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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了一周，就将迎来今年的小
寒。这意味着步入腊月，过年的氛围会
渐渐浓郁起来。

“小”字和“寒”字，合在一起，仿佛一
幅山瘠水瘦图，却又还不至于千山鸟飞
绝，万径人踪灭般的孤寂与沉重。正如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所给予的注解：“十
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
矣。”当然，此注解还有伏笔，即小寒过去，
大寒到来，季节应当又是另一番景象。

小寒节气，通常已是三九连着四九
的冷冻之时，可气温也还有缓和余地，并
没到将人逼到火炉边不敢起来的地步。
今年暖冬、不似从前，从小雪、大雪、冬至
一直到小寒，再到大寒时节，雪总是下个
不停。往往是，第一场雪还没站稳，第二
场雪脚跟脚又落了下来，一个脚印跟着
一个脚印撵，同时也把那寒冷层层推进，
层层叠加。现在是，偶尔还能看见天空
有亮光闪过，总觉得是阳光的影子，连带
着也觉得那地底已有阳气开始酝酿。人
也有了出门走一走的冲动。

对了，是该上山一趟了。自从回到
村里，就只有这山上未曾去过。山名大
坡，全是耕地，亦像往年一样栽满油
菜。油菜已经长到三四寸高，青绿的身
子在几滴雨水的映衬下，汁液仿佛饱满
欲滴似的。可是也有萧然的感觉。原
因是那油菜就栽在一块块的旧屋基
里。旧屋基的历史应该比村子还要古
老。或可以说，早在村子建立前，就有
村子从此消失了。从前跟了父母从这
些旧屋基上山去耕种，总会想象着从前
人家在此生活的场景，一份世事无常的
叹息一直在心里生长。秋天从山上背了
一箩筐玉米，下到旧屋基时人就累了，就
要将玉米放在某家从前的屋檐下休息，
总会感慨一番。

旧屋基里还有墓，很老，由此可知屋
基就更老了。只是我真的想知道，曾经
在旧屋基里生活的该是怎样的一个村
子，村子里该是怎样的一些人，他们后来
的消失，是因为寻找到更为美好的居所
还是因为自然的灾害甚至是瘟疫或是兵
祸之类，总之就像握住一缕空荡荡的风，
那种时间和命运的虚无感总是在一个个
的旧屋基里忽明忽暗。也总是想，曾经
村子的土地之上，究竟还发生了怎样或

欢喜或忧伤的故事？一些人走了，另一
些人来了；一些人来了，另一些人又走
了，那些来来去去，让一块土地的经纬，
总是缥缈苍茫。

还未上山，先被一片树木挡住了去
路。树林里长满了各种野草，只是经过
秋天后，就都枯了下去。但也因为枯了
下去，显得更加繁茂，一排排枯黄的颜
色，以碾压的态势，直接将每一个空间紧
紧遮住。曾经的路径都被遮没，寻不到
半点人迹。倒是我的突然撞入惊动了树
林里的鸟雀，一只只像爆豆子一般突然
炸裂起来，从东树飞到西树，从北枝飞到
南枝，找不到方向的样子。再仔细看去，
原来是一群麻雀。这倒又让我吃了一
惊。在我的印象里，麻雀最是喜欢人间
烟火的一群，总是栖身于人家的山墙洞
里，有的直接就住进了某个屋檐下燕子
丢弃的巢穴，也总是成群结队地落在人
家场院里，甚至就像人的邻居一样，彼此
日出日落，看着各自的生活。而眼前的
这一群麻雀，显然远离了人间烟火，只独
自在深山经历春夏秋冬。

扒开草丛，越过缠绕的荆棘，却先到
了川洞。川洞是村里的绝地。说是绝
地，是因为行路至此，一条路便坠落成一
个深洞，直塌塌陷下去五六百米，并且洞
里很开阔，一去便是好几里，只是四周均
被岩石铁桶般围住，没有半条出口。不
过，这似乎并不是我所在意的，我在意的
是，从前每到此地，心都免不了惶惶然。

