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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岚皋是个令人心生“贪念”的地方。四时皆景，风光无限。赏了山色，向
往水韵，饱览山水，又会被人文吸引 ，被美食诱惑 ，被朴实厚道的民风
感染……人便有些收不住心神，管不住脚步了。

与岚皋的几面之缘皆是如约而至，也皆在夏天，却于有意无意间见过
她诸般姿容，最好的一面是这个五月。 自打去年村 BA 火出圈，当地相继
推出“春踏青、夏戏水、秋 BA、冬玩雪”四季体旅，并持续深入开展写岚皋、
画岚皋、摄岚皋、唱岚皋等文旅活动后，岚皋仪容万方地走出巴山，走进大
众视野，走向广阔天地，走上更高更大舞台，一时引得八方注目。

岚皋人的主人翁精神曾感动无数外来者，“一座城服务一个人” 的理
念根植于村 BA 活动，许多人把其视为一句宣传口号，不承想，时过岁序,
已成当地人迎宾待客之宗旨 。 走进岚皋 ，只要略加关注 ，你会发现 ，
执政者下水行文，俯首甘为推介官的数见不鲜；民众热情好客，新朋旧友
奉为座上宾的比比皆是。 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一方山水的代言者，这
被忠实记录下的一切，犹如百川成海，款款托举起一个包容开放、诱人神
往的新岚皋。

二

五月的岚皋之行自“岚河夜画”开始。站在游船不大的甲板上，远山如
黛，星月朦胧，两岸高低错落的建筑在霓虹闪烁中流光溢彩。 横跨岚河的
廊桥自成一景，往来女子尤喜于桥上顾盼，“水榭衔岚河，朱阑倚粉娥”的
曼妙影像时隐时现。 船行缓慢，与左右舟楫错身而往，晚风裹挟着水汽拂
过面颊，鼻翼间氤氲着淡淡草木气息，温软而清凉。 环顾这以万家灯火为
背景的岚河，人一时有些失神，恍若置身江南水乡，又忆起旧年曾有权威
媒体将岚河风光与塞纳河相较的神来之笔，不禁哑然失笑，惭愧于视野狭
窄局限了想象。

我们到的当日时间略晚，错过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实景演绎盛况，两岸
行人也渐稀少,但运气却十分的好！ 恰与来岚皋讲授传统文化的国学、中
医文化学家及武术名家一行相遇并同船。相逢于这画廊般的夜色里，陌路
却开怀，一时间谈武论道，畅所欲言。老子西出函谷关后究竟去了哪里？武
当太极与陈氏太极谁是正宗？这些疑惑日久的问题总算得了权威解答。论
及生态康养，众人皆坦言，安居于这般山水间，便是极好的养生了。 少时，
被船舱里悠扬的歌声吸引，纷纷返回船舱，一群文旅工作人员热情奉上茶
水，并即兴演唱了几曲地方原创歌曲。 聆听交流中才发现，一个不大的山
城，地方歌曲竟达十六首之多！歌词视角多元，曲调隽永深情，曲风变幻多
样。一曲曲听下来，岚皋的前世今生，秀逸风光，新兴产业，人文美食，擘画
蓝图，都宛如明珠出水般徐徐浮现，三分写真七分诗意。 邻座一位资深文
旅人介绍，地方曲目创作近年得以兴盛，完全得益于政府不拘一格招募人
才的开放姿态。怕我们不信，还举了位外地青年教师因词曲歌舞编创皆造
诣不凡，被破格举荐为文化馆负责人的实例。

许是夜色太美妙，又许是我们听得太投入，宾主皆兴致高涨，直至两
岸灯火阑珊，才意犹未尽下船归去。

三

次日晨起赴南宫山，意欲登顶感受一回“山中之雾气，水边之高地”的
沉浸式体验。尽管昨夜听了诸多介绍，一时心念百转，哪里都想逛一逛，但
这般山灵毓秀的地方想一次饱览显然是奢望， 那就从她的父亲山和母亲
河依偎缠绵最为紧密动人的那段开始吧！然而，最终却被“巴人部落”的原
生态舞蹈和桂花村落的田园风光吸引，止步于山门之南，聆听了一场国学
精粹，观赏了一场“武林大会”，未及登顶。

决意前往“巴人部落”一探究竟，缘于民宿业主叶文雅的邀约，也缘于
“南宫问道·武林大会”活动舞蹈“巴人祈福”的诱惑。 声势浩大的锣鼓声
里，辽远古朴的旁白若洪钟大吕般响彻山岚，一群身着“兽皮”，头戴“椎
鬓”，赤裸上身的傩者，簇拥着一位面罩傩面，头顶羽冠，披挂长袍的方相
氏，赤足踏鼓起舞。当方相氏腾身而起，剑指苍穹，朗声吟出“取地灵嘉禾，
天一真水，离宫圣火，待归来之时，集取所需，共襄盛举！ ”时， 一众傩者手
持火把，围篝火纷纷起舞，舞姿粗犷豪放，刚劲有力，神情激昂，虔诚而豪
迈。 透过舞蹈，依稀看到远古巴渝先民躬身向宇宙本源致敬，祈求光明普
照，百邪不侵，万物生长，部族延续不息……尽管是第一次观赏傩舞，并不
能完全领悟鼓舞精髓，仍被一种远古神秘的气息所感染，被一种莫名的情
感共鸣激荡的心潮澎湃！

