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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个最适合旅游与摄影的季节。
这个季节少了夏日的酷暑，偶尔还凉风习习。最

关键的是，遍地都是美丽的颜色，金色的稻田，五彩的
山林，透彻碧蓝的天空……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遇见
美丽的风景，无论是拿手机还是扛单反，随意都能拍出
风光大片。

秋意渐浓，诗意正酣。摄友们，别再窝在家里，赶
紧行动，走进秋天去寻找“偶遇”，用一个缤纷的旅行，
满足你的摄影欲望！

秋意渐浓 诗意正酣
欧阳德珍

微美通道

到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玉带河是必游
之处，它发源于麒麟、万佛山脉，环绕县城流淌，
最终汇入渠水，奔向浩瀚的长江。

不说看得到河底石子的河水有多神奇，不
说岸上高大的闽楠、银杏、乌桕有多气派，不说
河岸的荇菜、金荞麦、中华结缕草有多茂盛，单
说在玉带河边聆听鸟语，就给我留下了许多美
好的回忆。

在环境清幽的玉带河，鸟儿如芦苇开出的
花，白的、灰的、彩的，一只只、一群群、一片片，
时而婉转歌唱，时而惊飞而起，在黎明，在黄昏，
扯出一声声、一串串、一阵阵的鸟声。其实，鸟
语是世界上最纯净的韵律和音乐。

这里河畔曲径通幽，置身其中恍如入画。
沿着河畔徐行，猛一抬头，又是一个绿意盎然的
世界。香樟、枫杨、垂柳，交相掩映，俯仰生姿，
密密层层的树林，早已成为鸟类天然的保护区。

玉带河九曲十八弯，镶嵌在通道侗乡。由
于处在暖温带和亚热带的过渡带，再加上受到
河水的调节，气候冬暖夏凉，沿河林带茂盛，河
流环绕的小岛星罗棋布，由于饵料充足、水草丰
美，这里成为鸟类生活的天堂。

清晨，将醒未醒时分，在玉带河，鸟语早已
穿林而过，清脆地落在河边。远远望去，青翠之
中缀着点点白羽。它们呼朋引伴，跳跃着、飞翔
着，鹭群中间杂着无数其他鸟类，和大自然完美
和谐，成为摄影家青睐的对象。

在这密匝匝的生态林，春天绽放在枝头的
花朵，一定是粉绿、嫩紫，抑或是淡淡的玫瑰
红。仲夏时节，一只只羽翼渐丰的青鸟，将随着

苍劲清风飞往何处？而当暮色来临，万鸟归翔
的玉带河，又该绽放怎样的绚烂，发生怎样喧嚣
的鸟类交响？

聆听这样的鸟语，它们或啁啁啾啾，短促而
明快；或唧唧喳喳，清脆而婉转；或咯咯咕咕，粗
犷而凝重，像管、弦、筝、箫多声部合奏，是通道侗
乡版的《百鸟朝凤》。百鸟啼啭的清音，伴随树叶
上滚动的露珠，像一泓清泉流过我们的心田。

眼前，雾霭像乳白色的轻纱笼罩河畔，树木
蓊郁芳草萋，野花灼灼暗香来。这是玉带河送给
我们难得的音乐早餐，我们从鸟语中品尝情侣喃
喃、夫妻依依、母子切切，甚至还有知己清谈、聚
众讨论。鸟语，是鸟类呈献给人类的灵光。

这几年来，玉带河湿地及其外围保护地
带，禁止污染或危害环境的各项活动，使得这
里水生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的数量快速
增殖，多样性的生物链系统，构成巨大的物种
库和基因库。

望着清幽的河水，蓝得发青，青得让人流
连忘返。绸缎似的河面上，看不见鱼儿打花，
一声尖锐的鸟鸣，把玉带河衬托得更加静
谧。这里的垂钓爱好者说，河里的鱼儿特别
大，也特别精明，不会轻易咬钩，一旦钓上来，
至少是十来公斤重的大家伙。

静坐河畔，聆听被清水洗过的鸟语，那一
刻，我们被尘世烦扰的心灵，停靠在鸟们以天
籁为语的净岸。

晨吟，暮啼，在通道侗乡，用心灵去捡拾
玉带河的鸟语，感受大自然的浩渺，我们的心
灵归于安宁、明净，变得无限高远。鸟语，这
曼妙的天籁之音，在心河上盘旋，让我们油然
而生对自然美的膜拜。

玉带河边听鸟语

水南溪

初秋，稻香时节。
一片金黄的乡村大地，一处美丽乡村，

一个6岁的小男孩身挎白色挎包，很大，包
上印有怀素狂草“遇见”二字，黑白对比，灵
动大气。从城里来到乡村，小男孩一下车
就围着小猫小狗和鸡鸭们转个不停。有些
奇怪，那些猫狗们也从没见过小男孩，可
是，他们之间那份亲切为何那样自然流
畅？我随口而出：遇见猫，遇见狗，遇见小
羊……这就是最美的遇见！

