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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访访古古城城

驴友
笔记

□刘凯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
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
宜。” 一首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为一
泓碧水申请了千年不蠹的商标和专
利 。 近 日 ， 我 和 几 位 朋 友 到 杭 州
旅游， 零距离地领略了西湖的妩媚与
婥约。

西湖之美， 美在水脉绵长。 作为
一个城市 “内陆湖”， 没有哪个比西湖
更兼具唐风宋韵了。 在历史的长河中，
西湖， 凭借其一泓不息的清澈， 为自
己赢得了众多的美誉。 北宋大诗人苏
东坡的一首 《饮湖上初晴后雨》， 使西
湖拥有了 “西子湖” 的美名。 时光流
逝， 而西湖容颜不老， 于是， “龙川”
“钱源 ” “放生池 ” “上湖 ” “明月
湖”、 “美人湖” 等等美称， 便纷至沓
来， 成为西湖一张张名片。

西湖之美， 美在潋滟清波。 西湖
平均水深2.27米 ， 水体容量1429万立
方米 。 一汪碧水枕着杭州恬然而眠 ，
为 “人间天堂” 平添了些许妩媚、 几
抹婀娜。 泛舟湖上， 清风徐来， 水波
潋滟， 游客的心也便随着涟漪而荡漾
开去……

西湖之美， 美在田田碧荷。 “毕
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
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据
朋友讲， 西湖荷花盛开时节， 碧湖之
上 ， 微风过处 ， 荷叶宛若芭蕾舞女 ，
在诗一般的旋律中起舞弄清影。 荷叶
丛中， 镶嵌着一朵朵鲜艳夺目的荷花，
“出浴亭亭媚， 凌波步步妍”。 月上中
天， 西湖便成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静谧而安祥 ： 皓月当空 ， 荷塘迷离 ，
笛音缥缈， 人醉画中。

西湖之美， 美在拂堤烟柳。 西湖
岸边， 二堤之上， 到处可见柳的倩影。
暖风里， 阳光下， 西湖柳舞动着柔软
的枝条， 惹得文人雅士诗兴大发， 挥
洒豪情：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
满皇都……徜徉其中， 如读朱颜， 如
挽酥手， 静静流淌的旋律， 如 《水边
的阿莲蒂娜》 散发的脉脉清香， 似恋
人发际飘过的喁语。

西湖之美， 美在胸襟博大。 湖因
城而得名， 城因湖而名显。 水， 是一
个城市的血脉。 杭州， 因拥有了西湖
而日显丰硕富足， 而西湖则又因 “人
间天堂” 而名播四方。 湖与城和谐共
容， 相得益彰， 所以才有 “西湖是杭
州的一张名片” 之说。 杭州人从西湖
“淡妆浓抹总相宜” 中看到了平和与进
取。 西湖是内敛的， 含蓄的。 这种内
敛和含蓄又赋予了杭州人以健康向上、
文明向前的不竭动力和精神支撑。

木锤酥甜味扑鼻的夜晚

我和朋友是跟团去的， 和普通的
旅行团不同， 我们到达目的地后一切
都是自由行。 在长沙转了一上午后，
晚上到了那里正是灯火通明， 人群熙
攘的热闹时候。 桥上的人看着桥下远
处一片金灿灿， 桥下的人正悠闲地在
石板路上感受着古城的夜晚。

小路一旁是特色店铺， 吃的， 穿
的， 玩的……木锤酥甜味扑鼻， 非洲
鼓在音乐人的拍打下为夜晚增添了活
力， 还有特色的布鞋布衣衬托着古城
的淳朴。 旁边的沱江， 在灯光的照耀
下映着小楼的倒影泛着五颜六色， 水
车缓缓地转动， 伴随着哗哗的水流，
很多游客会在这里留下纪念照。 江边
有年长的阿婆为游者编彩辫， 穿苗服
照相， 还有阿哥挑着扁担卖当地特色
的水果， 游客和当地的人们都在江边
的石凳上小憩， 或是倚着桅杆， 享受
这美好的气氛。

