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洛有个仙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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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涛

在网上打开卫星地图，找到商洛，拉近

了看，在一片深绿色的山峦中，有道曲折蜿

蜒的深蓝色水面， 如一条巨龙躺卧于秦岭

之中。这就是有名的商洛二龙山水库，也叫

仙娥湖。 唐代白居易过商洛仙娥湖时留有

诗作《仙娥峰下作》：我为东南行，始登商山

道。商山无数峰，最爱仙娥好。参差树若插，

匝云如抱。 渴望寒玉泉，香闻紫芝草。 青

崖屏削碧，白石床铺缟。 向无如此物，安足

留四皓？ 感彼私自问，归山何不早？ 可能尘

土中，远随众人老？

从商洛市中心坐公交车， 十分钟时间

就到了仙娥湖的大坝上。 站在坝顶上远远

看去，坝底是奔流而去的丹江河水，远处是

美丽的商洛城区， 再远点就是著名的龟山

公园了。往坝上看，平静而深绿色的一面湖

泊就在眼前，水是那样的清澈明净，在如今

到处都充满污染的环境下， 能有这样的一

处水域，可谓如一颗绿宝石般的珍贵。

如果你就这么简单地看看就走， 那么

你一定会觉得这有什么看头呀！的确，站在

坝上只能看到水库的十分之一， 或者二十

分之一都不到。 真正的仙娥湖风景得沿着

水库边上慢慢行走，慢慢领略。

仙娥峭壁是仙娥湖中的第一个风景，

这是地壳运动中留下的一面山崩奇观。 高

高的山崖倒影在碧绿的湖水上， 白如棉花

般的云朵在山崖上面缓缓移动， 湖中便有

了倒影。 偶尔一只岩鹰展开巨大的翅膀在

崖头上面静静地飘着，迎着暖暖的风，如同

睡着了一般。时而又一个俯冲，从高高的崖

头滑下，时而又急冲高空，骄傲地展露着它

高超的飞翔本领。飞累了，它又站在了崖头

上静静地注视着碧绿的水面。 在一处水湾

里，停泊着几条船，有大点的机动游船，有

小点的木船，上面都顶着彩色的棚子，在绿

色的水面衬托下，在阳光的映照下，在周围

绿树红花的点染下，远远看去，这一处地方

宛若人间仙境一般美丽。

转过一道弯，再往上，沿着水库边上

住着零零散散的人家。 依山傍水，都盖着

两三层的小楼，院子不修院墙，干净而整

洁。 院子边上广植果树，每逢春暖花开，游

人如织。 有远处慕名而来的男男女女，在

这里赏花，钓鱼，爬山，吃农家饭，住农家

院，享受着清静，安逸，舒适，让心灵得到

暂且的放松。

透过缭绕的炊烟， 能够远远看到一处

高高的山头凌空伸出， 如悬空一般的伸向

水面，这就是有名的百神崖，崖上面就是有

名的关公庙。 每遇初一十五， 这里香烟缥

缈，香客不断。 沿着山脊而上，庙门口的路

中间，一道天然的石阶上，山脊自然的形成

了龙的形状， 不能不让人赞叹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 如遇早晨， 站在关公庙上俯视湖

面，蒸腾在湖面的轻雾一缕一缕如鱼游动，

如蛇盘行，如龙腾空。 湖中央有个小岛，四

周碧水环绕，岛上长满了绿树红花。远远看

去，几处伸出的山脊加上小岛，形成了一副

自然的四龙戏珠的图画。

再往远处看，吊桥上，有披着婚纱的新

娘，正挽着帅气的新郎，正在摄影师的指挥

下，不断地摆拍着属于他们的幸福时光。也

许在他们的心里早已默默的许下与青山同

老，让绿水为证的爱情誓言。

观赏仙娥湖， 不同的季节自然有着不

同的风景，如果是春季，有溪岸桃花，芳香

扑鼻，自然是一番景致；如果是夏天，农家

避暑， 湖上荡舟是另一种乐趣。 如遇上汛

期

,

坝上飞瀑， 浊浪崩云则更是另一番气

势；当然有可能是秋天，岸边垂钓，看炊烟

袅袅，赏湖上清雾弥漫会是另一种景致；当

然也许正值冬天，湖上偶尔一两个钓客，静

静垂丝于水中，四周静默一般，如一副中国

画。 这时候，也许你正陶醉于古人的“孤舟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美妙词句中，偶尔

