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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

【一】
怕极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最后变成北京的潘

家园古玩市场，或者是大理古城，或者又是丽江古
城。千篇一律的商铺，千篇一律的游客，千篇一律的
吉他弹唱辗转于每个角落，枯燥乏味至极。总感觉
它的生命点快到了终点。或者整个古城又像是在等
待一个重生的突破口，萧条，隐忍。

有一天我在一个饭局上说古城越来越不好玩
了，有个小姐姐突然急了，拉姆，你不能这样说，这样
置我们在古城里做生意的人为何地？我们应该爱这
个地方。我们自己都不爱还会有谁爱。

其实谁不爱啊！我有这样的想法，最终是因为缅
怀曾经与过去。所以有了对比才会有更深的感触。

好几年前讲一口蹩脚的英语，当一个外国小朋
友的汉语老师，刚好他的母亲是一位藏学研究家，带
他母亲拜访过几位本土的学者，了解古城的历史文
化。内心深处的触动，久久不能平息。

你知道吗？
那时候的古城，想象一下，就以一位帅气的马锅

头为开场白：马驼铃声叮叮铛铛的滑过青石板路，飘
进了无数个充满诗意的巷子，比如昌聪巷。马锅头
在巷子的一家驿站门口停了下来，和汉族掌柜讨价
还价，安顿好一切后。他来到了皮匠坡，远远的坡上
就飘过来一股鸡屎的味道，那是皮革烧制后的味道，
他在皮革铺里挑了一张上等的皮具后，对了！还在
染布纺买了一小块麻制的布，辗转到了一家鹤庆白
族人开的银器店，那里用他上等的皮具和鹤庆白族
的手艺定制了一件镶有金银珠宝的挂腰间的钱包。
刚好那块布做了钱包的里子。

快午时了，他在四方街的街角一位纳西族阿姨
那里买了一碗鸡豆凉粉，就着松针蒸的馍馍吃了起
来。空气里刚好酝酿着一场盛大的音乐会，隐隐约

约传来的诵经声那是隔壁阿布老屋家刚好在做法
事、街角三弦琴的调调婉转悠扬像极了苏格兰的调
调，那是卖草药的傈僳族阿五帕喝多后的即兴表演，
山顶白鸡寺的背后有直上云霄的藏歌长调，那是为
猪牛采摘松针叶子的益西卓玛的声音。

过后，他在马掌摊上挑了一副上好的马掌给马
套上，马背的左边是滿滿一篮子的“宝焰牌”的牛心
形紧茶。右边是一大壶他妈妈酿制的青稞酒，还带
了一根白如雪山尖的哈达，他说要把大佛寺脚下背
水的姑娘迎娶回家。这是在背水路上的约定！婚后
的黎明时分，他和马帮快起程之时，背水姑娘在屋顶
煨桑祈福，希望神灵在艰险的茶马古道上护佑他。

【二】
有个姐姐留言说：古城是“城”，与“古”无关。就

如每个城市里都有“万达城”一个谱。
古城怎么能和古无关呢？古是古城的灵魂，古

城又怎么能和万达城相提并论呢？或许就因为太多
的人觉得古城也好，一个旅游城市也罢。无外乎就
是城市里的“万达城”才失去了地方本该有的内涵。

就如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田地里种满了波斯
菊—俗称格桑花，一大波的游客来了，在那片人造的
花海中以各种宁静姿态，出现在了各个社交的媒体
上。殊不知这些对原生的物种带来了毁灭性的侵
略。

还有用苦荞饼代替青稞饼的小店。客人以为
“青稞饼”中的各种维生素含量给自己亚健康带去了
些许的拯救而暗暗自喜。这种例子烦不胜举。

用义乌货顶着各种藏族工艺品的的店铺就像一
朵又一朵的波斯菊不断的在扩散。

这样的古城，它的存在又有何意义？不是应该
保留自己的古与本真吗？

就单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来讲，世界上再也

没有第二个独克宗古城了。这里的居民，不仅仅只
有藏族，还有傈僳，纳西，白族，彝族 …… 因为这里
曾经是商业繁华的茶马古道重镇，历来有这些不同
的少数民族在此经商，落户此地。他们穿上自己的
民族服装，随便一个人踏出家的门槛都是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日本每年在各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穿着
和服走在樱花大道上的美图，都将会是逊色的。

