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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黄果树大瀑布，她的浑然天成、
鬼斧神工、气势磅礴，自古以来都是文人
墨客赞美的特质。

最早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徐霞
客游历贵州，为黄果树瀑布倾倒，瞬间云
华满纸：“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
空，势甚雄厉。”

清代有著名书法家严寅亮在瀑布对
面的“观瀑亭”留下名联：“白水如棉，不用
弓弹花自散；红霞似锦，何须梭织天生成。”

近有作家杨国民在散文《黄果树听
瀑》里写：“瀑布如雷轰鸣，山回谷应，我
们仿佛置身于圆形乐池中，四周乐声奏
鸣，人若浮身于一片声浪，每个细胞都灌
满了活力，让人真正感受到自然的伟大
与恢宏。”后来，该散文入选小学五年级
人教版语文教材。

“烟雾腾空，势甚雄厉”“一泻万丈，
蔚然奇观”，作为亚洲第一大瀑布，用再
壮阔大气的辞藻来形容她的神奇、恢宏
都不为过。

我的故乡在黄果树大瀑布上游一个
叫石头寨的小山村，从小听着瀑布水声
长大，对大瀑布的雄伟壮观、磅礴气势，
早已入耳入心，不足为奇。因此，关于瀑
布自然景观的美，我不想言说太多，我家
住在瀑布旁，我与瀑布的故事，要从她上
游的一条河讲起。

要说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那白水
河就是咱石头寨的母亲河。一年四季，
白水河清水悠悠，两岸的杨柳依依，村民
们的生活、生产都离不开她，妇女们在河
边洗衣，男人把河水引入水渠灌溉禾苗，
到了夏天，儿童们就在河中游泳戏水，收
获满满的快乐童年……

一条静静流淌的白水河，滋养了两
岸的布依族人民。

乡亲们靠水而生，也护水爱水。村
里死去的动物，一律拿到山上掩埋，不允
许往河里扔，生活生产的垃圾，不允许往
河里倒，到了鱼儿生产的季节，不允许村
民到河里捕鱼，这些都是老辈人传承下
来的规矩，谁也不能违反。

我与白水河难忘的故事，要追溯到我

11岁那年。生活在水边的村庄，大多有
养鸭养鹅的习惯，我家也不例外，记得小
时候，我家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只鸭子，
少的时候，也有一二十只。11岁那年，我
家养了15只鸭，每天清晨，母亲打开鸭
圈，成群的小鸭子就会一路扑闪着幼小的
翅膀唱着歌跳入村前的白水河戏水，可爱
极了。傍晚的时候，鸭子们又会迈着欢快
轻盈的步伐回到鸭圈。

有一天早晨，母亲像往常一样打开
鸭圈，却不见鸭子出来，母亲以为鸭子也
有睡懒觉的时候，没太在意，继续去厨房
忙碌早餐，过了近半小时，还没见鸭子出
来，母亲察觉到了不对劲，走进鸭圈仔细
一看，才发现鸭圈里满地都是血和散乱
的鸭毛，原来在深夜里，后山的野生动物
遛进鸭圈，鸭子全都被咬死了，看到躺在
地上满是伤口的小鸭子，母亲悄悄流下
了心疼的眼泪。

那天早上起来，看到死去的鸭子，我
心里也特别难过。只见母亲把小鸭子的
尸体一只一只地从鸭圈搬出来，再小心
翼翼地装到一个尼龙袋子里，吩咐我背
到河对岸的山上掩埋。我左手提起锄
头，背着袋子就往山上走，越往前走，越
感到沉重，心里也更难受，昨天还在河里
戏水、活泼可爱的小鸭子，怎么一夜之间
就全死掉了呢？

要去到白水河对岸的山上，需经过河
上的一座石墩桥，走到桥上，提着锄头的
手实在太累了，我索性把肩上的袋子和手
中的锄头一起放了下来。站在桥上休息
片刻，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我仿佛又看
到了小鸭子们在河中戏水的身影，它们是
如此的活泼，又是如此的可爱，想着想着
眼光又回到了身旁的尼龙袋上，它们没在
戏水，它们已经死了，再也不会到河里游
玩了，想着想着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为什么要把小鸭子埋在山里面？鸭
子喜欢戏水，不应该与水待在一起吗？
这样它们就可以永远在河里欢快地玩耍
了！母亲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我在为
死去的小鸭子难过的同时，也为自己突
然的想法感到高兴，这算我为可爱的小

