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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德珍

“这次过来，感觉变化太大了！”从上堡
返回的路途中，一位同行深情地感慨。

“四月八姑娘节”后，为了考察绥宁县
的民俗旅游发展情况，再次来到上堡。我曾
在四年前来过两次，这次再来，发现房屋更
拥挤了，旅馆商店更多了，人们更忙碌了，
小山村更热闹了……与前两次到上堡留下
的印象对比，确实变化太大了。

上堡，是绥宁县黄桑坪苗族乡的一个
侗族小村落。在群山环抱间，一个开阔的大
山谷里，梯田层层叠叠，村子就在梯田的中
心，房屋依山势而建，也和梯田一般层层叠
叠，相互拥挤着。就这么个山高路险，看似
封闭的小山村，过去却是个大地域的中心，
曾经有“官道”由此出发抵城步，接通道，至
长沙，到邵阳，通广西……让人着迷的是，
500 多年前，这里竟是当年苗族起义的政
权中心所在，中国第一个苗族武烈政权曾
定都于此。

明朝天顺年间，蒙能、李天保等人领导
湘、黔、桂边界的苗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
起义，并且以上堡为中心建立了苗民政权，
李天保将年号定为“武烈”，自封“武烈王”，
并将苗疆划为“省”“府”“州”“县”等行政单
位。然而，这个苗民政权未能持久。朝廷很
快就派遣两湖、两广及贵州五省官军对其
进行镇压，把这个原来由苗族人民居住的
寨子夷为了平地。所以，人们至今说到上
堡，还喜爱称之为“上堡古国”。现在，走进
上堡时，你会发现这里居住的人民90%是
侗族，而且所有居民都是“上堡古国”的历
史之后迁来的。

我喜爱上堡，不仅因为她有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更多的是这里自然风光优美。四面
群山环绕的上堡村，整个寨子依山而建，寨内
寨外古树参天。一条日夜唱着欢快歌声的小
溪从后山蜿蜒流下，穿寨而过，滋养着屋后寨
前的梯田……这幅恬静优美的山水田园画
卷，是我心中始终珍藏的最美风景。

五月的邵阳已经进入闷热的初夏。然
而，来到上堡，这里还是一片春光正好的景
象——气温初暖，大地渐醒，山野一片新
绿，嫩绿间各种知名的与不知名的野花开
得正灿烂，空气中充满着浓厚的花香，山谷
里响彻着或婉转、或悠扬、或清脆的鸟雀鸣
叫，伴着人们的欢笑声，寨子播放出的音乐
声，交织成一曲和谐的交响曲。

第二天清晨，在鸡鸣鸟语声中我爬起
床，走向村外。夜里的一场大雨，湿透了山
里的空气，轻轻呼吸，仿佛喝了口凉爽的山
泉水。早起的太阳趴在远处的山尖上，斜视
着半个山谷，从山脚一层一层地爬上半山
腰的梯田，此时在阳光的照射下，梯田散落
成一面面小小的铜镜，或一片片碎金。山里
的人们最勤快，水田中已有许多老农开始
了新一天的忙碌，开着耕田机犁地，弓着背
拔秧，挥动着锄头挖土……勤劳的村民们
把一片片梯田，整理成一个个美好的梦想，
用劳动描绘着春天的风景，用汗水浇灌着
秋天丰收的希望。

每次面对梯田，我总是心绪奔腾，豪情
万丈，时而忘却红尘，飘然世外，感慨这扶
摇云间的壮观天梯，是一种不屈于天、不服
于地，向恶劣的环境求生存的精神的折射。
试想，在那没有现代化机械的年代里，我们

的祖先是用怎样的一种毅力，开出了这遍
布群山的梯田？他们靠肩挑背驮，用手垒，
用指抠，用简单的工具凿刨，把崇山峻岭开
垦成起伏缠绵、流光溢彩的“粮仓”，用镰刀
与犁头，耕耘出壮美的田园交响诗，这是何
等伟大的创举。

一阵凉爽的山风吹来，一片白茫茫的
浓雾，从山口莽撞地冲进山谷。不一会儿，
整个山谷便被浓雾侵占，雄伟的山峰，绝美

的梯田，以及梯田中的村落全被浓浓的水
雾“吞噬”，我仿佛坠入了云团，四处都是白
茫茫一片，只好小心翼翼地回到旅馆等待
雾散。

这次到上堡，虽然因为浓雾的笼罩，没
有和前两次一样遇见十分心仪的风景，却
看到了上堡日益走向富裕的变化，感悟到
了上堡人们始终如一的淳朴精神。我坚定
认为：上堡，是一道值得珍藏的风景。

一道值得珍藏的风景

5月18日，笔者跟随邵阳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管
理处主任施伍清一行，对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规划开
发的重点景区——天子洞进行了探秘。

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规划区位于邵阳县城西北，
为资江两大支流赧水和夫夷江汇合处，距夫夷侯国遗
址3公里，2013年由国家林业局批准建立国家湿地公
园。公园内有微管束植物106科430种，脊椎动物有5
纲25目63科151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
物7种，省级81种。

