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 科

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近 5 个小
时，炎热的夏天终于被我们甩在身
后，当登上洗马潭景区时，顿感空气
清新，心神舒畅。蓝天白云下的山间
水湖，澄明碧净，倒映着前方的山雪
岚影，犹如高山间镶着一块美玉，绮
丽迷人。

此时，我们已经站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马龙峰下，离山顶的距离仅
有百米之遥。马龙峰是闻名中外的
大理苍山的最高峰，四周的阴坳中
积着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山下是
绵亘百里的原始森林，湖水上方的
山峦显出几分冷漠，稀疏的灌木呈
奇异的黑绿色、灰黄色，凄美神迷如
梦中的世界。山间阴晴无定，纵是
夏天，夜里云雾一来，气温往往降至
零度左右。由于常年冷雨和霜冻的
侵蚀，峰坡下所有的树木的下部枝
干都呈漆黑色，仿佛被山火燎过一
般。但这里却没有冻土层，冻土层会
使绿色植物濒灭，这是区别于其他雪
山的有趣现象。在四季如春的大理，
高山的雪线完全是另一副生态环境：
冷落与繁茂、凋零与争艳时时在暗暗
地竞争着，只要你沿着洗马潭畔的疏
林向前走上几百米或者近千米，就会
发现在这个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湖滨

周围，正藏匿着一个人迹罕至的植物
王国。

隐秘的灌木丛中，有瑰丽多姿的
天篮龙胆，高贵清雅的黄百合，亭亭玉
立的滇贝母花，婀娜多姿的菊花参；而
坡这边，碧绿的岩白菜正点燃火红的
花冠，淡黄茎儿的雪上一枝蒿缀满紫
蓝色花朵，还有金黄色的黄花一炷香、
青白色叶茎的山金凤儿……都在争奇
斗艳地怒放，灿烂夺目，热烈地与大自
然的严寒进行着抗争！

世上的人盛赞松柏、寒梅，然而在
大理苍山上最美丽、最能吃苦的却是
杜鹃。我们乘车入山时，满坡的红花
杜鹃已过了花期；至半山腰时，白花杜
鹃还在坚持开放，但也超了盛节；想不
到临近峰顶在北坡的那一侧，大片举
世珍稀的黄花杜鹃正在吐蕊，在雪山
和蓝天的映衬下，金灿灿地燃亮了山
野，为雪线上增添了一道最绚烂迷人
的风景。

在严酷的环境里植物都无法长得
很高，密叶杜鹃株高不到 20 厘米，枝
叶却又细又密，根系十分发达，与苔
藓、地衣相互交织在一起生长，互助互
惠地生存下去。游人走在植被上头，
就像踩在海绵上行走一样。这里的无
霜期仅是6—8月份，还不足的百天时
间，它迫使植物加快生长速度，顺序完
成发芽、开花、结籽、凋谢，然后进入冬

眠期，以便熬过漫长的冰雪和风暴的
肆虐。盛夏，则是它们生长的黄金季
节。我们来时正赶上了花期，山坡上
星星点点的各色小花无边地伸延开
去，让我们流连于醉人的遐想之中。
高山雪线上的植物用倔强的风格谱写
着生命的凯歌，任何一棵不起眼的小
草也让人肃然起敬。不少草木在美化
雪峰下自然景观的同时，还为人类提
供了宝贵的药材资源。我们发现，即
便是在土层几无、山石嶙峋的岩壁上
也有好几种草药，神奇的“雪茶”便是
其中之一。它紧贴着地表横卧生长，
以充分享受有限的光热。眼前一片片
雪茶像条条洁白的小虫，我们各人

“捡”到一大捧，装进兜里准备带回去
慢慢品用。

“洗马潭”，是传说中神仙洗马的
地方。与周围景致相比，这个透澄的
高山湖泊似乎有点沉寂，冰雪融化后
汇成的淡蓝色湖水里几乎没有浮游生
物，甚至连水苔也没有，让人感到一股
凛冽的寒气。但这山湖的价值自不
待言，且不说那霞光峰影、花姿雪貌
倒映在其间是何等清倩；仅仅臆想一
下，这座雪线上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如
失去这一美湖，冷艳的雪峰下还有多
少情趣可言，还能吸引住古往今来的
无数游人和骚人墨客吗？还会有那
么多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吗？湖畔

