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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

我的梦是一座城我的梦是一座城
——香格里拉影像行记

●静子

噶丹松赞林寺：十年的因缘
松赞林寺又称归化寺，距香格里拉市 5 公

里，我们是坐出租车前往的，当时收费10元钱。
也可以坐公交车，车子能一直开进景区，但是到
景区门口游客要下来买票。回程就在景区里直
接坐公交车回县城，很方便。

松赞林寺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
院，是川滇一带的黄教中心，于公元 1679 年兴
建，1681年竣工，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赐寺名。该
寺依山而建，面湖而居，气势恢宏，庄严神秘，外
形与布达拉宫很相似，有“小布达拉宫”之称。

我 2005 年来时，旅行社的车子是直接开到
寺门口的，这次自己来才知道景区大门离寺门
口距离还远着呢，门票含大门至寺门的往返环
保车费，当然也可以选择徒步进出。我们就是
坐环保车到寺门下来，再沿着环湖栈道徒步往
返的，这样可以欣赏圣湖拉姆央措的风光和松
赞林寺的全景。

松赞林寺的前面，有一小片湿地，叫“拉姆央
措湖”，藏语意为“圣母灵魂湖”。因为它是女神
白登拉姆的寄魂湖，所以湖面虽不大，却在神界
非常有名，因而也是藏民心中的神湖。借湖水
可以拍松赞林寺的倒影，可惜这时多云微风，天
不够蓝，湖面也不够平静。

圣湖水并不够清澈，湖中水生植物很茂密，
其实目前把圣湖称为“湿地”可能更加合适。据
说拉姆央措湖原来是很开阔很清澈的，但上世
纪开展的填湖造田运动把这个湖破坏了。现在
的圣湖改造工程不是人为地向湖里注水，而是
依靠神湖的自身力量逐渐改善。但这个湿地要
恢复它原来的生态系统，估计至少要经过一段
时间。

藏民朝拜松赞林寺，都会顺时针转湖祈福，
我们这次也算转湖啦。据说信徒们同时观看湖
景，所见景象却各异，得道的高僧还能从湖底影
像中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

进入寺门后，有一个147级的石台阶路直达
山顶，路的两边是按藏传佛教教义和等级规则
排列的僧舍。扎仓等三大殿高高矗立在中央，
康参、密参等簇拥拱卫，高矮错落，层层递进，在
密集中见其主体建筑的雄伟。

这段台阶路十分陡峭，2005年时，我爬得气
喘吁吁，至今记忆犹新，这次爬下来几乎没什么
感觉，哈哈，看来我已经很适应高原了。

我一个人站在这至高的平台上，眼前一片金
光闪烁，三大殿的金顶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
辉。满目金黄，我的心也被这灿烂刺激得狂
跳。我绕着平台走了一圈，难抑自己的兴奋，这
样的美景此刻竟然为我一人独享。

站在这样的高度俯瞰众生，原来真的能从心
底体会到一种孤独和悲悯。我就这么静静地看
着，本来激跳的心也渐渐平定下来。

心一静下来，风铃的叮当声就清晰起来，绵
绵不绝，声声入耳，风吹铃响反而更让人体会出
此时此刻的静谧与庄严，这种神圣的感觉让我
瞬间泪湿了眼眶。

松赞林寺半日游顺利结束，感觉比十年前来
时好很多。徒步环湖的悠闲、寺顶平台的感悟，
都是此行让人印象深刻的亮点。

赛马节：躺在草上听风的呼喊
一年一度的“五月赛马节”是香格里拉最盛

大的节日，一般都在农历端午举行，时长3 天。
我们去的时间很巧，而且今年首次将赛马节改
到纳帕海草原上举行，来去就更方便了。那几
天明显觉得香格里拉市城里游客激增，酒店爆
满。

我们在开幕前一天先去看了次彩排，开幕
当天又去凑了下热闹。以前从没参加过少数民
族节日的我，这次身临其境，亲身感受到了那澎

湃的热情、豪放和自由、洒脱，而且有机会集中
领略了锅庄、弦子、热巴等歌舞艺术，欣赏了那
行云流水般精彩绝伦的马术，还大饱眼福看见
了那么多身着盛装的少数民族俊男美女，太幸
福了。