“巴人部落”位于南宫山北侧宏大村，目测占地逾万平方米。整个民宿
集群隐匿于山水之间，植被丰茂，富硒富氧，空气清新，生态优良。 屋舍错
落有序，与山水田园互为借景。 各种巴文化图腾随处可见，巴渝特色甚是
鲜明。是一个可深度感受巴渝文明遗迹的民宿集群，更是一处适宜康养观
光，品鉴特色美食，享受慢生活的好去处。 乍见，最博人眼球的，大抵是于
这巴山秀水间保留下来的各种巴渝文化符号。 深入体验，你会发现，更诱
人留恋的在吃，在住，在歌，在舞，在民俗文化解读。 我们于信步闲谈中随
访了部分游客，发现吸引多数人驻足的仍是鼓舞与美食。 以《岚河渔鼓》
《巴人雄狮》《巴人战鼓》《巴人祈福》 等为代表的系列巴文化特色舞蹈，近
乎原生态地再现了古巴人在战争、狩猎、宴乐、祭祀等生活生产中形成的
集体武舞，完美演绎了巴人尚武善战，勤劳勇敢，坚毅智慧， 崇敬自然的
集群形象。一舞观罢，人沉醉其中，恍惚中可能短暂忘却身处何地，今夕何
年？毕竟，这种古朴雄浑的原生态舞蹈，自带神秘气息和异域魅力，难得一
见。 而吊罐砂锅、清蒸鲟鱼、富硒魔芋、神仙豆腐、摔碗酒以及各样山野菜
肴，不仅巴渝风味鲜明，且五味俱全，诱人垂涎，回味无穷，别处难以吃到。
当然，除了这些，兴之所至还可参加山歌对唱、河谷摸鱼、篝火晚会等民俗
活动。 诚如主人所言，想要真正认识巴人部落，非小住二三日不可。

前往桂花村，则因着巴人部落业主讲述的明清古梯田典故。据说，早年的
桂花村全是坚硬火山岩，土地贫瘠，山民耕作艰难，年年闹饥荒。 后经圣人点
化，村中大面积山坡岩石软化为黑土，村人遂于山坡上开垦出连片梯田，稼穑

播种，产出的稻米晶莹剔透，口感香甜，营养丰富，自此风调雨顺，人们得享丰
赡富足生活。 据不完全考证，这是安康境内仅次于凤堰古梯田的第二大明清
古梯田，至今时，已逾三百载，随时代变迁，几易其名，最终冠以村名谓之桂花
古梯田。 古梯田几经扩建，由最初的千亩发展为三千亩，不仅是当地连片面积
最大的产稻区，更是重要农俗文化活动基地，还因着四时景观迥异，成为当地
著名旅游景点。 当然，桂花村的好景致远不止这一处，还有随处可见的桂花古
树、田园民宿、古砖窑遗址和极富特色的产业园区等 。 这位以 “好客岚
皋欢迎您”为网名的业主，不仅介绍起巴文化渊源胸有丘壑，说到县域各处
景致亦是如数家珍，为人却十分谦逊，不时自嘲道：咱是没文化的人，做着文
化事，说得不好，还望见谅云云。 我们被他热情风趣的介绍打动，午后驱车前
往桂花古梯田。

四

走进桂花古梯田，才发现它的美远超想象！ 梯田沿山坡走势自下而上
层层铺叠，大小不一，随圆就方，迂回盘旋。 穿行于田埂之间，阳光斜斜映
照下来，稻田里波光盈盈，光影摇曳追逐中，阵阵禾木清香隐约可闻。 缓步
而上，随海拔逐渐增高，风中的凉意悄然加深却又微不可察，待得发现，已
然走出好大一段距离。 行至梯田顶端的“魔芋堡”观景台处，登高远眺，以
观概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近前，梯田层叠，水光潋滟，绿意翻涌。 四周，
阡陌如带，屋舍相连，行人往复不止。 再远处，跌入天尽头的苍峰翠岭，亦
如古梯田般层层铺叠，起伏不止。 一时恍若海市蜃景，美轮美奂，无以言
表。 踟蹰间，偶遇当地民宿业主王淳峰，见我们对古梯田胜景赞不绝口，热
情邀约前往参观他的千亩古梯田茶园。 交谈之下才了解，这位自佐龙镇落
户于桂花村的民宿业主，同时还是知名的“硒博士”茶饮产业业主。 且古梯
田茶园还是首次听闻，好奇心起，遂欣然前往。

