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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

（上接6月2日二版）我曾两次到过鹤庆新华村，对
这个银匠村记忆深刻。整个村子叮叮咚咚声此起彼
伏，传统民居边是波光滟滟的草海，一时间，自己犹如
走进了江南水乡。

新华村原名石寨子，在鹤庆县城以北4公里的凤凰
山下，号称中国银都，是一个“小锤敲过一千年”的古老
村寨，早在南诏时期，新华人以门扣、手镯、锅、勺、瓢等
铜制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养家糊口。昔日新华艺人挑着
一个挑子出门，挑子的一头是手拉风箱，另一头是竹编
篮子，里面装有几把小锤、小錾子、火烙铁等简单的工
具和行李。他们走一路、干一路，足迹遍及云南、西藏、
宁夏、青海等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缅甸、泰国、
越南、老挝等周边国家。只要有活做，他们就地放置风
箱，在风箱旁挖一个小坑，砌成一个小火炉，用来熔炼
金银铜铁锡等金属材料，以加工成各种生活用具、首
饰、礼佛的法器和其它饰物。这些艺人当地人称为“小
炉匠”，外省则称他们为“漾川银匠”。

随着大理、丽江机场的通航，大理至丽江二级公路
的开通，以及大丽铁路从此通过，新华村结束了“养在
深闺人未识”的境况，一跃成为大理、丽江、迪庆、西藏
间来往的黄金通道，区位优势凸现，声名与日俱增，倍
受专家、学者看好。2001年7月，石寨子被国家旅游局
命名为国家2A级景区，并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
间艺术之乡”“中国银都”，被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命名
为“中国民俗文化村”。

新华村现在“家家有手艺，户户是工厂，一村一业，
一户一品”。其生产方式基本上是一家一个小作坊，一
家一个品种，互不重复，制作工匠以家庭成员和亲戚朋
友为主，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加工制作。他们以精湛的
技艺，用手工敲打出一件件具有很高观赏和使用价值
的民族用品。手工艺制品包括生活、宗教、装饰、收藏
等大类，风格多样，手工精湛、精美绝伦，主要产品九龙
壶、九龙杯、手镯、戒指、项链、银碗、银勺、唢呐、胸链、
门环等，种类繁多，畅销全国，远销美国、法国、印度、尼
泊尔、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他们制作的“布达拉
宫”浮雕模型还作为国礼赠送外国政府。

第一次去新华村时，我在村里到处溜达，在一个银
器购物店里，被品种丰富的手镯和戒指吸引。手镯上
有牡丹、龙凤、莲花、玫瑰花等图案，分别代表了吉祥富
贵、清爽健康、爱情幸福之意。而老人家戴的戒指，上
面刻着大大小小10多个福字，每个字书写都不相同，喻

意寿比南山，于是，购买了一个手镯和一个戒指。终
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寸发标制作的九龙壶，据说“九龙
壶”有三个民族的文化内涵：莲花造型的底座体现的是
藏族文化。因为藏族信仰佛教，很多藏族的饰品上都
有莲花宝座这个图案；中间九龙翻腾缠绕壶身是整个
壶的主体形象，体现的是汉文化，龙是中华民族的象
征；整个壶身的纹饰和型态上，还体现了白族文化的寓
意。九龙壶共有80多个配件，令人称奇的是，酒壶里的
酒水刚好倒满八杯酒，一滴不多，一滴不少。可想而
知，这样的九龙壶肯定让人爱不释手，可价格也是不
菲，我只能欣赏，希望以后有钱了也收藏一个。

导游说，新华村有两位大名人。一位是寸发标，算
是新华村的一个传奇人物，明末清初，他家祖辈加工的银
器就有了名气，先后被印度、尼泊尔邀请前往设计和加工
佛像。从18岁起，掌握了银器打造技艺的寸发标也挑起
小炉，汇入了小炉匠的行列，离家独自闯天下。多少年

来，他的足迹踏遍了云南的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和贵州、广
西、青海、甘肃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现在，他已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

新华村另一位名人、企业家寸圣荣，也是从小炉匠
起步。14岁的时候，寸圣荣就开始跟着父亲寸有才一
起，挑着担子走四方。到了上世纪80年代，父亲寸有才
回村养起了一群羊。当羊群壮大到200多只的时候，他
又卖了羊，养起了牛。当他的牛群也发展到了90多头
的时候，寸圣荣就说：“爸爸，我们把这些牛卖掉吧。现
在改革开放政策好了，应该出去做生意去”。在左右权
衡之后，寸有才决定采纳16岁的寸圣荣的建议，卖掉了
90多头牛，拿着8万块钱的现金去做生意。第一单生意
是到贵阳、凯里购白铜，把成吨的白铜运回新华村，供
给村民们做手工加工的材料。

