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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县，隶属湖南省常德市，地处湘

鄂边界，位于神奇的北纬 30°线附近。呈

弯把葫芦状，西北峰峦叠嶂，东南起伏和

缓，境内有 236 条沟溪河流纵横交错。年

平均气温 16.7℃，全年无霜期 282 天，年

日 照 时 长 1646.9 小 时 ，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1540 毫 米 ， 得 天 独 厚 的 自 然 条 件 为 茶 树

创造了极佳的生长环境。

石门县被誉为“中国名茶之乡”，茶

树 在 这 片 肥 沃 的 土 地 上 繁 茂 已 久 。 古 书

《荆 州 土 地 记》 中 提 到 ：“ 武 陵 七 县 通 出

茶，最好。”至宋朝，石门产的牛抵茶便

被列为进贡佳品。晚清年间，广东商人卢

次 伦 在 石 门 壶 瓶 山 镇 创 建 “ 泰 和 合 茶

号”，规模浩大，生产的“宜红茶”远销

英国，年销量最大时达 30 万斤，曾雇佣

工人 6000 余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石门

的茶产业仍不断扩大，如今，茶叶种植已

成 为 当 地 山 区 农 民 重 要 的 收 入 来 源 。 到

2015 年 年 底 ， 全 县 茶 园 面 积 为 15.8 万

亩，其中无性系良种茶园 6.5 万亩，年产

干 茶 1.9 万 吨 ， 年 茶 叶 综 合 产 值 超 8 亿

元。全县有 1.3 万亩茶园通过国际、国内

有机认证，生产技术成熟。

我们有幸参观了位于石门县西北的白

云山有机茶园。一路盘山而上，来到白云

之巅。云海，远山，碧水，人家，尽收眼

底。穿过树林，豁然开朗，漫山遍野碧绿

的茶树整齐地排列在眼前，像是被技艺精

湛的园艺师修剪过的空中花园，用于物理

粘 虫 的 黄 板 如 一 只 只 灵 动 的 蝴 蝶 点 缀 其

间。茶园雾气缭绕，茶叶嫩绿，挂在其上

的水珠晶莹剔透，只是眼见，仿佛就已经

喝上了一杯清茶，沁人心脾。

据白云山林场负责人秦国杰介绍，自

1992 年建茶园，20 多年来他们始终确保

100%种植有机茶，以山泉灌溉，以杂草

菜籽饼为肥，坚持使用绿色防控病虫害，

使茶叶在原始生态圈中健康生长。同时，

每年的采茶工作为周边近 500 户村民提供

了大量劳动岗位，给每户村民增收 5000~
1 万元。

在茶厂老师傅的带领下，我们也亲自

体验了炒茶这一传统工艺。看着老师傅的

示范，我们一开始不以为然，但亲自上手

时 才 发 现 ， 看 似 简 单 的 手 法 中 却 蕴 藏 玄

机。面对锅里的茶叶， 需 要 徒 手 不 停 地

进 行 翻 炒 ， 手 生 的 我 们 几 次 被 高 温 的 锅

烫 到 ， 站 在 锅 前 重 复 着 一 个 动 作 ， 仅 仅

炒 了 十 几 分 钟 我 们 就 感 到 高 温 难 耐 ， 双

腿 发 酸 。 但 据 了 解 ， 炒 茶 要 一 个 小 时 左

右 ， 忍 受 高 温 和 久 站 都 是 对 身 心 的 巨 大

考验。师傅对温度、茶叶状态、做型力度的

精 细 把 控 ，无 不 彰 显 着 中 国 的 匠 人 精 神 ，

令 人 佩 服 。厂 里 有 8 个 工 人 ，炒 茶 工 人 占

一 半 。虽 然 引 进 了 机 械 炒 茶 ，但 仍 需 要 部

分手工炒制弥补机械的缺陷，以保证生产

出完美的茶叶。

倾注了时间、温度与人心的事物总是

不会让人失望。一只透明的玻璃杯里，嫩

绿的茶叶冲泡后外形饱满，犹如初春的新

芽，芽头尖尖，还未来得及展开。小饮一

口，如沐春风。《茶经》 中说：“荡昏寐，

饮之以茶。”涤荡身心后，仿佛又有所思

悟。

石 门 百 姓 中 流 传 着 这 样 一 句 话 ：

“ 夹 山 兴 ， 则 石 门 兴 ”， 还 口 口 相 传 着

许 多 关 于 夹 山 的 神 奇 故 事 ， 譬 如 “ 雷

神劈开的天路”，连地质专家都难以解

释 。 早 在 茶 、 禅 盛 行 的 唐 朝 ， 善 会 禅

师 便 觅 得 拥 有 “ 猿 抱 子 归 青 嶂 岭 ， 鸟

衔 花 落 碧 岩 泉 ” 之 境 地 的 夹 山 ， 并 在

此 开 山 建 寺 ， 而 后 寺 庙 经 过 三 朝 御

修 ， 规 模 宏 大 ， 有 “ 骑 马 关 山 门 ” 之

说 ， 如 今 虽 无 当 年 的 宏 伟 壮 阔 ， 倒 显