到达茶园，才发现他所言不虚。 这片产业园与此前所见稻田地形地貌
与海拔落差均无二致，顺山势连片而上，海拔低处 800 余米，高处 1100 余
米，水源充沛，气候温凉，昼夜温差大，早晚云雾缭绕，漫射光丰富，周边山
林多花木，土肉肥厚且透气性好，最是适宜茶树生长。 茶园不仅确有千亩
之多，还给起了个很雅致的名字：“一片叶子”产业园。 民宿便建在茶园中，
厂房、民宿、生活区三位一体，都在一个很大的院落集群里，院中一株华盖
如伞的桂花古树遮天蔽日，为院落增色不少。

算起来，茶园兴建前后不过十年，民宿营业不过几月有余。 之所以梯
田变茶园，盖因前些年打工热潮的兴起，村里青壮年劳力大量流失，良田
渐陷入荒芜。 在老家佐龙镇经营茶饮产业小有所成的王淳峰，旧年登南宫
山时路过此地，偶然发现这片荒田，便一眼相中，后几经磋商，流转开发成
为颇具规模的茶饮产业园区。 依据海拔落差，搭配种植了“陕茶一号”“黄
金芽”“乌牛早”“五峰柳叶早”等各类茶树，并开发了南宫银针、南宫翠芽、
龙安碧旋、毛峰、桂花红茶等系列产品，组建成立了“硒博士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并一举打响“硒博士”这张名片。 当然，成功入驻还有一个重要因
素，便是人和。 当地民风淳朴，村民勤劳持家，待人厚道热忱。 村上两委班
子也十分团结，富有凝聚力。 县上的招商政策亦非常优厚。 可谓是三才合
一，几方很快达成共识。

历时十年，“硒博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为企业与三农相融共生的
成功典范，成为镇上“三个一千”支柱产业园区之一，也成为县域重要龙头
企业，还荣获“陕西省十佳最美茶园”称号，企业在桂花村的土地上扎了
根，村民在企业的带动引领下实现了可持续增收，共同在平衡企业可持续
发展和村民增收中获得双赢。 而经营民宿，一半是为响应县上发展文商体
旅发展规划，另一半也希望能为桂花村发展田园民宿起个带头引领作用。

参观完产业园和民宿， 王淳峰热心带我们去看了久负盛名的夫妻桂
花树和古砖窑遗址。 据说，这两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已相守数百年之久，
见证了古梯田的历史变迁和桂花村的兴衰更迭， 村里众多的桂花树皆是
它们的子孙树，村名也因此而来。 而古砖窑遗址旧貌不复，只留少许文字
证明其存在历史。 往返中，沿途见到好几处写着“归隐南山”几个大字，一
问才知，再往上几公里处，正在修建一个很大的民宿集群“归隐南山”，原
来，这归隐南山不仅是一种精神理念，更是一处实打实的归隐之地。

五

待日薄西山， 我们返回民宿， 于院落中那棵高大的桂花树下品茗闲
聊，用业主的话说，叫“享受一片叶子里的岚皋时光”。 聊起兴办民宿的初
衷和前景，王淳峰感慨良多：这一切皆得益于政府的引导和规划，岚皋地
处巴山腹地，虽自然资源丰饶，但毕竟是个山城，传统的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理念，能够养活人却难以发展致富。 近几年，政府锚定自然禀赋优势，融
合文商体旅资源，不拘一格招揽人才，不惜气力为企业护航，几年下来，企
业和个人均得到了极大的实惠。 作为土生土长的岚皋人，在谋求自身发展
的同时，也期望能为家乡建设做出一点贡献，这是初衷也是愿景吧！

正聊得兴起， 有客来访。 几位干部模样的人下车径直来到桂花树
下，带头的人笑呵呵地询问假日客流情况 ，嘱咐一定要有主人翁精神 ，
时刻牢记“大南宫山”文旅思维。 王淳峰一边招呼落座 ，一边笑呵呵地
说：“山上山下一盘棋，景区内外一盘棋，公司群众增收一盘棋 ，长远当
前一盘棋。 领导放心，政府的策略咱都记着哩！ ”那人一时笑起来，说：
“可要做好带头引领作用哩 ，毕竟 ，大河有水小河满 ，大河无水小河干
嘛！ ”我们一时觉着来人颇为面熟，细看竟是前日在“南宫问道·武林大
会”开幕式上致辞，以神、奇、妙分层解读南宫山的县政府领导 ，颇感意
外！ 没承想，如此文采飞扬的县领导，入村检查走访言谈竟这般接地气
且待人亲和，这位县领导介绍起县域景点和特色产业来：南宫山的神奇
秀美，全胜寨的险要风光，神河源的五彩天池，佐龙镇的蓬莱小岛，地方
美食的承传发展，特色产业的兴盛发达，未来人才引进的优厚政策及日
渐提升的区位优势等尽皆娓娓道来。 末了，热情邀约我们常来岚皋，多
看多写岚皋。 我们忙不迭回应，连连说好。

近日，岚皋第三届村 BA 的“战火”即将点燃，想起三访岚皋，皆为赴
约，看来这岚皋之约是要山水长青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