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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山，不是山，其实是鄱阳湖
中的一座小岛。

鞋山岛位于江西湖口县南侧9
公里处的鄱阳湖中，与长江中的小
孤山遥遥相对，因此又被称为大孤
山。“大孤山远小孤山，月照洞庭
归客船”，便是唐代诗人描写鞋山
的佳句。鞋山亦是庐山第四纪冰川
遗迹，有“鄱湖仙岛”之称。

冬春季节，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鄱阳湖进入一年一度的枯水期，烟
波浩渺的湖面“变身”为一望无际
的大草原，不少游客乘船来到鞋山
脚下，感受不一样的鄱湖草原。再
过几个月，这里又会成为一片汪
洋。枯水期的鄱阳湖，是摄影爱好
者的天堂，在这里采风创作，可以
拍摄湖底草原、湖汊弯弯等不一样
的美景。

乘坐护渔船从濂溪区姑塘镇雨
霖港出发，沿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
方向顺流而下，约半个小时就到达
鞋山码头。码头距离鞋山岛还有不
到1公里的路程，走在满目青翠的
湖底草原，心情豁然开朗。登临岛
上，西望庐山群峰叠翠，北眺石钟
小巧玲珑。岛上绿树葱茏，远处湖
水涌浪，烟波帆影，一片天高水阔
的景象。

鞋山是第四纪冰川的杰作，当
冰川大军挥师向鄱阳湖一带进军
时，这块巨石横卧湖中，挡住了冰
川的去路。冰川从它的左右两侧擦
过，经过千百年的磨削，巨石成了
今天这前窄后宽、形状如鞋的模
样。鞋山岛四面临水，一峰耸立，

山崖陡峭，树木峥嵘，秀丽奇特，
以神奇绚丽、物华灵秀著称，为当
地一大绝景，也是鄱阳湖冬季候鸟
的栖息地和观赏区。由于受暖湿东
南季风的影响，鄱阳湖年平均降雨
量 1636 毫米，形成了“泽国芳草
碧，梅黄烟雨中”的湿润季风型气
候，这里的环境和气候条件均适合
候鸟越冬。

每年秋末冬初，成千上万只候
鸟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日
本、朝鲜以及中国东北、西北等地
飞来，直到翌年春天逐渐离去。冬
季的鞋山岛，呈现出南方难得一见
的“雪山”景观，尤其是未长树木
的石壁一面，更是像铺上了一层皑
皑白雪。原来，到鞋山岛上越冬的
候鸟不计其数，尤其以鱼鹰（野生
鸬鹚）居多，高峰时每天最多有数

万只鱼鹰栖息在鞋山东边的石壁
上。白天，它们飞往鄱阳湖这个天
然的“大食堂”捕食鱼虾，傍晚归
巢时，成群的鱼鹰遮天蔽日，场面
蔚为壮观。鞋山岛西北面有码头和
登山步道，鱼鹰等候鸟选择将巢穴
安置在相对温暖且人迹罕至的东南
面。这些候鸟每天产生的大量白色
粪便，覆盖在岛上，日久天长，将
鞋山染成了“雪山”。

站在鞋山岛上，远眺鄱阳湖，
不见渔舟往来。随着长江十年禁渔
政策的实施，渔民纷纷洗脚上岸、
转产转业，湖里的鱼儿和越冬的候
鸟一定会越来越多。

上图：鄱阳湖鞋山冬景。
张 玉摄

车一转入村道，两边便现出银
光闪闪的鱼塘、油光水绿的菜畦、
青碧修长的甘蔗、墨绿欲滴的芭蕉
林……一方方鱼塘被纵横交错的乡
村公路、蜿蜒迤逦的河涌和横直有
序的塘基划分为一个个板块，肆意
地绕着村子铺展开来，像一首首田
园牧歌。一条清凌凌的河涌由南流
过，如同一条精美的碧玉腰带，飘
飘洒洒地扣在广东顺德勒流南水村
的腰肢上。

村前牌坊边的草地，因水滋
润，茂盛得像一床绿茵茵的地毯，
地毯上竖着几块很有古韵的牌子，
刻着“美丽田园宜居南水”和“百
里芳华”字样，牢牢地吸引住我的
目光。南水村因清代著名画家苏六
朋而为世人所知，如今更是“中国
十佳小康村”和“佛山乡村振兴百
里芳华示范村”。