那时想，路总是连着路的，一条路没了，
另一条路也新出现了，路对人而言，该是
永无穷期的。而现在，路到川洞，便是真
的没了。

也罢，且不要再去计较这路的有
无。有与无，都是客观的存在和际遇。
有路就继续走下去，无路就折转身，都可
以算得上身心的一份安泰。那么，就真
的折转身，绕过另一块旧屋基，直接往山
顶去走走吧。山顶有寺，名腾龙寺。山
并不见得高大雄奇，寺名却取得极有气
势，仿佛万方菩提，全都归于那一缕气脉
似的。寺庙已经不存，就连从前的残砖
断瓦，也快要消失殆尽。寺门前有两只
石狮子，一只被砸断了头，另一只躲过一
劫，却也被掀翻倒在草丛中，失去了往日
气势。但在村人心里，那香火亦仿佛被
点燃，一如从前似的。谁家有人生病了，
用药的同时，也到腾龙寺拜拜。虽然病
照样拜不好，可拜一拜，心里便得到了安
慰。也因此，腾龙寺总被人放在心上，并
成了乡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至于我，跟腾龙寺也还有些缘分。听母
亲说，我小时因为多病一直不会说话，直
到五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在这里种玉米，
一个村人不断逗我说话，在他的诱导下，
我终于说出平生第一句话。村人倒不以
为然，只是母亲却信了。

跟腾龙寺并排而居的，还有某户人
家，到现在还能看见那破壁烂檐，仿佛曾
经生活的气息正从那里一点点渗透出

来。已经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户人家
了，他们的姓氏，他们的生平，已经无法
寻觅。唯有作为腾龙寺的邻居，却要算
得上奇观。只是如今这一切都已过去，
除了荒寒的草木，以及一地遗址，一切都
已过去。包括村子、村人在此留下的印
迹，都成了过去。

有冻雨落了下来。现在，冻雨数不
清落了多少场。只知道自从大雪时节
起，冻雨就没有停歇过。冻雨落在远处
近处的草木上，那山瘠水瘦的样子，就又
往孤寂与沉重靠近了一步，那山那水也
更加空落，就连远处可见的高楼和道路，
也都空落了。有那么一刻，就连刚才被
我惊动的那些麻雀，也都一起止住了声
音，山上显得空空荡荡。而我，是不是该
下山了呢？

下山时，却发现一路上都长满了鹅
儿肠。鹅儿肠在此时依然一身青绿，仿
佛这小寒时节跟它们并无什么特别的联
系，一方面小寒不断地往人间降下寒凉，
一方面鹅儿肠却在人间散发着蓬勃的生
机，正是彼此互不干涉，也互不相欠。鹅
儿肠细细的，弱弱的，却密密麻麻地，总
要占据相当宽的位置方才罢手。也总是
结群而居，从不以单株示人。仔细一想，
这不就是一切弱小者向来的生存智慧
么？也正是这样，才让它们在充满竞争
的大地之上终有露头的一日。这不，就
在此时，在远山近水都显得空空荡荡之
际，它们却探出了青绿的身子，也不等春
风荡漾，就让人们嗅到了春的气息，看到
了春的希望。

而真要说起这鹅儿肠，它竟然跟腾
龙寺一样，亦是我生命不可忘却的故事
之一。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
候，我患了某种怪病，全身浮肿无力，跑
了多家医院也查不出病因。后来父亲四
处寻找偏方，其中就有用这鹅儿肠煎了
鸡蛋（当然也不知是否就是这一偏方治
好了我的病）服用，但从那时起，一株鹅
儿肠，除了它所赋予的生命寓意外，我对
它又多了几分情谊，总觉得自己之后能
在世上行走，也有它的一份功劳；有时还
觉得在自己的身体里，就有一株或是无
数株鹅儿肠正在那里生长，年复一年，绿
了又枯，枯了又绿，一年年，让我有了面
对一株草木的感激与感恩。

冬日里周末的清晨，阳光如细腻的
金丝，轻轻洒落大地，带着几分慵懒与
温馨，宛如大自然为这寒冷却静谧的季
节，精心编织了一件温暖的披风。我们
一家怀揣着对安顺美景的向往与民族
文化的好奇，从贵阳启程，驱车两小时，
驶 向 那 个 传 说 中“ 不 可 思 议 的 地
方”——安顺格凸河景区。

人们常说冬日景致萧瑟，然而在格
凸河，冬日却赋予了它一抹别样的风
韵，似一位淡妆轻抹的佳人，在静谧中
诉说着她那如诗如画的故事。

格凸河，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着无
尽的诗意与神秘，苗语中意为“跳花之
地”。作为苗族的我，这更是心灵的归
宿。它如大自然用心雕琢的一件瑰宝，
静候着我们去细细品味，去感受那份独
特的韵味。

初入景区，冬日的寒风似乎也被这
片土地的神奇所融化，变得温柔而和
煦。山间薄雾如纱，缭绕不绝，如同一位
羞涩的少女，既朦胧又迷人，引领着我们
一步步走向那片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奇迹
之地。