耸立着一块大理石碑，刻上的“洗马
潭”三个大字古朴遒劲，我们在碑前
留下珍贵合影。塘边曾是狩猎的好
地方，过去黑熊、云豹、猴子、马鹿、山
雕、羚羊、野鸡、白鹤……每每光临。
现在的野生动物少了，湖畔仍可辨认
夜间野兽饮水时留下的足迹；不知名
的五彩山雀时时飞来饮水，也诱得大
家左顾右盼。

我们一直游览至下午 4 时，才恋
恋不舍地离开这迷人的胜景。刚踏上
继续登山的道路，意想不到迎来另一
队登山人，他们扛着铁镐和沉重的标
本夹，精神抖擞有说有笑地上来了。
带队者竟是位红光满面的白发学者，
他带领着这支地区园林局的野生资源
考察队，在夏秋之季，他们要踏遍这横
断山脉的峰峰岭岭。这支队伍，让疲
劳中的我们很受鼓舞。

前方的山更险，路更陡。遥遥仰
望，全中国海拔最高（4092米）的苍山
电视差转台正向我们招手，风雪中它
银灰色的发射架直伸天穹，我们喘着
气，心跳又在加速，一步一步艰难地向
上攀登，无限风光在险峰！相信前面
的景色会更旖旎更迷人。回首相望，
斜阳中的马龙峰和洗马潭都被镀上了
一层金色，更有一种神秘庄重的风韵，
我们再次被这雪线花园别致景色深深
地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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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洱海最美风光

□ 杨士斌 文／图

大 理 美

苍山洗马潭游记
资 讯

大理景色美，苍山游人多。8月5日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
众多游客在苍山大索道景区的栈道上熙来攘往，尽情饱览秀美
山色。全国旅游秩序整治活动开展以来，我州强化旅游市场管
理措施，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良好的旅游环境吸引了大量的
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本报记者 勾六零 摄］

游客在巍宝山龙潭殿游览。
近年来，巍山县实施“旅游兴县”发展战略，不断加大旅游

宣传力度，进一步打响巍山古城和巍宝山品牌，推动当地旅游
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海内外游客179
万人次，同比增长17%。实现旅游社会总收入25.83亿元，同比
增长33%。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宾川县乔甸镇海稍村委会新庄村以“支部+企业+农户”模
式打造新庄红色旅游景区，以红色教育为切入点发展景观农业、
旅游业。今年以来，全村接待游客11万余人，旅游收入达240万
余元；实现了自2016年4月开馆至今共接待18万人，旅游收入突
破300万元；为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便务工的机会及商机，加快了
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特约记者 张义红 通讯员 杨金艳 摄影报道］

游客在云龙县漕涧镇漕涧梁子上一块猎豹形岩石前拍照留影。
云龙县漕涧镇漕涧梁子自北向南延绵近百里，平均海拔3000

余米，昔日由于交通闭塞，人迹罕至。如今，随着华能漕涧梁子风
力发电厂的建成，风力电站进厂公路自北向南贯通，使得漕涧梁
子成为人们徒步、露营、自驾游的好去处。［通讯员 尹云彬 摄］

大理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投入使用以来，游客在参
观白族扎染博物馆的同时还能亲自参与到一件扎染作品的制作，
这样的运营方式也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随着旅游旺季的到
来，大理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日接待游客2000多人，成了大理市
旅游产业转型发展的一个典型。 ［特约记者 郭鹏昌 摄］

□ 通讯员 李根华 文／图

这片藏匿着花甸的高山，名叫云龙
白衣子山，位于云龙县白石镇云顶村
云松组，海拔 3200多米，距离镇政府
50多公里，临近山顶的约6公里只能
骑摩托车或步行，因而鲜有人来，也
尚未被媒体大规模报道过。

因海拔高，时至夏至，白衣子山顶
的报春花才盛放，一眼望去，一大片紫

红色，绵延近百亩，从平整的山顶长到
山崖，又伸向远山、伸向天空……

花甸上、山崖边，马匹自由行走，
黄牛驻足远望，花也清新，草也清新，
风也清新，心也清新，一切自然、淡
然、安然……

报春花间，为数不多的粉蝶儿，
时而翩翩翻飞，时而留恋花顶，从容
不迫，全然不被打搅。

紫蓝色的鸢尾花，随性绽放在花

甸四周的山脚，不与灿烂的报春花争
宠，静守一方雅致、纯然。

山脚下，花海畔，最爱牧人的垛
木房，安然坐落着，看与不看，就在那
里，美成了诗一首、曲一支……

花甸外围的山冈和密林中，各色
高山小杜鹃绽放，花团锦簇，绵延成
百上千亩，一眼望不到边，仿佛山林
巨大的彩衣和飘带，将白衣子山装点
得更加奇异。

白衣子山间，散居着 70 多户彝
族乡亲，房屋星星点点，隐现山林
间。开阔的草甸是天然牧场，彝族同
胞们放养着马匹、牛羊，其中最吸引
人的是牦牛群，黑白相间、厚实的毛
发，加上高高挑起的牛角，会让你恍
然以为置身青藏高原。