看，英姿煞爽的演员队伍朝我们走了过来。
建塘的锅庄、德钦的弦子、塔城的热巴——这3
种特色的表演在赛马节上都将上演。弦子是藏
族特有的一种胡琴，跳弦子舞时一般男子拉弦
子，女子舞彩袖，舞姿变化多样。可以说迪庆香
格里拉也是弦子舞的故乡。

彩排这天，已经有不少马队在赛场边搭棚
驻扎下来，有的骑手围着赛道遛马。有位长发
飘飘、风衣围巾的选手，实在是很有型。正式比
赛那天我又数次看见了他，后来还合过影呢。

“五月赛马节”正式开幕当天，我们再次来
到了现场。和前一天的清静形成鲜明对比，这
天从出城时就感受到了拥堵。现场人山人海，
围着赛道更是里三层外三层，草原上错落着各
色帐篷，人们和马儿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最
惹眼的当属武警，还有各种防暴车、警车、消防
车、救护车，都在为比赛提供安全保障。骑手们
手擎彩旗，纵马从主席台前奔驰而过，尘土飞扬
中彩旗猎猎舞动，赛马节正式开幕啦。

又完完整整把开幕表演欣赏了一遍，这天
所有演员包括主持人都穿上了盛装，特别有感
染力。建塘锅庄如期而至，很原生态的群舞，虽
然不如热巴、弦子那么热烈奔放，但我更喜欢它
的淳朴和力量。

开幕演出后是最精彩的马术表演，我录了
很多录像，比静态的照片精彩多了。几位马师
驾驭着马儿高速奔驰，在马背上先后做出倒立、
叠罗汉、反骑、拾物、换马等一系列高难动作，在
节奏热烈明快的背景音乐烘托下，更让人看得
热血澎湃，高声叫好。

骑马比赛要到下午一点多才开始，中午的
空闲时间，一顶顶帐篷前都燃起了炊烟，烧烤的
香味缭绕在草原上。我们的帐篷边也支起了烧
烤架，不光烤肉，还烤土豆，还有香喷喷的饼子，
配上带来的各式零食、饮料、水果，一顿中饭吃
得趣味盎然、热闹非凡。

听着悠扬的歌声，我走进了草原深处，青
山、绿草、美丽的帐篷、盛装的人们，眼前的一切
实在太美好，令人难忘。 （连载）

重镇叶枝
从巴迪沿澜沧江顺流而下26公里后就到达

叶枝镇，“三江之心”果然名副其实。叶枝坝子被
叶枝河、同乐河与澜沧江环抱着，大片的稻田里，
一年四季呈现不同的斑斓，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这里的生活节奏平缓而惬意，一切都
怡然自得。

春季的叶枝，金黄的油菜花引来无数的蜂蝶，
勤劳的农民忙着春耕备耕，黑色的厩肥一团一团
好似奶牛身上的黑斑，点缀着田野。夏天，知了
扯着嗓子鸣叫，遮天蔽日的核桃林成了人们的庇
护伞，沙壤地里出产的西瓜换来一整夏的惬意。
秋季的田野像是洒了满地的金子，稻海掀起金色
的波浪，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桂花香。就连冬季的
夜晚也格外有生气，农闲的人们或三三两两闲话
家常，或围在“三江司令府”门前的小广场跳起纳
西舞。

72岁的和平光是土生土长的叶枝纳西族，父
亲曾经被土司派往纳西文化发祥地白水台学习
东巴文化，学成归来后成为当地纳西族村落的东
巴，主持祈福祭祀等事宜。父亲的见识是在与
南来北往的客商打交道时不断增长起来的，他毅
然把唯一的儿子送进学堂，鼓励孩子学习汉族的
先进文化。遗憾的是，父亲过早的离开了人世。
但和平光因为识文断字，在艰苦的年代里长期担
任村里的会计，成家后将所有的儿女送进了学
校。

现在的和平光，含饴弄孙，每每回想往事，感
恩于父亲当年的举动，但也为没有学到父亲的东
巴文化而稍显遗憾。和平光年轻时曾经是乡里

“满江红业余文工队”的成员，略通音律，会打快
板。现在，他和几个老伙计一同组织起“叶枝纳
西古乐团”，时常聚集在土司衙署门前，弹奏古老
的音乐。

土司衙署是叶枝镇较有特色的建筑。始建于
清朝乾隆年间，融汇了汉族、藏族、白族和纳西族
的建筑风格。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叶枝土司衙署
建筑布局为：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
楼，包括大门、碉楼、会客厅、公堂、厢房、黑神殿、
经堂、马厩、后花园等，建筑主次分明，自成院落，
门窗格扇做工精巧。土司府四周筑有高高的围
墙，四角建有碉楼。整个建筑总占地50余亩，建
筑面积约为33500多平方米，有大小近两百间房
舍。可以想象，当年的土司衙署是何等的显赫与
气派。