天子洞位于公园西部天子岭下赧水河畔悬崖上。
相传清道光帝南巡时路过此处，见风景如画，便下船上
山，并进洞探险，故名天子岭、天子洞。天子洞有上中下
三个洞口。下洞口以前在秋冬枯水季节可露出水面，上
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下游修建了水电站后，洞
口便常年隐于水中，很少露出。上洞口位于悬崖顶部，
荆棘丛生、洞口狭小，一般很少有人进去。中洞口位于
悬崖灌木掩映中、水面之上十余米处，洞口宽阔，为最
常进的洞口。

近期雨水较多，河面水阔。从码头租动力铁板船过
去，约两分钟即到达悬崖中洞口下面。入洞即是一个往
左的大拐弯，因而站在洞口向里看，只能看到一堵石
壁，回头往外看，却风景无限，洞口竟酷似湘西的天门
山大洞，又如一方椭圆的彩帕，绘着层次清晰的图画：
眼前绿叶婆娑，下面江水浩淼，远方是对河的村庄，天
边一排青翠的山峰。洞高约三四丈，往左不到1米，就
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再往里走，宽不足两米，曲里拐弯。进洞约20米，右
方有一侧洞，进去五六米，路即消失，只是洞壁上约两
米处有个孔，仅能容一个人爬行的样子。施主任说，他
访问过附近村子里的老人，说这个孔以前有人进去过，
有三四千米的样子，等保护条件成熟时，将考虑开发。

往前的路起伏跌宕，忽宽忽窄，洞顶滴水不断，石
笋和钟乳石都处在发育期，不长不大，有些因阻挡去路
被人为敲掉了尖头，只有一处上下连接在一起，我们命
其名为“万年之吻”。

拐了几个弯，见到一个地漏式的洞口，往下看去，
不知其深几何。施主任介绍说，有村民讲这里和水下的
下洞口连接，但未经证实。再进数米，又无路可走，抬头
方见丈余高处有一小洞口，最多能容一人过，据说是连
接上洞口的去处，但没有一点人为的痕迹。我们没有攀
登工具，只得原路返回。

出洞后，我们在附近村口竟然发现了一株大核桃
树，结的核桃虽然不多，但煞是可爱。邵阳县不是核桃
产区，核桃树罕见。村民说，这棵树至少有六七十岁了。

(唐东风)

“洞”藏秘境
探访邵阳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

多彩贵州、山城重庆欢迎您！5月21日，贵州和重
庆13个景区联合推介会在我市举行。现场，以图片展
示和讲解等形式，生动呈现贵州、重庆丰富多彩的旅游
资源。

市民李平说，“这些地方的景色确实很有吸引力，
如果有机会，想去看一看。”现场，贵州的镇远古城、西
江千户苗寨等景点，以及重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天生
三桥、仙女山、龙水峡地缝等景区引来我市一些旅行社
及市民关注。业内人士表示，贵州少数民族旅游及自然
山水旅游，重庆都市文化旅游，为爱好旅游的市民提供
了诸多出行选择。 (肖 燕）

黔渝美景“行走”邵阳

5 月 27 日，从北京传回消息，沅陵碣滩
茶“走进”人民大会堂举行推介会。现场，专
家和媒体记者一起观看碣滩茶宣传片，品碣
滩茶，分享碣滩茶渊源、生态、文化、品牌、工
艺故事，探讨碣滩茶做大好点子。

碣滩茶因产于湖南沅陵县沅水北岸碣
滩山上而得名，起于秦汉，兴于唐宋，据《辰
州府志》记载：邑中出茶多，先以碣滩产者为
最。碣滩茶最在质清，最在品贵，最在位孤，
历代奉为贡茶御饮。

碣滩茶获奖无数，其中上海国际茶博会
特别金奖和米兰百年世博中国名茶金奖最

有含金量，此后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被授予“中国优秀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和

“湖南省十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近两年，
碣滩茶作为怀化市“公用品牌”，推动产量扩
大和品牌影响力。

“种一亩是精品，选一园是景点！”近几
年在沅陵，碣滩茶列入农业“一号产业”，举
全县之力，以标准化产业园方式加快发展，
目前茶园面积达到15万亩，茶企110多家，
年产茶8000多吨，综合产值10亿元以上，品
牌估价18.96亿元，绿、红名茶并进，沅陵县
因此获得“全国重点产茶县”“中国名茶之

乡”等荣誉。
推介会上，中国记协原党组书、副主席

翟惠生建议通过“绿水青山”与“美丽乡村”
讲好碣滩茶故事。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
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柄生指
出，打开碣滩茶小区域公共品牌壁垒，才能
最大化扩大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真正实现
区域品牌价值。

期间，京东、本来生活、中粮、国美、顺丰
等电商平台与市县茶叶协会签订茶叶扶贫
项目协议。

(李青松 邓永松)

碣滩茶“走进”人民大会堂举行推介会
狭小的石巢口

洞口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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