清 静 ， 颇 有 “ 曲 径 通 幽 处 ， 禅 房 花 木

深 ” 之 感 。 善 会 禅 师 在 这 里 品 茶 开 悟

禅理。茶讲究“和静怡真”，禅宗则从

“静”中悟。在清幽静谧的夹山寺，舀

取 一 瓢 甘 甜 的 碧 岩 泉 水 ， 沏 一 杯 上 好

的 牛 抵 茶 ， 我 们 静 心 思 考 体 悟 。 茶 与

禅在这里已然结下了不解之源。

宋 代 高 僧 圆 悟 克 勤 住 持 于 此 ， 悟

出 了 当 今 中 日 茶 道 的 最 高 境 界 “ 禅 茶

一味”。他深入浅出地评唱雪窦重显的

《颂 古 百 则》， 其 门 人 记 录 汇 编 成 《碧

岩录》，被后世誉为禅宗第一书，影响

深 远 。 该 著 作 成 为 现 代 日 本 禅 学 界 研

究 的 热 门 课 题 ， 更 成 为 国 际 禅 学 界

“碧岩禅”研究学派的精神支柱。

为了归宗寻根，1983 年 9 月，日本

驹 泽 大 学 佛 教 史 迹 访 华 团 跨 海 而 来 ，

在 夹 山 寺 大 雄 宝 殿 上 叩 拜 ， 虔 诚 万

分 ， 然 后 写 下 “ 山 河 跋 涉 好 姻 缘 ， 灵

纵 今 观 夹 山 寺 ” 的 诗 句 。 1992 年 3
月 ， 日 本 国 千 家 派 茶 道 专 家 多 田 侑 史

老 先 生 率 团 来 夹 山 寺 寻 根 拜 祖 ， 他 连

饮 三 捧 碧 岩 泉 水 ， 用 水 在 头 上 顺 势 一

抹，慨然长叹：“终于喝到中日茶文化

发源地的泉水，今生可以瞑目了！”据

石 门 县 博 物 馆 馆 长 介 绍 ， 至 今 ， 仍 不

断 有 日 本 、 韩 国 等 国 的 人 慕 名 前 来 寻

禅问道。

茶 树 从 种 植 ， 管 理 ， 采 摘 ， 炒

制 ， 经 历 水 与 火 的 历 练 终 成 一 盏 茶 。

茶 如 人 生 ， 历 经 磨 难 ， 方 能 淡 然 超

脱 。 在 夹 山 寺 茶 室 ， 石 门 县 政 协 副 主

席 杨 书 凡 先 生 以 “ 觉 悟 ” 二 字 讲 禅 ，

告 诉 我 们 要 在 实 践 中 探 寻 思 考 事 物 的

真 谛 。 让 我 想 到 《碧 岩 录》 中 的 唤 祖

师 来 与 僧 洗 脚 的 公 案 ， 生 命 还 需 自 己

开拓，靠不得别人。

禅 宗 道 不 明 ， 说 不 破 。 正 所 谓

“ 空 持 百 千 偈 ， 不 如 吃 茶 去 ”。 静 坐 于

祖 庭 禅 茶 院 ， 着 粗 布 麻 衣 ， 盘 腿 席 上

坐 ， 沏 上 一 壶 茶 ， 焚 上 一 炷 香 ， 心 中

油 然 而 生 一 股 肃 然 之 意 。 细 细 品 味 ，

久 久 参 悟 ， 倒 也 明 白 几 分 “ 因 茶 悟

禅 ， 因 禅 悟 心 ， 茶 心 禅 心 ， 心 心 相

印”。

石 门 县 的 茶 旅 文 化 一 片 欣 欣 向

荣 。3970 平 方 公 里 的 地 界 内 ， 森 林 覆

盖率达 71.5%，森林蓄积量 931 万立方

米 。 越 往 西 北 山 区 走 ， 森 林 覆 盖 率 越

高 ， 置 身 其 中 ， 只 想 深 深 地 呼 吸 ， 用

这 清 新 湿 润 的 空 气 清 洁 浸 润 整 个 身

心 。 白 云 山 的 湖 光 山 色 ， 南 北 镇 薛 家

村 的 红 色 山 河 园 ， 东 山 峰 的 茶 园 接 云

连 天 ， 雁 池 乡 西 山 垭 的 牛 抵 贡 茶 ， 罗

坪 长 梯 隘 的 青 石 林 、 红 石 林 与 一 垄 垄

茶树交相辉映，相映成趣。

云 雾 缭 绕 ， 重 峦 叠 嶂 ， 茶 叶 清

香，淳朴人家，尽在石门。

到石门吃茶去

久闻壶瓶山自然保护区广袤、富饶

而 神 秘 ， 被 誉 为 东 半 球 的 “ 诺 亚 方

舟”，“地球怪圈”，北纬 30 度上的“自

然迷宫”，更有“植物王国”“天然动物

园 ” 和 “ 地 质 环 境 演 变 的 教 科 书 ” 之

称。本次湖南石门生态之行，我们虽只

是掀开了壶瓶山神秘面纱的一角，却已

然被其自然景观和人文魅力所折服。

从白云山林场到壶瓶山镇，近 3 个

小时的翻山越岭，车窗外是飘渺的云雾

和茂密的森林，山路狭窄弯多。大巴车

嘶吼着又翻过一座山，在两个深切峡谷

交汇的观景台前停了下来。“欢迎大家

来到壶瓶山景区，黄虎港大桥是进入景

区的第一道大门，也是石门到壶瓶山的

必经之路⋯⋯”大家跟随着讲解员走上

黄虎港大桥，视线下移，山高谷深，掠

过丛丛树木与层层岩石，我们终于看到

谷底奔流东去的渫水河。桥两侧的石栏

上雕刻有小老虎，呆萌可爱，可惜石虎

大多已遗失。听讲解员介绍大桥的修建

