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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出
发，披着雪域的光芒和天空的色
彩，裹挟着湍急的水流，劈山破
石一路向南，以水的力量在高黎
贡山和碧罗雪山之间开凿出一条
深谷。

一

生态小城六库镇是怒江傈僳
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也是怒江
大峡谷的入口。六库曾是深山密
林，植被茂盛，常有马、鹿等野
生动物前来觅食，智慧的傈僳族
猎人于是在此支扣 （狩猎方式）
下鹿。六库即“鹿扣”的谐音。

千峰万壑间，怒江舞着遒劲
的水腰，狂野不羁地奔腾，没有
什么能改变它的方向。沿途123
条融雪支流以“非”字的姿态，
纷纷汇入其中。

我们沿着翻滚的怒江水，贴
着悬崖边唯一一条窄窄的公路，
从六库出发逆江而上。峡谷两岸
峭壁如削，密林森森。云雾缭绕
的山崖里，牛羊闪现，崖壁上挂
着些许人家。石板房是怒族人
的，千脚落地房里住的则是傈僳
族人，也可能是独龙族人。两岸
的梯田与云雾捉迷藏，从一个山
坡爬上另一个山坡。智慧的当地
人能在山羊爬着都费劲的陡坡上
开垦出梯田，令人不由惊叹他们
的耕种绝技。听说，他们会用木
棍先戳个洞洞，放上玉米等种
子，再埋上些土，这些田都是戳
出来的“壁耕田”。

峡谷中，汹涌湍急的怒江正
拍打两岸，一滩接一滩。曾经，
溜索是怒江上的交通方式；如
今，彩虹般的各种大桥早已替代
了雨丝般的溜索，但溜索依然是
当地人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所
幸，溜索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

成为一种旅游体验项目。
同样没有被遗忘的还有那位

叫阿茸的姑娘。传说是她编织了
怒江上第一根竹篾溜索，还引出
了甘泉。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三
月十七的怒族仙女节，就是怒族
人纪念阿茸的日子，也是怒族最
隆重的节日。

二

满山樱花盛开时，傈僳族人
就要过阔时节了，一般是农历的
腊 月 到 第 二 年 正 月 间 。 1990
年，怒江州确定每年12月20日
为其法定节日。“阔时”为傈僳
语谐音词，有“岁首、新年”之
意，是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
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阔时节
这天晚上，每个家庭成员必须赶
回家吃团圆饭，共同庆祝节日。
傈僳族还有许多特色民俗，如

“上刀山下火海”“堆沙埋情人”
等。前者是傈僳族特有的民间绝
技，后者则是傈僳族男女最古老
的示爱方式之一。

傈僳族人所说的“亚哈巴”
（意为“石月亮”） 到了，我们
在观景台下车眺望，高黎贡山山
脉中段海拔 3300 米的峰巅，云
雾缭绕处，一个巨大的大理岩溶
蚀成的石洞形如月亮。此时，云
蒸霞蔚，“石月亮”送出一洞神
秘的蔚蓝。传说，傈僳族的祖先
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

在丙中洛孜当村附近，怒江
以一个漂亮的180度大转弯舞出
优美的“U”字形，诞生了怒江第
一湾。接着，它又舞出了雾里、丙
中洛等人间仙境。怒江和大山多
舞动几下，就多几道绝世风景。
雾里这个三面临水的怒族村寨，
春天樱花撑起粉色，夏天原野披
上绿色，秋天果实托出金色，冬

天冰雪覆上白色，60 多户人家
就生活在这样的世外桃源中。

在大峡谷更加舒展的地方，
形成了一片稀有的开阔田园，那
是丙中洛所在地。

在丙中洛，一天看两次日出
日落并不是童话。冬天的上午，
太阳从雪山冉冉升起，在天空行
走一个多小时落入贡当神山背
后，才半个小时，太阳又升起，
把金色阳光再次洒给丙中洛。

三

独龙江从西藏察隅县伯舒拉
岭出发，由迪布里入怒江州贡山
县境。锁在大峡谷深处的独龙江
流域是独龙族世代繁衍生息的家
园。进入村寨，禁不住朝树上张
望，这被称为“太古之民”的古
老民族，直到 70 多年前才结束
树栖、穴居和野外生活。

不过，我没有望到树上的
人，倒是被一个穿条纹衣的小伙

子好奇地盯着，随后他就消失在
垛木房门口。村寨里还有一种千
脚落地房，房顶上覆盖着杉木
板，有的覆盖着茅草，四周以单
层或双层篱笆围起。从外面看，
底下一根根密密麻麻支撑楼房的
木柱，真有点像是房子长出的
脚。这种建筑样式普遍流行于喜
马拉雅山地的民族中，包括傈僳
族、独龙族。这种建筑一般格局
为两间，外间是客房，有火塘，
火塘上有烧饭时用的三脚架，内
间是卧室和粮食储藏间。