【三】
故事！对！一个古城最不应该缺少的是古老故

事的延续和创造新的故事。
曾经在古城里有这样的一群过客讲述着他们的

故事。他们中的有的马不停蹄的穿梭在三江并流的
山顶期待偶遇两千年才会开的一种杜鹃花。有的彻
夜不眠跋山涉水终于在黎明破晓前，拍下了一朵又
一朵的如同宠物幻化的精灵—高山绿绒蒿。有的走
街串巷的，收集各种民间歌曲，在古城华灯初上时，
所有的这些人回到了古城，诉说着不同的故事。

曾经这些有意思的灵魂渐渐的开始逃离了这个
地方，有些商人在天价的租金纠葛中弃城而去。有
些游客则苦闷于千篇一律毫无内涵的店铺。

看来这些故事的创造者不仅仅只是由外（游客）
而内的，应该还与它本土的人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息
息相关的。本土的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应该具备一份
厚重的民族自觉。这样这个城才会在古的基础上生
动起来。

或许用一种最健康积极的想法去设想如今的游
客与古城，游客的文化、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前
的大众旅游的模式相应的转型。波斯菊似的店铺不
再受现在人的欢迎。古城必然走向一个新的篇章。

就像在古城中蠢蠢欲动的几位商人朋友，他们
在尝试着开始创造新的故事，期待这些故事有个美
好的走向。

期待一座真正的香格里拉古城
● 南迦达·才让拉姆

2018 年 3 月，我邀约本单位的几名退休干部，到福建省
厦门市观光旅游。由于游兴未尽，我们便从厦门乘坐高铁出
发，驰骋千里闽岭，来到了位于福建和江西两省交界处的武
夷山市南郊景区。

距武夷山市西南十五公里的武夷山景点被称为：“小武
夷”，它有着“华东屋脊”的美称。武夷山脉北段东南麓总面
积近一千平方公里，是中国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和避暑胜地。
而有着典型丹霞地貌特征的武夷山，美丽的景致就深藏在茫
茫林海的崇山峻岭中。

三月的春风徐徐，我们一路信步踏来，但见景区内林木
茂密，流水潺潺，在鸟语花香中，怪石嶙峋的山峰尽显出风
姿；在雾色朦胧下，峰峦叠嶂的幽谷又形影隐匿。发源于武
夷山脉主峰的九曲溪，盈盈一水，山挟水转，水绕山行，勾勒
出奇幻百出的山水美景，让千姿百态的临水山峰，如诗画般
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正是“三三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的美丽景致，
构成了亦险、亦峻、亦峭、亦崿的奇峰异景：一线天、云窝、鹰
嘴岩、虎啸岩、桃园洞、水帘洞、大红袍、观日亭等。而宋代理
学大师朱熹曾在此讲学创建的紫阳书院、元代皇家官府督制
贡茶的御茶园、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的山寨遗址、历代名人
的摩崖石刻等文化遗迹等等，又形成了山水秀丽与人文景观
相应的“武夷之巨观”。

到武夷山旅游，素有“不去天游峰，等于没来”，“不坐竹
排（竹筏），来了也白来”之说。为此，我们先乘坐竹筏从九曲
码头出发，自西向东漂流而下，顺水穿越风景区。清波荡漾
的九曲溪流，载着我们一路穿行在无边风光之中。竹筏是由
当地粗壮的毛竹做成的，它前端往上翘，筏上安放着六把竹
靠椅，游人可半躺半坐尽享恬逸，一任身心融入如歌的天
籁。放筏人称为“艄公”，艄公的竹篙轻轻一撑，竹筏便悠然
而下。漂至水急之处，艄公便风趣地说：“请坐稳，竹筏进入

‘高速路’了。”随即竹筏载着我们的欢声笑语，飞一般地漂入
前方平坦水面。

有诗云：“一溪贯群山，清浅萦九曲。溪边列岩岫，倒影
浸寒绿。”描写的是武夷溪水曲折，而夹岸屹立的三十六峰、
九十九岩多彩多姿，也就是这“溪曲三三水，山环六六峰”的
写照。九曲溪水略显淡绿，清澈见底。时而有柳叶般的鱼儿
跃出水面，起起落落分享游人有惊无险的情趣；时而有水鸟
绕筏狎飞，萦萦绕绕追逐游人无遮无拦的情歌。歌声在时缓
时急的水流上飞扬，风光也倒影在时宽时窄的溪水中。艄公
是两名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能说会道的他们用夹杂着闽北
口音的普通话，出口成章地为我们介绍沿途风光景致。