鸭子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吧！希望它们永
远开心活泼。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身旁的尼龙
袋，一只一只地把小鸭子搬出来整齐地摆
在了河边，再一只一只把它们轻轻地放到
河里，我静静地蹲在河边，眼里满含滚烫
的泪水，看着它们跟着河水慢慢去向了远
方，像是完成一场神圣的葬礼。

怀着放松的心情回到家中，母亲已
做好了早餐，我们正端着碗筷吃着面条
的时候，母亲突然发现了哪里不对劲，紧
接着投射来怀疑的目光，到河对岸的山
上至少有三里路，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确定把鸭子放在山里埋好了？

听着母亲突然而来的追问，我脸色
立刻变得通红。此刻，母亲更相信了她
的怀疑，你把死去的鸭子放到哪里了？
这么短时间就回来了，你不会就直接放
到河里了吧？母亲追问的声音变得越来
越大，我变得越来越紧张，不敢隐瞒，只
好低着头默认。

造孽呀，你犯大错了！母亲来不及
批评我，只见她立刻放下手中的早餐，从
杂货屋拿起捞鱼的网兜就飞快地向河的
方向跑去，我知道母亲要干什么，也紧跟
着母亲急匆匆地跑到了河边。

在流动的河水中捞鸭子是艰难的，
白水河往黄果树大瀑布方向越靠近，河
道越窄，河水流淌得也越急，加上河道蜿
蜒曲折，河中间不时有裸露的石头，被我
放进河里的死鸭子，很快漂到不同的河
段，村里的乡亲看到母亲一个人根本忙
不过来，也纷纷从家中拿来了网兜，帮着
母亲一起捞河中的死鸭子，一位两位，整
个白水河上游一下子汇集了20多位村
民，连老村长也来了，看着捞鸭子的人群
越来越多，我越感到事情的严重，心里也
越感到害怕。

直到中午时分，当15只鸭子的尸体
再次平平整整躺在河岸的时候，乡亲们
才停下手中的忙碌，听人群中有人说，最
远的鸭子，已经漂到5公里外的河面，仅
相隔不到200米，就会流入到黄果树大
瀑布。

母亲拖着沉重的双腿上岸时，她全
身的衣服已经湿透，但这并没有浇灭她
心中的怒火，她见到我时，顺手就拿起
网兜的木制手柄，当着众乡亲的面不停
地往我背上抽打，我知道自己犯了错，
这次我忍住疼痛，使劲不让眼泪流出
来。最后，在众人的劝阻下，母亲才停
下了对我的抽打，当她停下来的那一
刻，我才清楚地看到，母亲的眼角早已
满含泪水。

怕母亲忍不住再次打我，这时，老村
长把我从人群中拉到了一旁，他望着流
淌的河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河里的
水咱千万不能弄脏了，白水河的下游就
是黄果树大瀑布景区，每天有成千上万
的人从全世界各地赶来欣赏她，如果河
水弄脏了，人们观赏的不是瀑布，是咱们
整个布依族族群的‘脸面’呀！”

当把一条河与一个族群的脸面联系
在一起的时候，我犯的错就不再是一件
小事，它几乎贯穿于我接下来的人生每
一步，现在想起来，内心依旧感到惭愧！
也因为这一次犯错，让我第一次对“族
群”这个词有了认知。后来，随着阅历的
增加，我对布依族这个民族，也有了更深
层次的认识。

布依族，自古就是一个“水一样的民
族”，正如我生活的石头寨一样，依山傍
水，靠田而居，布依族祖先很早就开始种
植水稻，享有“水稻民族”之称。因此，水
是布依族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生计基
础，我们的族人将水视作天地起源的根
基，于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敬水、爱水
成为了布依族的传统。每逢农历三月初
三，白水河的布依族同胞将举行祭水仪
式，在寨老的带领下举行仪式，仪式完后，
还会举行山歌对唱和相互泼水祝福。

是的，一个看得见山、读得懂水的民
族，一个用自己的智慧与水和谐相处的
民族，又怎能不敬水、爱水？

我家住在黄果树大瀑布旁，瀑布旁有
一个美丽的村寨叫石头寨，有一条河叫白
水河，还有一个敬水、爱水的民族叫布依
族，我爱我的家乡，我爱黄果树大瀑布！

在贵州连绵不绝的群山怀抱之中，
存在着一处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仙境
——黄果树瀑布。今年，因缘际会，我
五次踏入这片神奇的土地，每一次与黄
果树瀑布的邂逅，都如同初恋般令人心
动不已，每一次的凝视，都蕴含着深深
的眷恋与无尽的思索。

