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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华光◎盛世华光

从云南大理漾濞彝族自治县
驱车向东，上苍山西坡，一路翠
林竹海，一路九曲十八弯，海拔
逐渐升高，车至山顶便是光明
村。这里，生活着彝、汉、白、
傣、傈僳 5 个民族；这里，被一
万株百年以上古核桃树的巨大树
荫覆盖，常年笼罩在云海绿荫之
中，被称为“云上村庄”。

寻找村庄发展新路

光明村核桃种植历史悠久，
古核桃树众多，全村树龄百年以
上的古核桃树达 1 万多株，两百
年以上的核桃树约有 6000 多株，
近年来村里又培植了许多核桃树
新苗，连片种植面积达万亩。

在3000年前的苍山崖画中有
一幅采摘图，专家推测，当时这
里就有核桃树生长，采摘图反映
的即是打核桃的场景。春去秋
来，夏归冬至，白云依旧守候着
核桃树林，树林始终庇佑着树下的村庄。如
今，一棵棵高大古老的核桃树分布在房前屋
后，每棵树上都挂着“身份证”。村子中央可
见一棵异常高大粗壮的“核桃神树”，已有
1165岁，这是村里树龄最大的。

光明村现在有7个村民小组，304户人家。
多年前这里交通闭塞，村民沿山梁分散居住，
耕地少，经济发展落后。58岁的张会祥以前在
光明村担任过10年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现
在还担任鸡茨坪小组村民组长。据他介绍，以
前车是上不了山的，因为有传统的核桃产业基
础，要想办法把核桃卖出去，2004年他就动员
村民们硬是修通了一条上山的硬化路，举办了
核桃节，核桃价格开始上涨，村民的日子颇为
红火。但2013年后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核桃
价格一路下滑。村里年轻人纷纷出外打工。

张会祥一直在寻找村庄发展的新路。2015
年的一天，张会祥决意去找吉小冬。吉小冬何
许人也？苍山石门关峡口两座峭壁对峙，如一
扇推开的巨门，人称石门关，是外乡人吉小冬
把它开发成了景区，景区所在地叫金牛村，金
牛村和光明村相距不远，两个村一直处于你追
我赶的竞争关系。

2012年，吉小冬投资建设石门关景区，几
年间给金牛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户实现
增收和家门口就业，其中2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成功脱贫。这让张会祥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
他主动去找吉小冬合作搞乡村旅游。

张会祥进了石门关景区，老远看见一个身
穿休闲服的高个子，手里拿了一把剪刀，边走
边修剪树枝花草。这人就是吉小冬，他身材魁
梧壮实，见人呵呵一笑，一脸厚道。从最早的
丽江耗牛坪索道，到大理的感通索道，再到如
今异常火爆的石门关旅游景区，吉小冬已在云
南从事旅游20多年。

由于光明村坐拥森林覆盖率达85%的好生
态，加之有树，有花，有核桃，那一天，他们
形成了共识：乡村振兴，要留住和吸引年轻
人，必须要靠产业拉动。要利用村里的好环
境，尽快把生态旅游办起来。

从“卖核桃”到“卖风景”

2015年，石门关旅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开发了光明村核桃生态旅游村建设项目，同
时鼓励村民开农家乐和客栈。光明村党组织协
调村民把150多亩土地经营权以入股、出租或流
转的形式转让给旅游公司。在吉小冬的旅游企
业运营下，生态旅游村建设初具规模，在光明村
鸡茨坪建成集农业种植、产品加工、农业观光、
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核桃主题民宿客栈、核桃主
题广场、云上四季花海等乡村旅游项目。

光明村疏疏朗朗地散布着古朴的院落，本
来村里各家各户就有种树栽花的习惯，但都被
高高的围墙挡住了。搞旅游需要“开墙透
绿”，让游客觉得敞亮舒心。鸡茨坪小组的60
多户人家都把围墙拆了。村民说，让游客“一
眼看穿”我们的美丽庭院，多好！