历 史 ， 为 劳 动 人 民 的 智 慧 和 魄 力 所 震

撼。大桥长 103 米，高 52 米，单拱跨径

60 余米，1958 年动工，历时 1 年 5 个月

建成，自此天堑变通途。黄虎港大桥是

当 时 中 国 跨 径 最 大 、 桥 孔 最 高 的 石 拱

桥 。 据 称 ， 建 桥 石 料 均 来 自 周 边 的 山

体，修建时要将人从山顶吊到峡谷中，

山下人则要 水在河中辅助施工，现在

桥旁的山腰上还有当地人自发修建的庙

宇，纪念为修建大桥而牺牲的人。过河

不忘架桥人，历史将被铭记。

进入保护区便遇到各种标识，友情

提示着游客保护自然环境，注意防火，

爱护野生动植物等。再往前，峡谷变得

开阔，渫水河带来的砂石堆积形成了多

级河流阶地，小镇就坐落于此。我们先

来到泰和合茶号，这是清光绪十五年，

广东商人卢次伦创建的茶号，生产的“宜

红茶”沿渫水河经长江入海远销英国。这

座砖木结构的清式民间建筑，在动乱年

代数次被毁，虽屋檐上的彩绘已不能恢

复，但从石刻泥塑到窗棂木刻，再到重檐

马头墙，都彰显着构图精美、工艺精湛的

民间艺术特色。

继续前行，远处云雾笼上青翠的山

头，民宿错落山中，“喝下这碗是朋友，不

喝你就别想走”的歌声飘来，抬头只见一

座“宜沙老街”的石雕牌坊，坊前穿着土

家服饰的姑娘们用红绸拦起门来，热情

地邀请我们喝下拦门酒。接过米酒饮下，

凉甜可口。在老街还能看到“古渡思帆”，

显示着昔日的繁华，百年宜红茶就是由

此通江达海，远销海外。

在参观壶瓶山大峡谷之前，我们拜

访了壶瓶山动植物科教馆。门前一株千

年紫薇，尽显沧桑。一对守护壶瓶山的

年轻夫妻为我们介绍了壶瓶山保护区的

沙 盘 ， 讲 解 了 这 里 丰 富 的 动 植 物 资 源 。

“ 高 大 茂 密 的 森 林 ， 珍 稀 的 野 生 动 植 物 ，

令人心旷神怡的峡谷深涧，拔地而起的奇

峰异石，扑朔迷离的溶洞景观，清澈的泉

水和飞泄的瀑布共同构筑了五彩缤纷、绚

丽 多 彩 的 壶 瓶 山 自 然 景 观 。”讲 解 员 这 样

说道，神秘的壶瓶山等待着我们的探索。

人说“张家界的山，九寨沟的水，壶

瓶 山 的 峡 谷 算 最 美 ”， 壶 瓶 山 群 峰 高 而

险 ， 峡 谷 多 而 奇 。 下 午 ， 我 们 终 于 来 到

壶 瓶 山 大 峡 谷 ， 体 验 了 象 鼻 子 沟 生 态

游 、 鱼 洞 探 险 观 光 和 湖 南 屋 脊 漂 流 。 进

入 大 峡 谷 ， 沿 着 山 路 上 行 ， 两 侧 是 郁 郁

葱 葱 陡 峭 的 山 峰 ， 路 旁 是 或 急 或 缓 的 溪

流 ； 空 气 潮 湿 又 清 新 ， 是 天 然 的 大 氧

吧 ； 时 而 有 清 脆 的 鸟 叫 声 ， 为 静 谧 的 峡

谷 增 添 了 一 些 热 闹 。 山 路 右 折 ， 远 处 飞

瀑 垂 下 ， 其 名 为 仙 女 瀑 。 走 下 观 景 台 ，

巨 大 的 落 差 下 ， 敲 碎 一 汪 沉 静 ， 激 起 层

层 涟 漪 。 大 家 沉 醉 其 中 ， 直 到 导 游 多 次

催促才继续前行。

溪底岩石上一道白线延伸至山顶，旁

边刻着大字“仙人弹墨”，天然形成的石

英线与北纬 30 度大致重合，当地人也为

它附上了美丽的传说。视 野 顺 着 直 线 上

移 ， 就 能 看 到 一 线 天 ， 山 峰 交 汇 ， 只 余

一 指 天 空 。 路 过 壶 瓶 液 ， 甘 甜 的 泉 水 可

以 直 接 饮 用 。 道 阻 且 长 ， 在 山 路 尽 头 就

看 到 了 壶 瓶 飞 瀑 ， 相 传 诗 仙 李 白 曾 留 下

“ 壶 瓶 飞 瀑 布 ， 洞 口 落 桃 花 ” 的 千 古 佳

句 。 走 上 瀑 布 下 的 玻 璃 栈 道 ， 仰 望 飞

瀑，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一路下山，雨后有些燥热，导游说爬

山出汗不要怕，接着就带我们去体验天然

空调——鱼有洞天。晃过大吊桥，进入洞

口 ， 一 股 凉 风 吹 来 ； 再 行 数 步 就 是 大 风

口，顿时强风袭来，导游宽大的土家族服

装随风飘荡，寸步难行，据介绍，这大风

是由于洞内外气压差异形成的。穿过大风

口，里面便是溶洞，全长 2000 多米，因

时间的关系我们未能走完全程，期待着下

次再来细听鱼洞的神话故事。

最后一站，是大家最期待的湖南屋脊

漂流。穿上救生衣，坐上橡皮艇，就此展

开了 8 公里的净心漂流之旅。前面师傅划

着木浆，后面师傅撑着竹竿，皮艇便顺溪

而下。峡谷间沟壑或陡或平，水流因而或