初访黄果树，时值旅游旺季，游人
如织，络绎不绝。他们来自四面八方，
如同一条长龙，蜿蜒在通往“仙境”的路
上。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与大人们的殷
切期盼，交织成一首欢快的序曲，为我
的黄果树瀑布之旅铺垫了浓厚的期
待。我深知，这黄果树瀑布不仅是安顺
的瑰宝，更是这片土地繁荣的源泉。它
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为安顺的旅游业注入了无尽活力，使得
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安顺，这座享有21OC宜人气候的城
市，仿佛是大自然为黄果树瀑布精心打
造的摇篮。它滋养了这片土地，孕育了
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底蕴。黄果树瀑
布，无疑是安顺旅游的金字招牌，它如同
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群山之间，熠熠
生辉。它的独特风景，照亮了安顺的旅
游业，也照亮了这片土地的未来，使得安
顺成为了世人瞩目的旅游胜地。

随着脚步的深入，我踏上了去往瀑
布的观光梯，随着电梯的移动，耳边逐渐
响起了黄果树瀑布那独特的乐章，那是
水与石、力与美交织的旋律，仿佛是大自
然最真挚的呼唤。我站在观瀑亭上，远
眺那如白练般的瀑布从断崖顶端倾泻而
下，水石相击，激起千堆雪，烟雾迷蒙中，
彩虹若隐若现，宛如仙境一般。我仿佛
置身于一幅流动的水墨画中，所有的喧
嚣与烦恼都随着那飞瀑流水远去，只留
下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和谐。

走近瀑布，水雾扑面而来，带来一阵
阵清凉。我闭上眼睛，让心灵与这自然
之音共鸣。黄果树瀑布，它不仅仅是一
道风景，更是一种力量，一种能够震撼人
心、洗涤灵魂的力量。它让我感受到了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让我对生命有了
更深的敬畏和感悟。在这里，我仿佛与
大自然融为了一体，成为了它的一部
分。我感受着生命的律动与自然的韵
律，仿佛听到了大自然的心跳和呼吸。

穿过水帘洞，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

世界。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形态各
异，如同大自然的杰作。洞窗之外，瀑
布如帘悬挂，水珠不时溅落在身上，带
来一丝丝凉意和无尽的遐想。孩子们
兴奋地嬉笑着，仿佛真的进入了孙悟空
的水帘洞。我也仿佛回到了那无忧无
虑的童年时光，心中充满了欢乐和喜
悦。我伸手触摸那飞瀑流下的水帘，感
受着那份来自大自然的亲近与抚摸。
那一刻，我仿佛与大自然建立了深厚的
情感纽带，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敬畏。

走出水帘洞，眼前的景象再次让我
震撼不已。阳光透过水雾，折射出五彩
斑斓的光芒。瀑布依旧轰鸣着落入潭
中，激起层层浪花。我驻足良久，不愿
离去。每一次与黄果树瀑布的告别，都
像是在与一位老友挥手作别。心中充
满了不舍与留恋。但我知道，每一次的
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遇，每一
次的告别都是为了更深的眷恋。

黄果树瀑布不仅是一道自然奇观，
更是安顺乃至贵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黄果树瀑布周边的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高端酒店、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为游客提供了更加舒适便捷的住宿
体验。同时，各种文旅活动或旅游大会
也在这里举办，如第二届气象旅游发展
大会和第十届安顺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等。这些会议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
来参与，也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推动了安顺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黄果树瀑布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独
特的自然景观，更在于当地政府和企业
对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他们
通过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等方式，不
断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感。

每次的黄果树之旅，都让我有不同
的感受与收获。黄果树瀑布不仅是一
道风景，更是一种情愫，一种让我无法
割舍的情愫。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大
与美丽，也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思考
和感悟；在这里，我仿佛找到了心灵的归
宿，找到了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真谛。

黄果树瀑布，你是我心中永远的仙
境，是我生命中无法割舍的眷恋。你的
壮丽与神奇，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对于黄果树的感受，离不开听觉层
面的震撼。那是长期形成的印象，这些
年多次造访，感受进一步加深。