2019 年，光明村成了旅游“网红村”，高
峰期每天接待游客四五千人。游客越来越多，
但村子里还没有供游客住宿的地方。查洪祥家
有一个停车场和一个牛圈，吉小冬琢磨着在这
块地上盖一座客栈。

查洪祥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10年前，在
外做生意的他，回到村里开了漾濞县第一家农
家乐。这次，为了带动村里的旅游发展，他以
私人宅基地入股，第一个和旅游公司合作，在
老屋原址上盖起了现代夯土木结构精品客栈。

这第一家民宿耗费了吉小冬两年时间，他
完整保留老查的旧院，形成两个L型的新院落，
整个客栈有三层的院中院，一个水庭，一个树
庭，最大限度地留出室外活动场所，因为这里最
有价值的是清风、明月、核桃树和远山的风景。

修客栈过程中，大家都在尽力地一点一点
做，进度缓慢，但慢却让客栈建筑更加精细。如
今这座“云上老查家”成为光明村的精品民宿。

光明村的绿水青山终于转化为金山银山：
土地转让给旅游公司的42户农户有400多万元
的年收入。并且，实现了村民家门口就
业的梦想，鸡茨坪小组 73 家农户近百
人在家门口的旅游公司就业，增收180
多万元；其中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24人
全部在公司工作，月均工资3000多元。

58岁的周银兆一家四口都在旅游
公司工作，弟兄两个早先外出打工，
还养不了家，现在他们每月能拿到
3000多元。周银兆大儿子在公司开电
瓶车，二儿子在景区干零活。大儿子
两个小孩都在附近上学，日子终于看
到了希望。

为统筹村里的资源，避免无序竞

争，光明村对农家乐做了一户
一品规划，烤全羊、烤鸡、烤乳
猪、核桃宴，应有尽有。

“我家农家乐菜都是野菜，
鸡、猪都是自养的，生意特别
火爆。最近我家又盖了新房，
扩大了院子。” 1974 年出生的
查 守 丽 是 “ 丽 明 农 家 乐 ” 老
板，她干活有条不紊，总是用
最好的食材招待客人，饭菜干
净可口。周围是大山，夏天雨
后山上长出各类野生菌。查守
丽通常起个大早，摸黑上山采
摘野菜，就是想让客人品尝到
最本真的味道。

查洪祥大儿子查守荣是当
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依托父
亲的客栈，查守荣和弟弟各开
了一个农家乐，老查家老品种
土鸡远近闻名。兄弟俩在核桃
树下放养的生态鸡味道独特，他
们冬天腌制腊肉，每逢客至，就
用松针熏烤，香味四溢。据介
绍，云上村庄最多一天来了 1 万
多游客，最旺期3个月民宿分红
和餐饮收入达400多万。

2019 年 4 月 30 日，漾濞全县实现脱贫摘
帽。累计脱贫出列两个贫困乡、24个贫困村，
脱贫退出建档立卡贫困户3897户。

2020年，光明村入选了农业农村部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名单。

从外出打工到返乡创业

现代化农业、绿色农业、休闲农业、农村
电商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崛起，乡村振兴，需
要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

村里有了产业就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越
来越多带着创业梦想和智慧才情的年轻人回到
最熟悉的最需要自己的乡村，挥洒激情和汗水。

“需要核桃果和核桃苗的朋友们可以下单
了，这两天有现货。”这天一大早，35岁的李
斌先在抖音平台上发了几个消息，然后来到隔
壁孤寡老人家里：“叔，这是我在网上帮您卖
鸡蛋的钱，您收好。”

李斌20岁出头就外出打拼。后来，光明村
开始发生改变，李斌决定回来创业。“我回来
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了光明农庄合作社，
主打核桃和苗木产业。为了提升村里的核桃销
售，我开通了网络销售，帮村里搭了电商平
台。现在我是光明村电商服务培训中心的负责
人，帮助大家了解各类资讯，解决村里销售、
就业、创业中的困难。这两年，光明村的电商
销售额达到了400多万元，今年还会有一个更
大的增长。”