天神光观赏点，是我们此行的初体
验。那日，天公作美，一缕淡阳恰到好
处地穿透“穿上洞”，宛如天际的使者，
携带着圣洁之光，轻轻洒落在河面上。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万籁俱寂，唯有
这束光，照亮了我们心灵的每一个角
落。我们驻足凝视，任由那光线在脸庞
上轻盈跳跃，心中涌动的，是对大自然
无尽的敬畏，与对生命美好的深深感
激。这光，是自然的诗篇，让人忘却尘
嚣，沉醉于这份宁静与祥和之中。

站在洞口，俯瞰格凸河，河水潺潺，清
冽如初雪融化，透澈见底；远眺山峦，层峦
叠嶂，云雾缭绕，宛如一幅流动的山水画
卷。那一刻，壮阔之情油然而生，此乃大
自然之杰作，是人类探索未知、追求真理
的勇气与智慧的象征。仰观苍穹，流云悠
悠；俯视水面，碧波粼粼，天神洞之名，实至
名归。其下的天然石坝，犹如天窗坠落的
巨石，巧夺天工，锁住蛟龙，令人叹为观止。

苗厅之奇幻，响水洞之幽鸣，皆是
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走进苗厅之
内，钟乳石千姿百态，或如仙人对弈，或
似猛兽咆哮，宛如步入一个光怪陆离的
仙境；站在响水洞中，水声潺潺，清脆悦
耳，如同天籁之音，洗涤心灵，令人心旷
神怡。而格凸河之穿洞群，更是自然之
奇观，大穿洞燕王宫，壁画壮丽，万燕归
巢，蔚为壮观；竖井深邃，国内罕见，引
人探秘；盲谷之中，古河道遗迹保存完
好，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让人触摸到

历史的脉搏。
格凸河之自然景观，固然令人心潮

澎湃，而苗族文化之深厚，更是令人沉
醉不已。苗族服饰，色彩斑斓，银饰闪
烁，如流动的诗篇，诉说着民族的故事；
吊脚楼依山傍水，错落有致，既显智慧，
又彰和谐。苗族之悬棺洞葬、蜘蛛人徒
手攀岩，独特习俗，彰显民族之勇气与
智慧，如同璀璨星辰，照亮苗族文化之
天空。

旅行之中，美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格凸河的小吃摊贩琳琅满目，紫云
卤串串、炸串串等地方特色小吃味道鲜
美、价格亲民。紫云花猪肉质鲜嫩、滋
味无穷；紫云红心红薯、格凸河鱼等地
道风味让人回味无穷，也让人深感紫云
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格凸河景区不仅是中国自然与文
化的双重遗产，更将亚鲁王文化的古老
神秘与自然风光的秀美融为一体。亚
鲁王文化源远流长、充满传奇色彩，洞
穴壁画、古代石刻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展示着古人的生活与信仰之美。

此行格凸河，最让我动容的是当地
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对文化传承的
坚守。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这片
美丽的土地、传承着悠久的苗族文化。
在这里，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相互映
衬，给予我们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升华。

冬游格凸河，既为自然探索之旅，
也为文化寻根之行。在此，我们感受自
然之神奇魅力，也体会人文之深厚温
暖。收获美景、美食、美情，更收获对生
命、对宇宙之深刻思考。格凸河，此神
奇美丽之地，将永驻心间，成为我们心
中最宝贵之记忆，如诗如画，历久弥新。