急或缓，我们随之时而平静时而欢快。一

路形成的动态水景美不胜收，静看两岸青

山相对出，偶有人家吊桥与竹筏，时常有

水鸟掠过。我想居住在这青山绿水中，撑

着竹筏或者摇过吊桥外出，也是独特的风

景。正徜徉在禅隐的想象中，至水流湍急

处 ，船 头 扎 入 水 潭 ，激 起 一 片 水 花 和 惊 叫

声。后面的船追上来，两船交战，或用水瓢

或用桨，撩起更大片的水花，大家陷入泼水

节般的狂欢，笑声久久回荡在山谷之中。

一 天 所 见 虽 只 是 壶 瓶 美 景 的 冰 山 一

角，却已深深沉醉，愿这分淳朴自然维持

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神奇壶瓶，唯美石

门。

壶瓶峡谷叹飞瀑
湖南屋脊畅漂流

中国地质科学院 杨帅斌

一天的颠簸之后，我们到达了石门县城，远望窗

外澧水穿城而过，呼吸着湿润的南方空气，想着明天

就要叩响这道石门了，好激动。

晚饭后在网上 翻 出 石 门 县 的 区 域 地 质 图 ， 作 为

地 质 学 专 业 的 学 生 ， 每 到 一 个 地 方 都 有 看 图 的 习

惯，地形图、水文图、地质图等，发现石门从震旦

纪 开 始 ，6 亿 年 以 来 的 地 层 基 本 齐 全 ， 看 来 应 该 能

看到不少好东西了。

第一站是县城南边的夹山寺，来之前知之甚少，

博物馆馆长在大雨中为我们讲解当地的历史文化。穿

过“猿抱子归青嶂岭，鸟衔花落碧岩泉”的故事长

廊，就到了碧岩泉前，泉前小山上的岩石吸引了我的

目光，它们都是白垩纪形成的砾岩，由许多被磨得浑

圆灰岩和泥土粘结在一起而成，也就意味着 1 亿年前

这里有条规模较大的河流，那些浑圆的灰岩石块则来

自当时周边的灰岩山体。如今，它们被抬升露出地

表，在风雨侵蚀下，被雕刻成各种奇形怪状的模样，

有的像乌龟、有的像小鸟。砾岩中存在着许多空

隙，能够储存许多水分，同时还可以很好地过滤水

中的杂质，这一泓清泉的美名，除了宋代高僧圆悟

克勤禅茶一味的顿悟，砾岩山体同样功不可没。

一转头，又在地上的砖石里发现了异样的白色

花纹，仔细一看原来是角石化石，外形看起来像犀

牛角一样又尖又长，其实它是奥陶纪生活在海里的

生物，是现今章鱼乌贼的祖先。从砖石截面上还能

看到，角石里面被分隔成了许多小空间，一个个的

“ 小 房 子 ” 是 角 石 生 长 过 程 中 由 小 到 大 逐 一 “ 修

建”起来的，它通过调节海水进出“房间”，来控

制自己的沉浮，现代潜艇就是在这一仿生学原理指

导下建造的。看着小小的砖石，感觉自己仿佛在与

数亿年前的那个生物对话，正是它让我知道了这块

岩石是奥陶纪的灰岩。真没想到刚刚推开岩石之门

就看到了如此丰富的世界。

龙王洞更是惊艳。这个位于白云山麓的溶洞，

在 上 世 纪 70 年 代 修 筑 水 库 时 ， 有 水 流 入 了 洞 中 ，

游人可以直接坐船进入，然后再下船步行游览。山

体岩石表面有着明显的刀砍纹，这是白云岩的一个

重要识别标志，它们都是在 6 亿年前的震旦纪大海

中形成的，是一种碳酸盐岩，后来经历构造运动抬

升到地表。几十万年前的地下水长期作用，将岩石

缓慢溶解于水中，孕育了现今的龙王洞。随着温度

压力的改变，碳酸盐又以方解石的形式从水里结晶

出来，形成从上往下生长的石钟乳，从下往上生长

的石笋和两者相连长在一起的石柱。洞中还有石

幔、石旗等多种钟乳石，当地人发挥想象力，从千

奇百怪的钟乳石中找到了形态非常像龙之九子和当

地传说中桩巴龙的钟乳石，让地质景观更加鲜活。

钟乳石里还记录了古代气候的变化信息，而一些不

文明的游客随意破坏或者将之带走，不论对于观赏

还是科研来说都是重大的损失。

去往壶瓶山的路上，我们路过黄虎港大桥，看

到了震旦纪白云岩山体被渫水河深切产生的大峡

谷，落差之大，山体之陡，让大桥的修筑异常艰

难。桥边的纪念塔旁，我又在岩石上看到了叠层石，

是由那个时代一层层生长的藻类群体形成的。壶瓶山

镇就在渫水河的一处较为开阔的河谷地带修建，泰和

合茶号与宜沙老街都在河流沉积物形成的平台之上，

可以说没有渫水河就没有壶瓶山镇。

参观完动植物 科 技 馆 后 ， 从 地 图 上 看 到 了 壶 瓶

山 地 区 的 广 阔 ， 我 们 去 的 象 鼻 子 沟 只 是 其 中 众 多

山 沟 之 一 ， 就 是 在 这 个 山 沟 里 ， 我 一 路 看 到 了 众

多 不 同 种 类 的 蕨 类植物，这种比恐龙出现还要早的

植物，在这里生长繁盛。

最震撼的还是三大瀑布和峡谷里的岩层，寒武纪

形成的灰岩在流水侵蚀下，显露出壮观的水平层理，

好似一部巨书的层层书页，瀑布就从“书页”之上

