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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剑川县沙溪古镇悠闲宁静，古老的建筑承载着岁月的记忆，青石小
道蜿蜒曲折，引领着人们走进一个静谧的世界，游客们纷纷用镜头捕捉古镇风
光，静静享受着悠闲慢时光。 ［通讯员 姜雪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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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成丽

一方山水，记载着千年的传奇故
事；一座古城，蕴藏着千年的历史文化。

白崖城，位于我的家乡弥渡，是白
子国的故都。2017 年，省考古学家在
调勘中发现了沉睡千年的白崖旧城遗
址，被岁月掩埋的白崖古城墙重见天
日，令人震撼不已。

在卷帙浩繁的史籍文献中，能找
到很多关于白崖古城的记载，但遍阅
史册，我所见者，仅是她朦胧的身影。

踏上这片历史厚土，碧空如洗，白
云悠悠，被三面峰峦环抱的白崖古城，
散发着古朴的气息，静静地躺在碧空
之下，深情地凝望着弥川大地。姊妹
海塘（古称护城河）如同两面晶莹的明
镜，静静地映射出青翠的山峦、古朴的
建筑、洁白的云朵以及岸边五彩斑斓
的野花，构成了一幅如梦似幻的画
卷。恍惚间，我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
了那遥远的古时……

白崖古城遗址分旧城与新城两
处，东西两侧相邻，古城村便坐落其
间。白崖古城，白子国的摇篮，始于公
元三世纪的龙佑那筑城，后经阁罗凤
在唐天宝元年加以扩建，现存的古城
遗址占地约10万平方米。白崖新城与
旧 城 同 脉 而 建 ，一 水 之 隔 ，占 地 约
145000平方米，为南诏第五代王阁罗凤
所建。据考古学家发现的十字瓦推
断，其建筑年代约为唐大历十年（公元
775 年）。古老的王国已随风尘消逝，
但那些历经沧桑的遗迹，依旧见证着
它的辉煌岁月，书写着新的历史篇章。

漫步在古城村中，我沿着青石铺
成的古径前行，寻找着白子国的旧迹，
让历史的长河与现实的宁静交织，任
思绪在其间流淌。

古城村宁静而和谐，宛如人间仙
境。穿行于村中，只觉得心旷神怡，无
比舒爽。村里的房屋建筑风格多样，
既有传统的土墙青瓦，也有灰瓦覆盖
的墙体，建筑宽敞而设施齐全。院落
里，各色花卉争奇斗艳，空气中弥漫着
淡淡的花香，透出一片富饶与安逸。
清澈的小溪潺潺流过，环绕村庄，宛如
弹奏着一曲清幽的古乐。“旗墩”与“洗
马池”的遗址，默默诉说着那些不可磨
灭的历史故事。五条文化巷，图文并
茂，展现着白子国千年的兴衰变迁。
修复后的彩云书院，宏伟庄严，明亮宽
敞，书卷的香气和静谧的氛围，让人不
由自主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书院
前的亲子乐园里，孩童们的欢声笑语，
如同清泉般洒落在书院之上，充满了
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白子国文化陈列室，土木结构的
墙壁与青瓦相映，古意盎然，散发着一
种神秘的气息。走进去，就像穿行在
时空的隧道中，让人思绪连绵，浮想联
翩。一片片唐南诏有字瓦残片，承载
着历史的悠悠岁月，默默展现在展墙
之上，仿佛与人隔空对话，诉说着无尽
的沧桑故事，道不尽的千言万语。来
到高大的古城墙遗址前，我双手抚上
城墙遗址，手中似乎还能感受到先人
的余温。闭目遐想，那古城的雄伟与
庄严如在眼前，一幅幅画面掠过脑海：
先人筑墙建城，庆功宴饮，歌舞升平；
外敌入侵，金戈铁马，先民浴血奋战；
百鸟飞来，禅让蒙氏，一个古国的故事
缓缓落下帷幕……历史的长河在这里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白子古国，已被岁月尘封，而今
日的白崖古城村，却焕发出新时代的
蓬勃朝气。彩云剧场、主题民宿、鸟
巢咖啡屋，满足着游客的不同需求。

