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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 在在 旅旅 途途

7月4日，我受皖西作家协会邀请，前往天堂
寨参加采风活动，能受邀参加这样的活动完全
出乎我的预料，兴奋之情伴随我的整个旅程。

我们前往天堂寨的路并不是高速公路，
而是经过霍山黑石渡、燕子河等地的一条旅
游公路。公路挂在悬崖边的半山腰上蜿蜒盘
旋，一车人坐在一辆中巴车上，随着山势左甩
右甩。路两边修竹茂林，远处的山顶上有团团
云雾腾起，深不见底的山崖下虽不见潺潺流
水，但可以感受到它湿漉漉的气息。

车行三个多小时终于在一个叫黄河村的
地方停了下来，同行的朋友告诉我，此行的一
个目的地——— 黄奶奶手工茶厂到了！自家茶
厂生产的瓜片虽然是用简陋的纸杯冲泡，但

喝起来仍不失其味道的甘爽与醇香。我们到
茶厂时早已过了采制春茶的季节，一行人面
对冰冷的制茶设备，仍可以想象炒制春茶的
热火朝天的场面。“闻香识女人”，我想闻香识
茶也应该是有道理的吧。茶是由山水之灵气
孕育而成的，也只有和它相知相惜的人才能
体悟它的韵味。不同的人对不同的茶也有着
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缘。如果有一天你无意中
闻到一缕茶香，它直达你的脑髓，它让你心跳
加快，就像遭遇了一场初恋；它让你泪流满
面，就像亲人久别重逢，那么这就是你心目中
的好茶，因为它契合了你内心真实的感受，它
符合你心目中那个好茶的标准，虽然这个标
准你可能并不清楚它是怎么形成的。

茶厂对面隔着一条马路有两棵古树，其
中一棵是有350多年树龄的银杏。它枝繁

叶茂，粗有两人合抱，树冠郁郁葱葱犹
如一把巨伞。它被当地人好好地保
护着。树下方圆近百平方米的地
面上落了厚厚一层银杏树叶和
银杏果，有的果壳已经腐朽露
出了里面的果仁。新发的银杏树
苗高约一尺，这里一丛那里一簇

的。我想这也算是一种传承吧———
生命的传承。当我走近这棵高大古

树，用手扶摸它粗糙的树皮时，心中充满
了敬畏之情，因为我摸着的分明是350多年

的历史！我把脸贴在它的身上，仿佛能听到
它血液流淌声音；闭上眼，眼前满是白云苍
狗、沧海桑田……

此次进山正值梅雨季节，无处不在的水
伴随我们的整个行程。不论进山出山，车行途
中我们时不时会看到一道道瀑布奔流而下。
有时它就在溪流的对面的山腰上，其声充耳
可闻；有时它不在远处的崖壁上挂着，无声无
息。只有这时我才能真切体会“遥看瀑布挂前
川”所描绘的场景。茶厂所在的黄河村坐落在
半山腰上，有水渠沿公路经过每户人家的门
前。渠水清冽，顺着山势奔流而下，日夜不歇。

能到八湾堂避雨的机缘纯属偶然，因为
不下雨的话，我们本来是要上天堂寨的。八
湾堂是当地黄氏家族于明代万历年间修建
的“回”字形徽式建筑，青砖黛瓦、苔痕阶绿，
颇有历史的久远感。八湾堂的入户门并不

大，甚至显得有些寒碜。进了门才发现里面
别有一片天地，四进两厢的房屋布局严谨齐
整。“回”字的正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
地上栽有翠竹青松，石墩上摆放各种盆景。
站在天井四周相连的走廊上，听忽大忽小、忽
急忽缓的雨滴打在竹叶上、松针上、花瓣上，
一颗纷乱的尘世间的心顿时静了下来。我曾
打着伞在绵密如丝的春雨中独自徘徊在田埂
上，我也曾在夏日雷雨中赤脚疾行在学校的
操场上，在八湾堂的回廊上观雨却是另一番
感受。我本来就不爱说话，此刻的我站在青石
板上更是不愿多言，任微风细雨扑面，想着两
百年前是不是有人也如我这般站在此处，也
是如此让纷飞的细雨飘落在自己的心里。