飞流而下，可是有些不文明的游客恰恰将垃圾塞入

“书页”之间，破坏了美景与环境，我们一一清理

并进行了现场的文明旅游宣传活动。

峡谷中部还有一条被称作“天神弹墨”的白色

脉落，因为距离较远，无法判断到底是石英还是方

解石，但毋庸置疑，构造运动导致断裂的出现，后

期物质充填其中，才有了现今这条神奇的直线。

在峡谷一侧的山体中有一处鱼有洞天，由于洞

内外的气压差异，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风洞，有如一

个巨大的中央空调，整个溶洞也是沿着岩层的层面

延伸发育，景致独特。

来到长梯隘，我们看到了红石林和青石林两种不

同风格的岩溶地貌，青石林和红石林的岩石都是 5 亿

年前寒武纪形成的，不过，青石林的岩溶地貌发育较

晚，因为内部没有铁质夹层，而且受流水侵蚀时间短、

红土浸染较少，所以石头保持青色。在我国南方地区，

由于地层和气候原因，导致岩溶地貌普遍发育，但是像

青红石林这种形态的石林，还是很少见的。茶园点缀石

林间，人行其中感觉像是进入了迷宫，一步一惊喜。

忘不了和 小 伙 伴 们 在 青 山 绿 水 见 感 叹 大 自 然 神

奇 的 情 景 ， 这 道 石 门 才 刚 刚 开 启 ， 等 待 着 更 多 的

人 前 来 探 索 。 时 间 所 限 ， 我 们 有 许 多 地 质 景 观 没

能来到及参观，期待下次再来。

地质学博士带你打开神秘的石门

辽宁大学 李梓豪

这 个 夏 天 之 前 ， 我 从 来 没 有 去 过 湖

南，自然对罗坪这个地方无从了解；可这

个夏天之后，我的记忆里就永远多了一个

抹不去的“倩影”。

其实罗坪的地理位置很尴尬，夹在壶

瓶山和张家界的中间，这两个地方中前者

正在大力开发旅游，后者已经成了举世闻

名的景区，这让罗坪的旅游发展显得没有

那么容易，可罗坪自带的光彩却从来没有

被掩盖：“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湖南

省群众文化艺术之乡”“湖南摄影家协会

摄影基地”“湖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湖南省环境优美乡镇”，罗坪的长梯

隘村是“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湖南

省旅游名村”，这些都是外界对罗坪的认

可。

罗坪的山，如仙子的羽衣，随季节变

化多姿多彩，春夏秋冬各有姿色；罗坪的

石，如层林摇曳，千姿百态，极尽鬼斧神

工 之 妙 ， 与 万 亩 茶 园 相 映 成 趣 ； 罗 坪 的

云，波澜壮阔，千峰 万 壑 在 云 海 中 时 隐

时 现 ， 宛 如 仙 境 ； 罗 坪 的 水 ， 百 转 千

回 ， 飞 瀑 涌 泉 ， 深 涧 幽 潭 ， 奇 岩 列 岸 。

我 甚 至 自 私 地 想 ， 要 把 这 里 的 山 水 云 石

都 藏 起 来 不 与 人 共 享 ， 把 这 里 的 春夏秋

冬都收入眼里。

罗坪的景观很多：长梯隘、吊脚楼、

百丈峡洞、香炉观、红鱼溪、高山湖泊、

猴群、茶园等，还有云海和日出，但是给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千年的银杏树和历经万

年形成的青石林、红石林。罗坪乡的这颗

千年古银杏树位于长梯隘村泡桐垭，树

高约 80 米，胸径有 3 米，要八九个成年

人才能合抱。传说这棵树每百年才结一

次果、每次只结一颗，而每次结果当地

必出一位人才。

目前，罗坪长梯隘村的茶园面积达

到 1500 亩，在肥沃土壤的滋养下，当

地茶叶含硒丰富，依靠卓越的品质和精

良的制作工艺，长梯隘村的茶叶还一举

获 得 欧 盟 国 际 公 平 贸 易 补 贴 ， 蜚 声 海

外。

当地的大多数村民依然保持着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方式。田间

地头忙碌的身影，与青山绿水、蓝天白

云 一 起 构 成 了 一 幅 幅 绝 美 的 茶 园 风 景

画。村里依然可以看见年老的传统手艺

人，如木匠、篾匠、剃头匠等走街串巷

地吆喝，为广大村民服务。

罗坪的居民 98%是土家、白、苗等

少数民族，其中以土家族为主。也正是

独特的文化底蕴，才让这里获得了“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和“国家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的称号。长梯隘村的山歌、九

