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婺源位于安徽、 浙江、 江西三
省交界处， 在婺源东北边陲， 耸立
着一座巍峨的石耳山， 篁岭， 就是

“窝” 在石耳山脉上一座有六百多年
历史的徽州山居古村落， 这个悬挂
在海拔600米山崖上的古村， 由于
“地无三尺平”， 一栋栋民居房舍依
山势而建， 高低错落， 层次分明，
从远处望过去， 弯曲萦绕， 就像层
层梯田， 从山谷到山腰， 与群山依
偎拥抱。 众所周知， 婺源油菜花让
这个乡村冠上了“中国最美乡村”、

“中国十大花海” 等殊荣； 篁岭是婺
源的浓缩， 这个世界级古村样板，
成功入选为最美中国符号， 每年9月
到12月上旬， “篁岭晒秋” 吸引无
数中外游客纷至沓来享受一场视觉
盛宴。

水墨梯田徽派建筑

清晨， 炊烟袅袅， 整座村庄仿
佛披上一层面纱， 若隐若显， 犹如
3D版仙境， 我们乘坐索道上山， 深
秋的篁岭， 千棵古木环绕、 万亩梯
田簇拥， 层层叠叠的梯田映衬着鳞
次栉比的农舍， 血染的枫香叶……
让人仿佛走进了绚烂的童话世界。

沿着山路走近村口， 大片 “天
然活化石” 红豆杉水口林随山采形、
就水取势， 一下撞入眼帘。 徽州人
讲究风水， 所谓的水口， 指的就是
村庄的出入口， 受中国传统 “天人
感应 ” 思想 ， 古徽州人敬畏自然 ，
认为草木繁盛可以护荫地脉， 因此
几乎每个村口都大量栽种树木， 禁
止砍伐， 让生态林得到很好的保护，
乃至今天我们看到这里巨树环抱 ，
鸟兽栖息。

漫步青石板路， 沿 “天梯” 拾
级而上走到尽头， 转身回望， 那依
山而建的近千间徽派民居错落有序
地形成旖旎独特的“梯云村落”，从谷
底次第向上展开，白墙灰瓦顺山势呈
扇形梯状依次排布开来，鳞次栉比直
到山巅，雄伟壮观，气势直逼西藏的
布达拉宫。 试想，篁岭的“篁”字拆开
来看就像是一个戴着竹帽的皇帝，它
没有皇权，是一个草头天子，因此，这
里成了草民的 “皇宫”。 有人称这里
是 “南方的布达拉宫”。

我们可以看到， 普通农宅的一

楼大门前临大道， 大门后为厅堂 ;二
楼的后门可通往更高层的另一条大
道， 二楼的前门拦腰上下砌墙， 与
屋外搭建的水平木头架连成一体 ，
家家凿窗采光， 户户支架晒物。 完
美合理地解决了因依山建屋而导致
“地无三尺平” 晒农作物的困难。

晒秋风情享誉天下

这里推开门就是石阶 ， 深秋的
篁岭， 云淡风轻， 一缕晨光唤醒了
家家户户， 居民们推出了一个个晒
匾， 齐刷刷开始 “晒秋”， 山地人家
由于平地少 ， 只能利用房前屋后 、
窗台屋顶架晒、 挂晒农作物， 房前
屋后楼上的木头晒栏搁上稻谷、 辣
椒、 菊花、 柿子……圆圆的晒匾里
头是五彩缤纷的丰收果实大组合 ，
钩织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篁岭 “晒
世界 ”， 一个个晒匾里红艳艳的辣
椒、 一只只圆滚滚的小柿子、 一串
串挂在屋檐下的玉米棒子……在阳
光照耀下， 以眺窗为画板、 支架为
画笔、 晒匾为调色盘， 用明快的色
彩、 线条渲染出一幅幅五色斑斓的
绝美晒秋画卷， 还有一些有心的人
家， 在晒盘内， 用红辣椒、 黄稻谷
拼成巨幅国旗， 与别样的古民居交
相辉映， 煞为喜庆。 这种 “晒秋人
家 ” 的原创景象 ， 配上梯田枫林 ，
成了一场多彩宏大的视觉盛宴， 撩
人心魄， 无意间却造就了一幅中国
绝无仅有的 “晒秋人家 ” 风情画 ，
成了婺源最有特色的一道风景线 ，

