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蔚州：一座“活着”的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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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古城

驴友
笔记

□黄平安

还在 “三道茶” 独特的滋味中品
味着呢 ， 导游说 ， 你们真是容易满
足 ， 好景还在后头呢 ， 走 ， 去洱海
吧， 那可是勾魂的地方。

不知是波浪起伏 ， 还是游人骚
动， 小船儿有些晃悠悠地开动了。 开
船的是 “阿鹏哥” （白族对男子的称
呼）， 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 操着带
有当地口音的普通话， 跟游客亲热地
攀谈着。 导游则是 “金花” （白族对
女子的称呼 ）， 虽是羞答答的 ， 但也
是风情万种。 她们的肤色较黑， 戴着
一顶草帽， 与一身漂亮的白族服饰混
搭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 。 这也难怪 ，
她们终日要在高原的烈日下工作， 不
搞点特殊保护那肯定是受不了的。 洱
海这个名字初听起来怪怪的， 说是远
处看像一只耳朵， 因此叫做洱海。 在
船上， 我却没能看出 “耳朵” 的影子，
倒是那蓝得有几分夸张的湖面， 醉了
我的心魂。 虽说不上一望无际， 却是
一碧万顷， 如鳞的波纹在阳光下跳跃
着， 似吹皱了的蓝绸， 又像是散落的
满天星光。 湖面上， 船只忙碌地往来
着， 有能乘坐几百人的大船， 也有一
个人划动的小舟， 而最吸引人的是鱼
鹰表演。 鱼鹰又称鸬鹚， 渔民们把它
驯化后， 成了专门的捕鱼工具。 为了
鼓励鱼鹰下水抓鱼， 渔民先是给它们
抛上一只小鱼作为鼓励， 然后把它们
赶下水。 它们借助着敏锐的双目和锋
利的爪子很快就抓到了活蹦乱跳的鱼
儿， 这立时引来了游客的欢呼声、 鼓
掌声和相机的快门声。 为了表彰 “功
臣 ”， 渔民就赐给它一条小鱼作为奖
赏。 看到这， 我不由得感叹， 人类真
不愧是高级动物， 如果给人解释 “剥
削” 二字， 这应当是最浅显易懂的实
例了。

洱海的水蓝 ， 天更蓝 ， 不用抬
头， 蓝天白云仿佛就能触手可及。 把
蓝天跟水面作对比，说不清哪个更蓝，
反正都是醉人心魄的色彩。 天空中净
得除了蓝天，就只有白云了。 那云白得
像棉花， 像雪山， 总之纯净得令人震
撼。 无论是单反机，卡片机，还是手机，
在这里拍下的照片， 根本不需要后期
加工，因为色彩本身就十分夸张。 我回
去后让朋友看我拍摄的洱海， 都说我
作过处理， 我懒得解释和争论， 心里
只笑他们没有眼福。

一座古城， 一部史诗

初秋时节， 带着对古城的向往和
对历史的追忆， 来到了蔚州。 古城内
名胜古迹众多 ，寺庙 、祭坛 、殿阁 、衙
署、楼塔、宅院星罗棋布。 由于历史原
因 ， 古城虽遭受了一定破坏 ， 但以
“丰” 字形为主的街巷布局及名称亦
如旧时， 蔚州署、 万山楼、 鼓楼已复
建， 诸多古迹得以修复， 明清古城风
貌犹存。 因为原生态民俗保存较好，
有人称其为是一座 “活着” 的古城。

走进古城， 首先来到了西护城河
遗址公园。 公园主要由古城墙与护城
河组成。 其中蔚州城墙不仅建筑雄伟
宏大， 而且城池坚固， 历代都称其为
“雄壮甲于诸边” 的铁城。 据说， 当
时北方有 “四大奇”： “朔州的营房，
宣化的校场， 蔚州的城墙， 大同的婆
娘。” 可见蔚州城墙的影响力之大 ，
范围之广。

“都说看得见山 ， 望得见水 ， 才
能记得住乡愁。” 来到遗址公园时正
赶上淅淅沥沥的小雨， 此情此景， 不
由勾起了人们心中的城南旧事。 导游
介绍说， 从这里出南门过南关向南三
十里， 就是著名的飞狐古道， 自古以
来就是华北平原通往漠北高原的重要
战道和商道。 旧时州城的南门、 南关
是军队作战和商贾贸易往来的必经之
地。 相比之下， 三座城门中南门的位
置， 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商贸流通方面
都至关重要。 所以南门瓮城、 二级瓮
城规模最大， 瓮城、 二级瓮城内的寺
庙、 店铺作坊也多。 南关的规模、 人
口也远远超过东关、 西关。 清顺治年
间， 蔚邮驿总铺就设在南关东正街，
供传递公文的士兵在此休息、 吃饭、
喂马。 南关内的店铺、 旅店、 货栈、
手工作坊遍布。 还有古城最大的贸易
货栈 “福恒店”， 并在保定、 宣化设
有分号， 在三地之间经销转运货物实
行通兑通汇业务。