李斌最大的感受是村里人观念的转变。电
商这趟“高速列车”正给乡村带来实实在在的巨
变。随着销量扩大，越来越多村民向他“取经”。

返乡青年常宏春在光明村旅游公司上班。
2005年他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工作。2015年，常
鸿春从村里看到了希望，毅然留下来参与到家
乡如火如荼的建设中。目前他已是旅游公司副
总经理，负责云上村庄的业务板块。

返乡青年陈佳汝，大学毕业在外打工 5
年，回来当了鸡茨坪小组副组长。“国家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后我就一直有回乡创业的想法，
但还没有下定决心。后来听说村里合作搞生态
农业旅游，在张会祥书记的一再动员下，我便辞
去城市工作，投入到家乡的乡村振兴事业中。”

陈佳汝说：“我回到家乡就做民宿客栈，
发展比较顺利，后来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但我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

年轻人回流了，乡村有了希望。

从农业村到生态村

“以前出门看山，满眼都是光秃秃，村民
们每天上山砍柴烧，成群结队上山抓鸟、挖兰
草，廉价卖给山下……”张会祥回忆起多年前
的情形，眉头紧锁。如今，村庄不同季节有不
同的景致，白云之下满山绿油油的核桃树连绵
不尽，鸟巢落满枝头。

据介绍，在附近的大山上有200多种鸟类，
还有狐狸、麂子、蛇等野生保护动物。光明村良
好的生态环境除了赋予游客亲近自然的田园生
活体验，也给众多野生动物营造了绿色家园。

当选为全国工商联旅游商会会长的吉小冬
赢得了许多荣誉。视林如子，视山如父，这些
是他骨子里的东西。你如果去景区工地找吉小
冬，他要么踩在水泥沙子里与工程师沟通方
案，竭力要保全一棵大树，要不就是猫着腰捡
乱石，把它们放在景区最合适的位置。这些别
人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他都要亲力亲为去做、
去示范，他对细节的审美诠释着他对生活独特
的感悟和理解。

“良好的生态环境像空气一样重要。没有
生物多样性，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生态环境
和旅游产业。”这是吉小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太阳能发电、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厕所革
命，以前脏乱的村庄变得时尚美观了，村民们过
上了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晒着太阳，大人们聊
天，小孩子在树下嬉闹。也有村民在阅览室看
书、在家练毛笔字，几个老人在下棋，怡然自得。

从“卖核桃”到“卖风景”，从农业村到
生态村，光明村终于蹚出了一条“光明路”！

山峦起伏龙游来，春秋古城传
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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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吴越的拉锯战已成
胶着之势。鲁哀公十三年，吴国都
城郊外，两支越国军队的战舰已经
悄悄停在城西的太湖边，吴国都城
岌岌可危，越军之一的总司令是越
国大夫姑蔑首领畴无馀，另一支则
由古瓯越族首领讴阳率领。以太子
友、王孙弥庸为主要指挥官的吴国
大军很快就识破了越军的围城企
图，他们率坚锐吴军与越军大战，
畴、讴两司令不幸战败。不过，战情很快
出现逆转，次日，越王勾践率大军战舰赶
到，气势如山，大败吴军，还俘虏了太子
与太孙。

这场战斗，被详细记载在 《左传·哀
公十三年》中。战争的残酷与硝烟，不是
我说的重点，我只说姑蔑。姑蔑在什么地
方？《国语》上记载：“勾践之地，南至于句
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据专家考证，“句无”在诸暨市南部，“御儿”
为桐乡市西南，鄞即宁波市鄞州区，这

“姑蔑”，就是今天衢州市的龙游县。
历史上的姑蔑，虽是越国的附属小

国，却演绎着诸种传奇。吴越大战的260
多年后，秦王赢政灭了楚，在姑蔑设置了
太末县，隶属会稽郡，这是浙江13个最古
老的县之一。我老家桐庐县，则要到400
余年后的三国时期才建县。时光荏苒至唐
贞观八年，太末县更名为龙丘县。又历
300余年，吴越王钱镠以为，这“丘”与

