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读，
或是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体验，
亦或是旅途中感受的风土人情、历
史文化、吃喝玩乐……本栏目注重

记录途中美好过程， 以玩家身份为
读者旅途生活提供服务。1000-1500
字。要求有小贴士，有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 而是旅
途中的风光景致、人文历史、游历故
事所引发的情思、带来的感悟。就像
品一杯清茶，淡淡悠远。本栏目注重

旅途故事和旅途感悟的分享， 为您
提供一个休憩场所。 600-800字。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
点，无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摄，
只要图片精美，标明拍摄地，文字风
格活泼生动， 都可以和大家共同分
享。要求大图、100字以内的图说。

约 稿

古镇宛如一幅油墨画
金秋十月 ， 我们从衢州江山

高铁下 ， 乘坐江山市内的旅游专
线车到达廿八都 。 这个古老的驿
站为群山环绕， 走过古朴的廊桥，
从古镇四大门之一的北堡门进入，
青石板街和清澈的小溪并肩而行，
蜿蜒曲折伸向远方 。 导游告诉我
们， 古镇共有3600多口人， 容纳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 有140多个
姓氏， 14种方言， 邻里之间说话可
能听不懂 ， 也容纳了各地文化习
俗， 是个名副其实的 “移民古镇”
和 “方言王国”。

这里的建筑呈现兼容并包的
特色 ： 徽派的马头墙 、 浙式的屋
脊 、 闽式的土墙 、 仿巴洛克西欧
风格的洋货店 ， 宛若一座没有围
墙的 “民间建筑博物馆”， 如果把
同里、 龙门古镇比作一幅水墨画，
中西合璧的廿八都就是一幅油墨
画 。 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气派
精美的门楼 ， 古镇的建筑内壁上
共有400多幅彩绘壁画， 堪称一个
巨大的 “民间艺术宝库”。

村民崇尚诗书重视教育
朝爬满野藤的鹅卵石围墙里

走去 ， 一面杏色的 “帅 ” 旗迎风
招展 ， 原来是浙闽枫岭营总府 ，
也就是当年的武官衙门 ， 门口两
个石狮子傲然蹲踞 ， 犹见衙门昔
日威武 。 南明隆武年间 ， 民族英
雄郑成功图谋光复大明 ， 在这里
办过公 ， 伫立空旷的后院场 ， 依
稀能听到当年将士地动山摇的杀
敌声……衙门一墙之隔是文昌阁，
里面供奉着万世师表的孔圣人 。
这座文昌阁建筑之精美 ， 规模之
恢宏 ， 丝毫不亚于官方建筑 。 可

见， 这里的村民崇尚诗书， 注重子
孙教育， 他们希望文昌阁保佑子孙
文星高照， 学而优则仕。

古镇上药铺、 当铺、 钱庄、 米
行样样俱全， 有一户占了前后两条
街的大户人家建筑， 改成了古色古
香的酒店 “江山和睦家园民宿 ”，
从客栈后院出门， 是当年戴笠培训
女谍花的 “女子特务训练营”。 训
练营一楼四方天井大宅院， 看似与
民居无异， 有评书场、 禁闭室。 二
楼低矮暗黑 ， 是 “女子特务训练
营” 场地， 最里间是卧室， 卧室很
特别， 里间是男教官卧室； 外间三
张床铺并排， 睡着年轻貌美的女特
工， 可见男教官需要多大定力。 这
里曾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军统女谍
工： 叶霞娣受命对胡宗南巧设美人
计 、 何香琳潜入佛堂引炸孙传芳
……耳畔回荡着滴滴答答的电报
声， 似乎穿越到了抗战期间， 眼前
飒爽娇俏的女特工走在眼前。

“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
在鹅卵石铺就的小巷弄里穿

梭， 一路都是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
群 ， 真有种不知今夕是何夕的幻
觉， 这里的村民宁愿祖祖辈辈住在
深山里， 也不愿意搬到外面去。 他
们上山砍柴 、 采摘野菜 ， 悠哉自
得， 因此又多了一种生活的味道叫
作 “人间烟火”。

清澈见底的枫溪绕镇而过， 有

了水就有了生机， 有了灵气。 而仙
霞山脉则如一位慈父， 展开坚实有
力的臂膀， 将廿八都紧紧拥抱在怀
里， 难怪一位作家说廿八都是 “一
个遗落在大山里的梦”。