“仁者乐山，智才乐水。”我自知我不是什
么智者，但我觉得景有了水，才会有那份灵气
那份仙气。水是景的魂。

淅淅沥沥的小雨，拍打着车窗，山间的晨雾弥漫，像烟灰
色的薄纱，将山峦草木皆笼在云海之中。徐徐的风，推着云
彩，或轻盈或厚重，让人体会到七月从未有过的凉爽与舒适。
大巴车沿着崎岖陡峭的盘山公路，载着一行人驶向云山深
处——— 天堂寨。

天堂寨位于安徽省金寨县西南部，大别山主峰之一。它
从何时出现，名字由来未曾可知。唐朝诗人李颀“秦淮奉使千
余里，敢告云山从此始”；晚唐杜牧“楚关蕲水路非赊，东望云
山日夕佳”；北宋诗人张一“朝发云山近岐亭”等诗句中的“云
山”均指此山。可见天堂寨的美纵使历经岁月，也在一代代人
的心里难以忘怀。

“噼哩啪啦”一阵清脆鞭炮声，令吃了晕车药昏昏欲睡的
我，为之一振，城市禁燃禁

放，没想到大山里会
有人，用久违的鞭

炮声，表达他们
最 质 朴 的 热
情。

下车，雨
停了，阳光穿
过薄雾，浓云
映在远山上，
宛如一只赤色

凤凰闪耀着火焰
划破天际，转身之间

投入云山化为一抹惊鸿。此
时的天，长空万里只点缀朵朵白云，深吸一口气，雨后青草的
芳香混着淡淡的茶香，空气清甜得像是煮熟麦芽糖。

目光所及之处，蓝天白云、远山巍峨、百年银杏傲然屹
立、村落、茶厂……明亮而清澈的色彩构成自然的画卷，从未
想过宫崎骏笔下的夏天，在这里被我寻到。

路边杏树、桃树多年来寒来暑往，青黄交迭，树倒了根未
断。迎风又长，总算等来了硕果累累。还有大片的格桑花，奶
白，鹅黄，紫红……花满枝头。它们的秆子纤细，花瓣不大，看
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可我知道风愈狂，它身愈挺；雨愈打，
它的叶子愈翠；太阳愈曝晒，它开得愈灿烂。这就是山里人的
品质吧？

藏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不管是谁，只要找到了八瓣格
桑花，就找到了幸福。我忍不住好奇心，细细寻觅起来。八瓣
格桑花没见着，收获一些格桑花的种子。包起来，揣进兜里。
来年，我要亲手种下我的幸福之花。

黄奶奶手工茶的传承人黄爱国，招呼大伙入座品茶。第
一次参加集体活动，手捧新茶，身边大咖如云，真是“千载奇
逢，无如好书良友；一生清福，尽在碗盏茗烟。”看着嫩绿的茶
叶在沸水中缓缓下落，一缕淡淡的沁人心脾的香气，慢慢地
弥漫开来。一瞬间，驱散夹杂在细雨中的微凉与远古诗词里
的愁绪。

茶叶是春天里，茶树刚刚抽出的嫩芽，采摘制作而成。那
些被掐断生命线的小叶子，经过火的烘焙、翻炒，开水的冲
泡，在水深火热中不
断完善自我，才给人
以生命的滋润和馨
香。忽然觉得自己就
是那片刚抽出嫩芽
的叶子，若想散发出
茶叶的馨香，还需历
经水与火的历练。

云深不知处
熹微

天堂之旅
张军

去天堂寨采风，中午在吃饭的时候，有人
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我最想尝尝传统的“天
堂寨吊锅”。

