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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洞、奇峰、云海，乃响水三绝也！

早就听友人谈起巴中市南江县

响水村的云海壮观，横亘绵延，万千

幻化，可谓川北罕见。

为一睹响水云海胜景，早早地

吃过早餐，我们一行六人驱车翻越

崇山峻岭，在羊肠小道上经过近两

个小时的行程，到达海拔1000余米

的公山镇响水村。

在向导的指引下，我们步行前

往虎头山、凤凰岭一带最佳观赏点，

一睹响水云山雾海的真容。

信步徐行，雾气蔓延，前行的路

徘徊于万丈深渊之上，跻身于绝壁

悬崖之间，仿佛蜿蜒至雾海仙岛之

中。一路前行，时有鸟音清唱、空谷

传响，时有林间甘露，飘飞润身。转

过山头，一轮红日缓缓地从山腰探

出头来，我们的步伐更加急切，终

于，在一处较为开阔的平地边，向导

停下了匆匆的脚步。

举首远眺，这云山雾海便汇聚

在眼前了。

远处层层叠叠的云层，如沧波

碧海，镶嵌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之

间。起起伏伏的云层，在峰峦之间

旋转、漫步，如碧波拍打碰撞出的洁

白的浪花。

金色的阳光穿林破雾而来，在

绵延的云山之上，仿佛也被美景陶

醉，在云端翩翩而舞。蒸腾的雾气，

伴随光与影而升腾、跳跃、变幻、游

走。云雾一趟儿南去，如奔腾之野

马，弥散四野，亦如缱绻之候鸟，欢悦

而聚，惊惧而散；一会儿北归，幻化成

丝丝炊烟，诉说“空山不见人”的宁

静；蹁跹演绎“雪花大如席”的壮美。

山顶的云雾，渐渐退却下来，山

也渐渐露出巍峨而严肃的面容。崖

底潺潺奔涌的溪流唱起愉悦动人的

歌声，如马嘶、如鸦啼，如琴瑟、如笙

笛。与这云雾一起，共同演绎云卷

云舒、如诗如画的仙境。我们都被

眼前的美景所吸引、所沉迷、所陶

醉。置身于这云山雾海之中，身体

的疲乏、心灵的疲倦瞬间被这云烟

洗涤，随雾波消散。

阳光愈发明媚，犹如一把锋利

的剪刀，轻轻给群山剪裁出一件件

轻柔的薄衫。隐藏在这茫茫云海之

下的村落，渐渐显出动人的身姿，犹

如几点墨滴，溅落在偌大的绿色画

纸上，点缀出别样的美景。

看过响水的云雾，见过壮美的

景象，觉得人生亦如云雾。从童颜

到鹤发，有暗影有光环、有沉寂有绚

烂、有聚合有离散、有彷徨有勇敢，

袅袅而起，徐徐而坠，只是云雾受不

得温暖、耐不住严寒。人生则又不

尽相同，云雾不过眼前之景、心中之

境，一切障目皆是云雾，如此思来，

才明白迷惘时犹需耐心、困境时更

需等待，待到晴日当空，云舒雾散，

朦胧的人生便会清晰起来。

响水的云山雾海已然落幕，这

人间仙境，更在烟火世间，不是么？

云山雾海萦响水
□杨登俊

昆明西山，又名碧鸡山、太华山，因在城市

西边，元代以来俗称西山。远眺形似巨佛长眠，

亦名卧佛山，又有睡美人山之称。它坐落在滇

池西岸，北起碧鸡关，南至海口，绵亘24公里。

站在山顶，500里滇池尽收眼底，湖光山色风光

旖旎。元朝时，西山曾建有云南梁王避暑宫

殿。山顶有小石林及建于1927年的云南最早的

高山气象站，现为云南气象博物馆。山麓有升

庵祠、徐霞客纪念馆等。

大多数人只听说过洛阳龙门石窟，其实昆

明也有一个龙门石窟，清代由道士吴来清和杨

汝兰、杨际泰父子组织众多石匠开凿。以“奇、

绝、险、幽”为特色，有“不耍西山等于不到昆明，

不到龙门只是白跑一趟西山”之说。

龙门旁的达天阁，是在原生岩石上雕凿而

成的石室。石室外北侧刻有跳跃的鲤鱼，南侧

刻有金龙，这就是鲤鱼跳龙门的典故。龙门至

今流传着各种传说，有一个关于状元情结的传

说：自隋朝开科举以来，云南上千年没有出过状

元。何时在绝壁上凿出龙门，云南人就有望金

榜题名。就在科举考试制度即将结束的1903

年，云南学子袁嘉谷应经济特科试，列一等一

名，授编修，成为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

站在高高的龙门石窟上，我甚至不敢低头

下望，悬崖使人胆寒。我不敢抬头仰望，生怕白

云悠悠过，让人目眩头晕。我更不敢使劲跺脚

或高呼，害怕震动太大，脚下的罗汉崖就会被大

风吹散了骨架。

在如此崖壁上用双手开凿石窟隧道、架起

悬空桥，要有怎样的信仰和执着？一拨拨的游

人来了又去，用上千年的追寻把惊叹写成回忆。

上西山的道路有很多条，其中以千步岩和

太华古道两条古道最为著名。位于龙门村的千

步岩，是上西山的一条古道，至今已有数百年的

历史。据史料记载，元代梁王在西山罗汉崖建

避暑宫，当时就有登罗汉山的古道。明代重修

罗汉山古道，铺设石阶，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

