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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唱离歌惨别颜，蜀云滇月共
青山。太平处处经过惯，梦里还家又
出关”。这是明代状元杨升庵途经松
坪关留下的千古绝唱。

攀西南高原，风和日丽，云素若
棉。阳光中的农舍、田园、阡陌小
道、劳作农人，构成一幅清雅的诗意
山水画卷。位于四川省会理市绿水
镇、地处川滇交界茶马古道上的松坪
关，历经岁月的淘洗和润泽，在历史
长河中依然熠熠生辉。

古道遗韵今犹在

秋色掩映下的松坪关，静谧祥
和。村中民居沿山脊依地势而建，茶
马古道穿村而过。当年，背负土产杂
货的商贾正是从这条石板路上走过。
松坪关是过往客商出川入滇必经的
最后一个驿站。过往马帮的声声马
铃、店铺门前的猎猎招幌、唱戏台上
的锵锵锣鼓，曾让这处偏邑变得热
闹繁华。

马店、客栈、饭馆、商铺、茶肆
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唯有遗存
的古迹成为昔日兴盛的印证。松坪关
至今仍留有200余座川滇民居，土木
结构、悬山、坡顶、青瓦、土砖 （黄
土夯） 墙、梁柱雕花、木格窗廊，散
发出经过漫长时光浸润后的浓浓古
韵。小巷深处建于康熙年间的韩家
大院，为两层坐北朝南的三进三院
式民居，是松坪关川滇民居的代表，
门窗廊宇皆有精美雕刻，沐浴着日
月风尘。

昔日香火旺盛的娘娘庙遗址前，
矗立着一棵遒劲苍翠的古柏。庙内立
有一块三朝断案碑，半圆碑帽正中竖
刻“松坪关”三字，下方横刻“招抚安
插告示断案执照”，碑身正面刻有乾
隆十七年松坪关田地水务纠纷裁决的
告示，侧面为康熙四十六年调解当地
佃农耕作纳租纠纷的告示，背面为嘉
庆二年处理水务和田地耕作纠纷的告
示。这方石刻可谓了解当地历史事件
的宝贵实物。

“水经汪洋随地涌，井流浩瀚即
泉源”。这是刻在明代陈家方井上方
香案两侧的对联。松坪关约有 20 口
古井，除了陈家方井，还有王家古井、
吴家古井和彭家大井等。一口口古井
用绵延不绝的醇酿，哺育一方水土，
为松坪关洗尽纤尘、保留古朴容颜。

时光缱绻暗生香

往来客商不仅带来了经济繁荣，
也播撒了文明的种子，留下众多非物
质文化遗产。

在松坪关，最有名的当属饵块手
工制作技艺。饵块自明代传入会理，
松坪关作为重要驿站，商贾贩卒穿
梭，因旅途带米饭或其他食物易馊，
这里开始也制作饵块。松坪饵块制作
已有700多年历史，至今仍保持传统
手工工艺，被评为四川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它选用优质大米淘洗、浸
泡、蒸熟，用木碓把米饭舂烂捣碎，
在案板上手工揉搓，冷却后即成白白
胖胖的大饵块。

相传，明代建文帝朱允炆逃亡云
南，途经松坪关时又累又饿，只好向
路边人家求助。朱允炆见木盆里泡着
莲藕般灰白的东西，就让老婆婆弄点
给他充饥。婆婆告诉他，这是用大米
做的饵块，可惜馊臭不能吃了。朱允
炆让婆婆洗去表面水垢，切成薄片放
在火上烤烤。没想到竟变得软糯香
酥，美味无比。

除了饵块，古村落里的舂糍粑、

榨粉条、磨汤圆面、烤烧锅酒、熬麦
芽糖都有传统手工技艺的身影。这里
的人们不仅手工制作食物，也手工制
作布鞋、草垫、妇女头饰，还会竹
编、扎花和木雕。一针一线、一米一
粟中，尽显对传统的坚守和对生活的
淡定从容。