天堂寨吊锅，是天堂寨乃至整个大别山
区最具特色的美食，但我真正感兴趣的倒不
是食物本身，而是这种古老的餐食形式，围炉
而坐，共火而食，这种餐食形式，我想知道究
竟蕴藏着怎样的文化力量，才能让其绵延千
年而不绝。

人类几百万年发展史，学会用火并熟食，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这不仅仅是餐食形
式和身体进化的改变，更重要的是集体意识
的形成，共享食物、共火而食，让部落群体自
觉地团结在一起，扶老携幼、分工合作，以集
体的力量带领全体人员，共同面对险恶的生
存环境，这才是人类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年轻力壮者外出狩猎，妇女负责纺织和
照顾孩童，年老者以其丰富的经验，判断、决
策并留守火种、烹饪食物，当劳动者带着收获
返回部落以后，大家一起围着火炉共同进食，
而此时，吊锅就成了最实用也是最温暖的烹
饪模式。

支起三脚架，吊上一口锅，将所有的食物
放在一个锅里，荤素搭配、五味俱全，各种食物
相互交融，每一种食物既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又相互渗透包容，最终呈现出丰富多彩、众菜
融合的美味，个性与融合、个体与团队，在吊锅
里这个餐食形式中，得到了最好的安排，也让

集体的温暖，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表现。
人类之所以在自然进化史上能够脱颖而

出，除了用智慧制造出了工具，团结协作、共
同发展是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一代又
一代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在潜意识里已经形
成了共同认知，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战胜敌
人、战胜困难，所以，不论在哪一个发展阶段，
团结永远是主旋律，尤其是在早期人类发展
时期，生产力低下，食物获取不足，团结协作
就显得尤其重要，共火而食，就是这种文化的

最好诠释。
因“共火”而来的“伙食”、“伙伴”、“入

伙”、“合伙”、“散伙”等词汇，一直伴随着我们
社会发展而来，人们在“共火而食”的过程中，
吃出了情谊、吃出了道理，也吃出了无以言表
的“味道”，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群体意识形
成的重要起点，我想这也是吊锅历经千年依
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文化渊源吧。

随着时代的发展，食物渐渐丰富起来，天
堂寨吊锅的菜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今天的
天堂寨吊锅，除了传统的当地食材如蕨菜、竹
笋、石耳、小河鱼、土公鸡、黑毛猪肉等菜肴，
也在不断增加新的食物，例如象征着吉祥意
义的吊锅圆子、鸡蛋饺子、红白豆腐、鹌鹑蛋
等等，现在都是吊锅里的常见菜，甚至像海鲜
一类的水产品，偶尔也会出现在吊锅里，所
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天堂寨吊锅，食材已经没
有了固定模式，每家每户可能都不一样，我在

“黄奶奶茶叶”家吃的吊锅，与我之前吃过的

很多大别山地区吊锅，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所谓“传统”和“正宗”之说，在今天开放和急
剧发展的社会中，已经变得淡薄而又无足轻
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尽管天堂寨
地处大山深处，但是那里的人并不短视，那里
的思想也并不保守，他们深知发展才是硬道
理，一切墨守成规、罔顾现实的行为，终将会
把事物带向衰弱和没落。

在参观完“黄奶奶茶叶”的制作流程，以
及了解他们营销模式之后，我更加坚定了这
种看法。“黄奶奶茶叶”年轻一代掌门人黄总，
在坚守传统手工制茶的根本之外，茶叶的包
装、销售、宣传都已经完全跟现代接轨，抖音
带货、文案策划、多方合作、设立形象店等等，
都反映出了天堂寨人大视野、顺潮流、善改变
的开拓发展精神。

一起事物的发展都是相通的，变和不变，
永远都是相辅相成、相望相守的辩证关系，就
像天堂寨吊锅，食材可以变、器具可以变，火
源也可以变，但吊锅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永远
都不变，共火而食，共享美食，这种体现团圆、
合伙、共享、兼容的精神，始终都是人们坚守
的永恒信念。