晚上， 我们在客栈用晚饭， 席
面丰盛得很。 所住的民宿， 连底楼
都不安防盗窗， 我还纳闷， 问老板
娘， 这样人烟稀少、 空旷寂寥的村
落就不怕有坏人？ 老板娘笑道： 翻
过山头就是福建、 江西， 他一家子
清晨驱车去三清山， 大门敞开， 晚
上才回家， 屋里东西一样未少， 这
里还从未发生过盗窃、 抢劫之类案
件。 以前， 三省客商会聚此地， 一
到晚上， 灯红酒绿起来， 宵夜是豆
腐， 摆豆腐摊的人将豆腐摆在案桌
上， 自己先行回屋睡觉。 一大清早
出来取钱， 拿去豆腐的地方多了一
串钱， 买家都规矩得很， 从未曾短
了一文钱。 廿八都， 让我见识了什
么是 “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

好客的廿八都人用“八大碗”来
招待远方的贵客， 有八大碗之豆腐
风炉仔、枫溪鱼、石斛炖石蛙、廿八
都野菜等， 豆腐风炉仔的豆腐嫩滑
爽口， 燕皮馄饨皮滑味鲜， 枫溪鱼
是野生小鱼煎制，香酥可口，最有特
色的当属廿八都铜锣糕，香甜韧糯，
不粘牙，可蒸着吃，也可煎来吃。

小贴士

廿八都：
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古镇”

廿八都位于浙江衢州江
山市西南端60公里处，1100
多年前，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
将军挥戈南下，在浙、闽之间
崇山峻岭开辟了一条古道，设
置关隘， 守军在这里驻扎下
来，脚夫、商贾南来北往，这个
“鸡鸣三省” 的军事重镇成了
闽、浙、赣三省交界最繁华商
埠。北宋年间，朝廷在浙江南
部设置都44个，这个古镇排行
28，人称“廿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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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子山记险
□黄平安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 申功晶

午子山， 在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 ， 以
其险峻著称于世。

上山的路初时并不险 ， 是一条规则的
水泥梯道， 忽左忽右， 忽陡忽缓。 好不容
易上了一个平台 ， 此时早已是气喘如牛 ，
汗流浃背， 以为到了山顶， 正欲寻个静处
休息片刻， 遇路人一问， 曰： 顶峰在那里
呢。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在那云雾飘
渺间， 一座独峰直插云霄， 午子观在飘渺
的云雾间若隐若现， 难怪这里要叫做 “小
华山” 了！ 这里有熊道塔等遗址， 据说是
一熊姓道士得道成仙之处。 还有梳妆台遗
址、 凤憩亭等景观， 倒也有几分古雅之气。
忽有风至， 风不大， 却如山呼海啸， 摄人
心魂， 方才记起这山上有数千亩珍稀树种
白皮松。 看那松林时， 一堆堆绿， 一簇簇
绿， 一团团绿， 像浓得化不开的绿云， 笼
罩着山山岭岭。 偶有银白的枝干伸出绿云，
仿佛是一道道耀眼的闪电。 时有云雾飘来
时， 这山便有了几分仙境之象。

仰望顶观， 虽有几分畏惧 ， 但我们仍
加快了脚步。 这是一处最平缓的路， 也是
一段最原生态的路， 没了水泥钢筋， 少了
人工痕迹， 两只脚踩在泥土上， 感觉是那
样真实， 那样亲切。 还没来得及享受这难
得的舒缓， 一道天梯突然闯进眼帘， 正欲
爬梯时 ， 天梯上有游人下山 ， 见了我等 ，
笑曰： “你们还是别上去了， 天梯两侧尽
是万丈绝壁 ， 爬得人心惊胆战 ， 两腿发
软。” 我们扶了铁链， 屏住呼吸， 心里虽然
紧张 ， 但表面上却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
天梯忽左忽右， 忽宽忽窄， 陡峭处， 后面
人的头几乎碰到前面人的脚跟， 站在远处
看的话， 定是一幅人叠人的奇观。 当我们
战战兢兢上完最后一级台阶， 衣服早已湿
透， 我想， 这汗， 一半是热出来的， 另一
半恐怕是吓出来的吧。

登上极顶， 山上保存完好的道观可谓
是气象森森 ， 庄严肃穆 ， 殿内钟声悠扬 ，
香烟袅袅 ， 把人带进了一个宁静 、 圣洁 、
忘我的境界。 凭栏而望， 任何人都会想起
那句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的佳句
来。 但见田畴万顷， 房舍俨然， 阡陌纵横，
即将成熟的稻子如一张巨大的棋盘， 等待
着高人来此对弈。 泾洋河如一匹绿绸， 正
由一只看不见的大手舞动着， 在辽阔的平
原上卖弄着它醉人的风姿。 公路像一根灰
色的绸带， 上面爬满了来来往往的美丽甲
虫。 这山的确太美丽了， 景实在太醉人了，
以致忘了天色已晚， 暮霭烟霞已在山间四
处飘散 ， 忽然想起了刚才看到的一幅石
刻———“上方灵气谁人识 ， 身到烟霞便是
仙”， 不正是此刻的写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