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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居住

! ! ! !风光无限离不开湖光之美。初秋去
新疆旅游，不仅被神秘的喀纳斯湖所迷
醉，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有“天山的明
珠”之誉的赛里木湖之美。赛里木湖坐落
于博乐市境内的北天山山脉中，海拔
!"#$米，面积 %&%平方公里，水深 '&米。
湖四周是斜坡低岸，水草丰美，为优良牧
场。赛里木湖，古称“净海”，长期以来这
里流传着湖怪、湖心风洞、漩涡与湖底磁
场等传说，这给美丽的赛里木湖又蒙上
了一层极富想象力的神秘面纱。近年有
人总结了“赛里木湖十景”，即“金缎镶
边”、“科山观松”、“净海七彩”、“湖心情
侣”、“激浪拥堤”、“绿海珍珠”、“乌孙古
家”、“富士东峙”、“赛湖跃金”和“松头雾
瀑”。赛里木湖又属封闭型的断陷湖，是
地壳下沉形成洼地，由四周的高山雪水
历百万年慢慢汇聚而成。令人拍案称奇
的是汪洋大湖却不见大河注入，波澜起
伏的赛里木湖主要依赖潜流补给。湖中
原来没有鱼虾。!"世纪 '"年代开始人工
引入冷水性鱼类，如今已成为中国著名
的冷水鱼养殖基地。
当晨曦的阳光刚刚升起，我们一行乘

着大巴划破了这里的宁静湖光山色，却也
给沉睡的大地注入了人气的活力。蓝天、
白云、绿草、湖水，尤其是那一池清澈的湖
水，在远处白雪皑皑高峰的衬托下，那湖
水显得格外地湛蓝，其湛蓝得使我心醉！
当车刚刚打开车门，我犹如出笼的鸟儿，
快乐地向湖畔跳跃着奔去。毕竟是初秋的
季节，这里虽然已看不到草茂花繁，幕帐

点点，炊烟袅袅，牛羊成群，牧马奔驰的牧
场风景画。然而呈现眼前那略呈椭圆形的
湖面，宛若一块碧绿的翡翠，足以令我兴
奋异常和陶醉！湖边平坦整洁，自然和谐，
没有名胜景区那种令人厌烦的沿街小摊
叫喊声，也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这里除
了湖水的拍岸声、鸟儿翱翔鸣唱声，一切
显得那样的和谐自然。这里也没有人为的
添枝加叶、画蛇添足的人造景观，唯一有
人为因素和痕迹的是耸立着一块花岗岩
石碑，上面竖刻着“赛里木湖”四个红底大
字。它默默地、亲切地提示着游客这里就
是赛里木湖！值得您驻足观赏。我轻轻地
倚靠在大石碑旁，睁大着眼静静地眺望着
湖面风光和远处高峻雄伟的天山山脉。眼
前这一幅幅原生态的自然美景，不得不让
我感叹大自然的博大宏伟、风光无限；也
使我顿感人在大自然面前是何等渺小，感
悟到人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符合自然
法则，才是人间正道。

赛里木湖的环湖气候湿润，所以湖
周边植被丰富。云杉是湖周主要树种，
树干笔直、苍劲挺拔，层层叠叠，织成塔
林。林荫之内，伴有桦林、花楸、山楂等
树种；林下秋草平铺泛青，野菇丛生；林
中还栖息马鹿、雪鸡、金雕、啄木鸟等异
兽珍禽，湖中天鹅、斑头雁、白眉鸭等水
禽畅游嬉戏。为了尽兴地饱览这难得一
见的湖光山色，导游在我和游客建议
下，让驾驶员沿着湖畔簇拥着羊群慢慢
地兜了一大圈，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告别
赛里木湖。

! ! ! !我们在游览了五台山后，大巴
行驶 !个多小时，于中午到达应
县。下车后进入应县大街，这是一
条步行街，街面整洁、行人较少，街
旁二边均为古色古香的二层建筑。
在大街中央通过一座门楼，进入景
区，塔前是一片广阔的广场，有树
木有石凳供游客休息。一座高耸入
云的木塔就展现在游客面前。导游
介绍说：应县木塔全名“佛宫寺释
迦塔”，始建于辽代清宁二年（公元
("&)年），是辽代统治者宣扬佛法
的场所，又是古代作战的瞭望台。
更奇的是塔内没有一颗铁钉拉接
的情况下，全靠木构互相拉结，斗
角勾心、稳如磐石地耸立在三晋大
地上。应县木塔与法国的艾菲尔铁
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
界三大奇塔”。

木塔高 )#*#+ 米，底层直径
$"*!#米，平面呈八角形，塔内五层
六檐，加上四层展共九层，塔身自
重 &#""吨，用木料 $&""立方米，
设计极其巧妙。全塔上下有 &%种
不同形式，成百上千个斗拱装点于
塔身各处，种类之多国内罕见，有
“斗拱博物馆”之称。

塔上有 &%块珍贵匾联，均为
历代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文人墨
客、佛门高僧游览木塔时挥毫泼墨
留下的绝代珍品，其中“峻极神工”

和“天下奇观”是明成祖朱棣和明
武宗朱厚照两位皇帝御题。“释迦
塔”巨匾记载着木塔建造和第一次
维修时间。

塔内各层均有塑像，共计 !)