我们专门拜访了一位纹面老
人。她家的房子是典型的千脚
房，竹篾地板。以前，独龙族女

性到了十二三岁就得纹面，现在
已经很少纹了。为什么要纹面？
老人以灿烂的笑作答，或许这就
是最好的答案——独龙江把秘密
藏在这张最鲜活的画布上了。

独龙族的节日比较少，一年
内仅有一个年节：卡雀哇节，是
独龙江地区独龙族的新年。大概
在农历腊月间，不规定具体时
日，一般根据食物的储备情况来
定，最长9天。剽牛祭天是他们
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剽牛前，
牛披独龙毯，角挂彩色串珠，被
人们围着跳舞。当牛被剽倒，行
过祭，剽牛手背着牛头跳过舞
后，大家便开始分割牛肉，凡是
参加的大人小孩都能分到一份，
然后燃起篝火……

四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藏在
“三江并流”的深闺里。据说，
有人在这传奇秘境找到了《山海

经》里古神州的影子。从青藏高
原迁徙而来的普米族，是这里的

“看门人”。
一入兰坪，我的身心便全融

化到风景里了。
湛蓝的天空下，碧罗雪山宛

如高筒白靴子，立在古老的大地
上。叠叠山峦起伏萦绕，三江滔
滔蜿蜒而过，尤其是澜沧江，用
27 条支流润泽兰坪。谷深峡
幽，澜沧江河谷是这条东方多瑙
河最深情的歌。“念波依比”湖
被当地傈僳族视为神湖，一瞥湖
波幽深莫测，但无路下到湖边。

罗 古 箐 被 称 为 “ 三 江 之
门”，我们沿着红岩子穿行在红

崖绝壁间，纵横交错的嶙峋怪石
携一身丹霞，当地普米族称之为

“吉利吉”。三百六十峰，九溪十八
岭，碧绿的草甸镶嵌着溪水，在峡
谷里起伏漫展，似神仙的地毯载
着悠然吃草的牛羊。最耀眼的还
是杜鹃，一树树杜鹃宛如组成了
彩虹纵队，红的、紫的、黄的，或沿
山体婀娜而上，或自天边翻飞而
下。杜鹃树粗壮的树干举着各色
花朵，又似在指挥着圆舞曲。

情人坝上，200 多岁的两棵
云杉树，枝相串、根相连，紧紧相
依。每当中国大部分地方过端午
节，也就是农历五月初五时，方圆
百里内的普米族、傈僳族、白族等
青年男女，就会围绕着这情人树
载歌载舞。普米族少女跳着“蹉磋
舞”，白族少女跳着“霸王鞭”，傈
僳族少女跳起“哇其其”……

穿过原始森林就到了大羊
场，高原草甸好像载着牛羊飞翔
在金沙江和澜沧江齐眉的眼波
里。在富和山、澜沧江沿岸的四
十里山箐中，一条低俯蜿蜒的盐

马古道上，一队队商旅驿马早已
把土石踏破，裸露的树根盘结成
路。这条盘根路正在低唱着什
么，可是娓娓诉说盐马古道上的
传奇？

题图：怒江溜索。
尹绍平摄

上图：丙中洛风光。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化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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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嫩的油菜一上
市，海南定安的大街
小巷便开始飘散着菜
包饭的熟悉味道了。

喜欢菜包饭似乎
是定安人的一种古老
嗜好，那份情结与生
俱 来 ，深 入 灵 魂 和 骨
髓。过去那些年月里，
我最盼望的事莫过于
家 里 能 做 一 顿 菜 包
饭。守在灶台旁，看
着锅里的菜肉被炒得
喷香，内心的快乐雀
跃 ， 美 妙 得 无 法 形
容 。 全 家 人 围 聚 一
起，说说笑笑，或坐
或 立 于 可 及 的 视 线
里，双手捧着菜包饭
津津有味地吃。在冬
日的暖阳里，升腾起
这 样 一 份 温 暖 的 感
觉，是多年来一直无
法从生命里挥去的。

定安人的记忆里，
这种具有相同诱惑力
的生活场景，一生中
曾无数次地出现过。
对于“浊酒一杯家万
里”的游子而言，每每
想起这些，更是魂牵
梦绕、无法释怀。

那时候做菜包饭
要简单得多，菜料仅
有一些韭菜、酸菜、
鲜荞、四季豆和零星的肉末，也算是奢侈一回了。
现在的菜包饭用料可就讲究多了，菜料的品种繁多
自不必说，单是买菜洗菜等前期准备工作，就很费
时耗力。荤食也多了许多，譬如腊肠、虾米、鸡
胗、鱿鱼之类的东西，酱料也增加了虾酱、蒜蓉
酱、什锦酱等，味道越发鲜美可口。吃的过程经常
和牙齿较劲，似乎更受年轻人青睐。