秋色一杯余韵长

丰富的物产，滋养当地百姓，也
润泽一方文明。

因地处金沙江畔，独特的气候条
件使松坪关一带光照充足、土壤肥
沃，从而拥有丰富的物产。秋风送
爽，红彤彤的柿子、番茄、辣椒，黄
里泛金的稻田、烤烟、玉米，加上水
灵新鲜的绿色蔬菜，把茶马古道上的
松坪关渲染成了五彩斑斓的世界。

绿树丛中的十里牌万头肉牛循环
养殖园，以建设屠宰加工、餐饮旅游
等项目为重心，带动周边农户散养肉
牛、种植饲料，实现致富增收。暖阳
融融、柔风阵阵，一头头健硕的肉牛
在宽敞的现代养殖园内静静反刍，偶
尔伸长脖子摇摇脑袋。园区外，起伏
的山峦间，婆娑的树影随风而动，一

片片成熟的玉米用窸窸窣窣的声响，
在秋风里拱动着丰收的消息。

与松坪关毗邻的拉拉铜矿，是四
川省最大的铜矿生产基地。满载货物
的车辆让古老的松坪关涌动生机。这
个年产值超过 80 亿元的企业，按照

“绿色矿山”的发展理念，建成了绿色
环保矿区和绿色宜居的花园式矿山小
镇，使露天矿山成为见证工矿企业发
展的打卡地。

谁谓南枝无北道，愿谱金徽播玉
琴。走在清幽空灵的古道上，沐浴清
凉舒爽的风，各种绚丽的色彩在松坪
关的大地上汹涌如潮。伴随新时代的
旋律，金沙江两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这个茶马古道上生态完好、古
韵悠长的村落，必定会随着文化旅游
产业的兴起再创辉煌。

上图：松坪关戏台。 黄正伟摄
下图：松坪关。 黄正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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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坪关古韵长
李美桦

在一条曲形乡道下方，有一
片阔大的呈阶梯状的嫩黄稻田。
秋阳下，稻穗焕发出让人欢喜
的光泽。

稻田远处隐约可见一排山
峰，其中最高一座是享有“乔林
碧涧景惟嘉，山气溟蒙若翠华”
美誉的桐梓山，秋意将层林尽
染，也让它罩上了一层若隐若现
的嫩黄。

这片稻田位于安徽省桐城市
孔城镇铁山村。放眼望去，除了远
处的山，近处也是一帧精巧布局
的画面——左边是一个被绿荫掩
映几乎看不见人家的村庄，右边
是一栋别致的农家小楼，两排如
蘑菇状的绿树夹在小楼与稻田之
间。阡陌纵横，色彩斑斓，仿佛神
仙遗落凡间的画板，让人一下子
联想起电视里看到的农场风光。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宋代
文人苏轼如是说。的确，最美的
风景就在身边，只是平日里我们
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一份

“闲心”。就像这片稻田，年年岁
岁皆如此，看似平常，却因有心
人的发现而成为网红打卡地，一
批批人来到这里寻觅乡愁、亲近
自然。站在乡道边，或是走在田
埂上，沐浴和煦秋阳，感受徐徐
清风，吮吸稻谷芳香，田园风光
之美给人带来别样感受。

在孔城镇，像这样的网红打
卡点有多处，位于南口村的“三
生园”就是其中之一。“三生园”
集农田观光、林下养殖及采摘、
农家乐餐饮于一体，桐城派鼻祖

戴名世为方便村民出行而捐资修
建的南山桥就位于园内。这些与
桐城派相关的古建遗存，增添了

“三生园”的历史底蕴。
孔城是一座水镇，孔城河与

菜子湖、长江相连，沿岸各地船
只运送的货物在此集散，也让孔
城成为连接巢湖与长江地区的重
要水陆商埠。孔城锦湖旁，外墙
斑驳的“方家仓”就曾是存放外运
粮食的大粮仓。