“墓”意义相近，他不喜欢治下有这样不
吉利的县名，这个姑蔑古城，丘陵起伏，
如游龙一样，就改“龙游”吧。

钱镠喜欢龙游，大家喜欢龙游，我也
喜欢龙游，龙游人更喜欢龙游。2500年前
谜一样的姑蔑古城，虽已被历史与尘土湮
灭，但我在姑蔑城生态园，看到的却是一
片生机勃勃，森林公园，果园茶园，芳草地
大草坪，嬉戏欢乐的人们尽情奔跑追逐。

从万年文明的荷花山遗址、青碓遗
址，到两千多年的龙游石窟、汉唐墓葬
群，再到跻身中国十大商帮文化的明清龙
游商帮，每一个千古名词，都散发出谜一
样神奇的光。龙游皮纸，村落宗祠，砖
雕、木雕、石雕，河西老街，龙游发糕，
龙游徽戏，种种民俗文化，也历千年，浓
郁的烟火气息时时弥散在我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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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的谜，进入龙游石窟、让人叹为
观止后便达到了高潮，你会被各种谜面不
断撞击。到目前为止，龙游石窟到底何人
开凿？凿于何时？究竟干什么用？大致有
9种观点影响最大：采石说，穴居说，宫
殿说，陵寝说，仓库说，藏兵说，巨石文
化说，道家福地说，外星人说。每一种说
法，都有着各自长长的依据，然而，每一
种说法，也都可以被人轻松驳倒。

1992 年 6 月，闷热的梅雨季开始不
久，龙游小南海镇石岩背村，衢江与灵山
江交汇处，当地吴姓农民联合其他3位村
民，用 4 台抽水机同时在屋后的“无底
塘”抽水，极大的好奇心支撑着他们坚持
不懈，整整 17 个昼夜后，塘水被终于抽
干，石窟出现，天下震惊。30年后的又一

个梅雨季节，供人参观的一号至五号洞
窟，我们一一参观，4500 余平方米的空
间，都是从岩石的肚子中间凿出来的，洞
窟高度30米左右，每洞都分布着数根鱼尾
形石柱，目前已经探明，附近不大的地方
内，就分布着28个大小洞窟。

灯光的幻影，精致的布局，石壁上精
密而细致的凿纹，特别是接缝处，似乎只
有现代技术才能达到，众人纷纷感叹，大家
开始猜想。影影绰绰中，我眼前立即出现
了范蠡，这个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
我更认可他著名经济学家、超级生意人的
身份，范蠡会不会与这些石窟有关？反正
是猜想，那就不妨猜想一下。

范蠡是越国相国，献策勾践灭了吴国
后，传说他带着西施隐去。隐去前，他向勾
践献了一策：姑蔑国城郊外，灵山江边，有
大片红砂岩，此岩遇水软化，湿法开采即
可，采出来的那些石头，顺着江，可以很方
便运往我国各地的一些重要城市，加固城
池，以利全国备战；那些开采的工人，我们
可以从冬闲时的百姓中征集，以工代赋，干
多少活即可以抵扣来年的赋税；或者，遇到
荒年，我们征集民工，以工代赈。这项工程
还有好处，石头开采完形成的空窟，我们可
以用来藏兵、储物，要知道，这种设施是永
久的，可以使用几百上千年。我是个道教
徒，从我们修行的角度看，这样的空石窟，
冬暖夏凉，隐蔽清静，是个很好的道教祈福
场所呢！我还要强调最重要的一条，我们这项
工程，要特别保密，不留任何文字记载，除
了您我，不让任何人知晓我们的意图！

范蠡的计策，勾践百听百从，这回依然
听从，经过10年卧薪尝胆，他更有体会：国
家要长治久安，必须想一些常人想不到的
点子，这个鬼才，这回又为我国立了大功。

果然，一切皆如范蠡设想的那样，越
国的冶炼业已经相当发达，工人们技术精
湛，那些先进的开凿工具，切石如泥，因为
范相国事先有指示，且又常常到现场督查，
工人们采石，逐层下剥，斜凿而进，且注意
了洞窟的整体布局，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
的场景。这位后来的陶朱公，三成巨富，又
三散家财，他用过人的智慧，造福百姓。晚
年他在陶地隐居的时候，脑子里常常想起
灵山江边，姑蔑国采石叮叮当当热火朝天
的场景，哈，那里有他一个大秘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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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罗家乡的陆村，那里也有一个大
谜等着我。