艄公说：“九曲弯弯十八里，十八里风景各不同：九曲一
马平川，书院颇多，独属儒家。八曲滩高水急，溪畔岩石似青
蛙如水龟。七曲多余滩，背靠隐屏、仙掌峰。六曲‘壁立万仞
’落仙掌，清幽佳境惹人倦，猿鸟不惊，岩花自落。五曲有仙
迹，植入平林与武夷。群仙共浴清冷水，飘然仙袂隐更衣。
四曲‘飞翠流霞’卧龙潭，传闻金鸡未司晨。三曲栈道、垂吊
悬崖棺，不知仙人是凡人。二曲亭亭玉立玉女峰，铁板嶂来
阻相逢。王母怜惜赐镜台，水中倒影大王峰。一曲题字最为
多，摩崖书法望无边。‘名山大川’与‘水光’，‘鸢飞鱼跃’独

‘一曲’。”
正是在他们的讲解之下，两岸的奇峰异石果真成了栩栩

如生的飞禽走兽，活灵活现地让山光水色富有了生命。而也
因为在今天电视的时代，以九曲风光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不
断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更让这美丽溪流出神入化。在艄公小
伙的指点下，我们沿溪水欣赏，但见《封神榜》中姜子牙垂钓
之河、《西游记》里小白龙出世的混沌之地、《鹿鼎记》中的七
女伴夫同浴的香艳之池等等。正是那“溪流九曲泻云液，山
光倒浸清涟漪。”与其说是艄公引人入胜的解说，倒不如说是
我们耳目一新的感受。

一路的轻舟泛波，一路的美不胜收。难忘漂流至二曲，
一座岩壁秀润光洁，峰顶花卉参簇的山峰突兀在眼前，这座
宛如玉石雕就的美妙绝伦山峰，便是“玉女峰”。玉女峰与大
王峰隔溪相望，形似一对含情脉脉的恋人，铁板嶂横亘其间，
又好像故意从中作梗。正是这座“插花临水一奇峰，玉骨冰
肌处女容”千年传说，天造地设的形象在今天踵事增华，它
不仅是武夷山景区的景观名片，还是福建省的旅游标志。

竹筏虽已靠岸，旖旎的风景却依然让人沉醉。弃筏上岸
后，我们便攀登武夷山第一胜地—天游峰。天游峰东接仙游
岩，西连仙掌峰，在一道绝壁之上。那束壁长约二百多米，高
有四百多米，高耸群峰之上。想象每当雨后乍晴，晨曦初露
之时，白茫茫的烟云，弥山漫谷；风吹云荡，起伏不定，犹如大
海的波涛汹涌澎湃。站在一览台上望云海，变幻莫测，宛如
置身于蓬莱仙境，邀游于天宫琼阁，故名“天游”也。

而在光滑的壁面上，有一处清晰可见的硕大手掌印迹。
导游告诉我们，相传很久以前，一仙女来到绝壁下的溪畔洗
衣，洗毕晾于壁下，只因取衣时稍有用力，便留下此仙迹长存
人间，故此壁又名：“仙掌峰”。我们扶铁索拾级而上，山径呈

“之”字形向上延伸，行至陡处，后行者的额头能碰到先行着
的脚踵。好在每登几十级石阶，便有一处平夷地点，供游客
小憩，可凭栏眺望百峰参天、溪流拥翠的秀色。登上峰顶，仰
首天游峰巅，俯视九曲蜿蜒。竹筏轻荡而过，山水尽收眼
帘。展望云海山峰，我真想问询：“仙人何处在？”面对波澜壮
阔的美景，仿佛置身于仙府之中。而寻那随风飘动旗帘的茶
肆而去，便似乎又回到了凡世人间，品得一碗驰名遐迩的名
茶“铁观音”后，那份雅致与惬意的感受，还真像著名作家刘
白羽所写的：“武夷占尽人间美，愿乘长风我再来。”

而就在“静听水声真活泼，饱看山色自清凉”之时，我欲
细赏峰外百景，可从天上飘下淅淅沥沥的春雨。春雨之下，
云雾山中，让远山近水若隐若现，桃红柳绿云鬟雾鬓，仿佛让
我置身于仙境之中，信步在天庭的云堦月地。