格凸河格凸河 □□卢维卢维 摄摄

冬游格凸河冬游格凸河
□王苗人

在岁月的长卷里，轻轻一翻便是那
元旦之晨，新岁的开篇看那“旦”字，如画
卷舒展波澜壮阔间，藏着时光的密言。

“旦”，非只是简单的一划一弯它是
海面起伏，浪涛滔天的壮观深邃的蓝，
与天际相接。

无垠的广，让心灵得以翩跹。
在那波涛的尽头，一抹红晕渐显是

红日初升，从海平面跃然它喷薄而出，
带着无尽的热情照亮了海面，也点燃了
心田。

那红日，如炬如火，炽热而灿烂，它
的光芒，洒满人间，无处不暖它是希望，
是梦想，是新的起点在元旦之日，与我

们紧紧相牵。
“旦”字之中，藏着生命的律动。
是勃勃生机，是奋发的象征它告诉

我们，无论过去如何沉重新的一年，总
有新的可能，新的憧憬。

元旦之际，我们站在时间的门槛望
着那“旦”字，心中涌动着期盼愿以蓬勃
的朝气，迎接每一个晨曦以奋发的斗
志，书写新岁的华篇。

“旦”，是开始，是希望，是永恒的瞬
间，在元旦的钟声里，它熠熠生辉璀璨
夺目让我们携手同行，在这新的一年里
共同追寻那红日初升，光芒万丈的梦想
之路。

如果贵州是一片星海
安顺，或许就是其中最亮的星
在逝去的半个多世纪
用一座瀑布为黔贵代名

黄果树的流水，日夜不息
时而澎湃、时而平缓
似历史长河，奔流不停
文脉赓续，连绵不绝

青石路、石板房
冬日阳光，斜洒在驿道上
岁月静好，山河无恙
屯堡，封印又惊艳了时光

苗岭的风，轻拂过山岗
民族融合的智慧
战天斗地的坚强
都凝聚在地戏、在芦笙舞、在蜡染

走进21度的城市
度过21度的夏天
热闹喧嚣过后
在冬日回归宁静与悠然

时光似乎在变慢
刹那也变得悠长
安之若怡，顺其自然
平凡，最是不凡

冬天，安顺
□郭红宇

腊月近腊月近 景色清景色清
□□李天斌李天斌

秋冬时节的安顺城区秋冬时节的安顺城区 □□卢维卢维 摄摄

“旦”字意象
□都安

初踏安顺之地，仿若轻启一部尘封
千载、却熠熠生辉的古籍。每一寸土地
似写满神秘符文，每一隅景致如灵动诗
篇，交织成一场令旅人魂牵梦萦的山水
人文绮梦。

黄果树瀑布，仿若安顺的激昂序
曲。尚在远方，那如万马奔腾、雷霆震怒
的轰鸣声，便轰然撞入耳膜，恰似远古战
神擂响的战鼓，震颤着大地的脉搏，瞬间
夺人呼吸。循声奔去，只见一道雄浑壮
阔的水帘，仿若银河决堤，九天倾泄，訇
然砸落在犀牛潭中。那迸溅的水花，恰
似团团云雾，腾空翻涌，刹那间将周遭化
作瑶池仙境般的朦胧幻境。阳光穿透水
雾，折射出七彩霓虹，宛如梦幻之桥，横
跨瀑布，一端连着烟火凡尘，一端通向缥
缈天宫。伫立观瀑台，细密水珠扑面而
来，打湿衣衫，心间涌起的唯有对大自然
鬼斧神工的顶礼膜拜。它是安顺的烫金
名片，更是贵州山水的灵魂图腾，悠悠诉
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海桑田。

从黄果树瀑布的豪迈中转身，踏入
龙宫，仿若一步跨进了静谧清幽的水下
仙宫。“龙宫”二字，单听便觉仙气氤氲缭
绕，引人遐想无限。

乘船悠悠驶入，仿若穿越一道神秘
莫测的时空之门，缓缓踏入龙王的水晶
宫阙。刚靠近洞口，一股沁凉湿润的气
息扑面而来，带着丝丝缕缕的幽寒，仿若
在轻轻诉说着这里亘古的秘密。踏入洞
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如梦如幻的
光影世界，那是洞顶斑斓灯光与石笋、石
柱交织而成的奇景。石笋、石柱森然林
立，它们在悠悠岁月与潺潺流水的精心
雕琢下，变幻出万千令人惊叹的姿态。

有的仿若擎天巨擘，高大巍峨，笔直地耸
向洞顶，似要撑起这神秘地下宫殿的整
片苍穹，那粗糙又极具力量感的纹理，仿
佛铭刻着岁月的沧桑变迁；有的恰似仙
子临凡，身姿婀娜，衣袂飘飘，石质的

“裙摆”在微光中仿若流淌的水波，婉约
柔美，叫人忍不住多看几眼；还有的仿若
奇兽珍禽，或盘踞蛰伏，仿若沉睡千年的
巨兽，只等一声春雷唤醒，或追逐嬉戏，
灵动鲜活，栩栩如生，让人仿若闯入了一
个神秘的动物王国。

洞顶垂下的钟乳石，宛如串串珠帘
倒挂，长短不一，错落有致。在五彩斑斓
灯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梦幻般的晶莹光
泽，每一滴欲坠未坠的水珠，都仿若被施
了魔法，凝固成璀璨的水晶，又仿若繁星
坠落凡尘，散发着静谧而迷人的光芒。
那一泓泓幽蓝深邃的池水，仿若澄澈明
镜，倒映着洞中的奇景，虚实相生，难辨
真伪，偶尔有小船划过，泛起的涟漪轻轻
晃动着水中的“另一个世界”，光影交
错，仿若一场水下的梦幻舞会。船桨轻
摇，水波漾漾，静谧之中唯有水滴坠落的
清脆回响，宛如天籁仙音，叩击心扉，尘
世纷扰皆被这清幽之境隔绝在外，只留
满心沉醉，仿若已与这水底洞天融为一
体，尽享空灵清幽之妙。