一两声清脆的鸟鸣， 这一副宁静的图画活

了。 也可能是早晨，山高月小，一切还在朦

胧之中；也可能在黄昏，月挂柳梢……

夕阳落下的时刻， 几条木舟划过平静

的水面，溯流而上，一腔清脆的山歌从湖面

的船上升腾而起，在山脊中间回响，打转。

此情此景，你或许一定忘了，此刻究竟是身

处西北，还是身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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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之旅，一种超越境界体验

筵

乐健

寻找心的归属，觅得一份灵魂荡涤的

圣地，我想，最震撼人心的地方是非西藏

莫属了。 那高远永恒、纯洁的山水、古色的

寺庙……成就的便是我内心那份深深的

眷恋。

西藏，一个自然的圣地，尤其拉萨多么

令我神往！ 那年夏天，我与友人背着行囊，

相约随着团队，千里迢迢，踏上了西藏那片

神圣的土地， 用心感悟这块圣地对我们永

恒地呼唤。欣赏着那里美丽的雪域风光，体

验了悠久的民族文化，圆了美丽遥远的梦。

我们先乘飞机飞往青海西宁， 再从青

海西宁乘坐火车前往拉萨的， 在西行青藏

高原天路的窗口上， 饱览了巍峨壮观的雪

峰冰川、奔腾咆哮的大江小河、清澈明净的

沼泽湖泊。 最是那湛蓝的天、雪白的云、辽

阔的草场、成群的牛羊、丰收的青稞、独特

的藏包，构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使我们

应接不暇，感慨万端。 一路上，一种从未有

过的惬意和舒畅，涌上了我们的心头。

二十小时左右的火车上，可以说，这是

我们第一次乘坐火车这么长的时间的。 未

有经历过的这种感受， 真的也让我们得到

一次身心的锤炼。 抵达拉萨下车的那一刹

那间，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其火车站周围，没

有高楼大厦的大都市风景， 而夹着一丝丝

藏族文化的漫染而兴建的建筑群落， 却别

有藏族的文化韵味，别有一番

迥

异的风格。

车站旁边邻近坐落着一个小商品市场，只

见游客如织，人声鼎沸。藏人商店里琳琅满

目的特色物品， 真是吸引着我们这些从南

方抵达的游客， 我们团队中不少游客乘兴

地购买了款色特别的， 且可以防止阳光辐

射的精致帽子，心里爽悦，情至飞扬着。 平

生都是第一次来到西藏首府拉萨， 令人有

一种想前去“朝拜”的冲动。

拉萨夏意醉，蓝天白云飘。 忽然，我仿

佛听到了一千三百多年前文成公主入藏的

马蹄声，感悟了这个杰出的女性，为西藏经

济繁荣作出贡献的人物， 尤其是对汉藏两

族的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一串串历史回

眸的镜头。说实在她是何等的伟大，时值至

今都让世人传诵着她。 啊！ 西藏拉萨，这里

真是神秘、纯净而又神圣的地方，堆积了诸

多悲壮的英雄故事，也造就了豪迈、粗犷、

坚毅、深沉的民族气质，这样一个幽深广远

的历史，精神充溢的环境，天然地给予了汉

藏民族团结合力，施展理想抱负，倡扬大团

结的友谊与精神，鼓励、激荡了汉藏民众的

心扉，齐心协力共兴西藏繁荣！我为拉萨如

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歌颂吟，拉萨不愧

是游历的好圣地！

我们下榻了拉萨酒店一宿，翌日的清

早，太阳虽已经高高挂起，阳光普照，但却

凉风习习，气候宜爽；这是天赐给我们的

极好良机，我们恰似尝起一杯强筋提神的

空气“醇酒”，更让我们丝毫没有一点高原

反应的感觉。 登上汽车，我们兴致勃勃地

前往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景区，只见一座

外观十三层、高一百一十米的宫堡式建筑

群，气势雄伟，金光灿烂，彰显展现了藏族

建筑艺术的精华。 布达拉宫耸立于拉萨市

区红山顶上，漫长的历史、神秘的文化，凝

集了他至尊的价值和威望。 该座建筑群最

初是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为迎娶尺尊

公主和文成公主而兴建；后由于十七世纪