我在海口吃过类似菜包饭的菜式，用薄面饼或
粗粮卷，包裹着炒炸得生香的鱿鱼丝、脆皮鸭或鸡
肉丁，可不管怎样慢嚼细品，都干硬得不想再回
味。而我唯独对菜包饭软软糯糯的感觉钟情依恋，
一如当年。

做菜包饭时，煮饭炒菜都很讲究火候，菜要炒
得不老、咸淡适宜，饭要煮得不烂、颗粒松散。做
出来的菜包饭要被认可，必有一手烹调的好功夫。
此时自有家里最好的厨手主动掌勺操持，用爱心和
情意做出来的菜包饭，更能令家人和朋友赞不绝口。

吃菜包饭时，人的食量会比平常猛增一至两
倍。双手捧着热乎乎的菜包饭，万事逍遥且不说。
菜饭在手心里如碎金闪烁，光润油亮，忍不住吃上
一口，鲜美嫩香扑鼻而来，轻轻咬，慢慢嚼，齿音
生脆，满口生香，软绵滑润不油腻，那种味道真是
无与伦比。若配上一碗素净的青葱汤，或开胃的酸
菜汤，更是鲜美可口、妙不可言。

定安人家做菜包饭的历史久远，追溯到有文字
记载的是在清代，算来应有100多年了。清末拔贡生
莫家桐曾在《定安乡土志》里有“正月初三祭赤口吃
菜包饭”的记载，意为“齐心协力、拢住家财不流
失”。菜包饭俗称“银包金”，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简
单的饮食吃法，后来成为定安一道独特的风味美食。

对菜包饭情有独钟的，何止定安古镇人家。冬
春时节，许多游人慕名而来，闻香而至，争相一饱
口福。兴许是山珍海味吃得腻了，倒喜欢起清淡的
素菜来。正经坐着吃得多了，改换另一种吃法，竟
觉得有几分新鲜。无论怎么改变，都逃不离那句

“民以食为天”的古谚。要不然，定安的许多食摊
上、酒店里，不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经营起菜包饭
来了。昔日的土味一不留神登上大雅之堂，也算是
实至名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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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自古闻名天下，山、
江、湖在这里交汇，峰林溪
流、古寺名桥赋予其钟灵秀
气。庐山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
中生长出来的。

唐朝时庐山茶已很有名。唐
代诗人白居易曾往庐山峰挖药
种茶，并写下诗句：“长松树下小
溪头，班鹿胎巾白布裘。药圃茶
园为产业，野麋林鹤是交游。”

庐山茶中，以庐山云雾茶
最为著名。此茶属绿茶，最早
是一种野生茶，东林寺名僧慧
远将野生茶改造为家生茶。庐
山云雾茶有“六绝”，即“条索
粗壮、青翠多毫、汤色明亮、
叶嫩匀齐、香凛持久，醇厚味
甘”。此茶风味独特，由于受庐
山凉爽多雾的气候及日光直射
时间短等条件影响，形成了叶
厚、毫多、醇甘耐泡的特点。

春茶的采摘很有讲究，清
明、谷雨的春茶最为鲜嫩。庐山
云雾茶茶树与香草共生、和山花
同长，吐纳之间，便有了兰草的
幽香与甘醇；与灵芝、人参等中
草药一齐生长，相互滋养、吸附
气息，故而其组分尤为独到，在
四五道水冲下去以后，香韵依
然，甘醇的味道仍很持久。

我探访的庐山云雾茶茶园
名为“雾根”，取“云之头、雾
之根”之意。其所产的雾根茶
是庐山云雾茶中的新秀。雾根
茶园位于庐山北面马尾峰下的
马尾水景区，这里的土壤母岩
有 7 亿年之沉淀，以长石 （含
钾量高） 砂岩为主，赋予雾根
茶茶之鲜、石之韵，外绵而内
刚、甜顺而醇厚。茶树与山泉
相伴，生长在海拔1400多米的
茶园，昼夜温差大，加之庐山

汉阳峰气流与长江、鄱阳湖水
汽交汇，云雾阳光相互交融，
使茶叶品质更加上乘。

雾根茶园由曹俊平、曹焜
舜父子打理。儿子曹焜舜在制
茶方面颇有研究，年纪轻轻，
制出的茶可很老到。我到访时
正值 4 月，茶园中，茶树、天
然草药、杂草都在茁壮生长。
父子俩正带领茶园阿姨除草。
庐山茶园天然草药较多，能为
茶叶提供养分。父子俩人工除
草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不伤草
药，保持茶园的生态平衡。