光阴流转，孔城镇虽已不再
承担昔日水陆码头的功能，但依
旧呈现出生机勃勃的面貌。恰逢
瓜果飘香之季，在孔城镇清水塘
村，“金海农庄”的 50 亩黄桃刚
采摘结束，40 亩黄梨又紧跟着
成熟，吸引一拨拨游客。近年
来，孔城镇以具有 1800 多年历
史的孔城老街为龙头，以农田风
光为依托，推动“旅游+现代特
色农业”发展模式。通过农田观
光、瓜果采摘等一系列农业体验
项目，促进农业与旅游业的深度
融合，打造以乡村观光游、乡村
生活体验游为主的精品路径，带
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下图：孔城镇铁山村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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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说：有山皆图画，无水
不文章。每一座山，都是可描画
的风景。穿越太行高速去河北邢
台沙河王硇村，一路皆是山景，
如同在画里行走一般。行至南太
行，山上树叶大面积变黄，山坡
仿佛被泼了颜料似的。

隐藏在太行山东麓的王硇村，
地貌奇绝峻秀，风景如诗如画。进
入秋季，山民们纷纷将自家收获的
玉米、红薯、南瓜和红白萝卜等拿
出来晾晒，以备入仓储藏。

走进王硇，一座座由赭红色
丹霞石条垒砌的民居映入眼帘，
错落有致。与其说王硇是个村
庄，倒不如说是座石头城堡。村
里 现 有 石 楼 130 余 处 、 2000 多
间，建筑面积达7.2万平方米。这
些就地取材的石头房子，始建于

明，现存建筑以清代的居多。其
中最高的一座古石楼有 18 米，整
体气势恢宏。当时没有机械，全凭
人力在农闲时修筑，历时 12 年竣
工。古石楼的墙面纹理自然，墙体
笃厚，隔热隔音，冬暖夏凉，历史上
经多次地震和洪水，却无一受损，
至今仍有村民居住。

相传，明永乐年间，准备迁
都北上的明成祖朱棣，从全国各
地调集了大量奇珍异宝。祖籍四
川成都府两岗村的镇京总兵王得
才，奉命护卫一批贡品日夜兼程
运往北京。官阶五品的王得才是
武探花出身，他深知此行担子之
重，不敢有丝毫懈怠。谁知，一
队人马由南向北刚进入河北沙
河，就被一群响马团团围住。由
于寡不敌众，皇家贡品被劫匪抢
掠一空。贡品丢失，犹恐株连九
族的王得才只好携带家眷躲进如
今沙河的尚贤、正招一带。但
是，这些地方紧邻官道，很容易
被发现，他们不得不迁到太行山
深处的王硇村定居。

王氏先祖们烧瓦、烧石灰，
以干石垒墙、白灰勾缝、青砖出
檐、蓝瓦盖顶，建造出巍峨如城
堡的石楼。飞檐翘角、嵌有隔扇
花 窗 的 雕 楼 （当 地 人 称 为“ 耳
房”，建于石楼顶端） 更为别致，

颇具南方水乡画舫风韵。由于兼
具四川居民与冀南民居建筑风
格，王硇村石楼群也被形象地称
作“太行川寨”。

进入秋天，村子里毫无萧索
气象。几处低矮的院墙上，仍有
青藤瓜蔓攀出。偶一抬头，可见
某户人家高高的屋顶旁仍有柿子
抱霜枝头。不过，最亮眼的当属
山民们晾晒的玉米。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晒
秋，是一种典型的农俗现象。尤其
是对于生活在山区的农民来说，由
于地势复杂，村庄平地极少，只好
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屋顶架
晒或挂晒农作物。此时，王硇村的
晒秋场地犹如一块块调色板，玉
米、红薯、南瓜、辣椒和红白萝卜等

“秋实”，则是色彩缤纷的颜料，任
由村民们作画。晒秋，既是他们的
生活，也是他们的艺术。

置身大山深处看晒秋，是一
种奇特的体验。山民晒秋，晒的
不仅是丰收的作物，更是一年的
劳作——只有农忙时节的辛勤付
出，才会有农闲时节的踏实、舒
坦、安逸。晒秋，丰富了王硇的
内在，是这个太行古村落的一道
亮丽风景。

上图：在王硇村拍摄的太行
山秋色。 柴更利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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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广西，平地起山峰，沿盘山公
路，在连绵起伏的群山间行驶，2 个半
小时后到达目的地——广西壮族自治区
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平安村龙脊山，
一个占地70平方公里的梯田原乡。