天堂寨犹如天堂一般美丽，那里的山水、
那里的人文、那里的美食，都是那么的美好，
希望以后能常来这里，看看山、看看水，再吃
一次天堂寨吊锅，再感受一次“共火而食”的
欢乐。

共共火火而而食食话话吊吊锅锅
寒寒江江雪雪

近年来，裕安区石板冲乡旅游业发展和生态环保并驾齐驱，全乡绿色发展的综合效益日益显现。六
安古八景之一的九公寨，位于石板冲乡九公冲村，在裕安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如今的九公寨
已打造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国家级4A级风景区，同时横排头风景区与该乡毗邻、“全国绿化千佳村”的
赵湾村与九公寨山风景区遥相呼应，这独具的资源成为该乡的显著特色。旅游业的提升发展也为当地
群众带来了便捷的交通和就业的新途径。 本报记者 袁洁 摄

资资讯讯

本报讯(张贵恩)8月10日晚，送戏下乡团队来到了罗集乡陈墩
村站点，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为了促进农
村文化建设，改善农村社会风气，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满
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裕安区罗集乡全力保障“送戏下
乡”工作顺利开展。

动员组织，精心安排。组织人员与演出单位做好对接，选取交
通便利、便于人员集中的地点作为演出场地。广泛宣传，营造氛
围。通过微信群、QQ群、村广播、小喇叭等方式通知村民活动安
排，确保村民知晓演出时间，及时到场观看演出。防疫到位，保障
后勤。提醒村民在观看节目时间隔一米距离，并搞好用电保障、茶
水供给等基本后勤服务。

本报讯(台春华)8月15日，“农商杯”安徽省广场舞省市县三
级业余联赛叶集区选拔赛在叶集全民健身中心激情上演。大赛以贯
彻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为宗旨，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建设，搭
建群众便于参与的展示平台，打造叶集全民健身娱乐活动品牌，让
更多的人享受健康和快乐。

1 8支广场舞队伍同台竞技，他们各展舞艺，展开了一场精
彩纷呈的“舞林大会”。《天南地北唱中华》、《看山看水看中国》、
《幸福中国舞起来》等节目将对祖国浓浓的热爱、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融入其中，展现了当地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赢得
了阵阵喝彩。

本报讯 (王甫胜 )8月 1 5日，由霍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的
“清凉霍山·避暑一夏”安徽霍山第二届避暑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
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达人、作家、摄影师、微博大V、瑜伽
爱好者等近200人齐聚霍山，共赴清凉。

活动现场，霍山五大避暑地——— 大别山主峰景区、磨子潭镇、
太平畈乡、月亮湾作家村、霍山大峡谷漂流景区负责人联合推介霍
山，开启霍山深度旅游体验，参与包括月亮湾作家村避暑读书专题
会、陡沙河温泉小镇水乐园亲水嘉年华、大别山主峰景区高山瑜
伽、太平畈石斛小镇品斛纳凉、霍山大峡谷漂流戏水等多项避暑活
动，活动内容精彩纷呈，让更多人了解霍山避暑旅游，进一步扩大
避暑文化的影响力。

叶集：广场舞开跳

霍山：举办第二届避暑文化旅游节

裕安区：全力保障“送戏下乡”

唱响绿色生态歌

本报讯(程倩)8月14日，在《幸福茶乡请
你来》的歌舞声中，由六安市人民政府主
办，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各县区文化
和旅游局协办的2020“红色之旅 云游六
安”系列活动在六安市裕安区红色将军
镇——— 独山镇正式拉开帷幕。“红色徒步
之旅”“云游六安 线上打卡”“六安抗疫

医护人员‘皖美之旅”三个子活动也同步
开启。其中“云游六安 线上打卡”活动持
续至9月30日，游客通过打卡3条经典红色
旅游线路，攒齐五朵“金花”。

开幕式后，首批参加“红色徒步之旅”
的200余名队员们统一前往独山革命旧址
群参观九处革命旧址，缅怀红色岁月，接受

红色主题教育，让大家进一步地了解六安
厚重的红色文化。活动过程中还为大家准
备了学党史、上党课、学唱红歌，同乘一列
车、驶向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寻找红色
拼图等丰富多彩的体验式旅游项目。第二
天，红色徒步队离开独山镇，奔赴全国著名
红色革命根据地——— 金寨县，大家在红军