曾经，王氏土司是明清以来“茶马古道”贸易
的主要组织者和保护力量。第9代土司王嘉禄
亲命下属在独龙江一带埋下界桩，那一批刻有

“北路土司界”字样的界碑成为中印战争及1960
年中、缅勘界时的唯一证据，为祖国的领土完整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300多年间，它的名字一变再变，从“三江土
司府”到“三江土司衙署”，再到“三江司令府”。
唯一不变的是，它为滇藏“茶马古道”所发挥的作
用。

尽管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但破败墙垣上的壁
画墨迹和檐角下的龙头雕饰，引人注目的碉楼，
写满沧桑的百年老槐树，还在诉说着它曾经的辉
煌与繁荣。

近几年来，各级各部门加大了对叶枝土司衙
署的保护力度，实施了维修保护工程，部分建筑
物得到恢复。土司衙署也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单位。叶枝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
以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富的人文风光和自
然风光，迎来了更多的游客。

从叶枝镇沿江下行5公里，在德维公路的岔
路口处，修葺一新的同乐山寨接待站已经建好。
从岔路口到同乐山寨长达五公里的路面也已经
硬化成水泥路面，沿途的设施都充满了傈僳族特
色。沿同乐河逆流而上，水磨房依然不辞辛劳的
工作着，氤氲的水雾使空气分外湿润。

最具傈僳文化特色的同乐山寨，建在海拔
2700多米的山腰上，以木楞房为主，背山面水呈
阶梯状分布，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站在山寨对
面远眺，如同一幅完美的画卷。

每一次到山寨，都会去王大爹家。王大爹是
同乐山寨里为数不多的有文化的老人，经营着一
间小卖部，卖的都是村民的生活必需品。每一次
除了问候，我都会跟他买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偶尔会坐在火塘边，听他讲村里的故事，看着他
娴熟的往碗里加盐和自制的漆油，倒入煨好的茶
水，赶紧将递过来的滚烫的包谷花放进嘴里，漆
油茶与包谷花是最好的搭档，茶香浓郁，包谷花
香脆，木楞房里飘出王大爷爽朗的笑声，院里的
小狗惬意的眯着眼打盹。

县里先后在同乐山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
于基础设施的修建，也因为此，村里的环境得到
了很大的改善。傍晚，沿着青石板铺陈的小径行
走，袅袅炊烟里，不时传来阵阵鸡啼犬吠，饭菜的
飘香过后，村民们聚在一起，挑起欢快的“阿尺目
刮”。那独特的音律、欢快的舞步宛如三江流淌
的欢乐与激情，扭动的身躯、铿锵有力的跺脚，仿
佛在告诉全世界，傈僳族与大自然斗争的勇气、
豪气和开辟生活的信心、毅力。

下榻在村里的接待站，坐在静谧的院里，看满
天繁星，不知道哪一颗是王大爹。山寨越来越
好，来的人络绎不绝，如果他知道，一定会很高兴
吧。

简单的吃过早餐，告别同乐山寨。回到镇里，
和朋友结伴启程前往查布朵嘎。查布朵嘎位于
叶枝镇拉波洛村境内。距离镇政府15公里，在
连续行走6个小时后，终于到达查布朵嘎。途中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当数拉波洛成片的珙桐林。
微风轻拂，鸽子花好似张开的翅膀，跃跃欲飞。

终年积雪的查布朵嘎主峰高4800米，也是维
西境内最高的山峰。查布朵嘎山峰脚下有一个
湖，当地人叫“罗打喝”，也叫“麻几娃”，意思是最
大的湖。6月的麻几娃湖边杜鹃花绚烂如霞，山
上积雪渐融，雪水从山头飞流直下，仿佛洁白的
哈达。雪山、草地、飞瀑、山花倒映在清澈的湖水
中，宛若仙境。晚上，我们就在“麻几娃”安营扎
寨。