村道的走势与南水涌的走势保
持一致，错落有致的民居傍水而

建，宛若仙境一般。沿着村道幽静
的青石板小路行走，绿树红花与视
线连绵，小桥流水和心绪相接。

沿河涌每5米到10米就有一个
水埠头，一级一级的台阶直伸向岸
边人家的门口。曾经，人们在水埠
头泊船、洗衣服、洗农具，如今，
这些曾为水乡人默默付出过的水埠
头铅华已退，长满了翠绿的青苔。
河岸两边的民居非常气派，红色墙
砖、白色西洋窗、黄色琉璃瓦凉亭
式屋顶。在万道金光的照耀下，显
得端庄大方又明媚动人。

随意推开一户人家的门，映入
眼帘的是黄皮、龙眼、罗汉松等各
种岭南常绿乔木和三角梅、桂花等
花草，这便是水乡人家的院子。院
里建有一方水池，用来养锦鲤、乌
龟等，也养从自家鱼塘捕捞回来的
鳗鱼和鲈鱼。南水人讲究风水，认
为锦鲤是风水鱼，可以旺财，乌龟
寓意长寿。南水人对吃更是讲究，

自家鱼塘养的鱼，先拿几条回家，
放在水池的清水里养一段时间，去
除鱼的泥腥味和身上的脂肪，用来
做鱼生，“捞起”（粤语，意为做生
意能赚大钱） 的那个鲜，让人吃过
都“翻寻味”（粤语，意为吃过还
想吃）。

自宋代开村以来，南水一直以
耕塘养鱼为生。近年来，在乡村振
兴大潮中，南水人依托丰厚的水资
源，把发展绿色农业和文旅产业结
合起来，对全村鱼塘进行高标准的

“格子化”整治，养殖鳗鱼、鲈鱼
等高价值水产。

站在古色古香的接龙桥上，我
忽然听到嘤嘤的鸟鸣，抬起头，只
见树上的鸟儿如开满山间的鲜花，
花的、白的、灰的、彩的，一只
只，一群群，一片片，时而落在枝
头，时而惊飞而起。古树下有凉
亭，凉亭里有石桌、石凳，在此闲
坐的村民，或下棋，或聊天，或提
笼遛鸟……把生活过成一首诗。

转过接龙桥，涌边有一座三间
两进的青砖镬耳山墙屋，这便是曹
氏大宗祠。步入宗祠，一股古朴的
气息扑面而来。宗祠左右两廊有许
多壁画和挂画，山水、人物、动植
物，栩栩如生，色彩艳丽。

沿着村道继续前行，呼吸着带
着湿润水汽的新鲜空气，闻着草木
的清香，犹如走进了陶渊明的桃花
源。一抬头，我与东琳苏公祠撞了
个满怀。怀敬畏之心，推门进入，
步履轻盈，感受公祠的历史文化，
想象着苏六朋父子曾经的荣光。抬
头仰望，门头、里外墙、屋顶上到
处都是内容丰富、色彩艳丽的壁
画。苏六朋父子从小被南水浸润，
其画风既有岭南水乡的柔韧，又有
着笔势雄劲、气魄宏大的独特画
风，一如南水人的性格写照。

南水潺潺，白云悠悠，行走南
水，历史和文化气息如潮水般涌来。

题图：绿意盎然的广东顺德勒
流南水村。

宋山位于湖北阳新县城东南，当
年宋山作为柴林山地，采樵者络绎于
途，兴之所至，引吭高歌，此唱彼
和，山鸣谷应，飞传数里，此景名

“宋山樵唱”，为阳新古八景之一。如
今，“宋山樵唱”已经成为历史的回
响，宋山植被受到保护，漫山遍野，
一片林海，古木参天，犹如一幅奇幻
瑰丽的风景画，一首流畅隽永的山水
诗。不闻樵夫粗犷的号子，只闻清脆
的鸟鸣。宋山鸟鸣代替“宋山樵
唱”，奏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旋律。

清晨，我又去宋山寻幽，行走在
寂静的山路，山风如歌，芳香四溢。

大樟树撑起绿荫大伞，宛如飘在低空
的绿云。突然，唧的一声，擦过晨
曦，如一节音符，落在我心上。接着
又一声，两声，三声，如从唐诗里飘
落，如天籁之音，一时间，心田仿佛
被甘露洒遍。我寻声进入林中，只闻
鸟鸣，不见鸟影。目光在树林里逡
巡，突然，一只鸟从枝叶间冒出来，
继而两只、三只，跳跃着，吵闹着，
拨弄得树枝、花叶乱颤。定睛看去，
只见十多只小鸟从这枝跳到那枝，这