山也如画水也如画

第二天我们很早就起来了， 收拾
一下大概八点半， 当地的人们早就出
来做生意了。 下了桥， 我们让一位阿
婆编了彩辫，又穿了苗服，体验一下苗
族风情。 那些金银头饰戴在头上很重，
显得高贵，配上苗族服饰恰好，活泼又
秀气。 男士则可以装扮成土匪，穿上土
匪装，过一把持枪逮人的瘾。

白天给人的感受与夜晚大不同 ，
妇女们早早在江边洗衣服， 洗菜， 生
活的气息很浓厚。 那两天气温较高 ，
但 也 有 些 阴 沉 沉 ， 站 在 虹 桥 上 看
远处的山雾霭蒙蒙， 衬托着江上的
小舟和江畔的吊脚楼， 简直就是一幅
山水画。

上午我们主要在江两边的小巷子
里穿梭， 全都是石板铺成的小路， 巷
子有数十条， 都是些卖特色小吃、 金
银首饰、 小玩意， 还有小咖啡馆之类

的。 比较喜欢的是艺术边场， 里面有
艺术家的书画展览， 有当地的特色美
食， 还有舞蹈乐器表演。 其他著名景
点只要顺着巷子或指示牌走也都不会
错过， 如沈从文、 熊希龄故居， 万寿
宫， 杨家祠堂， 万名塔等等。 中午我
们在一个游客较少的饭馆吃了饭， 尝
到了凤凰城的特色菜， 血粑鸭和凤凰
腊肉， 味道有点咸， 但很美味。

午休后， 我们乘车去看了篝火晚
会， 整场晚会大约一个半小时， 可以
了解到一些苗家文化 ， 如舞蹈 、 婚
嫁， 还有吞火、 下火海等表演。 晚上
八点半左右我们又去了虹桥那边， 江
边的酒吧都开了， 和白天的气氛大有
不同， 还有些小菜馆和酒楼， 人们就
坐在阁楼上望着江边谈笑风生， 江上
的船也都点着红灯， 向金色的拱桥下
行驶。 我和朋友也找了一个江边的小
菜馆， 坐在二楼看风景， 远处是闪着
金光的万名塔和一片幽绿的乌龙山 ，
神秘而浪漫。

感受一个真实的古城

两天的行程感觉很快就结束了 ，
穿苗服 、 尝美食 、 游小巷 、 走木桥
……这些都将成为我与凤凰古城的一

个故事 。 虽然说这里的商业化很严
重 ， 感觉来这里买的东西会不值 ，
但 当 你 切 身 融 入 到 当 地 时 会 发 现
这里的人多么淳朴， 他们都只是在这
里做着生意为了生存下去 ， 街上会
有年老背躬的阿婆缠着你编彩辫 ，
也 会 有 几 岁 的 小 姑 娘 拉 着 你 买 花
环 。 当我得知她们辛苦一天下来才
赚 来 几 块 钱时 ， 感到很心酸 ， 在她
们那个年纪该是享受生活的时候， 老
人应该在家里被儿女孝敬， 小孩子应
该在学校里读书， 还有那些表演吞火
的小哥， 让火在自己的身上， 石头上
燃烧， 他们的舌头都是黑色的了， 为
的是赢得观众的掌声以此来赚点生
活费。

两天里， 我们游览了风景， 也了
解了当地文化， 感受了一个真实的凤
凰古城 ， 那里的人都有着自己的故
事 ， 也许被人传说 ， 也许还不为人
知。 回来的大巴上， 导游也给我们讲
了很多那里的故事， 我看着窗外的风
景回忆着， 场景一幕幕重现， 他去过
凤凰几十次了， 与当地的一些人还有
着联系， 多好啊， 我也想以后过了几
年再去一次， 再看看那位卖东西的阿
婆， 那位篝火晚会的主持人。

之前被很多朋友推荐过去凤凰古城， 前
不久终于实现了。 说起凤凰古城， 开始我会
想到沈从文的 《边城》， 古镇水乡， 苗族姑
娘， 而如今， 我对它的印象就更全面了。 那
里的景色、 建筑、 人物、 美食都有着平凡浪
漫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