第二天一早，我们继续从“查布朵嘎”渐渐往
东，赶路加之缺氧的现象，我们走得很慢，天空下
起大雨，同行的伙伴中有人体力不支，我们只能
提前踏上归途。查布朵嘎之行只能遗憾的戛然
而止。幸运的是，我们在海拔 3000 米的地方看
到了树形高大的杜鹃林，颜色深深浅浅的杜鹃花
需要仰视才能欣赏到，湿润的空气里，阵阵花香
扑鼻而来。海拔高差不同，杜鹃的品种也各不相
同。4000多米的地方生长的杜鹃高度只有30至
70 厘米，3800 米的地方的杜鹃大约 1.5 米左右，
2800米至3000米的地方，树高3至5米。因海拔
而有宽叶、细叶之分。

据向导介绍，查布朵嘎由10多个大大小小的
湖群组成，景色各异，各具韵味，珍稀动植物自由
繁衍。天气晴朗的日子里，站在查布朵嘎山上，
西边的怒江风光和东边的澜沧江景致尽收眼
底。放眼北望，梅里雪山太子十三峰就在眼前，
回首南眺，哈巴、玉龙雪山晶莹剔透。

为了这些美景，我们和查布朵嘎的缘分从此
开始。

叶枝镇新乐村是傈僳族音节文字的发祥地。
上世纪30年代，哇忍波创造的傈僳族音节文字，
是中国最后一个认定的由本民族发明的少数民
族文字。作为当地第20代祭师，哇忍波用自己
新创造的文字记录了24部祭天古歌，涉及文学、
历史、天文、历法、巫术、医学等方面，并绘制了傈
僳太极图，展示了惊人的智慧，为后人发掘、研
究、传承傈僳族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行走在叶枝，土司衙署门口卖菜的大爷大妈
们会善意的和每一个外乡人搭讪，告诉他们如何
到达各自的目的地，无论到哪家，夏天解暑的西
瓜，秋冬酸酸甜甜的桔子任你吃个够。

新农村建设让道路变宽，房屋变美，环境变
靓，但老人们还是怀念王氏土司修建的土墙，怀
念茶马古道上渐行渐远的马蹄声。还好，那一声
声断断续续的洞经古乐，一句句不曾遗忘的纳西
腔调，依然是游子最后的精神家园。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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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我发现可以循借文字，慢慢找到内心的光亮，很多事情都
可以从容地接受，就连行走也变得坦然起来。在我过去30多年的人生里，行
走已然成为一种习惯，而内心也渐渐变得沉静。 ——题记

香格里拉的冬天极其寒冷，每年到了年底，
漫天大雪覆盖石卡雪山、依拉草原的每一寸土
地。这时，我们需要喝一碗酥油茶来暖身。

还记得第一次喝酥油茶的场景，是在一位
藏族朋友家里。为了迎接我们这帮外来的朋
友，他特意将酥油茶的制作工艺清晰地展示给
了我们看。在香格里拉，酥油茶的制作叫“打
茶”，在我看来，打茶看似简单，操作起来却是极
为复杂。

他将茶放到炉火上煮沸，直至散发出怡人
的清香，再用滤器将茶叶与茶水分离。沸腾的
茶水经过过滤后倒入打茶的容器，便可以开始
神奇的打茶之旅，本土的酥油茶不止是酥油与
茶水的完美结合，还需加入盐、新鲜的鸡蛋和捣
碎的核桃粉。这样的酥油茶不仅喝起来爽口，
而且营养成分高。藏民朋友告诉我们：“打茶的
次数也很关键，打得越久，打出来的茶就越香
浓。”

经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的等待，一壶香喷喷
的酥油茶诞生了，藏民朋友将打好的酥油茶倒
入茶壶，端上来放在灶炉上，我们围着灶炉，终

于可以开始品尝美味的酥油茶了。我们每人倒
一碗放在自己的面前，搭配粑粑和馒头一起使
用。这虽是我第一次品尝酥油茶，但是它的香
浓却是让我万分喜欢，我忍不住大口大口的喝
了起来。一碗酥油茶下肚，不仅倍感温暖，而
且，持久饱腹感也让我对酥油茶产生了依赖。