的重建后， 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居

所，为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 如今之

规模宏大、 独特壮观， 让我们赞叹不已。

我们围着布达拉宫，却不想很快离开。 总

觉得多留一下，多看一下。 那酥油灯谜一

般的光亮，藏香谜一般的诱惑，诵经者谜

一般的声调， 转经的藏族人谜一般的身

影，这一切是多么诱人。 坐于此，很安静。

呼吸、伸展、倾听、真的美好极了。

来到拉萨，必定也应抵达大昭寺，才不

会欠缺一大遗憾。 我们赶到大昭寺时，在阳

光的映照下， 该寺庙变得金光灿灿的了，前

来朝圣的信徒和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听导

游介绍， 那一大群信徒天还未亮时就来了，

他们将软垫铺在地上，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头

朝寺庙跪膝卧地膜拜。一位六七十岁的藏族

妇女低头打坐，双目紧闭，双手转动长串佛

珠，嘴中念着佛经，一动不动，如同一尊雕

像，那虔诚之心实在感人。 我们进入大昭寺

观览时间虽然短暂，但心灵受到震撼。 触摸

这里的历史，听着导游介绍了与之相关的流

传至今的故事，让我们肃然起敬。 那天晚上

又是一个让我难眠的，我辗转反侧，顿时寺

庙的浓郁藏香似成仙香，极具神韵，有着摄

人魂魄的魅力，让我遐思不断……

西藏拉萨， 你使我们既领略了独特的

韵致所在； 又给我们的视觉和心灵以强烈

的冲击；真是收获颇丰。 西藏拉萨之旅，是

一种文化艺术的感染， 是一种奇丽风光的

饱赏，是一种超越境界的体验，是一种精神

魅力的享受。世间的尘嚣已离得很远，生命

的绿意仍在心头摇漾。

筵

萧金生

大凡现代都市，高楼大厦，车水马

龙， 到哪儿不都是一派红尘喧嚣景象？

谁能想到，在省会城市南昌，竟然有一

处占地面积

1150

亩的天香园，园内培养

花卉盆景

3

万余盆、 亩木

2.6

万余株，湿

地、湖泊、原始沼泽串通成片，此地聚集

着野生候鸟群

30

余种，几十万余只。 怪

不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考察后惊

喜地指出，这里鸟类之多、密度之大、之

美和与人之近，堪称世界城市第一！

天香园地处南昌市青山湖南大道，

距市中心八一广场仅

4

公里， 原名西湖

园艺场。该园是江西省规模最大的赣派

盆景基地和花卉基地。走近

16

米高的朱

拱珐琅彩绘大门，正面匾额是启功的亲

笔镏金大字“天香园”，背面为其胞弟启

儒的真迹，非同凡响，气势逼人。

俗话说，“有了梧桐树， 自有凤凰

来”。 该园良好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批

鸟禽，高峰期多达

32

个品种、

5

万多只，云

淡风轻， 翮遮羽蔽， 被称为“鸟类的天

堂”。 在一个拥有

220

万人口的省会城市，

居然能拥有如此大量的“枝头朋友”与市

民和谐共处，安然生存、繁衍，不能不说

是一个奇迹。

天香园生机盎然的候鸟林，“倾城

倾国”，吸引了众多海外游客，还引起了

世界的关注。 从

1998

年开始，欧盟派专

家连续几年在天香园进行监测。

2000

年，天香园被欧盟组织确定为“城市候

鸟生态环境研究基地”。 园内林阴小径

上，孔雀、鸵鸟、珍珠鸟、富贵鸽等珍禽

异鸟数百羽，自然放养，争奇斗妍，令人

观赏逗趣，目不暇接。 园内在人类干扰

轻的地段，以杉木、榔榆、柘树等乔木为

主植树种，形成了草、灌、乔相结合的半

天然、半人工的植物群落，并为鸟类栖

息营造了温馨的家园环境，园内的植物

群落和鸟类己融为独特的“鸟类、城市、

生态”生态链系，宛如自然形成。 天香

园优越的“城市绿洲”，吸引了夏候鸟，

如夜鹭、白鹭、中白鹭牛背鹭、池鹭等水

鸟，纷纷迁来筑巢繁殖。 据统计，这儿的

鸟类数量达

18

万余羽、野生鸟群达

32

个

品种。

2003

年冬季以来乃有夜鸳、白鸳

在园内越冬栖息。 最高峰时，在一棵苦

楝树上停栖的鸳鸟数量，竟然创纪录地

达到了

268

羽。 有些候鸟，已成为“定居”