广场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敬献花篮，参观大
湾村，感受了大湾村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市举办本次系列活动，旨在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创新方式，打造富有地域
特色的红色文旅精品活动，提振文旅消费
信心，全景展现绿水青山红六安的自然之
美、和谐之美、人文之美。

“线上打卡 线下体验”游六安

本报讯(陈晨)日前，市文旅局启动了第二季六安非遗纪录片拍
摄工作，将选取金寨思帝乡锣鼓、霍山四弦书、叶集木榨油技艺3

个项目作为记录对象。同时将依托10多年来全市非遗保护工作成
果，拍摄一部六安非遗形象宣传片。

六安非遗纪录片拍摄工作旨在抢救我市缺少市场基础、文化属
性强的非遗项目，保留文化资料，传承文化基因，激发传承动力。
第一季分别拍摄了霍邱长集皮影戏、舒城显杨冲叉、金安邀大岭、
金安大红袍油纸伞制作技艺，据悉，第二季将在每部记录片的结尾
增加“文化反思”内容，与大众一起探讨传承路径，激发全社会共
同参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热情。

第二季六安非遗纪录片
拍摄启动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记者 胡璐)

自 2 0 1 5 年我国启动试点以来，东北虎
豹、三江源等 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进展顺利。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已启动评
估验收工作，年底将提出正式设立国家
公园的建议名单。

这是记者 1 4日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
的。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说，建立国
家公园体制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

重 要 内容。 目 前 我国正在开 展 东 北虎
豹、祁连山、大熊猫、三江源、海南热
带雨林、武夷山、神农架、普达措、钱
江源、南山等 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试点区涉及 12个省份，总面积超过22万
平 方 公 里 ， 约 占 我 国 陆 域 国 土 面 积
2 . 3%。

“通过几年的努力，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位负责人

说，各试点区均组建了管理机构，编制
实施总体规划，基本完成自然资源所有
权边界划定和确权登记工作。

他表示， 1 0个试点区把生态保护摆
在第一位， 将 各 级 各 类 自然保护地 整
合 ，实行统一管理 、 整 体 保护和系统
修 复 ， 已经取得 明显成效 。 武 夷 山试
点区完成生态修复6 5 0 0亩，整治违法
违规茶 山 7 3 0 0 亩 ， 拆除违规建 设 3 9

处；大熊猫试点区实施生态修复和栖息
地恢复工程， 建 设大熊 猫 野化放归基
地，恢复大熊猫栖息地近4万亩；三江
源、普达措试点区矿权和水电等开发企
业已全部退出。

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评估验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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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为为医医护护人人员员游游览览燕燕子子河河大大峡峡谷谷。。

8月14日—16日，从抗击新冠疫情战场凯旋的我市42名医护
代表挺进大别山，踏上了一场休闲轻松的“皖美”之旅。
这是“红色之旅 云游六安”系列活动的子活动之一，六安抗

疫医护团队从独山革命旧址群出发，奔赴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霍
山县，在金寨县游览4A级旅游景区燕子河大峡谷，畅游5A级景区
天堂寨漫步白马大峡谷，之后沿马鬃岭自然保护区栈道而下，在
崇山峻岭中感受大别山最原始的风貌；在大湾村，欣赏大湾村旧
貌换新颜后靓丽如画的乡村美景。三天两夜的旅程让医务工作者
们充分感受了“绿水青山·红色六安”的魅力，饱览我市的秀美山
川。此外，为表达对医务工作者的关爱，我市还推出了全市A级景
区5年内对援鄂医疗队员不限次免门票活动。记者 陈琛 文/图

青山绿水迎来抗疫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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