尊、一层门侧、门额及内壁等处绘
有壁画。这些塑像壁画惟妙惟肖、
栩栩如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
人赞其为“汇艺术之精髓，集佛教
之大乘”。

特别珍贵的是 +,#%年，在一
层三层塔内的佛像腹中发现一批
辽代刻经、写经等 +)"多件，“释迦
说法像”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
雕版彩色套印作品。还有两枚弥足
珍贵的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遗
骨———佛牙舍利。现木塔只能近
看，不能登楼。

近年来，笔者在祖国各地旅游
时，曾拍摄了古塔 $"多座，有建于
唐永徽三年（公元 )&! 年）位于西
安的大雁塔、山东泰安的辟支塔，
建于唐天宝十二年（公元 #&$年），
杭州六和塔建于北宋开宝三年（公
元 ,#"年），苏州虎丘塔建于五代
后周（公元 ,&,年）等等。这些塔均
为砖砌和砖木结构。

应县木塔至今已有 ,&" 多年
历史，经风雨侵蚀、地震战火，至今
仍保存完好，除其塔基牢固，结构
严密外，历代不断维修也是重要原
因。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文物保
管所，政府又拨大量资金和优质木
材对木塔进行加固维修。木塔巍然
屹立，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游客。

! ! 去年夏天，我和朋友驱车到了
兴宁，领略了一回客家围龙屋的沧
桑与文化底蕴，短短的几天，带给我
的震撼是多方面的。兴宁围龙屋历
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南宋时代，距今
已有几百年历史。围龙屋与北京的
四合院、陕西窑洞、广西杆栏式和云
南一颗印，合称为我国最具乡土风
情的五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被中
外建筑学界称为中国民居建筑的五
大特色之一。围龙屋的“龙”并不是
我们汉民族的神龙，而是指山的走
势，也就是风水的意思。
围龙屋隐含“天人合一”的哲学

思维，客家人认为人是天地一部分，
而天地宠爱人类，各路神仙会把人
围拢起来，带来福气。此外，围龙屋
也反映了客家人团结互助、敬老尊
贤的宗族观念。每一座围龙屋都聚
居着一个近亲家庭或几个同姓家
庭，人们相近相爱，很少会有吵架脸
红的情形，更多的时候是串门，蹭对
方的饭吃。客家人管这种蹭饭叫“友
情转”。

兴宁的围龙屋通常由堂屋、化
胎、风水林、禾坪、门口塘、横屋、天
井、照壁、围屋、天街等构建组合而
成。围龙屋前半部为半月形池塘，后
半部为半月形的房舍建筑。两个半

部的接合部位由一长方形空地隔
开，空地用三合土夯实铺平。建筑的
主体是堂屋，堂屋两侧为横屋。围龙
屋多依山而建，一来可以节省人力
物力，另一方面也有阴阳学理念在
里面。客家人认为山是大地的儿子，
与“大地之子”为邻，可以给人们带
来好运，与山做朋友，人生长得健
康，也会得“高山流水”之韵，人会变
得聪明。
我和朋友在一家周姓人家住了

下来，客家人很礼貌热情。我以为他
们的日子与现代文明有所差距，没
想到他们过的日子很“洋气”。男主
人边和我们聊天，边刷微博，女儿则
用 -./0玩着游戏。男人说，这些年
旅游热给当地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
财富，日子越来越好了。以前，客家
人要靠门口塘招财，现在靠招揽游
客，游客的游与水相同，都是“财”的
意思，说到尽兴处，男人爽朗地大笑
起来。
这户人家的围龙屋内的柱、梁、

门等雕绘上飞禽走兽等图案，并涂
上油漆，古色古香，很有意境，我和
朋友开玩笑，住在这样的屋中，竟然
有种穿越到金庸武侠小说的感觉。
如果连续在此“修炼”几年，估计会
功力大增。

! ! ! !如果你流着武侠的一腔热血，
欣赏好儿郎四海为家的态度，想来
一场落寞而热烈的流浪，那实在应
该去内蒙古，中国还有哪里更适合
做武侠片的背景吗？

天蓝得那样纯净，云白得那样
耀眼，我知道这形容词很肤浅，但也
找不出更贴切的了。这才是真正完
整的蓝天，没有高楼遮挡，没有电线
分割，一眼能看到天边去；这才是真
正自由的白云，不会被房子撞破头，
不会被废气弄脏手，恣意地行走。
夏季水草丰美，在阳光下闪着光芒，
风吹过微微晃动。高出绿色地平线
的，是一丛丛野花，柠黄、粉红、浅
紫，颜色饱和得散发出丝绒的光泽。
不扭扭捏捏，不犹抱琵琶，没心没肺
地绽放着，一朵刚凋谢，就有几个花
骨朵冒出来，闹哄哄地招蜂引蝶。
我爱野花，胜于温室里名贵虚弱的
花木，爱她们杂乱无章的美，爱她们
鲜艳绚烂的色彩，爱她们真实强大
的生命力。

有时野花丛中会出现一顶帐

篷，走近了却发现只是开满鲜花的
草地。清晨，浓雾还未消散，若隐若
现的草原是个仙境，羊是天上的一
朵朵白云。姑娘吹起笛子，羊群便着
了魔似的跟在后头，走到河边。河上
的雾气更重了，朦朦胧胧什么也看
不清，只听见一阵阵清脆的水声，羊
一只只跳进河里，一眨眼工夫，一只
都没有了。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她又来到
河边，头也不回地往河心走去，坐
在中央的石头上，长发被河水打
湿，薄纱裙漂在河面上。火烧云一
点点在她身上燃烧，黑色的头发变
成透明的金色，白裙子变成玫红、
橘红、橙黄、天蓝、粉紫的五彩裙。
月亮悄悄爬上来了，她又开始吹
笛，刚开始是一只、两只，后来越来
越多，一只只羊从河中跑出来，白
茫茫的一片，一只也不少。跑着跑
着，羊变成了一朵朵盛开在草地上
的鲜花。天黑了，在皓洁的月色下，
小白花越发剔透，亮晶晶的，像是
飘浮在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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