做记者好些年，采访过许多来到安
顺的游客，他们总会对黄果树大瀑布不
吝赞美之词。零碎感受拼接成画面感，
却颇有言不尽意之感。就着绝色山水
抚今追昔，借古人之言语，言今人之情
怀，是一种对话方式，更是一种人文传
承，结果是，目光可及的画面感进一步
清晰具象化。

这之中，徐霞客的点评最传神：“一
溪悬捣,万练飞空……捣珠崩玉,飞沫反
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仅摘引一
语，已感其气魄之大、气势之雄，大瀑布
的雄奇壮阔，早已成为文化符号，刻入了
思想深处。但我向来有个倾向：照片或
视频里的黄果树，收纳的是大瀑布基本
参数。其雄奇壮美，决不限于反复定格
之经典画面的共性！

记不得什么时候起，改用听觉感知
大瀑布。明明没看够雄奇，却陶醉于天
籁和地籁。近距离听瀑声，轰鸣震耳、声

浪滔天，嘈杂里夹杂兵甲铿锵，似有千军
万马之雄壮；远距离听瀑声，水语叮咛、
风过孔窍，婉转中颇有韵律法度，似有清
音悠扬之激越。把它拟作乐曲，无一言
重复、无一语矫揉，天然浑成得自然之
趣，渐渐使人听音忘俗！

这大自然的馈赠，或是黄果树特异
之处。根据音律常识，天籁发声，系出天
然；地籁成音，凭借孔窍。前者摆脱外力
约束，主打一个恣意奔放；后者仰仗地貌
形胜，主打一个鬼斧神工。在安顺，独特
的喀斯特地貌生成了大自然的“乐府”

“音库”；夏季平均风速2.4米/秒，舒缓有
余力，成就天人合一的听觉盛宴。季节
变化过程中，风速的差异，进一步造就了
瀑声的音色变化。如此说来，黄果树仿
如一架天造地设的瑶琴，凭风而歌、自然
成韵。大自然，怎地如此偏爱安顺！

犹记得上大学时，与班上来自天南
海北的兄弟姊妹闲聊，故乡的黄果树，一
并成为大家的念想。咱们班50余人，外
省学生占比7成以上。于是乎，邯郸的
古城峥嵘、丹东的边境地貌、内蒙古的辽

阔无垠、荆州的兵家必争，以至于六盘水
的“凉都”热情、黔东南施秉的漂流刺激
等，都成为大家念兹在兹的好去处。但，
大家对黄果树的期盼是更迫切的，甚至
是对贵州旅游的首要需求。

我以故乡为荣，以对黄果树丽色、声
景的描述作“饵”，成功让同学们“上
钩”。好些急不可耐的同窗，都不需我这
安顺人做向导，找到闲暇直奔黄果树，归
来后皆言不虚此行，更与其他同学分享
感受：景致美、空气净、水凉且柔。兄弟
姊妹们充分肯定了我的讲述：近处耳音
轰隆，瀑布与瀑声交织在一起，汇成磅礴
之力，在心间擂鼓成威；远处细语叮咛，
音色清脆婉转，把心弦撩起涟漪。

动静交感见雄奇。文科生毕竟感性，
善于从一草一木中捕捉灵感，一并匹配诗
意、情绪、倾向和态度。天南海北的同窗，
不自觉把描述雄奇、险峻、辽阔、奔放等特
质的词句代入黄果树大瀑布的画面感，却
也在细微之处嵌入了波光粼粼、曲折迂
回、宛在水中央、静水流深以至上善若水
等概念，凭借通感手法，进一步刻画出瀑

声若奔雷、若龙吟、若斧斤、若丝竹等具体
意象。声景合一，方见黄果树之妙！

那年头，“原生态”这个词，是大家耳
熟能详的。到过黄果树的同窗们，惊叹
于景区里自然景观不染尘俗的原生态，
惊叹于当地布依族群众生产生活场景的
原生态，也惊叹于瀑声的纯粹清越令人
忘俗。几番闲谈交流，易一字“生”作

“声”，以“原声态”对瀑布声景进行定义，
时至今日，仍觉得颇为贴切，那些青葱岁
月里的思想碰撞，是尚未踏足社会的青
年男女直白纯粹的灵性流淌，温馨且让
人沉醉！

思绪回转，期待又生。近期，第十届
安顺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黄果树旅游区
举办，雄奇壮阔的视觉冲击，瀑声阵阵的
听觉感受，将乘着这阵“东风”从现实导
入视频音频，一并送上云端，与广大游客
共享。期间，我也承担相应的采访报道
任务，此刻福至心灵，尝试用多年前收获
的别样视角，把纯粹的黄果树纯粹地呈
现给广大游客，我想，原生态的瀑布，“原
声态”的瀑声，本身就很安顺！