“在水一方”“聚贤阁”“荷塘餐厅”等
农家客栈，热情迎接每一位来客。鸟
巢休闲处，轻快的旋律在空气中飘
荡，年轻人正在闲谈品咖啡。村尾荷
塘，绿叶茂盛，生机勃勃。岸边，两只
山羊悠闲吃草，一只山羊瞥我一眼，
轻声“咩咩”后，又低头继续吃草。在
这片土地上，灵魂得以安放，人类与
小动物皆然。

清溪淙淙，昼夜不息，这就是千年
流淌的白崖清泉——谷女溪。从古城
遗址西北边，沿谷女溪拾级而上，就是
谷女寺——白子国国王的避暑行宫。
一路上，溪水叮咚，或绿树参天，或鲜花
绕溪，和着清风鸟语，让人倍感清凉美
好。谷女花海、四大龙潭等各种景致在
眼前铺开了一幅又一幅清新美丽的画
卷。谷女寺“创自前唐，兴于蒙段”，宝
相庄严，宏伟壮观。寺前花木扶疏，花
香沁人心脾。濯清池水清澈见底，清凉
甘甜。池水外流，从白石断崖一泻而
下，形成美丽壮观的白崖飞瀑，溅起碎
玉琼浆，汇成清清小溪，顺谷而流，流进
白崖古城，流向弥川大地，滋润着一方
水土，浸润着这千年的历史。

站在观景台上俯瞰，弥川大地碧
野田畴，村庄星罗棋布，绿水逶迤。白崖
古城村点缀其间，更显其钟灵毓秀，气
势非凡。不远处，有金殿窝遗址、天柱
摩崖石刻、定西岭古道、天马关桥、林
阁老大人去思碑……远离尘嚣，怀古
追今，是梦境还是现实，令人迷离。

梦里白崖，千年古韵，岁月静好。
她的前世，封存于这灵山秀水之中；她
的未来，正在徐徐铺开，待人们去深情
续写……

寻 梦 白 崖 城

□ 潘云松 文／图

仲秋时节，我们一车4人，到大理的
“香格里拉”——宾川杨柳村草甸自驾
游，这一趟旅途不仅让大家感受到杨柳
村草甸的静谧与美好，也体会到为保持
这份美好的守护之情。

杨柳村草甸位于大理州宾川县
大营镇排营村委会上杨柳村，地处黑泥塘
山脉。黑泥塘山脉属于云岭横断山脉
边缘，在云南省西部，地处金沙江南岸
的云贵高原西南部，海拔在2670至2950
米之间，属高原季风气候，且受苍山和
洱海的影响，气候特点鲜明，全年气温

较低，年平均气温10.4摄氏度。
我们从大理市北区出发，沿途经机

场路、大西线、杨柳村线，车行 1个多小
时，到杨柳村线后进入了崎岖蜿蜒的山
路，车行间，窗外是不断变换的风景，行
至黑泥塘山脉高处，西边是遥遥相对的
苍山，洱海在中间碧波荡漾，整个大理
市区一览无余，随着车辆缓缓驶入草
甸，那一坡一坡的绿色映入眼帘。

杨柳村草甸占地面积8000多亩，整
个草甸区域地势平缓，山峦起伏，连绵
不绝。植被主要是高山草本植物和高
海拔灌木栎类，这些植被在寒冷的气候
条件下依然能够生长繁茂，形成了独特

的草甸生态系统。
这里，山势以一种温柔的姿态缓

缓铺展，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曲
线，每一道起伏都蕴含着无尽的生机与
和谐，如同一块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山
间，草甸上的每一株绿植都精神抖擞，
他们以不同的绿色交织成一张巨大的
绿毯，铺展在无垠的山脉之上。这绿
色，有的深邃如翡翠，有的鲜嫩如初芽，
还有的带着露珠的晶莹，展现出层次
分明的美感。在这片绿色的海洋中，
一棵棵、一丛丛高山栎灌木丛或疏或
密点缀其间，为这幅画卷增添了几分
坚韧与活力。