《桐江陆氏宗谱》记载，桐庐陆姓的始
祖是陆秀夫，就是南宋在崖山仗剑驱妻儿
入海、然后抱着小皇帝奋勇跃海的那个忠
义丞相。尽管有诸多疑问，我的内心，还是

极为尊重这位本家宗亲先祖的。
据说陆村生活着陆秀夫的不少后
裔，那里还有陆氏宗祠，我必须去
看一看。

我们兴致勃勃赶往陆村。车
自龙游县城出发后，不久便往山里
钻进去，自罗家乡政府地段往里，
道路便越来越崎岖，路右边是山，
左边即是河，当地人称桃源溪，溪
不宽，溪水浑黄作咆哮状，显然是
因为这几日暴雨一直下。要在平时，
这些溪涧，一定是溪流潺潺，水特别
温柔清澈。山路越来越窄，我们一路
议论，看这地势，陆秀夫真有可能

选择这样的地方隐居，崇山峻岭，往往是
将身子与思想都隐藏起来的理想之所。

艰难上了一个陡坡，靠山有一户人
家，车子在门口停了下来，陆村的村主任
已经在此等候我们。村主任说，这屋的主
人叫陆维增，他就是陆秀夫的后裔，他家
有家谱。今年 70 岁的陆维增捧出了 4 册

《桃源陆氏宗谱》。我们一本一本翻看，一
边翻一边问。家谱显然不全，看仅存的家
谱信息，陆秀夫后裔在此的生活轨迹是这
样的：某年，陆秀夫被丞相贾似道打压，
被迫辞官，南下途中，他带着大夫人杨
氏、二夫人郭氏及长子礼一、次子礼二等
家小一路行来，行至桃源溪畔铜钵山脚，此
地山青水清，不停地走，一家大小已疲惫不
堪，不如在此歇脚过日子。眼前好山水，让
陆秀夫为飘摇王朝一直担忧的心暂时得到
舒缓，一年多后，一路南下逃跑中的朝廷又
重新启用了陆秀夫，接到命令，陆秀夫带着
夫人及次子赶赴新的战场，小夫人郭氏及
长子礼一留在此地。这礼一就是桃源陆氏
的始姐了。于是就有了今天的陆村。

我清楚地知道，陆秀夫的年谱上记载
着，夫人姓赵，侧室姓倪，有繇、七郎、
八郎、九郎4个儿子。然而，一个显见的
事实是，这个村一直叫陆村，在此生活的
大多数人都姓陆，他们有家谱，村前还有
山叫尚书岭。我拿着家谱问陆维增是秀夫
的第几代孙？他说不知道，按家谱上字的
辈分，大约在二十四代左右。村主任补充
说，村下边还有一座陆氏宗祠。我们于是
去看宗祠。这宗祠应该是明清时期建设
的，保存基本完好，大门虽锁着，但能判
断出曾经的辉煌，村主任说，陆氏族人每
年都在此祭祀先祖。

雨后的山特别清新，陆氏宗祠白灰色
的墙面上爬满了薜荔藤，蓝天与白墙与翠
竹，构成了山野别样的生机。

回杭州后，我将《陆秀夫年谱》找出，再
一一细查，我想找到他出仕后的一段空闲
时间，这段时间不用太长，半年一年即可，
如此，他在陆村的后裔就可以得到比较合
理的解释。但是遗憾，没有这样的空隙。
然而又想，秀夫君的年谱也不一定准确，年
谱可以否定他到陆村隐居过，但否定不了
陆村及桃源陆氏宗谱几百上千年的存在，
那么，就将它当作一个谜吧。陆秀夫39岁
曾谪居潮州一段时间，他的长子繇就在那
时和当地人结了婚，陆繇生有三子，或许，
陆繇的后人北上寻宗（盐城）到过陆村？