秋日里的黄果树，美得令人心旷神怡。
数日前陪成都客人前往黄果树旅

游区游览观光。清晨，一行四人，从金
阳金融城自驾出发。因早起，客人在车
里都闭目养神。轻声唤醒客人，大家四
处张望发出惊叹：那秋意盎然的植被是
点缀；水清亮亮的，显现通透纯净之感；
稻谷在秋阳和秋风作用下，层层翻浪，
沉甸甸的穗儿摇曳摆姿，满载着丰收的
喜悦；高梁红红的，在田野里与风共舞，
演绎着秋日的浪漫序曲……

车停放在黄果树管委会职工小区
自然轩民宿门前，下车在林荫道绿地旁
深深地呼吸新鲜空气，在自然轩民宿游
一会儿，各自换上徒步的鞋，徒步前往
观光车乘车点乘车。步行间客人都说
这里空气好清新！

途经盆景园时，一片片、一盆盆、一
座座，皆是景观，物境、情境、意境俯仰
皆是，大自然的神奇美丽，有的经历过
风雨冲刷，但傲骨屹立，充满诗情画意，
那鲜艳花儿的色彩和沁人心脾的芬芳，
彰显着大自然的神奇……盆景园往右
乘扶梯下行几百米，沿扶梯后步行一段
路程，刚过铜鼓广场，黄果树大瀑布显
露出部分，颇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
感，客人们大跨步前行，取出相机给映
入眼帘的大瀑布拍照。

索桥路口，向客人介绍此瀑布是上
下左右内外可观之瀑。大家在大瀑布
正面观赏它的壮美，之后向水帘洞方向
走去。进入瀑布半腰的水帘洞，其深处
的神秘气息让人心驰神往，洞内听着流
水声回荡空中，晶莹剔透的水花飞溅，
在洞内拉起一道窗帘。行至索吊桥，对
瀑布十分留恋，再次到犀牛潭边好好欣
赏大瀑布，一道彩虹架起一座拱桥。

意犹未尽，乘观光扶梯上行至乘观

光车处。往天星桥方向走去，沿峡谷柏
油路直下5公里，天星桥三个大字闪现
眼前。山，气势磅礴；水，青蓝蓝的；树，
依旧郁郁葱葱，可地上已有落叶少许；
田，稻谷层层，穗抽了大半；路，还是那
么宽。入口广场人头攒动，排起长龙依
次进入园内。两个多小时，客人游完天
星桥景区，感叹不已，称赞那里的洞、
水、瀑、树、藤、石，无一不是景。

返程至新城，继续旅程，回到自然
轩民宿驾车前往坝陵河大桥。沿低热
河谷穿过，透过车窗，郎宫就在眼前，河
流清清，山水相连，小岛上许多游客在
树下休闲，旁边一桌桌客人在吃农家饭
菜，有的还在烧烤，惹得我们口水直
流。这里离广西近，山、水、景各有千
秋，从郎宫直去古村落布依族伍姓聚居
的石头寨，将车停在寨中“石头寨”半弧
圆拱门内的博物馆门前，从寨后一条步
行道穿过。

这些石房没有用石灰浆、水泥，而是
堆砌的，听说有的上百年，没有任何松
动，石凳、石窗、石阶……样样皆石头，连
瓦片都没见一块，都是大大小小层层错
落有致的石片铺成。在那五孔石桥上四
周观望，有好几个眼前能见的村落，都是
石头建造的，在秋日阳光的映衬下，溢出
耀眼的银色，是初秋的亮点。

夜幕降临，到黄果树生态旅游城溜
达一圈，该城依山而建，幢幢江南水乡
特色安居房，颇具地方特色的瀑韵天
城，商业气息浓郁的各国里，荡上沙滩
的烟火味，街上或人行道上及店铺，灯
火辉煌，南腔北调的大合唱，餐饮香气
飘进大街小巷。秋季的黄果树，可谓山
水秀逸，灵气所钟，处处清新、步步皆
景，不愧是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的绝佳
之地。

瀑景雄奇水云间
□王苗人

我 家 住 在 瀑 布 旁我 家 住 在 瀑 布 旁
□黔山布衣

听，黄果树之声
□文武

秋高气爽瀑乡美秋高气爽瀑乡美
□□佟得志佟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