如果说，庐山的自然环境
赐予雾根茶良好的先天条件，
那么再加上淳朴的父子俩辛劳
付出，烘焙出的雾根茶怎能不
茶香四溢？

上图：雾根茶园中的庐山
妈祖天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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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潭早在神往之中。
那还是在课堂上，语文

老师声情并茂地吟诵：“李白
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
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汪伦送我情。”这让我对桃花
潭有了最初的向往。长大后
才知道，关于桃花潭，还流
传着一个李白与汪伦之间的
故事。唐天宝年间，李白旅
居徽州叔父李阳冰家，这天
接书一封，是泾县好友汪伦
转来，信曰：“先生好游乎？
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
乎？此地有万家酒店。”面对
如此诱惑，“自称臣是酒中
仙”的李白欣然前往。但到
了桃花潭，见山见水不见
花，更不见酒旗幡立，李白
疑惑不解。汪伦说，桃花是
潭水之名，万家乃店主姓
万，一家之店矣。李白听后
仰天大笑，如此盛邀，别具
一格。于是，两人把酒临
风，吟诗作赋，终日相伴。

相聚的日子总是短暂。数
日后，李白婉谢了汪伦的殷殷
挽留，继续他的诗吟天下。李
白登船前，汪伦发动当地百姓
为李白踏歌送行。李白感念汪
伦的深厚情谊，即吟七绝《赠
汪伦》以赠。岸上，船上，李白
的诗，汪伦的情，从此留在了
诗情画意的桃花潭。

一江碧水，诗动千年，
如今我慕名而来。

沿 着 鹅 卵 石 铺 就 的 巷
道，我们直奔桃花渡口。在
渡口，古老优雅的“踏歌岸

阁”静静伫立。这是一座砖
木结构的两层小楼，牌楼上
的“踏歌古岸”赫然醒目。
传说当年，李白就是从这个
渡口乘舟到对面的万村。

游船启动，剪裁满江云
影，很快将我们送到了对岸
的万村。沿着小径，一路游
赏及拜谒的景点有书板石、
彩虹岗、谪仙楼、钓隐台、

汪伦墓等多处。拾阶过“潭
影清心”拱门，最后来到怀
仙阁。凭栏远望，江水深
碧，清澈晶莹，翠峦倒映，
景色宜人。陪同我们的当地
朋友告知，这青弋江一分为
二，东岸是以翟姓为主的翟

村，古称南阳镇；西岸是以
万姓为主的万村。而桃花潭
好比一颗碧绿的翡翠，镶嵌
在这条丝带上。听着朋友的
介绍，我在想，如李白这样
浪漫的诗人，纵是没有汪伦
的盛情相邀，见得此景，也
当是顿发诗情的。

怀仙阁旁有垒玉墩，朋
友说，这里就是传说中李白

与汪伦喝酒吟诗的地方。倚
栏俯视，诗仙李白与汪伦的
雕像进入眼帘。只见李白气
宇轩昂，执酒杯遥望蓝天，
仿佛在对酒吟诗，而汪伦则
坐在石头上，凝神倾听李白
的诗作。

在一截幽深的巷陌中，
我们寻到了万家酒店。不见
当日那酒垆，不见当年黄色
的牙边小酒旗，只见酒店门
前路面上被人踩踏出的大
坑，似在向人们诉说千年前
的往事。此时，我仿佛闻到
万家酒店飘出的“桃花梦”
酒香，仿佛看见李白与汪伦
对酒当歌、谈笑风生的画
面。古人“寻山如访友，远
游如致身”，留下大量关于山
水的诗篇，也让看似不起眼
的山水熠熠生辉。如池州的
九子山，自李白吟出“妙有
分二气，灵山开九华”后，
九子山便易名为九华山；再
比如宣城的敬亭山，李白的
一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
亭山”，让一座原本缺乏视觉
冲击力的敬亭山有了灵魂。

古人有幸，创造了文化
遗产。今人有幸，享受了文
化遗产。

离开桃花潭已是傍晚。伫
立船头远眺，不禁感慨万分。
那首《赠汪伦》，我不知吟诵过
多少遍，总以为桃花潭是一方
池塘、一泓碧水，万万没想到
桃 花 潭 是 青 弋 江 流经此地
时，在一座峭壁下汇成的一汪
深潭。看着那深潭，忽觉风有
酒的气味，江水有酒的气味，
潺潺的水声里，是谁在吟咏那
首古诗……

上图：安徽省宣城市泾
县桃花潭镇江面上出现平流
雾景观。

王 闽摄（人民图片）

诗意桃花潭
王唯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