的留鸟———那森森树阴，就是她们引以

为傲的“绿卡”啊！

天香园又称盆景之国， 大小盆景两

万余盆，其中不乏极品之作，多次荣获全

国及世界各种奖项， 形成了独特的赣派

盆景风格：自然、粗犷、古朴、优雅。 最令

人拍手称绝的是那

6000

株树桩盆景，它

们大多是树龄在

100-900

年期的森林古

树，可谓世界罕见，中国之最。

2002

年

天香园被评为南昌市“新豫章十景”，打

响了文化生态、“都市候鸟”这一城市品

牌。 天香园内还建有茶艺馆、金佛堂、云

泉书画室等仿古建筑。 树木掩映，绿草如

茵，花香满园，不愧为赣色天香一名园！

南昌天香园：

花香鸟语 赣色天香

筵

郭华悦

经过玉山， 于是慕名到七里街走

走。

七里街，看似一条街，却是玉山县

的招牌。 历经沧桑沿革，至今仍散发着

自己的独到魅力， 不仅有人文气息，更

有商业的繁华，堪称是玉山县的一张名

片。 几米之外，是高楼林立的繁华之地，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而一踏入七里街，

却俨然另一个世界。

走近七里街，迎面而来一股古朴的

气息。 放眼望去，都是颇具特色的古式

建筑，处处弥漫着悠悠的人文气息。 一

栋接一栋的古建筑，在钢筋水泥的现代

城市中，显得颇为特别。

七里街， 最具特色的是传统的建

筑风格和现代的商业繁华， 完美地融

合在一起。 除此之外，还有着水乡的独

特风景。 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没有水的

浸润，总觉得少了点灵气。 而在水乡中

屹立至今的七里街，带着水乡的灵气，

还有淳朴的民风民情， 从时光中款款

走来，让人回味无穷。

现代城市中， 有这么一个古老街

区，确实令人惊叹。 外头的繁华世界，节

奏快，压力大。 想轻松一下，不妨走进七

里街。 到了七里街，人仿佛穿越时光隧

道，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里，没

有觥筹交错，没有车水马龙，有的只是

古老的气息，令人瞬间心生安宁。 漫步

在七里街， 只觉得时光仿佛停止了一

般，古老的气息令人流连忘返。

游七里街文化区， 看的不仅是风

景， 更是历史人文。“牧童遥指杏花

村”，七里街的美丽，就从杏花村开始。

走过杏花村，向西蜿蜒转到金山大桥，

延伸至文成塔下的白浪屿。 吱吱作响

的水碓磨坊，以及农家小院、磨坊、油

坊、豆腐坊等，无不告诉我们，那些古

老的岁月里，七里街的人们就是这样，

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 创造出了七里

街灿烂的文化。

这样的文化， 是七里街的骄傲，也

是游子们的乡愁。 杜牧当年寻找杏花

村，只为一品美酒。 而如今，在外多年的

游子们，心头念念不忘的，也是故乡的

一杯杏花酒。 美酒入喉，满腹乡愁氤氲

飘散，酒不醉人人自醉。

如今的七里街，因为开发而重获生

机。 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时光

中徐徐穿行，曾经的繁华，如今依旧流

淌在一砖一瓦中， 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吸引着你一步步探向古老的过去。 这里

有极尽精美的建筑，雕刻与风格处处透

着迷人的风情； 这里也有残垣断壁，带

着浓浓的古老气息。 不管此行的目的为

何，相信在七里街这样饱含文化底蕴的

地方，都不会失望而归。

七里街， 不仅是游人的乐土，也

是游子的解愁之地。 踏上七里街，呼

吸着故土的气息，缅怀那些远去的历

史，这样的时光，对游子来说，也是一

剂解乡愁的良药。

玉山七里街：

昔日繁华 今日唯美

筵

俞可华

碧波荡漾的青戈江畔，距安徽省泾县

县城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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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处，有一座景色迷人的千年