在这无垠的绿色之中，一群群洁白
的羊群怡然自得地散布着，它们或低头
吃草，或抬头望向远方，那份宁静与和
谐仿佛能洗净世间一切尘埃。羊儿们
的叫声与风穿过草间的沙沙声交织在
一起，构成了一曲悠扬的草甸牧歌。它
们不仅是这片草甸上的居民，更是大自
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一座座风车矗立于绿色的山巅之
上，它们巨大的叶片缓缓转动，捕捉着
风的力量，将这份自然的馈赠转化为人
类社会的能源。它们在蓝天白云下显
得格外壮观，仿佛是通往云霄的桥梁。

这里，蓝天、白云、草甸和转动的风
车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立体而丰富
的画卷，让人心旷神怡，成为人们寻找
心灵归宿、感受自然之美的绝佳之地。

饭后，我们踏上绿色柔软的草甸，
脚下的草地如同天然的地毯，每一步都
踏出了轻松与惬意。漫步于草甸之上，
沐浴习习凉风，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于
这份纯粹与宁静之中，体会人在画中游
的意境。

近年来，因游客越来越多，为了保
持草甸干净、整洁的环境，杨柳村村民
小组“一事一议”决定，对到草甸游览的
游客收取每天每人 8元的垃圾清运费，
用于草甸景区的维护和管理。草甸除
防火季节封山外，其他季节游人都可以
随意进入杨柳村草甸。每天，草甸上有
10 多人捡拾垃圾，对草坪进行维护、管
理，特别是旅游旺季，从事这一工作的
达到20多人。

草甸景区从事垃圾清运的石师傅
是四川人，年约40岁，中等个头，开了一
辆小型货运车，他说：“我每天一早就到
草甸景区各个垃圾堆放点收垃圾，因为
景区可以野炊、烧烤，产生的垃圾比较
多，要及时把每个垃圾箱清理干净，防
止异味，这也能让游人有个好心情。别
看我这辆车车厢不算很大，但压实后，
每天可是能收到很多的垃圾。”

是啊，8000 多亩的草甸，除了景区
清洁工的辛勤劳作，还要靠游客的自觉
维护，就连那一群群洁白的羊群，也是
动物“除草机”，羊儿们轻柔地啃食着杂
草，既是草甸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环，
保护了这片土地的生态平衡，又成为
杨柳村草甸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绝大多数的游人，离开草甸时，都
会自觉打包垃圾，放到景区垃圾箱里，
保持草甸的干净整洁，让绿色草甸恢复
原有的纯净与生机。

夕阳西下，我们也收拾行囊，大家
把产生的垃圾及时打包，归入垃圾箱，
我们要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园，在享受自
然之美的同时，更要不忘回馈与守护这
份美好，让杨柳村草甸永远生机勃勃，
让草甸的美丽与和谐得以延续，成为子
孙后代心中永远的绿色梦想。

大理的“香格里拉”——杨柳村草甸

□ 高晓芸

新街子，属于漾濞县太平乡太平村
的一个村民小组，距离乡政府驻地直线
距离三公里左右。我是土生土长的太平
村新街子人，在我九岁那年，由于爷爷生
病需要照顾，我随母亲和弟弟搬到了老
街子，和我爷爷奶奶爸爸共同生活。小
时候的记忆，对于新街子的印象只有一
个字——“穷”。

那些泥泞的小路，在雨季愈发的难
走，放学回家时，我基本是赤脚走回去
的，怕弄脏了我的小花布鞋。路边的小
草时常会割破脚趾，但我仍然不愿穿上
鞋子。那时，很小的我就知道，穿着沾满
黄泥巴的布鞋去上学会被同学嘲笑。我
最怕母亲让我到村里找贪玩的弟弟，村
内主要的路段都被牛羊厩包围着，路上

堆满了牛羊粪，到处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一到夏季，气味愈加难闻，捂着鼻子走，
乡邻们看见会笑你娇气，不捂着鼻子又
实在受不了。