十多年间，他们积累了200多万元。之后，寸圣荣买
来了几台原材料初加工的机器，开办起了村里第一家

机器加工厂。除了把加工好后的初制原料卖给村里人
进行细加工外，他也承接村里人的来料加工业务。90
年代，他到县城开了一家叫盛兴广场的商场，以后把家
电市场开到昆明、保山，最后开到了北京的崇文区，建
起了全国30多家的家电超市。后来，他回新华村投资
建立“银都水乡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购买了200
亩地，修建购物中心、游客中心、停车场、商铺以及五星
级宾馆。与村民代表协商签订了协议，获得新华村70
年旅游项目开发权，每年向村里支付35万，以后每一年
增加5000元。投资公司与各地旅行社建立关系，把游
客一车车带到新华村来，500多位村民成了公司的导游
及工作人员，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

2009年6月通过云南省旅游局协调，银都水乡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与云南文投集团、云南邦鼎投资有限公
司在昆明签订合资建设鹤庆县新华文化旅游小镇项目
协议，投资2亿元发展新华村的旅游事业。这些外来资
金的注入，改变了新华村的新面貌，村民成了公司的员
工或老板，整个村庄成为了风景区。新华村从事民族
传统手工艺品加工、制作和旅游商品经营、销售以及客
栈、农家乐的商户，用工也达到2000多人，其中妇女劳
动力达到600多人，占全村妇女劳动力的50%；每年到
新华村拜师学艺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游客250多万，封
闭式传统村落格局被打破。

第二次出游新华村，我们观看了银都水乡公司组
织的民族歌舞演出，来宾们边品鹤阳白族三道茶，边陶
醉在“跑婚”婚俗表演中。然后，又或步行，或乘坐观光
车，游览了万亩草海湿地、寸氏庄园、民族农耕博物馆、
原生态风情园等水乡十八景。

万亩草海水草丰盛，水域宽阔，水草盛产莲藕、菱
角、海棠花或鱼虾。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一年一度的
荷花节，许多木舟穿梭荡漾在河流、草海间，人们尽情
地饱览水乡风光，对唱白族民歌，热闹非凡。村民的房
前屋后，荷花、海棠点缀其间。村寨中的黑龙潭清澈见
底，水中密布着星星点点、洁白如玉的海棠花，小水鸭
游弋其间。四周景物和蓝天白云倒映潭中，潭水经过
东面出口流入漾弓江，出水口处还保留着过去的水磨、
水车。村边山脚 ，有一座高达半个山的大塑像正在兴
建，听说是投资几个亿的药师佛，新华村是越来越有钱
了。村子里的工艺品着实诱惑人，但这一次，我没有购
买金银制品，挑选了一个小瓦猫手工作品，但愿它能给
全家带来吉祥安康。（全文完）

在大理的星空下
——银都水乡新华村

●高剑平

香格里拉一旦进入寒冬，各种以火锅烧烤铁皮炉
子为主打的餐厅开始爆满，人们挤在这些苍蝇馆子里
并不只为满足辘辘的饥肠，更是为了逃避室外的寒
冷。一般用完饭也都急忙赶往下一场，要么是家里温
暖的火炉边，要么是空调开得很足的酒馆歌厅，很少有
人在马路上逗留。古城里是绝对没人去的，以游客生
意为生的酒馆们到了冬季就门可罗雀，由于停车不方
便，本地人也并不青睐这些还要在寒夜里步行前往的
场子。

按理在这种天气下，过了八点马路上是见不到任
何行人的，但最近却反常的出现了很多欣赏夜景的人。

县城东边有一条依山的环城路，所依之山名勒德
博，是城周边为数不多的拥有名字的小山包。这里是
观看整个城市的全貌最佳位置，尤其是城里几个标志
性建筑成一条直线呈现在视野里。这条环城路自从修
好就没什么车流量，倒成了人们晨练和饭后散步的理
想场所。本想在如此寒冷的冬夜不可能有多少人影，
可那里却门庭若市，每天都聚集了很多前来观景的人
们。

