，
沉寂出了一个奇幻无比的“海底世
界”。世上溶洞众多，各有奇妙之
处，白龙洞有一处景致，所见之人莫
不啧啧称奇。这是一个面积近千平方
米的石钟乳大厅，地下一洼浅水如
镜，把洞顶数十万根石钟乳清晰地倒
映在水中，在灯光的照射下，水底看
上去深不可测，水面巨石有如漂浮的
船只，钟乳石景倒影好似童话中的城
堡，又似永不消逝的海市蜃楼，亦幻
亦真，美不胜收。我们仿佛被眼前的
清水慢慢浣洗，心情也静谧无言。

出了峡谷，满眼是清风、碧水、
暖阳、垂柳，我们又乘兴去了距白水
洞不远的白云岩。白云岩俗称“白云
樵隐”，是原宝庆十二景之一，位于
新邵县巨口铺镇白云铺村。白云岩上
有白云庵，白云庵上有妙音寺。幽
山、静水、古刹、铜钟，古墓、龙

雕、亭廊、禅音，山为古刹凝聚灵
气，古刹为山沉淀历史。花开花落、
兴衰变迁、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白
云庵岿然不动，木鱼声声，疏钟嗡
嗡，檀香袅袅，禅音渺渺。

我们拾阶而上，不过一里便是
“关龙亭”，亭外有“龙”，翘首而
立。往前，又见会仙桥，拱石成桥，
桥状如虹，桥下有“望月潭”，但见
龙首含须，笑迓山民。水清见底，游
鱼如织，龙首、山色倒映潭中，似有
人间瑶池之妙。过了会仙桥，石阶蜿
蜒，时而平缓，时而陡峭。又有石阶
夹两石之间，狭窄处却只能容人侧身
而过，最窄处仅容一足，倒是平添了
爬山的乐趣。

远远地望见对面的山，在那层层
叠叠、深深浅浅的绿中，闪现一簇一
簇的粉、白和紫，那是一树一树盛开

的桐海花，野樱桃花、栀子花，在四
月的春光里开得热烈，开得灿烂，开
得随心所欲。而在我的近处，一树粉
色杜鹃花掩映其中，一朵一朵紧紧地
挨着，张开着笑脸，这样粉红的快
乐，每个春天如期而至。花只管开
着，开着开着便是春天。

上图：新邵县白水洞村风光。
来自网络

白水白云跃上岩
周雪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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