是春风千里的锦绣，是风光无限的山川。壮美是武夷山
的真山真水，幽静是武夷山的纤尘不染。游历之后让我铭心
难忘，追忆当中又叫我回味无穷。至此我想起一代名儒朱熹
写的《九曲棹歌》：“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
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上接5月19日二版）告别沙溪古镇，我们又去
附近的石宝山。因山上的红砂石成龟背状裂纹，如
狮似象若钟，得石宝之名，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
国44个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是大理风景名胜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

石宝山景区内，到处松林与溪水相伴，山路
边随时可见一泓泓清泉，落叶飘在泉水里，上面
还有游人扔的祈福纸币。山鸡时而飞过密林飞
瀑，猴子则出没路边。白族名士李元阳《万历云
南通志》载：“石宝山，在州之西南二十里，有石
佛、石栈、石人、石井、石伞、石象、石狮、石钟、石
鼓之异，五色踯躅，被于陵谷，信奇观也”。游侠
徐霞客，也到了石宝山，称那里“马缨花盛开，十
余小朵，簇成一丛，殷红夺目，与山茶同艳”。

海云居是进入石宝山景区的第一座佛教寺庙，
位于石宝山山门左侧，面对一碧如洗的剑湖，站在
寺前的观景台上，可以遥望玉龙雪山，寺后的石伞
山由三座酷似雨伞、石头上开满石莲花的奇特山石
组成，相传是三位神仙陶醉风景而把仙伞遗忘此
地，便成了石伞。

我们先去石钟寺，寺庙院中矗立一块红色的岩
石，这个岩石造型独特，只要稍微换一个观看的角
度，就发现它既象一个乌龟，又象一个骆驼，岩石顶
上有一石亭（塔）—承露亭。这就和“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一样道理。石钟山因山坡
上有一大石形如大钟而得名，这个石大钟倒扣在寺
院的山顶，徐霞客《游石宝山记》里说：“石面有纹如
龙鳞。”其实这个石钟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

石钟山上共有三处石窟群。石钟寺内为最主
要的石窟群，有八窟。这些石窟雕像开凿于唐宋
（南诏、大理国）时期，距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是国
内唯一反映密宗阿吒力教的石窟。石钟山石窟群
的第一窟“南诏第六代国王异牟寻议政图 ”，所记录
的是南诏历史上最开明、最有历史远见的君主异牟
寻召开议政会的场面。异牟寻继位以后，恢复了和
唐朝断决40余年的友好关系，把内地先进的汉文化
和生产技术引进西南地区，促进了西南地区各少数
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异牟寻在位时已把
南诏国治理成“人知礼乐，本唐风化”。该窟正中身
着圆领宽袖长袍、头戴莲花金刚宝顶“头囊”面目慈
祥端庄、有谋略治国君主之相的就是异牟寻。

第二号石窟为“南诏第五代国王阁罗凤出巡

图”，此窟是富丽堂皇的宫殿式雕刻，龛正中头戴豪
华圆形尖顶珠冠，身着圆领宽袖长锦袍，倚坐于双
龙头椅上者乃阁罗凤，他是南诏历史上最为英雄的
历史人物，其在位基本完成南诏统一大业，阁罗凤
时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的交织，导致天宝年间唐和南
诏之间的两次战争。

阁罗凤右方略低处有一坐像，身披袈裟，手执
念珠，身后撑有一曲柄伞，显然是一位有地位的僧
人。这可能是阁逻凤弟弟阁陂和尚，他在战争击败
鲜于仲通后代表南诏至吐蕃献捷，而吐蕃遣宰相倚
祥叶乐持金冠、锦袍、安扛馓（曲柄伞）等大批名贵
物资至邓川，以南诏为兄弟之国。在王者与和尚两
侧各雕侍从立像6人，有的抱剑、有的持扇、有的举
旗，皆体魄雄键，孔武有力。武士手中的一面旗帜，
迎风翻飞，透露着吐蕃的影响。窟的前侧，各雕一
官吏，为清平官。厅内人物高低相间，错落有致，尊
卑分明，有强烈的立体感。整个场景、气氛、旋律、
情调，都弥漫着政权欣欣向荣的气氛。