子鞭、薅草锣鼓等民间艺术多次登上中

央电视台的舞台，享誉四方。

有人说：“在罗坪，有水源的地方

就 有 土 家 汉 ； 有 人 住 的 地 方 ， 就 有 土

家山歌。”这里自古就是有名的山歌之

乡 ， 土 家 族 几 乎 人 人 能 歌 善 舞 ， 他 们

采 茶 时 尽 情 而 歌 ， 耕 田 时 引 吭 高 歌 。

在 山 水 间 萦 绕 的 山 歌 不 仅 唱 出 了 土 家

人 的 热 情 好 客 ， 更 唱 出 了 他 们 蓬 勃 的

精气神。

千年长成银杏树
能歌善舞土家人

刘昶荣

“通常提到文明旅游，大家首先想到的

就是不乱扔垃圾，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要

保护生态环境等。但是如果进一步想的话，

比如我们要保护一朵花，或者是一只鸟，你

首先得了解它，知道它喜欢什么样的生存环

境，什么才是适合它的，这样你才能更好地

去保护它。”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杨帅斌是一

名 地 质 学 博 士 ，8 月 15 日 ， 他 在 2017 大 学

生“文明旅游背包行”公益宣传活动“走进

湖南石门，感受生态文化”寻访活动座谈会

上，表达了自己对“文明旅游”的看法。

与杨帅斌一起参与大学生“文明旅游背

包行走进生态石门”之旅的，还有来自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 9 位同学，在短短 4 天

的寻访活动中，清一色的 90 后们一边陶醉于

当地负氧离子含量超高的生态环境，一边更

为深刻地体会到“文明”二字在旅游中的重

量。想要保护眼前青山绿水的强烈感受，让

他们弯腰捡起景区的垃圾，号召游客签名加

入大学生“文明旅游背包行”的队伍，将“文

明旅游”的小册子从湖南省石门县的景区发

到了湖北省的荆州火车站。

这 10 位 大 学 生 ， 因 着 各 自 的 专 业 基

础，对“文明旅游”也有更为专业的认知：地

质学博士杨帅斌通过讲解地质专业的知识，

告诉游客保护溶洞岩石地貌的重要性；来自

北大山鹰社的生态学博士李耀琪，则看到了

“文明旅游”在保护生态多样性中的必要性。

在游客蜂拥而至之前，
将文明旅游理念宣传出去尤
为必要

石门县的壶瓶山保护区被专家称为“华

中地区弥足珍贵的动植物基因库”，保护区

现 已 记 录 动 植 物 3080 种 ， 昆 虫 4500 余 种 。

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如华南虎、金钱

豹 等 共 54 种 ； 国 家 一 二 级 保 护 植 物 如 珙

桐、红豆杉等 30 种。

石门县的龙王洞大概形成于 6 亿年前，

里面有让同学们叹为观止的钟乳石、石笋，

它们每 100 年只能生长 1～10 厘米，这些大

自然经过十几万年制造出的“艺术品”，有

游客竟然随手一敲便将其折断带 走 。 杨 帅

斌 说， 溶 洞 里 的 这 些 钟 乳 石 、 石 笋 除 了 观

赏 价 值 以 外 ， 还 有 很 高 的 科 研 价 值 。 科 研

人 员 可 以 通 过 钟 乳 石 来 判 断 不 同 时 代 的 气

候 状 况， 如 果 钟 乳 石 被 敲 断 ， 那 么 钟 乳 石

对 时 代 的 记 录 作 用 就 会 中 止 ， 这 个 损 失 是

无法挽回的。

石门县的森林覆盖率为 71.5%，而壶瓶

山 每 立 方 厘 米 空 气 负 氧 离 子 含 量 最 高 可 达

10 万个以上。大学生文明旅游背包客在石

门的山水间感受着石门的生态之美，也特别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呵护这份美。他们除了