树跳到那树，唧唧喳喳。我轻喊一
声，只听得簌簌几声，小鸟一齐飞
起，绕着树，绕着我，不停地鸣叫。
我看出来了，小鸟一点都不怕我，它
们是在逗我呢。这就是人鸟和谐的最
好写照吧，我不由会心一笑。

前面一棵大树上一只小鸟正盯着
我，一动不动，许是感受到了我的善
意，它点头叫了一声，引来另一只鸟
的呼应，接着此起彼伏的鸣叫声传
来，有的斯文秀气，好似小家碧玉；
有的大胆热烈，仿佛莽撞少年郎；有
的稚拙青嫩，略带羞涩，唧的一声，
就不叫了；有的唧唧嘎嘎啾啾，好似

在展示鸣叫技巧。一阵清风吹来，枝
叶摇曳，发出簌簌的声响，这悠扬的
旋律，恰成了鸟雀鸣啭清丽的和声。

不觉到了林子深处，鸣声一点点
大了起来，密了起来，也响亮了起
来，有层次内涵，细听像万鸟争唱，
众树喧哗，音波或缓或急，或如迅
雷，或如飙风。鸟儿分散在每一棵树
上，唧唧喳喳。忽然呼啦一下，一片
黑云从树林里蹿起，成百上千只鸟儿
哗然齐飞，墨汁一样泼向蓝天，覆盖

了头顶上的一片天空，然后又轻轻点
点地落在树枝上。这时候，一场盛大
的树林交响音乐会进入高潮。

两只喜鹊站在树枝上，你一声我
一声，仿佛是高潮的预报。这边的鸟
儿唱着低音，那边的鸟儿唱着中音，
中间的鸟儿唱着高音。嘀哩嘀哩，一
只黄鹂从枝叶间直线飞出，边飞边
叫，一双黑如亮漆般的黑眉，浑身黄
如赤金，油然欲滴，毛片紧薄，体形
小巧如梭，翅膀特长，馨风飘羽，容
颜出众，也许它是这场音乐会的主持
人。大群的鸟儿雀跃飞舞，各展歌
喉，有的发出短促细小的“雀雀”
声，有的发出绵绵的“啾啾”声，有
的发出清脆的“嘤嘤”声。叽叽叽，
喳喳喳，哩哩哩，咕咕咕……此起彼
伏，互相呼应，连绵不绝。一支支合
唱诗，一曲曲交响曲，有高亢激昂
的，有婉转多变的，有持久不断的。
快叫时，似珠落玉盘；慢叫时，如行
云流水。

画眉、红嘴相思鸟是女高音，唧
唧啾啾，它们发出的音域区位高，音
符音阶多，跳跃大，却很圆润，过渡
得非常自然，悠扬婉转，听起来既像
歌唱家在唱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又
像演奏家在吹悠扬悦耳的笛子。百灵
鸟既是歌手，又是舞蹈家，头上有漂
亮的羽冠，眉纹一直长到了颈部，歌
声清脆甜美，圆润嘹亮，低昂有致，
富有韵律。有时凌空直上云霄，一
边飞一边鸣叫，有时悬飞停留，边
唱边舞，有时双鸟飞舞，歌声中
止，骤然垂直下落，待接近地面时
再向上飞起，又重新唱起歌来。黑
色八哥集结于最大的树上，也许它
唱的正是传唱至今的“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云雀的歌声传递着欢
乐，金翅雀的鸣叫昭示着骄傲，珠颈
斑鸠的啁唧显露出柔婉含蓄，灰椋鸟
的叫声则透着庄重……

鸟儿是大自然的歌手，鸟鸣是有
灵性的，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是一
首永恒的歌，奏着天然本真的乐曲。

左上图：宋山上古木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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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春节将近，街头挂起的红灯
笼、超市里上架的年货、人们脸上洋
溢的期盼，酝酿出浓浓的“年味
儿”。各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
国内低风险地区陆续迎来春节旅游预
订高峰，旅游迎来“春节档”。除了

“年味儿”这一标签，本地化、小半
径、微度假等也是虎年春节旅游的显
著特征。

“在当地”玩得精彩

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留京过年
的桑萍萍为自己的春节假期安排了京
郊美食之旅：到延庆永宁古城品尝驴
肉火勺、到昌平区流村镇吃猪蹄宴、
到怀柔吃虹鳟鱼。“虽然我已在北京

工作多年，但是京郊很多地方都没有
去过，趁着春节假期，来次深度
游。”桑萍萍告诉记者，“今年，父母
来京陪我一起过年，出去旅游，他们
更青睐郊区的环境和生活节奏。”