城市之景本无啥可观，这个和国内很多四线小城
没多大区别的建筑堆，除了用所谓的“藏式”风格涂脂
抹粉堆砌了一番，实则没多大特色可言，然而最近整个
城市被各种漂亮的彩色灯光装点别有一番模样，从最
南边的大白塔依次往北分别是古城大佛寺、大经筒、都
吉尼咪金顶、莲花池避雷剧院、文博时轮坛城，每当夜
幕降临，各个光彩夺目、灿若繁星，再到近处则是龙潭
公园，龙潭大桥倒映湖中，整个画面里，长征大道、香巴
拉大道、康珠大道在一排排设计别致、藏文化底蕴浓郁
的藏八宝双飞鹤路灯的引领下清晰可见，有条不紊的
将城市划分成上中下三部分，条条大道位居画面的黄
金分割处，赏心悦目，无比震撼！

听听去过的人讲述，心旷神怡，无比向往。听说还
要早点去，去晚了没有好位置，车一定要停到勒德博垭
口正下方的马路边，有条小路可以往上爬几十米，那个
位置视野正好，没有任何遮挡，角度也最佳，能很清楚
的看到被黄金分割过的唯美景观。

讲述的人还补充到，不用担心冷，路边就有租大衣
的，可以下了车租件羽绒大衣，这样爬到山上也就不会
冷了，想欣赏多久就欣赏多久。

几次的跃跃欲试之后，终于约上几个同样憧憬了
很久的朋友踏上了观景之行。按照达人的攻略，我们
大概五点从城里出发，朋友说不吃饭了吗，我说不早去
没车位了，而且这么重要的事不能因为一顿饭就耽误
了。朋友还是坚持要先去吃点东西，他怕晚上看得太
尽兴饿晕在山上。几番争议后我们取了个两全之策，
去肯德基买了外卖就上路了。可能是由于海拔太高，
香格里拉的肯德基炸鸡的时间很长，耽误了我们不少
时间，出发时已近六点。

当我们从康珠大道转进体育场路，准备穿过金色
的四瑞祥和雕像时，我们被堵住了，前面出了车祸。前
面的车和我们一样，按着交通规则从金雕塑的右边通

过，而迎面撞来的车则是遵守了佛教徒逆时针转经的
方式从雕塑左边穿了过来，于是两辆车头对对碰在了
一起，还好车速不快未伤及人。经过几番沟通、争执、
假装报警、喊兄弟之后，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得知被堵
着的车都是要去勒德博看夜景的时候，两车主终于结
束了争斗，挪车疏通了交通。

这一折腾又半个点过去了，经体育场转入环城路
的时候已经快七点钟。不料刚转入环城路便看到车已
经沿着路停满了，快排到了法院小区旁边。

只见买肯德基的朋友抱着全家桶瞪大了眼睛看着
我：“什么情况？”

我说：“什么情况？来晚了，都怪你！”
“不要废话了，赶紧下车，好位置已经没有了，看不

到最好的角度了！”
说罢几个人已经齐刷刷站在了车外，锁好了车

门。有个朋友对这块地形特别熟，说他知道有条小路
可以直接包抄到垭口下面的那个观景点，肯德基兄又
不干了，说那不就租不到大衣了吗，听说租大衣的在路
边，不在山上。大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白了肯德基兄
一眼立马跟着带路哥开始从小路包抄。

果然不用二十分钟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勒德博垭
口，也看到了位于垭口下方半山那个最佳的观景点。
远远望去，只见那个半坡已经站满了人，还有人搭了几
顶帐篷，山下还有人乌央乌央的往上爬，有人带着孩
子，一边背、一边拉的爬着小坡，还有人搀扶着老人，老
人一手杵着拐杖，很吃力的攀爬着。有小情侣租了大
衣，一开始穿着，爬着爬着热了又开始脱，脱下的大衣
自然是男方扛着，也有聪明的情侣两人只租了一件大
衣，给女方穿着，热了脱下来男方也就只用扛一件。

山上果然没有租大衣的，这是肯德基兄快到观景
点时下的第一个结论。当我们到达观景点时，核心位
置已经基本挤不进去，我们只好在往高处爬一点，在人
相对较少的一个地方停下来，准备在这儿欣赏夜景。

七点二十五，远处的石卡雪山随着最后一缕阳光
翻过他的脊梁后渐渐露出了他的身影。这时候夜景的
灯光还没有亮，还感受不到之前朋友形容的美伦与震
撼。我只能凭借自己有限的想象力对眼前这座建筑群
夜晚的美好画面进行无限的描绘。