据说，白衣子山上夏季很短，转
眼就是秋季，还有漫长的冬季，那又
将是另一番神奇的景象……

云龙白衣子山：如诗又如画

□ 陈令兴 文／图

“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每一
年的夏季到来，心里蠢蠢欲动的是一
定要去看荷花。附近村里有大片的荷
塘，每年七八月间，成百上千的荷花会
如约而至地开满整个荷塘。强烈的阳
光里，盈盈碧波之上，圆润的荷叶中点
缀着几朵娇艳的荷花，红白相间，互为
衬托，细细赏之，顿觉心旷神怡，暑气
消散。她们那清凉如水亭亭玉立的模

样会给人心头洒下一片荫凉。总也看
不厌，就想永远伴在她们的身边。

“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地
球像是一个不断旋转着的大舞台，每
一个季节都是那么美轮美奂。荷是
夏天的宠儿，专为这个季节而生。肃
杀的秋风里，莲子簌簌而坠，在水底
的淤泥里，经过冬天的休眠，在春天
里苏醒，于夏天中绽放，成为最亮丽
的风景。如果说夏天是一个热情四
射的小伙子，那么莲荷就是痴情的姑
娘，漫长的等待，只为这段奇异的绝
世恋情。

荷花就是永远的诱惑，那娇嫩的
色彩，那醉人的清香，那优雅的身姿，
就连那圆圆大大的荷叶也是憨憨的可
爱的。如此圣洁轻盈的香花，却不像
择富贵而生的牡丹，也不像孤芳自赏
的梅花，平凡人家难以见到她们的高
傲身影。她长满了乡间的荷塘、土坑，
只要有一片水，她便顽强地生长，为人
们带去夏日里的美丽秋日里的收获。

荷是水中的精灵，有水的地方，即
是它的归宿。无论是天然湖泊的万亩

荷塘，还是公园中的景观池塘，甚至是
自家院子里小小水池，都可以有荷的
美丽身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它们可以是这般壮观，让
人惊叹；“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
立上头”，也可以是如此低调，一枝独
秀悄然绽放。

“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老家
多水，绿荷是乡人的最爱。夏季来临，
原本平静的水面上，仿佛被谁施了魔
法，只那么短短几天工夫，便铺满了圆
圆的荷叶。“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
中”，那些纵横交错的沟沟渠渠，那些
房前屋后的片片水池，因为有了荷的
陪伴，不再寂寞。盛夏时节，村庄环抱
在河沟里，水中绿荷遮天蔽日，荷花或
红或白，清风徐徐，荷香弥漫，诗意无
限，一切如梦似幻。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在古人看来，莲荷是高洁的象征，而
在我的记忆里，它更是一个老朋友，
亲切而实用。母亲常用它煮糯米藕
或者清炒藕片，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荷叶的用处也很多，可以用来煮粥，

清热去火，清香异常。那时候没有冰
箱，我们常用荷叶盛放食物，纯天然
而环保，放在水中还可以保鲜。至于
莲子，缺吃少穿的年代，自然是我们
最好的解馋零食。

唐人孟浩然有诗句：“荷风送香
气，竹露滴清响。”绿荷馥郁明丽，楚楚
动人，特有的清香，让人陶醉不已。
荷花显得更加娇艳美丽，就像刚出浴
的亭亭少女，清雅脱俗中透着几分娇
媚。有的才开出两三瓣，醉眼迷人；
有的含苞待放，娇羞欲语；有的含笑
伫立，袅娜地绽放着，各有各的姿态，
各有各的韵味。荷叶上的水珠和着
光影滚动着，晶莹剔透。娇艳的荷
花，翠绿的荷叶，加之扑鼻而来的淡
淡荷花清香，恬静的自然风光又平添
了几分朦胧之美。

在这个被荷香弥漫的夏天，感受
着，这美好的地方，心情好，一切都变
好了。自然，纯真，色彩斑斓。

“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喜欢
美丽的绿荷，喜欢动人的莲花，也喜欢
这个迷人多彩的夏天。

荷 香 弥 漫 的 夏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