在金坑红瑶大寨梯田停车场，最先
遇到的是一群包着黑头巾的瑶族妇女，
她们热情地将游客的背包放进背篓，随
即引领大家踏上青石板路。蒸腾的雾气
和袅袅的炊烟掩护着我们，一步步往山
上绕行。因山势陡，大的梯田不过一
亩，小的碎田块仅插得下两三行禾苗，
被称为“青蛙一跳三块田”。因为水的流
动，层叠错落的梯田变幻着光影。

约莫 1 个小时，到了半山腰，看见
一片村寨，称为田头寨。闻到小餐馆传
来饭菜香拌和着竹子的清香，我们正饥
肠辘辘，忙进去吃起竹筒饭和竹筒鸡。
竹筒饭是碎肉米饭塞进竹筒烘烤而成，
竹筒鸡烘烤的是鸡肉、香菇、姜糖、芝

麻、胡椒粉。
酒足饭饱，走了20分钟，到达千层

天梯观景台。那一层层梯田，真就像登
天的梯子。再走半个小时，到了西山韶
乐观景楼，视野更开阔，便选定这儿的
吊脚楼借宿。推开雕花木窗，就是一眼
望不到边的梯田。近处是杉木结构的土
黄色万景楼，远处有人挑着担子在梯田
里悠悠走着。

第二天早起，雾很大，挤到观景台
的第三层看日出，可惜日头刚露，就沉
到了云海里，挣扎着不出来。我不甘
心，又步行50分钟到云端的金佛顶，上
面的观景台是俯瞰梯田的最好位置，眺
望四周，梯田磅礴而来，尽是美景。

从金佛顶坐缆车下山，回到大寨停
车场，租车去位于平安村的平安壮寨梯
田景区。那里有 170 户人家、700 多
人。登上最高处的九龙五虎观景台，放
眼望去，龙脊主脉分出的 9 条山梁像 9

条小龙俯身金江河饮水，附近 5个稍稍
凸起的小山头就像蹲着的 5 个小老虎。
沿右边的石板路步行 1个小时，过了风
雨桥，就到对面山上的七星伴月景区，
隐约现出前方有 7个圆形的小山包，像
是在护卫弯弯的月亮田。

山脚下，从大寨停车场走半个多小
时，有一个黄洛红瑶寨，村里的妇女长
发过膝，平时洗头用矿泉水配上山间草
药，年纪大了，头发还是乌黑发亮。她
们爱穿红衣，戴着大大的银耳环，被称
为“红瑶”。未嫁女子穿红衣黑裙老式布
鞋，黑布裹头不露发；已嫁女子爱穿黑
里带红的衣服，长发盘在头上；生过小
孩的女子头上添一个发髻；老年女子黑
衣束红腰带。她们打扮整齐，为游客表演
梳理长发。村里不见院墙，都是吊脚楼，
第一层养猪，第二层住人，第三层储粮。

从这里再向西，沿青砖铺设的蜿蜒
山道走半个多小时，就到了龙脊古壮
寨。四周尽显曲线美的梯田里，有蛙叫
虫鸣。几座百年建筑里，有一座改造成
了博物馆，一位老太独自管着，这幢屋
原本是她家的。

两天里，我去到不同的山头，走过
不同的村寨，一座山头就是一座寨。我
大汗淋漓，穿梭在各个山寨不同的观景
台，为的就是观赏梯田。明知道看到的
是相似景观，仍心甘情愿地寻找不同视
角下的不同景色。梯田总是在变换面
目，那线条飘起来，像天上落下的柔美
绸带，飘得急时又似飞流直下的瀑布，
有时波浪般晃荡起来，周围的山也像要
舞动起来。时而张狂，时而温柔，真叫
人难以捉摸。

梯田令人感到亲切，当地百姓也淳
朴善良。客栈老板会主动关心你的去
向，以防你迷路；背篓婆婆会叮嘱你晚
上关窗开空调，因为山上湿气重；路上
遇到的马帮，会停下给你让道；瑶家女
会邀你下次再来，说别错过 6月中下旬
灌水插秧季节，水给梯田添了灵气，又
说赶上10月也好，熟了的稻谷会将龙脊
染上一片金黄。

上图：在龙脊镇龙脊村拍摄的梯田
秋色。 潘志祥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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