身体力行地捡垃圾，告诉身边的游客不要破

坏环境以外，还通过自己的朋友圈、微博以及

微信来“广而告之”。目前，话题“生态石门”在

新浪微博上已有 17.5 万的阅读量，在“中青报

旅游周刊”微博公号上所刊发的相关原创微

信，已获 3 万多阅读量。

“十三五”期间，石门县委县政府把

“开发旅游资源，建设旅游强县”列为全

县重点推进的 10 件大事之一。制约石门

旅游发展的交通问题也即将解决，石门旅

游事业的发展已然按下了加速键。在游客

蜂拥而至之前，将文明旅游的理念宣传出

去显得尤为必要。

石门有大美，而这种美有时候在游客

的不文明行为面前又特别脆弱，石门的美

需要“文明旅游”来守护。

好山好水中的好人民

大 学 生 文 明 旅 游 背 包 客 倡 导 游 客 用

“文明”守护石门的美是生态美，然而他

们发现比生态美更打动人心的，是石门人

民之美，这种美如壶瓶山间清澈而甘甜的

泉水，涓涓地流入心田。

对于老天爷赐予石门的自然禀赋，石

门人民报以敬畏之心。石门县拥有 432 万

亩林地，从 1998 年开始，石门县就实施

“封山禁伐、封山育林”保护措施，彻底

取消商品木材采伐指标，育林基金 （指林

业主管部门向木材、竹材和其他林产品的

生产或经营单位征收的资金）征收额每年

大幅减少。我国从 2009 年开始，才采取财

政措施逐步降低育林基金征收标准，直至

2016 年正式停征育林基金。在保护森林资

源方面，石门县超前于全国的步伐，特别是

对于正努力“摘帽”的国家武陵山片区贫困

县石门而言，这样的环保理念更为可贵。

感谢这样超前的环保理念，可以让来

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文明旅游背包客在如

画的美景中舒展自我。游走于壶瓶山，同学

们发现景区里有很多倒木，李耀琪介绍说，

这些倒木“是森林的苗床，是微生物的主要

栖息地，人为移动会使微生物缺少分解对

象，打破原本可持续的物质循环，牵一发而

动全身”。

好 人 民 保 护 出 了 好 山 好 水 ， 好 山 好

水 也 让 好 人 民 愈 发 可 爱 。 大 学 生 “ 文 明

旅 游 背 包 行 ” 第 三 天 ， 走 进 石 门 县 南 北

镇 薛 家 村 。 背 包 客 走 在 村 子 里 时 ， 迎 面

正 好 走 来 了 两 三 名 村 子 里 的 留 守 儿 童 ，

这 些 看 起 来 年 纪 只 有 七 八 岁 的 孩 子 大 大

方方地主动和背包客打招呼：“叔叔阿姨

好！”然后又玩自己的去了。这一幕在许

多 旅 游 业 已 经 很 发 达 的 地 方 都 很 难 遇

到 ， 因 而 让 来 自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的 王 虹 印

象 深 刻 ， 孩 子们的淳朴热情让她有宾至

如归的温暖。

薛家村孩子们的热情烂漫也许离不开

驻扎在这里的扶贫楷模王新法的努力。这

位北方汉子为了报恩，来到石门，“薛家

村 山 好 、 水 好 、 人 好 ， 就 是 条 件 不 好 。”

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 64 万元，一

头扎进了薛家村的扶贫工作中。

当背包客们来到薛家村时，王新法已

经去世。同学们站在他生前居住的老房子

里听着讲解员介绍王新法的事迹，据说冬

天，雪花会从房顶的大窟窿里飘进来。听

着讲解员热泪盈眶地说着王新法生前身居

陋室却依然笃定扶贫的故事，在场的人无

不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文明旅游”助力好人民出行

王新法在薛家村实行殡葬改革，建立

“ 山 河 圆 ”， 用 火 葬 取 代 土 葬 ， 骨 灰 埋 在

“山河圆”所在的六塔山上，周围栽种油

茶树，在没有坟墓的区域种植株楠木、红

豆杉、八月桂等名贵树苗，既实现了生态

殡葬，又有经济效益。

生态殡葬推行以来，村里的老人过世

不仅不会占用村里上好的田地进行土葬，

而且也不再烧香、烧纸、放鞭炮。薛家村

村民观念的改变，实现了当地村民与自然

资源的和解。这与大学生“文明旅游背包

行”的理念不谋而合。

大学生“文明旅游背包行”也是要将

“文明旅游”的观念传递给每一位出游的

游客，通过观念的改变来改变中国游客的

精 神 风 貌 。2016 年 年 底 ， 国 家 旅 游 局 针

对我国游客的十大境外旅游目的地进行了

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有超过 60%的目的

地国居民对中国游客的印象影响其对中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其中超过 20%的受访者

认为中国游客的形象对中国形像的影响非

常大。在悄然之间，每个中国游客都是构

成国家形象的因子，是行走的中国名片，

“文明旅游”的重要性已然上升到了国家

形象的高度。

由国家旅游局主办，中国青年报社承

办的大学生“文明旅游背包行”公益宣传

活动今年已进入第三年。回顾前两年的成

绩，大学生“文明旅游背包行”公益宣传

活动所影响的人群由 2015 年的 1000 万以

上，增长到 2016 年的 3000 万以上。2016
年，大学生“文明旅游背包行”公益宣传

活动专属 H5 点赞量超过 50 万，校园线下

活动 110 场，暑期实践活动 240 场，提交

团队成果报告 123 份，活动覆盖范围遍及

全国 31 个省 （区、市）。

今年的大学生“文明旅游背包行”公

益宣传活动从 5 月 10 日启动以来，得到了

全国各大高校的积极响应，共收到来自全

国 高 校 355 支 团 队 的 积 极 申 报 ， 最 终 有

131 支团队入选。这些在暑期奔赴全国各

地的大学生团队，用实际行动将“文明旅

游”的种子散播在祖国大江南北。而“走

进 湖 南 石 门 ， 感 受 生 态 文 化 ” 活 动 的 进

行，让“文明旅游背包行”话题在新浪微

博上的阅读量冲高至 3541.6 万。

“文明旅游”是一种观念 的 转 变 ，特 别

当 一 些 不 文 明 行 为 是 一 系 列 复 杂 的 经

济、文 化 因 素 造 成 之 时 ，这 种 观 念 的 转 变

会 更 为 艰 难 。大 学 生“ 文 明 旅 游 背 包 行 ”

