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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绿湖位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境
内 ， 它 作 为 华 南 地 区 最 大 的 人 工
湖———新丰江水库修筑拦河大坝蓄水
而形成的人工湖， 总面积达370平方公
里。 因四季皆绿、 处处是绿而取名曰
万绿湖。

在艳阳的映照下， 万绿湖静静地
卧在脉脉相连、 绿浓如墨的群山怀抱
中。 我们的游船缓缓启动了， 在湖中
的绿岛间穿行， 划破了湖的静谧， 身
后拖着的是一道长长的水痕。

“玉鉴琼田三万顷， 著我扁舟一
叶。” 游船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极速前
行， 我们仿佛置身于苍茫的大海之中，
眼前呈现出的分明是一幅水天一色的
壮丽画卷。 景随船转， 船随景移， 蓝
天 、 白云和青山就是万绿湖的背景 ，
清澈的湖水中映衬着风光旖旎的倒影，
真是 “舟行碧波上， 人在画中游”。

游船停靠在水月湾景区。 水月湾，
好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孤立于万顷
碧波间， 静卧于万里晴空下。 水月湾，
一个孤独而清高的小岛， 向往她， 水
月湾， 一片神奇而美丽的绿洲； 在这
里， 清幽静谧， 可以倾听到万绿湖均
匀的呼吸， 可以触摸到她纤尘不染的
洁， 在荡涤着我们的心灵。

水月湾游人如织， 我们徜徉在水
与月交融的世界里， 一阵惬意涌上心
间。 随着人流， 我们信步走进得月轩

茶楼， 点上几份河源当地的客家小吃，
饱览着万绿湖的湖光山色， 感受着大
自然赐给我们的万般风情。

此刻， 我真想在得月轩找一个安
静的地方倚窗品茗， 静静地看着那万
绿湖的潮涨潮落、 烟雨夕照， 还有落
霞与孤鹜 。 在那个皓月当空的夜晚 ，
对月当歌， 吟诵着苏东坡的 “但愿人
长久， 千里共婵娟” 的诗句， 去细细
叩读 《镜花缘》 里描绘的缠绵悱恻的
传奇故事……

在水月长廊， 我们欣赏到了99个
由我国古今各名家所书的 “水 ” 字 ，
让人领略到了源远流长的水文化的独
特魅力。

龙凤岛是万绿湖其中的一个美丽
的岛屿 ， 因为东部像龙 ， 西部像凤 ，
整个岛屿如龙飞凤舞， 美妙绝伦。 我
们登上了龙凤岛， 从祈福桥入山， 沿
着曲径幽深的石阶， 踏着铺满落叶的
山间小道踽踽而行。 闻着林间扑鼻清
香的气息， 听着秋虫在呢哝， 还有不
知名的鸟儿的鸣叫， 让人心旷神怡。

“万山成一绿， 万绿成一湖， 日
月湖中聚， 天地共翕呼。” 从龙凤岛登
高远眺万绿湖， 一片浩瀚无比的湖水，
恰似一面硕大无比的镜子， 躺在跌宕

起伏的绿绸缎上。 粼粼的水波， 像绿
绸缎上的一道道细纹， 光滑嫩绿； 秋
阳慵懒地照在湖面， 泛起数不清的迷
离的光点， 就像一串串跳跃着的珍珠，
不免让人一阵头晕目眩。

万绿湖有一对孪生姐妹， 就是水
月湾和镜花缘。 水月湾和镜花缘的名
字来源于我国十大古典名著， 清代李
汝珍笔下的 《镜花缘》 中的镜花和水
月一词。

由百花广场入口， 我们来到了镜
花缘景区。 沿曲径幽深的山洞拾级而
上， 别有一番情趣。 从入梦岩、 凝翠
谷， 一路踽踽而行。 穿过红颜洞， 其
间或有几座小亭出现在眼前， 供游人
小憩 ， 如绿香亭 、 晚芳亭 、 泣红亭 ，

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 体现的是独具
匠心的艺术与旅游的结晶。 游人们可
以在小亭驻足， 一边聆听清脆悦耳的
鸟鸣， 让爽风直抒胸臆， 一边远眺万
绿湖的雄伟壮观的美景， 沉浸在镜花
缘的美好境界之中， 情不自禁地赞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从镜花缘下来 ， 已是夕阳西下 。
站在高高的码头上， 再回首眺望万绿
湖， 湖面依旧平静地泛着金光， 湖水
倾流而下， 流入东江， 岁岁年年滋润
着万户千家。 这样的山， 这样的水，这
样的风光，此时，我的心中感受到了一
种美，一种很质朴的美， 一种最原生态
的美———敬意就这样从我的心中油然
而生： 敬畏山水， 就是敬畏生命！