听着解说， 走在古朴的老街上 ，
眼前似乎移动着昔日南来北往的驼
队， 景象那般繁华……如今， 西护城
河遗址公园项目按照建设生态宜居城
市理念 ， 在河与墙之间设置景观绿
化， 达到保护与展示历史遗迹， 凸显
“河堤春茵、 池桥柳烟” 的乡愁记忆，
既体现了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延续，
又满足了现代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有村便有堡， 见堡则是村

著名的古建专家罗哲文曾经说
过： 在世界的东方， 有一个奇迹， 那
是中国的万里长城； 在长城脚下， 还

有一个奇迹， 那是蔚县的古城堡。
蔚县历史上曾有 “八百庄堡” 之

说， 真可谓 “有村便有堡， 见堡则是
村”。 来到这里， 才深刻体味到这话
不只是个传说。 蔚县迄今保存完好的
古堡仍有300多座 ， 其数量之多 ， 分
布之广， 实乃奇观。 放眼全县， 无论
南山脚下， 北部丘陵， 还是壶流河两
岸， 随处可见一座座古老、 雄浑的城
堡。 堡中堡、 穿心堡、 独门堡、 堡连
堡，风格迥异，大小不一。 八百庄堡，
八百戏楼。 古堡中集聚了古街巷、 古
寺庙、 古戏楼、 古民居四大奇观， 俨
然成了中国北方最美的古建筑群。

蔚县古堡由于数量众多， 2011年
被收录到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今
年， 河北省文物局联合蔚县县委、 县
政府， 正式启动 《蔚县古堡拯救行动
计划》， 目前已开启北线、 南线 、 东
线三条蔚州古堡观光线路。 通过串珠
成链 ， 连线观光 ， 使久藏 “深闺 ”、
散落民间的蔚州古堡展现在世人面
前， 使游客充分体验千年蔚州的古风
古韵， 深刻领略 “八百庄堡” 这一天
下奇观。

暖泉古镇， 够土够文化

暖泉古镇位于蔚县西部， 是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 古镇因有一年四季水
温如一的泉水而名 “暖泉”。 《蔚州
志·渠道图》 中记载 : “出城西三十里
暖泉堡中， 泉之源以石瓮分东西流”，
又说 “其水澄清如鉴， 三冬不冻， 故
云”。 “暖泉” 之名正源于此。

行走在古镇， 亭、 台、 楼、 阁等
古老建筑移步换景， 比比皆是。 华严
寺、 地藏寺等寺庙遍及全镇。 古镇以

泉水、 集市、 古建筑及民俗文化而闻
名， 明清时发展为 “三堡、 六巷、 十
八庄”。 古镇内现存古民居宅院尚有
180余所 ， 其中连环套院多所 ， 最大
的为九连环， 多个院落相互贯通， 房
屋之间有回廊相连， 前出廊后抱厦 。
流连在此， 你不禁会为古老民居布局
合理， 用材考究而惊叹。 只见青砖灰
瓦， 木制格窗， 宅院雄阔高大 ， 砖 、
木、 石雕琳琅满目， 尤其是雕刻精美
的古院门楼鳞次栉比。 此次此刻， 让
人总会有一种感觉： 不知是时光惊艳
了历史， 还是历史谱写了惊艳。 而那
些老宅院， 虽显斑驳， 但处处透着岁
月的淳厚与沧桑， 默默讲述着此地曾
经的过往与繁华。

走访古镇， 有一个不可错过的重
头戏———看非遗表演“打树花”。 “打
树花 ” 本是古镇春节社火的一项内
容， 就是用熔化的铁水泼洒到古城墙
上， 迸溅形成万朵火花， 因犹如枝繁
叶茂的树冠而称之为 “树花 ”。 这项
活动以前只有在正月里才会上演。 而
今， 蔚县政府投资6000万元新建了室
外剧场， 并根据古堡流传的一段爱情
故事编排了一场大戏———《天下第一
堡》， 将这以前只能在节日夜晚观赏
的表演， 与现代的舞蹈、 声、 光等有
机整合起来， 呈现给观众。 难怪有人
评价说， 暖泉古镇够土够文化。

“石头哥 ！” “杏花妹 ！” ……那
荡气回肠、 催人泪下的情节， 不知让
多少来此的游人沉醉其中 。 归程时 ，
回望古镇方向那青砖黛瓦的一个个老
房子， 千年的历史全部融入记忆。 那
份久违的古朴和宁静， 别有一番风情
留在心中。

□博雅 文/摄

蔚县古称蔚州， 曾是京畿西北的重要屏障， 现为河北省历
史文化名城。 古城始建于北周大象二年 (580年)， 明洪武十年
（1377年） 重建， 自古有 “兔城” “铁城” 之称。 古城有3座城
门， 东为安定门 （景阳楼）， 南为景仙门 （万山楼）， 西为清远
门 （广运楼）， 4座角楼， 24座敌楼， 1100多个垛口。 城门外建
有瓮城、 月城， 城外有护城河。

今年是蔚州古城创建1437周年、 重建640周年， 景仙门重
新安装了城门， 使古城重放异彩。 古色古香， 老街老景， 原汁
原味， 活灵活现。

洱洱海海
蓝色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