在线旅游平台飞猪发布的报告显
示，今年春节旅游消费依然呈现显著
的本地化、小半径特征，春节出游订单
中，本地及周边游占比近六成。高端度
假酒店、亲子酒店、温泉酒店及带有体
验玩乐元素的潮流酒店受到热捧，体
验独特的乡村民宿也备受青睐。许多
酒店民宿推出“酒店+年夜饭”“酒店+
景点玩乐门票”“酒店+SPA”等组合套
餐，利用基本住宿功能之外的酒店服
务获取更多的本地及周边客源。

以北京为例，今年春节假期，京
郊可供游客选择的项目十分丰富。延
庆区举办“喜迎冬奥 非遗过年”冬
季旅游文化节系列活动，游客可观看
非遗舞龙表演、欣赏传统民俗，感受
亲手制作糖画、面人、毛猴等非遗手
工艺的乐趣；密云区古北水镇举办

“长城脚下过大年”活动，春节期
间，游客既可与由秧歌、福禄寿等传
统民俗组成的花会巡游队伍互动，也
可以在这个汇集中外各色美食的小
镇，寻找记忆中的家乡味儿。

新时代文旅研究院研究员郭亮认
为，今年春节，本地游、周边游和近
郊游仍是多数就地过年消费者的选
择。酒店过年潮将持续升温，冰雪和
民俗或是两大热门旅游主题。

主题活动有特色

日前，重庆旅游集团在新春产品
发布会上发布了多条旅游线路以及

“重庆人游大重庆”新春旅游优惠政
策。即将推出的“见识山城就地过
年”特色定制旅行线路，包括穿梭云
水的浪漫、聆听老街故事、回望山城
记忆、探秘宝藏洪崖洞，这些旅游线
路串联起重庆长江索道、云端之眼、
龙门浩老街、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等
13个景点。

福建省福州市新春文化旅游月于
日前启动，将持续至2月20日。本届
旅游月充分突出福州“有福之州”的
特色，围绕品文化、逛古厝、赏美
景、尝美食、泡温泉等，当地共推出
12 项主体活动、13 项县区配套活
动、3个配套政策以及66条“福”主
题精品旅游线路、150场文旅惠民活
动、20 项旅游景区优惠，方便市
民、游客在福州过春节。

主题灯会成为山东济南春节文旅
市场上的重头戏。日前，以国潮风韵
为主题的“新年味·俏槐荫”泉城最
美花灯会，率先拉开了泉城虎年灯会
的大幕，用100余组特色花灯展现了
济南优秀传统文化和虎年精神的魅
力。灯会的“中华国潮风”吸引众多
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春节假期，各地推出的主题活动
涵盖演艺、亲子、美食、度假、摄
影、康养、科普等不同类型，可以满
足游客多样性、个性化的旅游需求，
同时，也能从不同角度呈现旅游目的
地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这些春节
主题旅游活动也成为丰富人们假日生
活，促进旅游消费的重要举措。

文化味愈加浓厚

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布 《关于做好近期促进消费工作的
通知》，提出在精准有效做好疫情防
控前提下，抓住春节、元宵节等传
统佳节消费旺季契机，挖掘消费热
点和增长点，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
潜力。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满足居民
节日消费需求，大力提升文旅休闲
服务供给，更好满足群众休闲消费
需求，鼓励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推出春节主题文创产品，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培育体
验式、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提升消
费智慧化、便利化水平。

近年来，随着文旅融合不断推
进，文化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文旅行
业创新产品的重要“宝库”。在以自
然资源为主的旅游目的地，将休闲、
旅游与生态、绿色、体育、运动等相
结合；在以商业综合体等为代表的室
内旅游目的地，旅游则与文创、美
食、购物、阅读等相结合。

突出旅游的文化味，不仅丰富了
旅游产品，为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体
验，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山西
临县用冰雕、冰灯等冰雪资源吸引游
客，并提供滑冰、冬泳等体育活动资
源。当地据此不断做大做强文化旅游
产业，除了打造冰雪旅游产品，还推
出迎春绿色年货节，方便游客在游玩
结束后，购买当地盛产的粽子、红
枣、核桃等绿色年货，成为当地村民
增收的一大重要途径。2021 年，临
县前青塘村有粽子加工作坊 102 个，
粽子销售收入达5000余万元。

近年来的旅游产业发展实践充分
证明，注重文旅融合，不断增强旅游
产品的文化味，不仅能为旅游产业创
造更多经济效益，也带来了良好的社
会效应，增强了游客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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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冰雪冬游季暨第四届北庭年货节上，游客在欣赏美景、购
买年货的同时，体验纯正的乡村年味。 张 昀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