大白塔，听说有一百零八米，叫和谐塔，因为其中
的装藏和供奉是由藏传佛教几大教派一起完成，远远
望去确实挺大的，不愧为藏区第二塔，听说四川藏区有
个更大的，那是第一塔。再往北就是古城，最显眼的当
然是大佛寺，当地人叫做寨子，也叫大龟山，后来寨子
两边修了坛城和大转经筒。爬过寨子的人都知道转经
筒有多威风，站在面前人是如何的渺小，不过从此处望
去再回望望大白塔，发现转经筒就没那么威武了，看来
大白塔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想着想着朋友拉了我一把：“坐哈么，不要憨站着
了，八点四十才开灯，还要等一哈呢。还要等一个小
时，那干脆先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吃饱了一会儿也就不
会冷了，可以尽情享受夜景。”

八点半左右，我们身边已经有很多人，其中有一个
十多人的旅行团，听口音是东北的，由一个自称叫扎西
的当地导游带着，导游留着披肩长发，皮肤黝黑，在昏
暗的天色下五官都很难辨认。

团中有一个中年男子突然问导游：“扎西，这里这
么多人来看夜景，为什么没有人收门票呢？我去过国
内很多地方，风景最好的地方都是要收门票的，你们香
格里拉是不是不太会做旅游啊？”

导游凑过来，满脸自豪的答道：“这位大哥你是懂
行的人，这里迟早会做成景区的，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
来修栈道、观景台，然后在下面矮一点的地方修围墙把
景观挡住，到时候就要交门票了。”

“这个夜景才开始了几个月，一开始都是当地人来
看，后来当地人接待朋友都会带到这儿来，听说外地来
的朋友特别喜欢，我们就安排成了旅游项目，我是特意
给你们安排的，不要钱，算是赠送的景点吧。”

“来了这，什么普达措、梅里雪山，那些原生态的地
方都不用去了，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一点现代文明的
气息都没有，真正的香格里拉就在这儿，我们眼前的这
座城市。”

“我还听说，已经有游客把这个行程写到旅行攻略
网站上了，这样以后来的人就更多了，政府估计还会限
制流量，搞提前预约，那样的话估计再要看到也就难
喽。”

说着旁边一个女孩凑了一嘴：“对对对，我就是从
大众点评上看到的介绍才过来的，导航找不到，问了当
地人才找到这儿的。”

天色越来越暗，气温也开始钻骨头。刚开始还可
以搓搓手跺跺脚，现在手脚已经麻木，几个人贴在一起
一动不动的坐着才不那么钻心的冷。看着灯迟迟不亮
人们开始焦急，抱怨着却又满怀着期待，冻得要死都不
舍离开。只有那些穿着租来的大衣的游客们比较自
在，架好了三脚架调试着相机。这样的感觉只有在飞
来寺看日照金山的时候有过，不顾严寒的等待，满心的
期许，有人煨桑祈祷，有人闭目默念，也有人相拥而立，
只为那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想想也挺有意思，一个
是在早上，一个是在傍晚，也许此处之景可称为“灯照
彩城”，妙哉！

“亮了，亮了！”沉思被一个粗旷的叫喊声打断，随之
而来的是大家的惊呼。终于亮了，所有人的心瞬间都被
触动，一切漫长而揪心的等待似乎在这一刻都值了。

首先印入眼帘的是莲花剧院，虽然从这个角度完
全看不出它和莲花有任何关系，不过一层层不同颜色
的灯把剧院分成了几截，那是多年没有见过的霓虹，正
中央穿出一根冲天针，沉沉的夜色似乎也压不住她的
骄傲，呼应了所谓的“莲出淤泥而不染”，想来“莲花”之
名确实受之无愧。

转眼望到的便是大佛寺，左右分别是大坛城、大转
经筒，宛如两大护法分居两侧，护佑大佛。回想确实也
护佑了，四年前古城大火，周边都化为灰烬，只有大龟
山毫发未损。大佛寺的灯光就不如莲花剧院多么精彩
了，是太过单调的暖光，不过照得大转经筒还挺气派，
像是纯金打造的一样。