我终于看到甘露观音，额部方阔，两弯柳叶眉，
鼻高直，面容饱满，体态丰腴。造像端坐于精美的
须弥座上，显得气度非凡。此窟甘露观音造型优
美，与洛阳龙门石窟毗卢遮那佛造像有相似之处，
是石宝山石刻中的精品，也被国外研究者称为东方
维纳斯。

狮子关与石钟寺遥遥相对，中间隔一条山箐，
有山径可通，玉皇阁有一条建在山脊的公路，通往
石钟山停车场，不需要走回头路。狮子关山势险
峻，山顶巨石如狮子得名。这里除自然风光独具一
格，在供游人饱览的悬崖奇石外，还有三个石窟可
以游览：南诏王细奴逻全家造像，梵僧造像，波斯国
人像。南诏第一代国王细奴逻及后妃、男女从者造
像石窟中，左端为王者，右端为王妃，二人袖手盘
坐，容貌端庄，体态丰满，强健有力，带有山民特有
的质朴风姿。王、妃中间及左右，各坐小孩一人，似
为二男一女。石座两端各立男女侍者一人，女侍持
扇，男侍持笔。细奴逻是南诏第一代主，统一洱海
地区，细奴逻被奉为“本主”。

在众多的石宝山石雕中，还有女性生殖器石雕
“阿姎白”，许多前来求子的人，用香油反复涂抹，石
雕越发显得神秘。类似自然物像生殖崇拜，在香格
里拉市的白水台、维西县澜沧江边都存在着，说明
早期人类对村落的繁荣，寄予了厚望。

石窟道观宝相寺，位于佛顶山上，依山建筑在
一堵高耸险峻的大石崖上，下层是大殿，二殿为寺
观，凿石抬梁，被誉为“云南的悬空寺”。 寺门有黄
元培题联云：剑海开明镜，雪山列画屏。额日：雪岭
在望。联语虽短，却如实地概括了当地的景观特
色。寺庙周围灵泉结乳，怪石嶙峋，有仙姿佛相，故
陈“宝相”。徐霞客游记中写道，“惟仰见其上，盘崖
层叠，云回嶂涌，如芙蓉十二楼，令人眩目心骇。”

为了便于攀登，有人在最需要攀附的地方凿了
一个个小石窝，让游人好抠住它用力往上攀。游者
多，长久磨，小石窝多已光滑。往上攀完石壁，再过
一段岩壁凿成的横路，须提心吊胆，侧身扶岩往前
移，才到较宽的地方。这里有一小阁，内塑观音。
临阁俯视，深渊冥冥，令人头晕目眩，不敢轻越半
步。右上方危崖顶上，还有一座石塔，但已无路可
上，只能到此止步。

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从外来文化中吸取有益
的营养，丰富、发展自己，创造本民族的文化。南
诏、大理国因地处印度、缅甸和中国西藏、四川之
间，它既承袭了中原文化的传统，又受藏族地区宗
教艺术的浸染，同时还融合了印度文化、缅甸文化
及东南亚诸国文化的因素，从而使文化呈现出多元
化的特征。剑川石钟山石窟作为南诏、大理国最高
的石刻艺术成就，其文化的多元性在这里留下了很
深的印迹。

始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石宝山歌会，独具神韵
风彩，被称为西部的“情人节”。歌会从农历七月二
十六日至八月初一，是剑川最富魅力的人文景观。

我们去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千年歌会。来自剑
川、洱源、丽江、大理、兰坪、维西等地的白族群众，
穿上民族盛装，纷至沓来。歌会的白族姑娘们，打
扮得非常漂亮，一路上亮开金嗓子，唱起悠扬舒展
的白族调。白族小伙子们挂一架别致的龙头三弦，
弹响明快热烈的三弦曲。

老年人认为，在歌会上唱白曲，可以吉祥如意，
唱调子便成了还愿之举，中年人借歌会抒发情怀，
表现自己的歌才，青年男女则多数以歌为媒介，寻
找知音伴侣。傍晚时分，满山遍野炊烟弥漫，人们
用泉水煮锣锅饭，烹调出丰盛可口的家乡菜。素不
相识的来客，只要弹弦开口对唱，就被邀请共餐话
家常，处处洋溢着山野情趣。入夜，人们还举着火
把、燃着篝火对唱，久久不愿离去。 （未完待续）

武夷山游记
★ 殷著虹

在大理的星空下
阿鹏的故乡

○ 高剑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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