古村———陈村。

据导游介绍，陈村以翟姓为主。 这就

奇了，陈村人不姓陈？ 这跟中国众多村落

以居民姓氏定村名（如潮汕之刘厝、王厝，

北方之赵家村、王家屯之类）的做法大相

径庭。 按百家姓的溯源，翟氏乃隗姓狄人

后裔，春秋时进入中原建翟国，后被晋国

所灭，遂以国名为姓，称翟氏。而陈村的翟

氏，却又跟翟姓沾不上边，据考证说是汉

留侯张良之后；后来为什么不姓张而改姓

翟……想必这些历史谜团的背后有着诸

多精彩的传说。 我等不是历史专家，且将

之放在一边，参观其建筑吧。

据记载，翟氏宗族于明清两代，共有

15

人荣登进士，举人成百，秀才上千。明万

历年间，江南镇抚大将军翟国儒赴云南边

疆平叛为国捐躯，为表彰其功勋，被赐建

祠堂，御赐堂号为“忠孝堂”。 宗祠建于

明嘉靖年间，坐北朝南，五楹三进，仿皇家

祠堂兴建，规模宏大，占地千亩，建筑材料

均为楠木，汉白玉石，其石雕和木雕世所

罕见，被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

生誉为“中华第一祠”！

翟氏宗祠做工简约精致，虽经数百年

风摧雨打，风韵犹存，是迄今国内所见的

建筑体量最大的民间祠堂。整座祠堂在宏

观上极其壮观， 而微观细节也不容小觑。

让游客感兴趣的是，在它原侧廊屋檐下有

一个“雀替”（传统建筑中枋与柱相交处的

托座）， 其造型不是一般古建筑中常用的

龙虎狮象之类的装饰，竟是中国古老的计

算器———算盘！据说算盘上记录着修建祠

堂时所用的全部费用。这跟嘉峪关关城楼

墙沿所放“一块砖”（说的是师傅对整个工

程筹算用砖数量准确，完工时仅剩下一块

砖）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华第一祠”，名不虚传。 参观之

后，我还想等待专家们能否解开张氏后裔

改姓翟的谜团呢。

筵

李稽

江南的古村落多是青山围绕、碧水环

抱。位于江西安义东南约

10

公里的西山梅

岭之麓、石鼻镇罗田村内，有一座由富商

黄秀文于清乾隆年间创建的世大夫第古

宅，便是一处游览的好去处。

此宅占地面积

4400

多平方米，主体建

筑中有三幢房子，虽是单独建筑，却又前

后幢相依、紧贴而建，串在一条轴线上纵

向排列着， 成为面阔三间进深

11

间之深。

古宅主体建筑坐东朝西，其北侧是由四幢

古屋组成的纵向排列相串而成的房子，再

北侧仍是由四幢古居串成的房子。上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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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房屋组合成一座特大型的房屋，古诗

所云“庭院深深深几许，信然。

古屋的雕刻细致繁缛， 主要采用镂

空雕和浮雕。 在八字形正大厅大门门楣

上有精美的镂空高浮雕和匾额， 匾额的

匾文曰“爽挹西岚”，为祭红石。 门楣浮雕

分三层，下层是鲤鱼跳龙门，中层是状元

打马游街和麒麟图，上层是丹凤朝阳等。

门楣浮雕的两侧的墙体中嵌入几块祭红

石，像官帽双侧的帽翅，从整体上看这个

门楼上的装饰就像是一顶特大的官帽。

正前堂天井北侧的花窗雕刻有三国故

事，极富于民间韵味。

古屋为砖木结构。 屋顶部为硬山顶和

半坡顶组合而形成天井。墙体为井圈式，两

侧山墙建成马头式风火墙。 正大厅由于跨

度大， 木架结构上采用了穿斗式与抬梁式

结合，形成一个特别高旷的大厅堂。大厅内

撑立着二十多根柱子， 柱下石礅都雕刻着

精美的图案，托举出一派豪华气势。古屋为

砖木结构，两侧山墙建成徽式马头墙。

“世大夫第” 至今保存保存有四条

巷，八十个门槛，二十二个天井，六十个房

间，十一个厅堂，三个过堂，每幢房屋功能

齐全，有学堂、下人用房，还有祭祖堂、宴

席堂等， 具有典型的江南乡村建筑特色，

整个建筑布局合理、构筑精美，高大气派、

古朴厚重，让人流连忘返，久久吟味。

安徽陈村：

中华第一祠

名不虚传

江西罗田村：

世大夫第

让人流连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