过去听长辈说过，古城名叫独克宗，独克是白石头
的意思，以前古城石板路中间一条石头，在月光照耀下
返出白色的光，所以独克也可译为月光，古城也就成了
月光城，只可惜如今已经没有会反月光的白石头了。
还听说与月光城依依相望的还有奶子河畔的日光城-
尼旺宗，日月两座城印证了香格里拉-心中的日月的说
法。只可惜如今已见不到日光城，再到奶子河畔，连城
的影子都找不到了。庆幸的是，不知哪位有日光城情
节的高人，在奶子河畔建了一座小城，名曰“亚洲旅游
论坛”，虽然奶子河已经不再像传说那么美丽，只能叫
做奶子溪或者奶子沟，不过有这么一座现代日光城还
是对得起尼旺宗的名号了，相信几百年后，日光城的故
事将重新被后人流传，只是歌词中对于宝地建塘的唱
法要稍作改动，不能再唱“杰当沃美措卡恰”了，改成

“杰当纳帕措卡恰”或者“杰当桑纳措卡恰”都行，总之

就是再也没法说建塘是建在奶子河畔的城市了。
细细一看，发现整个城市夜景中有一道非常靓丽

的风景，那就是一条条马路两边的路灯。平时还真没
注意到，这些灯的设计都是独具匠心，有着非常浓重的

“藏域文化”色彩。最重要的是每条路的路灯设计都不
重复，乍一看有天壤之别，仔细推敲又发现都有共同的
特点，一脉相承。有的是藏八宝之吉祥结，一根灯杆两
边各挂一个红色吉祥结，宛如联通标志；有的是一杆两
边各卦四个圆形黄色灯箱，灯箱上分别印着吉祥结、双
鱼、宝伞、胜利幢、宝瓶、莲花、白螺、金轮；还有的是大
红灯笼高高挂，天天都有春节的氛围；还有更多的则是
香格里拉的神鸟-黑颈鹤，有的是单鹤飞天，有的则是
双鹤比翼。去松赞林寺的路上则是清一色转经筒路
灯，可能是觉得松赞林寺自身的文化氛围还不够浓重，
因此在路灯上把佛教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顶上是四
个发光转经筒，镂空雕满了六字真言，整个灯杆也是镂
空雕满了经文，也会发光，到也挺好，自驾游客不用导
航，看看路灯就知道去松赞林寺走这条路，以后香客们
也不一定非得到寺里转经，找一个路边的转经筒灯，绕
它转三圈就好了，而且要开了灯再转，这样转一圈等于
不开灯转十圈，功德加倍。

接下来是文博中心，这栋建筑最闪亮的就是正中
间那块大屏幕，也是香格里拉第一大屏，是整个城市夜
景中唯一会动的景观，其中轮流播放的各种影片给整
个城市夜景增添了不少活力。文博中心是所有到香格
里拉的游客必去的第一站，因为这里供奉着香巴拉世
界的教主时轮金刚，同时这里也供奉着全世界最大的
Three Dimensions Mandala，也就是3D立体坛城。最初
听到这个坛城的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很高大上，凭自己
狭隘的想象力根本无法判断这个3D坛城会是个什么
样子，直到亲眼所见才恍然大悟，原来3D就是立体实
物最高级的诠释方法。看着看着，不知不觉的已经过
了一个多小时，肚子也开始嘀咕了，真想来个3D水汽
粑粑，来碗酥油茶，特别适合现在这寒冷的夜。

看着这些震撼的标志性建筑，突然之间心生一种
想法，眼下这座城，完全可以称作吉尼斯之城。3D坛城
是申请了吉尼斯纪录的，大白塔虽位居第二却也可以
载入吉尼斯了，同样还有曾经第一、现在第二的大转经
筒，听说白鸡寺山上想规划一个俯瞰独克宗的巨型释
迦摩尼像，梅里雪山前想打造世界第一大玛尼堆，这一
切整合起来，足以邀请吉尼斯到这里设一个分支机构，
届时这个高原小城一定蓬荜生辉，从此“香格里拉”也
可以正式更名为所向披靡的“大香格里拉”市。

差不多十点多的时候，有些人开始慢慢离去，更多
的人还在享受着美好的夜晚，尤其是那些远道而来的
游客，根本舍不得离开。

再好的戏也有收场的时候，再美的景也不能一次
看够，得留点念想，下次再来，百看不厌。在好友的劝
说下，我依依不舍的离开这勒德博，结束这美好夜色的
顷刻贪享。回到车里才发现，只顾着自己欣赏，连张照
片都忘了拍了。不行，下次还要来，要把亲朋好友都带
来，提前点，在山下租件大衣，最好再带个帐篷，如果这
夜景一夜不熄，我们就在那儿看一夜，天亮了再回去
吧。

到勒德博去看夜景
文/知诗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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