青山绿水间的陆村，藏着一个不小的
谜，这谜就让它保留着吧，这也是对秀夫
君的一种念想。为国为家，陆秀夫都做到
了问心无愧，陆村陆姓不会无缘无故以秀
夫为祖，我坚信个中一定有着某种渊源。

珍妮奶奶已经91岁，我最近发现她的
记忆力越来越差。明明是上周我们刚刚见
过面，还聊了好久，可是才几天时间，她
见到我，又开始问我相同的问题了：你住
在几号？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我
已经忘记我究竟回答过多少次了。

春天，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街道上，街
上的鲜花一茬又一茬地开了落，落了开。
我顺着充满阳光的人行道走过去，看到珍
妮奶奶正在车库里忙碌着。她一抬头看见
了我，几乎是小跑到我跟前说：早上好
Darling！你最近怎么样？我心里惊道：莫
非今天珍妮奶奶记得我了？可是，这只是
一个假象，她又开始问我相同的问题了，我
只好又回答她一遍。她很高兴地说：认识
你很高兴，你这么可爱，真喜欢跟你聊天。

其实，这几年，珍妮奶奶时常跟我聊
天，但是每次聊完了，哪怕是第二天见到
我，也会把我忘记了。我想，她应该是有
一点健忘或者轻微的阿尔茨海默病。可我
知道，珍妮奶奶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在
这条街上已经生活了 40 年。她独自生活
28年，她有儿女，但都住在其他城市。在
多次的聊天中，她陆续告诉我：早年，她
跟随丈夫从意大利南部来到澳大利亚生

活。她曾经历过贫穷，经历过二战之后欧
洲的萧条。她说岁月就像一条河，人随着
河水从故乡流到了异乡，而心时常会不由
自主地回到故乡。珍妮来到澳洲后，再也
不曾回过故乡。她说，以前因为路途遥
远，她支付不起回国的费用。等到她能负
担得起时，父母都早已去了天堂，而自己
年事已高，只好将故乡永久地装在心里。

珍妮奶奶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总
会闪过一缕乡愁。我一直以为乡愁是我们
中国人特有的情结，如此看来乡愁其实是
每一个离乡人所共有的情结，是徜徉在每
一个离乡者心中永远的情怀。

街道边，放置了很多珍妮从车库里收
拾出来的废品，有旧桌椅，有淘汰的电
视，一个91岁的老人竟然自己把这些东西
从车库里挪出来，是何等不易！我问：珍
妮，你需要帮助吗？我来帮你吧。

她看着我笑，很亲切很温暖，说：不
要，会把你的裙子弄脏的。说不定你还没
有我力量大呢。谢谢你。

她又问了曾问过很多次的问题：你从
哪里来的？中国！我自然而然地再次回答
了她。她又笑了：真好！欢迎你随时来敲
门跟我一起喝茶。我年轻时有一个来自中

国的朋友，我们的关系特别好，她是一个
跟你一样可爱的女子，遗憾的是，她后来
到别的国家去了。她如此健忘，却依然记
得年轻时的朋友。

你很可爱，很喜欢跟你聊天。她用手
拍拍我的肩：我喜欢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真美！

我住在31号，珍妮，你若需要帮助请
随时告诉我，你看，就是那里，前院有一
棵大树的房子。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好的，太好了！你真善良。她再次使
劲地握了握我的手。我感觉到了那双布满
皱纹的手的温度与力量。

珍妮的脚边始终跟着一只黄色的猫，
蹿来蹿去，活泼可爱。她亲切地抱起小猫
对我说：这是我生活中的伙伴。她的脸与
猫的脸贴在一起时，完全像一个找到了玩
伴的孩子，快乐、满足。

告别时，珍妮又跟我重复说：一定要
来找我喝茶啊，随时欢迎。我答应着说
好，到时候别忘了给我讲故事。她很高
兴：我故事多啊，我从意大利来……

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珍妮双手抱着
猫，正蹒跚地渐行渐远。那样的背影里，包
含着一个91岁老人多少人生的风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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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奶奶的乡愁
王若冰（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