是呀，物有所随，小孩来到乡村最先遇
见的是小猫小狗，我遇见的是些什么呢？

我这次来，邀约的是有摄影与文字之
缘的欧阳莲珍，网名“小艾”，隆回县司门前
镇石桥铺本土人。她很热情地当起向导，
带领我们直奔村中最有“故事”的地方。

我们穿过一片稻田，在村口一隅看到
一株银杏古树，直径1.5米，周长9米，树高
20米，当地人称其为“杏子娘娘”。传说，
很多年前，有一姓邓名杏支的四方游侠
来到村子里，为村民治病疗伤，三日后忽
然不知去向。后来，村民传说那人是这
颗银杏树的化身。从此，便有人来树前
祈求送子，保得福禄安康，其故事遂广为
传颂，为古树赋予神秘的色彩。据说，这
颗古树还和人一样有生日（生日由来很难
考证），每到生日那天，十里八乡的信士都
要来祝贺生日。听了故事，我们不由地崇
敬起银杏古树，感悟到一种静穆修行、润泽
乡梓的灵气。

小时侯我常来石桥铺的一位亲戚家，
对石桥铺有些了解。印象特别深刻的，要
算那一排木房古街，中间青石板路，两边临
街铺面，当时十分热闹。时隔几十年后，我
又来到这老街，想寻找当年的那份感觉，可
世事如风，几处剩存的老铺面已破败不堪，
当年那些生意兴旺的商铺，仅仅在门上留
下泛白的对联痕迹。我们找到一家剩存的
纸马店铺，一位花甲老人，正在用棕刷和墨
水印制一些古朴的人物头像。应我们邀
请，老人端出了年代久远的木刻雕版，清雅
而古拙，极富民间特色。这位神色从容、动
作慢条斯理的老人说，他家的手艺已经传
承了好几代人。我们从他古铜色脸上的皱
纹里，读出他对这份古老手艺的执着。

出了纸马店铺，莲珍姑娘带我们走进
一处小巷子，简朴的石门上留有“落石亭”
三个字，几十平方米的小院古老而厚重，
院内，一顶用来抬菩萨外出求雨的老轿子
和一口乾隆二十一年铸造的古钟吸引了
我。莲珍姑娘介绍了一些关于拜菩萨和
请神求雨、滋润苍生的民间故事。顿时，
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香烟缭绕、锣鼓喧天
的场景……

接着，我们来到一处保存完整的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竹山院祠堂。我没有了
解过这座典型的南方四合院占地多少、何
人所修、耗银多少，但从祠堂内外梁柱、浮
雕、牌匾来看，应该说是非常古老的传统民
间建筑，正门前半月形水池和侧面的毛竹
相互掩映，清楚地见证着这处古老宗祠的
厚重内涵。职业习惯令我驻足流连的是那

些字体灵动、韵味悠长的樟木对联，特别是
宋仁宗御赐的对联，更是让整个祠堂“身价
倍增”。

时近中午，同行中人有的略感饥饿，但
莲珍姑娘兴致很高，说离祠堂一公里之地
还有两处有意思的景点，竹山瀑布和一典
型的民国古建筑四合院。几句淡淡的描
述，就让我们心痒痒的。

溯溪而上，我们就来到一处二十多米
高的瀑布前，一阵凉爽之风扑面而来。立
于瀑布之下，我张开双臂，任由夹着水雾的
凉风，涤荡我浮躁的心灵。全身湿透了，
不，那是一种上千年的山泉水，在一个偶遇
之时沐浴着从喧嚣尘世里走来的凡夫俗
子，是一种洗礼。莲珍姑娘告诉我，现在是
枯水期，丰水期时旁边还有两处小瀑布同
时出现，瀑布宽有二十多米。望着瀑布，我
深思：在竹山深处，这瀑布久无人识，却能
经年不断、自在欢歌，这是一种怎样的胸怀
与气魄！

在瀑布旁边，我们发现一座有着百年
历史的四合院民居。一正两横的木屋结
构，加上屋前屋后的青松翠竹相互掩映。
据莲珍了解，古屋目前只有几个老人居住，
年轻人都搬到山外修新房子了。随行的老
夏和小伍更是有想法——把小院子租下来
成为我们的一个乡间驿站，试想一下，若是
能约几个哥们每周末在小院子里小住一至
两晚，朝夕听泉，抚琴品茶，山鸟对话，那是
何等之宠辱皆忘、悠然自得！

一路上的遇见，让我飘逸于青山绿水
之间，陶醉于梦幻惬意之中。

走进石桥铺，遇见一段山水情怀

本报讯 2017 湖南（第八届）旅游产
业博览会将于9 月18 日至21 日在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举行。我市旅游协会组
织旅游饭店分会、旅游景区分会、旅行社
分会、旅游商品分会抱团参会，将在博览
会上大力推介邵阳的旅游资源、旅游产
业，全面展示邵阳旅游发展新成就。

本次参会的邵阳展馆由市旅游协会
统一安排布展，以“奇美邵阳”作为主题，

以特色民俗文化为亮点，以景区产业为
主、商品产业为辅，综合运用声、光、电、
多媒体互动等多种现代科技展览手段，
将整个展馆分设为旅游景区展示区、特
色旅游商品展示区、旅游新业态综合展
区、智慧旅游展区四个形象主体。展馆
正中心部分为旅游商品展示，突出邵阳
商贾元素，左、右侧区域分别为以南山
为代表的城步展示区域和以崀山为代

表的新宁展示区域，将山、水、森林等元
素融为一个核心体，多方位展示邵阳的
奇山秀水。此次邵阳展馆的布展还十
分注重互动性，不仅优选了我市具有地
域特色的产品参展，还在现场设有侗
歌、苗家打油茶、瑶家歌舞等民俗风情
表演，将通过全方位的展示，全面展现
邵阳旅游新形象。

（欧阳德珍 周奕杉）

邵阳旅游业者抱团参加省旅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