天龙屯堡，则似一部厚重的史书，承
载着深沉的历史记忆。踏入屯堡，仿若
梦回明朝。清一色石木结构的建筑，石
头墙壁、石板屋顶，古朴厚重，虽历经风
雨侵蚀，依然坚如磐石，仿若默默守护着
那段尘封过往。街巷间，身着宽袍大袖、
蓝色斜襟长袍的屯堡妇女穿梭往来，服
饰上精致的花边、古朴的图案，每一针每

一线皆绣满岁月履痕。老人们闲坐家门
口，沐浴暖阳，面容安详，眼眸深处透着
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坚毅。屯堡地戏，
更是这片土地的文化亮色。演员们头戴
木雕面具，身着明艳戏装，手持兵器，在
露天场地演绎历史传奇。豪迈粗犷的唱
腔，穿越时空，回荡街巷；刚劲有力的舞
姿、模拟战斗的场景，一招一式尽显先辈
英勇豪迈。剧目多取材于历史故事，一
场戏便是一部鲜活史书，让历史融入日
常琐碎，跃然眼前。

乡间的云峰八寨，亦藏着安顺的别
样风情。连绵起伏的喀斯特峰林环抱之
中，古老村寨错落分布。青石板铺就的
小路，蜿蜒曲折，串联起一座座雕梁画栋
的四合院式民居。精美木雕、石雕随处
可见，花鸟鱼虫、人物故事，皆被工匠以
鬼斧神工之技镌刻其上，宛如艺术殿
堂。漫步村寨，微风携来泥土芬芳与庄
稼清香，耳畔鸡鸣犬吠，仿若世外桃源般
宁静祥和。热情好客的村民，操着乡音
普通话，拉着旅人讲述村寨传说、家族故
事，眼眸中满是对土地的挚爱。这里，质
朴纯真的生活气息，仿若磁石，吸引着都
市人的疲惫心灵前来栖息。

美食，是安顺之旅不容错过的精
彩。安顺裹卷，形如精巧春卷，薄如蝉翼
的米皮，裹上丰富馅料，浇上香辣诱人的
辣椒油与特制酱汁，轻咬一口，米皮软
糯、蔬菜清爽、酱料浓郁，酸辣交融，欲罢
不能。花江狗肉，食材虽存争议，在当地
却备受推崇，炖煮入味，肉质鲜嫩，搭配独
特蘸水，鲜香四溢，暖彻周身。荞凉粉则
是夏日消暑良品，滑溜溜的荞凉粉刮成细
条，拌上腐乳、葱花、折耳根等调料，入口

即化，清凉爽口，带着荞面香气，一碗下
肚，燥热顿消。这些美食，承载着地域文
化基因，化作旅人舌尖上的难忘记忆。

安顺的夜，同样韵味悠长。华灯初
上，市区儒林路热闹非凡，古色古香的街
道两旁店铺琳琅满目。传统手工艺品店
中，蜡染制品色彩斑斓，图案带着浓郁民
族风情；银饰店光芒闪烁，造型各异的银
饰让人爱不释手。漫步其间，还能听闻
街边小店传出的悠扬乐声，本地戏曲或
流行民谣，与古风街道相融。夜市上，小
吃摊热气腾腾，烟火缭绕，人们围坐品尝
美食，分享见闻，欢声笑语回荡夜空。抬
头仰望，夜空繁星点点，与街边灯火相互
辉映，仿若人间烟火与自然美景交织的
绝美画卷。远离市区，乡村民宿伴着蛙
鸣虫唱，躺在院子里的躺椅上，仰望星
空，璀璨银河仿若浩瀚光带横跨天际，让
人慨叹宇宙浩瀚与自身渺小，思绪随繁
星飘荡，心间满是眷恋。

安顺，这片神奇土地，用山水、人文、
美食与夜色，编织出一场绮丽梦幻之旅，
让旅人沉醉不愿苏醒。它仿若大自然与
历史孕育的稀世珍宝，深藏在贵州山水
间，静候更多人探寻品味。当列车缓缓
驶离，旅人心中已默默期许重逢，只因安
顺每个角落，皆藏着触动心灵的力量，值
得一次次奔赴，让人铭刻终生。

或许，这就是安顺的魅力真谛，它低
调内敛，不事张扬，却凭独特韵味，在岁
月长河中静静流淌，发挥着持久迷人的
光芒，成为旅途中永不褪色的亮色。愿
听闻安顺之名者，皆能踏上这片土地，开
启诗意旅程，感受深藏不露的美，收获独
一无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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