慢慢地，因为上学，我很少再回新街子。
后来，母亲几次约我，都因时间不凑巧，
都不曾回去过。邻里的乡亲倒是与我很
亲热，遇上都会亲切地喊我乳名，寒暄几
句，然后微笑告别。很多时候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很是微妙，不会因为距离而疏
远，也不需要刻意去维系，犹如亲情一
般，血脉关联。

前段时间，老家大姐儿子结婚，妈妈
回去帮忙，正好是星期六，我便随妈妈一
同回去。我老家房屋位置位于村尾，因
为新修的通村公路一直修到我家房后，
自然而然成了村口第一家。在我的记忆
中，我家房屋后面有一口井，是全村人饮

水的来源，刚入村口我仔细地寻找着这
口井，却怎么也寻不到。妈妈看出了我
的疑惑，便说因为修路的原因，井没了，
再说，现在自来水接通到每家每户，农灌
沟修得好好的，怎么都能满足乡亲们的
种田和生活需求，井没了也没事。

村内的小路，都是水泥路，牛羊厩的
位置也不再分布在村内道路的两旁，而
是合理地规划到了挨近乡亲们的农田附
近，粪便可以直接撒到农田里，既方便施
肥又环保。村内道路两旁种了一些花花
草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才是大自然
的味道，这才是农村该有的气息，阳光明
媚，春暖花开。

舅母家的房子挨着路旁，为避免小动
物乱闯，挨近路的这边砌了矮矮的围墙，
从小铁门望进去，院子里面花台内种了一
些时蔬和一些小百合。院子里面还种了

一棵梨树，各种农具错落有致地放在一
旁，新建的房子以黄白色为主，地板干净
锃亮。房屋布局虽没有城市的合理，但是
有着别样的舒适。很想拥有一个这样的
小院子，再摆上一套桌椅，放上茶水，闲暇
之余躲在梨树下看看书，和乡亲们唠唠
嗑，美丽宜居乡村生活就该是这样子的。

看着家乡的这些变化，村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强，“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把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带
领村民过上幸福的全面小康生活，作为基
层工作的一员，作为家乡的一员，都无比
骄傲，这既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也是
我们为之奋斗的价值所在。我找不到曾
经自己的家了，不是因为它消失不见，而
是因为它变得越来越美丽、干净、整洁了。

本报讯（通讯员 吴松江 王静红
张诗奇）9月 19日至 20日，“霞染鸡山
静 客留翰墨香”刘炳森书画艺术研
究院走进徐霞客游线特殊纪念地活
动在宾川县举行。活动邀请了省政
协文史委相关领导、丽江市徐霞客
研究会、大理州徐霞客研究会、红河
州专家学者、宾川县徐霞客研究会和
部分宾川县书画艺术家等参加座谈
交流。

刘炳森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宝山、
副院长刘学思、刘学维、爱新觉罗·恒锴
等 20 余名书画家参加了本次活动。
刘炳森书画艺术研究院秉承刘炳森先
生在艺术观上坚守民族传统阵地的意
志，研究院致力于继承与发展中华传
统优秀民族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
代，以世界性的眼光提高对民族、对
文化的身份认同，倡导对中国传统艺

术的深入探究与交流，推动中国美术
的蓬勃发展，为发扬国粹艺术而贡献
力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为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纪念徐霞客万里遐
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更好推动文
旅融合发展，特举办了此次刘炳森书
画艺术研究院走进徐霞客游线特殊纪
念地系列活动。

活动中，刘炳森书画艺术研究院
的书画家们实地探访了徐霞客鸡足山
游线，沿着霞客古道抵达鸡足山金顶、
华首门等地，感受徐霞客赞叹的金顶

“四观八景”和鸡足山壮丽的自然风
光，并在鸡足山进行现场创作。

本次活动通过各级艺术家的采风
创作共同助力宾川的文化事业，特别
是深入挖掘宾川的徐霞客文化，助推
宾川文旅事业的发展。

刘炳森书画艺术研究院走进徐霞客
游线特殊纪念地活动在宾川举行家 乡 之 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