万万绿绿湖湖

“桥东桥西好杨柳， 人来人去唱
歌行。” 我一直对绍兴古城内的桥怀有
好感， 这不单单是这座城市几乎随处
可见桥梁， 更是那些古桥凝固了古代
先人的智慧、 定格了岁月的沧桑， 每
次观赏， 总是让人嘘唏再三。 而建于
南宋时期的八字桥， 则更是绍兴古桥
中的一张亮丽名片！

“垂虹玉带门前事， 万古名桥出
越州。” 古称越州的绍兴市拥有大小桥
梁4000多座， 是名副其实的 “水城”，
故有 “东方威尼斯” 之誉。 建于南宋
嘉泰年间 （公元1201年—1204年） 的
八字桥， 便是绍兴城中最为古老的一
座石桥。 这座桥连接三水四路， 是一
座构思巧妙的立体桥梁， 被桥梁专家
们称为 “世界上最早的立交桥”！

《嘉泰会稽志》 中载： “八字桥
在府城东南， 而桥相对而斜， 状如八
字故得名。” 八字桥建在一个特殊的地
段： 东去五云门， 北通都泗门 ， 西可
进入市中心 ， 南近东双桥， 地理环
境复杂， 位置重要。 宋代的建筑师利
用这里的天然条件， 设计时把桥址选

在三河交点的近处，正桥架在南北流向
的主河上。这样，就形成了八字桥独特
的交通格局 ：陆连三路 ，水通南北；
南承鉴湖之水，北达杭州古运河。

我曾两次游览过八字桥， 亲眼目
睹了八字桥的雄姿。 此桥桥梁净跨45
米， 桥高5米， 桥洞宽3.2米 ， 全部用
花岗岩条石砌成， 两侧桥基条石叠砌，
基上各并列石柱9根 ， 石柱约高4米 ，
每根望桥柱上都雕刻覆莲形浮雕图案，
精细细腻， 虽经风雨沧桑， 依然容颜
如昨。 石柱下端插入基石凹槽内， 上
端大条石压顶与两侧金刚墙紧贴， 副
桥架于两侧的踏跺 （引桥） 下。 桥面
覆以青面板， 中间纵向凸起两行厚石

板， 稳稳地压住了桥面的石板， 使桥
面更加稳固 ， 风雨剥蚀 ， 徒奈其何 。
由于设计巧妙 ， 桥面是很难积水的 ，
一旦雨水丰盈， 也顺着四下里的引桥
而分散流下。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提
升了桥面的寿命。 每个桥孔、 望桥柱
上几乎都爬满了青藤之类的绿植， 远
远望去， 更是为八字桥增添了生机和
活力。

在绍兴， 桥多得如牛毛， 但八字
桥的独特性堪称全城首屈一指。 八字
桥 “特” 在哪？

一是它的落坡结构特殊。 此桥有
适应三街三河交叉的复杂环境要求的
四向落坡设计 。 桥东为南 、 北落坡 ，

成八字形； 桥西为西、 南落坡， 也成
八字形； 桥两端的南向两落坡也成八
字形。 这种桥坡结构在中国古代桥梁
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二是桥中有桥的结构特殊。 八字
桥南向两落坡下各有一个桥洞， 两桥
坡遂成了两座小桥 。 这种设计方案 ，
既解决了水陆交通问题， 而且建桥时
不拆屋不改道， 和周围原有的环境自
然融汇在一起， 因此成为我国桥梁建
筑史上极为优秀的范例。 古典园林专
家陈从周先生称此桥为 “中国乃至世
界上最早的城市立交桥”。

“云气横开八阵形， 桥形遥分七
星势。” 夕阳西下， 结构奇巧的八字桥
跨越800多年的风雨， 隐在江南的诗意
之中 。 晚归的小舟从桥下慢慢划过 ，
水面上便漾开了绮丽的波纹。 沿河鳞
次栉比的民居亮起了点点灯光， 人们
三五成群， 坐在河边的椅上、 石凳上，
弹琴、 聊天、 观赏夜景； 廊沿下挑出
的串串红灯笼， 为八字桥增添了几许
神秘的色彩 ， 美仑美奂 ， 浑然天成 ，
烟火气息， 氤氲漫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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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八字桥：
云气横开八阵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