活 动 聚 焦 于 大 学 生 群 体 ，他 们 是 社 会 中

最 活 跃 的 因 子 ，通 过 他 们 来 撬 动 整 个 社

会“ 文 明 旅 游 ”观 念 的 转 变 ，不 失 为 一 个

好的抓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些现在参与

大学生“文明旅游背包行”的年轻人为人

父母时，他们的孩子一定会成为“文明旅

游 ” 的 践 行 者 ， 中 国 好 人 民 的 “ 文 明 旅

游”之路让人充满期待。

大学生“文明旅游背包行”公益宣传活动“走进湖南石门 感受生态文化”

文明旅游守护石门生态之美
◆ 石门有大美，而这种美有时候在游客的不文明行为面前又特别脆弱，

石门的美需要“文明旅游”来守护。

◆ 大学生文明旅游背包客倡导游客用“文明”守护石门的美是生态美，

然而他们发现比生态美更打动人心的，是石门人民之美，这种美如
壶瓶山间清澈而甘甜的泉水，涓涓地流入心田。

清华大学 田正赓

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是一座位于湖

南西北部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家家户户

以种茶为生，由于这个地方出产的茶叶

卖不出好价钱，村民收入始终得不到保

障，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

大多为老年人和儿童，这就进一步导致

了这个大山中的村庄难以脱贫。

2013 年 ，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退 伍 军

人王新法，带着他全部积蓄 64 万元和

“ 与 民 同 富 军 人 团 队 ” 来 到 了 薛 家 村 。

他看到这里空有一片好山好水好风光，

但居民却始终过着艰难的日子，于是下

定决心，要留在这片秀美的土地上，帮

助这里的村民早日脱贫。

在 参 观 王 新 法 办 公 、 生 活 的 屋 子

时，我们一行人看到的是一座四面漏风

的老木屋。这座木屋，远比村里的其他

建筑破旧得多。而王新法，当年就是在

这座冬天雪花都可以飘进来的屋子里，

日夜操劳着。

对 于 这 个 来 自 北 方 的 “ 外 乡 人 ”，

薛家村的村民一开始是很不信任的，他

们觉得不会有人完全出于好心，千里迢

迢来到这里做费力不讨好的事，王新法

肯定有什么目的，没准是为了骗取脱贫

经费而来。面对这些质疑，王新法没有太

在意，他做的只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

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

薛家村有一条河流穿村而过，村民

每次过河都要 水。这给村里的老人和

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王新法主动带领村民修建桥梁。

他 还 为 住 得 较 远 的 几 户 居 民 接 通 了 水

源，免去他们每日挑水的辛劳；加宽村

道，方便村民每日出行；挖通隧道，贯

通部分居民家通往村里的道路⋯⋯这些基

础设施的建设，大大便利了村民的日常生

活。

村民们看到的王新法，是一个无私忘

我，全心全意为老百姓的脱贫事业而实干

的人，于是转变了对他的看法，王新法也

在 村 里 树 立 了 威 信 ， 被 大 家 一 致 推 举 为

“名誉村长”。他的精神感染了整个村子，

在后面的修路修桥工程中，村民们有钱的

出钱，有力的出力，为了村里的基础设施

建设，自愿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更有村

民 受 到 影 响 ， 主 动 要 求 成 为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 因 为 他 们 觉 得 ， 像 王 新 法 这 样 的 党

员，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员，成为这样

的党员，是光荣的！

薛家村是一个有着红色历史的村庄，

80 多年前，曾经有 68 名红军受到国民党

军队围剿而跳崖。他们离世后，尸骨一直

散落在四处，王新法得知此事后，主动提

出要“送烈士回家”，在薛家村的一座山

上为烈士修建了陵园——“山河圆”，安

放这 68 位烈士的遗骨，让他们的亡灵得

以安息。

今年 2 月，由于操劳过度，王新法同

志突然因病辞世。他去世后，薛家村的村

民万分悲痛，深切怀念这位来自远方的无

私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村里的很多老人

决定，将来离世后也要安葬在王新法修建

的 “ 山 河 圆 ” 中 ， 和 王 新 法 一 起 永 眠 于

此。老人们的决定，改变了当地土家族居

民世世代代的殡葬习惯，开创了当地文明

殡葬的风气。如果王新法能看到这一幕，

他一定会感到欣慰。

如今，王新法走了，他住过的屋子显

得格外空寂，但是，薛家村里的这一段感

人至深的奉献故事，却流传得更广了，影

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好山好水好石门
有情有义薛家村

中国地质科学院 杨帅斌
北京大学 李耀琪

摄影：李隽辉
湖南农业大学 李磊 北华大学 赵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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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白云山茶厂观景台俯瞰仙阳湖。

② 罗坪红石林形成于5亿年前的寒武纪，如今与一片片茶树依偎在一起，相映成趣。

③ 热情的土家族姑娘端上拦路酒。

④ 在渫水河上漂流，时而舒缓时而奔腾。

⑤ 高山有机茶园里，茶树常年浸润在云雾中。

⑥ 想体验自然风洞——鱼有洞天的超级冰爽，先得有胆量走过长长的吊桥。

⑦ 大雨中，同学们在龙王洞景区邀请过往游客参与文明旅游背包行签名活动。

⑧ 在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学们邀请游客扫二维码，体验文明旅游主题小游戏。

⑨ 扶贫楷模王新法的事迹让每个在场的人感动、落泪。

扫一扫，听地质学博士讲龙王洞
和红石林的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