也打造出篁岭最美的中国符号。

流动的清明上河图

我们穿过石牌楼 ， 步入一条狭
长古老的青石板街———“天街”， 街
的两侧店铺参差， 古驿站、 古作坊、
茶坊、 酒肆、 书场……粉墙黛瓦的
徽式商铺在眼前依次展现开来， 到
处氤氲着古徽州的味道， 仿佛让人
穿越到了近古时代， 店铺与店铺之
间偶尔出现一条羊肠小道， 沿着小
道自下而上或者婉延向下又见另一
小道。 在天街可以品尝地道的婺源
小吃如蒸汽糕、 清明果、 梅干菜扣
肉烧饼……也可以品尝自猎、 自种、
自养的 “天街农家宴”， 因此， 有人
说这里是一幅缩写流动着的 “清明
上河图”。 除了浓郁的民俗风情味，
这里还洋溢着浓郁的文艺小资范儿，
300米的鲜花天街随处可见藤蔓环绕
的三色堇、 牵牛花， 一年四季， 樱
花 、 紫薇 、 桃花 、 梨花落英缤纷 ，
让人恍惚觉得自己徜徉于 “花千
谷”， 街上邮驿、 书院、 工艺品店洋
溢着浓浓的小资风味， 原本农家的
木桶 、 簸箕 、 猪食槽 “摇身一变 ”
成了鲜花生长的器皿 ， “二八杠 ”
自行车歪歪靠在墙脚， 你可以坐在
咖啡馆里要上一杯现磨咖啡呆坐大
半天， 可以穿上古装或旗袍来一场
风情秀， 也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木屋
酒吧里找几个 “狐朋狗友” 喝上几
杯， 或者支个画板胡乱涂鸦， 或者
驻足聆听街头弹唱吉他。

从 北 戴 河 回 来 有 些 日 子 了 ， 脑 海
里还老是闪现着在海滩上的画面 ， 感
觉自己的光脚丫子还踩在那犹如鹅绒
毯般的沙滩上 ， 迎面还是那带着盐湿
味道的凉爽海风 ， 眼前不时浮现着那
一望无际 、 烟波浩渺的大海 ， 一群群
海鸟在空中自由地盘飞旋着 ； 沙滩上 ，
那些穿着五颜六色泳衣的人们或躺或
卧 ； 耳畔也不时萦绕着波涌浪翻 ， 撞
击礁石的声音和人们在水中翻腾的嬉
水声……

随着思绪的纷飞， 我想起了1800年前
曹操北征乌桓， 想继续南以图一统天下。
怀着这样的宏图伟略一路前行， 路过渤海
碣石山 ， 登高远眺 ， 面对海天一色的大
海， 曹操触发了无限感慨， 捋髯踱步， 吟
出了震铄千古的诗篇 《观沧海》 “东临碣
石 ， 以观沧海 ， 水何澹澹 ， 山岛竦峙
……” 这气势磅礴的诗篇。

我又想起了伟人毛泽东在60多年前的
夏天来到北戴河， 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
纵笔挥毫， 写下了不朽的名篇 《浪淘沙·
北戴河》。

除了伟人对北戴河的咏叹外， 文学
家笔下对北戴河也是情有独钟， 最具代表
作的是徐志摩大师的 《北戴河海滨的幻
想》， 对北戴河胜境的描写更是引人入胜：
“只见一斑斑消残的颜色， 一似晚霞的余
赭， 留恋地胶附在天边。 廊前的马樱、 紫
荆、 藤萝、 青翠的叶与鲜红的花， 都将他
们的妙影映印在水汀上， 幻出幽媚的情态
无数……”

我还想起了一个叫林道静的女子， 为
抗拒包办婚姻， 只身从北京来到了北戴
河 ， 投亲不遇 ， 在一个夜晚她忧郁地
徘徊在海滩上 ， 面对茫茫大海 ， 汹涌
而来的巨浪拍打着礁石 ， 她走投无路 ，
无奈地跳进了大海 。 幸好有在礁石后
面观察许久的青年学子余永泽毅然扑
救 ， 一把抱住了女主人公林道静 ， 演
绎了一场缠绵悱恻、 荡气回肠的青春之
歌， 这就是当代著名女作家杨沫的长篇小
说 《青春之歌》 里的故事。

我回味着站在沙软的海滩上的感觉，
清风微拂， 面对辽阔的大海， 静静地面对
水天一色的大海， 任思绪飞扬， 觉得一切
浮世的纷扰都消失殆尽， 一切烦恼都会烟
消云散。

□申功晶

篁岭，最美的晒秋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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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古城

□黄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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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随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