酥油茶不止出现藏族人家的早餐桌上，在
午餐、晚餐的时候都可以喝到酥油茶。在夜晚
休闲的时候也可以喝到酥油茶。无论在香格里
拉的任何季节，喝到的酥油茶都是醇香而味浓
的。

一碗酥油茶，不仅仅体现了藏族人民的待
客之道，更是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灵魂。

我喜欢香格里拉的酥油茶，它的醇香源自
于它的酥油提炼得天然，它的营养成分充足，它
的制作工艺精心，它的搭配合理，才让人在冬天
喝下它不再寒冷。

香格里拉的冬天温度比平时低，但是，聪明
的藏族同胞发明了酥油茶，却温暖了香格里拉
人的寒冬。我喜欢这样的香格里拉，希望再次
在这样的寒冬里，喝上一碗酥油茶。

一碗酥油茶
●马昌丽

江西：新余仙女湖推出七夕节系列活动
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新余独特的地

方习俗，推广新余多彩的旅游产品，江西新余策
划了七夕节系列活动。

今年3月至8月，在美丽的仙女湖畔将举办
中国七夕节，其中包含“中国七夕文化高峰论
坛”、“中国七夕爱情诗词大会”、“中国七夕爱情
歌咏大会”、“中国七夕‘爱在仙女湖’摄影大
赛”、“中国七夕‘最美爱情’故事征集大赛”、“中
国七仙女选拔大赛”以及中国七夕节大型文艺

晚会等7项主题活动。美丽的仙女湖，位于江
西省新余市西南郊。50平方公里水面烟波浩
渺、水天一色，100余座岛屿星罗棋布、湖湾幽
深，数万公顷森林原始茂密、层峦叠翠。1700
年前，东晋文学家干宝所著《搜神记》中记载的

“田中毛衣女下凡豫章新喻”的神话故事，流传
千年，至今脍炙人口，文中明确提出故事发生在

“新喻县”，这就是新余市的古称。2015年新余
市被命名为“中国七仙女传说之乡”。

全国导游大赛开赛
本月20日，第三届全国导游大赛决赛在安

徽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63名导游参赛，
云南景程国际旅行社导游曹璟、丽江白鹿国际
旅行社导游张宇代表云南参赛。

在2017年云南省“石林杯”导游技能大赛
决赛暨第三届全国导游大赛云南选拔赛中，由
全省12个州市旅游部门、旅游行业协会推荐的
26名导游员和景区讲解员，充分发挥自身地域
及民族优势，为现场评委及观摩听众带来声情
并茂的导游讲解。除考核选手基本讲解功底
外，大赛采用情景再现的即兴环节，选手现场抽
签，对抽取到的题目进行即兴讲解或知识问答，
充分考验了选手的灵活应变能力。经过激烈角
逐，昆明市代表队的曹璟、丽江市代表队的张
宇，分列一、二位最终脱颖而出。第三届全国导
游大赛决赛分为64进30淘汰赛、30进10淘汰
赛以及10强选手实地带团考核环节，最终的总
决赛及颁奖典礼将于4月20日在北京举行。大
赛设金奖3名、银奖7名、铜奖20名，并在颁奖
典礼现场颁发。

旅游大观

安徽：3A级以上旅游景区将配自行车道
今年安徽将实施3A级以上旅游景区、乡村

旅游区（点）与交通干线连接线“最后一公里”通
达工程，加快绿道等慢行系统建设。

10条特色线路遍布全省
今年，安徽将重点突出乡村旅游、特色旅

游、专项旅游的产品开发。围绕“食、住、行、游、
购、娱”六要素，以“名山、名水、名镇”为依托，征
集推出一批旅游精品。其中包括：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研学旅游精品线
路、茶香之旅精品线路、养生旅游精品线路、城
市旅游精品线路、自驾旅游精品线路、徒步旅游

精品线路、骑行旅游精品线路、摄影旅游精品线
路。

旅游景区将加快自行车道建设
安徽将实施3A级以上旅游景区、乡村旅游

区（点）与交通干线连接线“最后一公里”通达工
程，加快绿道等慢行系统建设。配合相关部门，
启动部分省界、重点景区周边高速公路服务区
功能，提升安徽旅游窗口形象。建成旅游标识
标牌1500块，实现交通干线旅游标识全覆盖。
同时，实施10000个停车场位改扩建工程，指导
各地加快游客集散中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