1007级台阶，所以称“千步岩”。由于道路在两

三公里的路程内抬升了400多米，所以比较难

行。游人从山脚步行五六十分钟可以直达西

山龙门景区。沿途树林茂密，一路上可见古代

和民国时期的记事碑刻。这里四季可见各色

野花，即便是烈日当空的时节，这条路上也总

能找到阴凉，在视野开阔的地方，还可以饱览滇

池风光。

另外，还有一条太华古道可以直达山顶。

太华古道是元代修造的西山最古老的山道，1.8

公里的古道连接着华亭寺和太华寺，从华亭寺

出发，走太华古道游西山已经成为许多人健步

休闲的路线。

1638年，徐霞客不远万里来到昆明，曾到西

山游览。当年，他从昆明乘船到高峣，经过太史

祠至华亭寺，又从太华古道到罗汉崖、凤凰岩等

地游览，再从千步岩古道下山到龙门村，写下了

著名的《游太华山记》，流传至今。上山和下山，

徐霞客分别走了两条古道，也把两条古道的风姿

收录进了《徐霞客游记》，从而被天下人所知晓。

对一个地方的喜爱，首先源于

它的名字。

钓源古村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兴

桥镇，“钓”和“源”，只轻吟这两个

字，就诗意十足。念着念着，仿佛看

到了一幅清艳而温婉的画卷。揭开

名字的轻纱，看到画里的人，画里的

物，透着经年的美意。伴随宋元明

清历史的车轮，一路浩浩荡荡，历经

千年的风雨历程，小村从苍茫中走

来，厚重而悠远。

据说钓源古村是欧阳修后裔的

聚居地。欧阳修的祖先欧阳托最先

居于庐陵，后经吉水县迁往永丰县

然后到此地。千年的钓源，讲述着

欧阳家族的兴衰史，更折射着庐陵

文化的千年光芒。那三十多对旗

杆石，保存完好的祠堂，长长的照

壁，精美的石雕、木雕和彩绘，无不

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民居博览园”

的气魄。

好奇的人们，早已迫不及待地

想要揭开一座千年古村落神秘的面

纱。别急，朋友，钓源，早已悉心地

给迫切想要走近它的人们，展开了

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图画。

从明代到1916年，经历了四次

“手术”的欧阳氏祠依然矗立在村

口，静静地回望着辉煌的岁月。它

是全族的总祠，呈“品”字形布局。

前厅下的大天井和东上厅两边的小

天井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大的“品”

字。这种“天呈品，地呈品”的结构，

神秘而有韵味，寓意欧阳氏的子孙

要有高贵的品质，有品位、有追求。

忠节第牌坊是礼派宗祠前的重

要建筑，是全村十六座牌坊中的唯

一遗存。牌坊三檐单门，门前是七

星望月的池塘，坊前栽着四株元代

的璎珞柏，伫立在四季里，历经千年

的风吹雨打，传承着庐陵文化“耕读

传家、崇文重教”的使命。

钓源犹如一块璞玉，低调而又

含蓄，朴实而又静美。一砖一瓦、一

池一巷皆古香古色。青石板铺的路

走来光滑而有古韵，条条巷道的青

石板下都有暗道，均为青砖砌成。

雨水过后，整个村子里没有泞泥，有

的只是清新的景象。

当我们的双脚轻轻踏过青石

板，和那久远的足迹重叠。当年羽

扇纶巾的名士，带着银元和布匹，

骑着高头大马从异乡回来。那哒

哒的马蹄声，仿佛就在我的脚下徘

徊……

古村之美在于她的沉淀和韵

味。青石板，青灰的瓦房，屋檐密布

的缝隙里天空犹如一线……每一处

建筑都述说着古村厚重的历史文

化，隐约可现昔日的辉煌与鼎盛。

凡是来到钓源的人们，都会情

不自禁地把自己的身心毫无保留地

交给这座藏在灵山秀水中的村落。

陶醉在一泓池水里，陶醉在朱檐灰

瓦中，陶醉在深院清秋里，巴不得时

光慢一点，再慢一点。直到在一头

宽一头窄的喇叭巷中，与忙着晾晒

东西的大姐相视一笑，有鸡犬在巷

道里自由穿梭，有孩童在嬉戏玩耍，

巷道的尽头，有袅袅炊烟升起，这地

道的乡村美景，让人流连不已。

置身古巷，嗅着袅袅的炊烟，尤

如穿越了悠远的时空隧道，不知不

觉地，就把自己置身于明清时代的

社会生活中。风雨廊桥的倒影；雕

龙画凤的砖饰；长道短巷的青苔；宅

院重檐错落，让人生发出“寻古风之

悠远，觅流韵之长传”的雅兴情思。

阅读着钓源古村的池塘、风雨

廊桥、石板路、照壁，既是一帧鲜活

的时光画卷，也是一枚民俗民情的

生动符号。在廊桥上听戏、逗蛐

蛐、搓麻绳、纳鞋底、抽旱烟……多

惬意！

循着夕照的青石板小巷，我像

一只前世的燕子，想从远古的瓦缝

砖隙中，打探钓源古村经年的秘密。

千步古道上龙门
□汤云明

钓源古村之美
□李珂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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