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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晨风划过耳际

第一缕曙光破晓东方

在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沃土上

奏响了万马奔腾的序章

我来了——为追光而来

这里是英雄集合的地方

那一年，夜幕下阵阵枪响

一群热血男儿冲出大街小巷

高擎信仰之光，点燃新中国万丈光芒

赓续红色血脉，呼唤新时代的追光者

用豪迈的脚步将红土地丈量

这一天，朝霞如画

这一刻，军旗如火

雄壮激昂的《国歌》声

在英雄城的上空久久回荡

每一次心跳都铿锵深情

每一个细胞都活力绽放

我来了——为追风而来

这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

在八一广场，我深情回望

八一军旗飞扬的历程与辉煌

96个春夏秋冬

96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无论战火纷飞的年代

还是突发灾情的现场

只要有军旗迎风飞扬

胜利的歌声就会响彻四方

今天，我与军旗一起飞扬

怀着对胜利的追求与渴望——

奔跑，不停地奔跑

八一广场，八一大道，八一大桥

每一处八一标识都让人感慨激昂

我来了——为追梦而来

这里是梦想启航的地方

每一个追梦人

都在闪耀着属于自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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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地采风

一一
今年 10月中旬，我第二次走进武功山。

旧地重来，思绪翩翩。我不由想起了自己第一次

攀登武功山金顶时的情景。

那是 2017 年的国庆节期间，我和几个朋友及家

人，随着浩浩荡荡的旅游大军，到了萍乡的武功山。

登山之前，听说武功山前几年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

为中国十大“非著名山峰”，没有什么非常奇特的景

观，就是被称为金顶的最高峰，也只有一片高山草

甸。我有些愕然和失望。倘是如此，这在我看来，实

在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我曾到过西藏的羌塘大

草原，到过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到过四川的阿

坝花海大草原。同这些著名的大草原相比，武功山金

顶草甸，尽管是江南最大的高山草甸，面积亦有 10 万

亩，那也只是一个区区小数点而已。想到这里，我登

山的情绪顿然低落了许多。

不料开始登山时，天气出奇的好，太阳艳艳的，山

风吹在身上，有些麻人。我的兴致马上提了起来。顺

着人流，我们进入武功山的高大牌门，在石鼓寺附近

乘坐索道，大约过了十分钟，就在一座叫紫极宫的寺

庙旁下来，然后转入福星谷栈道。这是一条凿架在峭

壁上的栈道，缠着山势蜿蜒。过去连飞鸟都不能至的

地方，如今人们可以自由行走。游步其上，仿佛置身

画图中。那一条条飞扬而下的瀑布，那一块块形态各

异的怪石，那一棵棵稀有珍贵的花木，那一座座风姿

绰约的山峰，那一道道深不可测的壑谷，汇集了大自

然的神来之笔，让人目不暇接。尤其是那座许愿桥，

横空于 1500 多米的悬崖之间，底下是万丈深渊，人走

在上面，摇晃得厉害，身子东倒西歪，胆汁都吓出来

了。取这样一个名字，大概是在启示人们，所有美好

愿望都是要经过惊险的考验才能实现的。桥的两边

满挂的许愿牌和吉祥物，或许就是这种心理的体现。

栈道尽头，是第二级索道。攀登一座高峰，要坐

两级索道，这在别的名山罕见，也许是因为武功山的

地形过于复杂和险峻吧。从索道下来，一种异样的风

光扑进眼帘。只见远远近近的山顶上，草色青青，绿

茵浓浓，连绵起伏，无边无沿，直到与湛蓝的天际相

接，不仅染绿了云朵，染绿了天空，也染绿了游人。草

甸上间或开着各种各样的花儿，有红色的，有白色的，

有黄色的，有蓝色的；有的三朵五朵，有的成串成片，

把草甸装扮得俏丽多姿。突然，一阵云雾袭来，如雪，

如絮，如烟，如练，整个金顶顿时变成一个梦幻般的白

色世界，草在云中，云在草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真

乃好一个云中草甸、云中仙境。没过多久，这些云雾

又像瀑布般向山谷奔泻而下，那气势仿佛银河从九天

坠落，偌大的一个草甸即刻飘浮在汹涌的云海之上，

有如天上人间一样奇美和震撼。

在草甸中，一条木栈道，像匍伏的长龙，又像特制

的项链，逶迤其间。栈道口边的那块巨石，形似一头

昂首前行的巨大骆驼，人们称其为“草甸之舟”。我们

沿着木栈道向上攀着，好不容易登到了 1918.3米的顶

峰，这里立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写着“金顶”两个大

字。伫立此处，放眼远望，万千景色来眼底，九天日月

可摩肩，让人顿生一种“登高壮观天地间”的豪气。在

金顶附近，有四座千年古祭坛，分别为葛仙坛、冲应

坛、求嗣坛、汪仙坛，均为块石拱顶结构，系无梁建

筑。早在 1700 年前，道教天师葛玄和葛洪就在武功

山炼丹修道。这些祭坛就是为纪念他们而建的，可以

说是研究江南古代祭祀文化的“活化石”。离金顶石

碑的不远处，还有江西境内海拔最高的白鹤观，始建

于唐代，得名于白鹤真人在此修炼成仙、挤土成坪的

传说，是武功山最为有名的道场，也是最佳的日出观

赏地。每当清晨，一轮红日破云而出，红波喷涌，红光

迸射，映红了东方，映红了天地，人也沐浴在金顶的红

彤彤之中，变得容光焕发。可惜时值中午，我们没有

看到这一壮观景象。

在金顶环形栈道上，我们时而近观，时而远眺，许

多独特的景观不时扑面而来。那形似少女胸脯的双

乳峰，那状如马蹄踏于云海之上的铁蹄峰，那块被称

为武功神拳的巨石，一个个都惟妙惟肖，令人叫绝。

难怪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游历武功山后写下了那

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千峰嵯峨碧玉簪，五岭堪比武功

山。观日景如金在冶，游人履步彩云间。”

此刻，我感到，武功山金顶，绝非一座一般的金

顶，而是一座用独特优美的高山草甸风光和深厚的历

史人文风光铸造的金顶。武功山这座“非著名山峰”，

也完全可以与其他名山比肩媲美，迈入著名山峰的行

列。

二二
这次来武功山，我本想再去攀登金顶，想再去领

略金顶的雄伟和壮丽，但因左腿膝关节疼痛就打消了

念头。于是，在武功山风景区管委会的安排下，我就

在山下的一些地方游览参观。

我首先来到了武功山麻田镇驴友户外小镇。这

里有全国首个驴友出发营地，有首个“零公里”驴友出

发广场，有首个户外帐篷大本营，有首个以驴友文化

命名的驴友街，有星空房车营地和集装箱驴友旅馆集

群，来这里可以成为一名官方认证的驴友。我边走边

看，充满了新鲜和好奇。

于是，一个问号在我脑中盘旋，为什么武功山要

建这么一个驴友小镇？

随同的人员告诉我，多年前，武功山就在围绕“帐

篷露营、徒步攀爬、野外娱乐”，把金顶景区打造成年

轻驴友的活动基地，这个基地就是为驴友提供更好的

综合性服务而建立的。

我恍然大悟，脑海里随即跳出驴友们在武功山活

动的一幅幅画面。

一年一度的帐篷节，是驴友们户外活动的主要内

容。四面八方的驴友都在金顶草甸相聚。无论是白

鹤峰户外帐篷营地，还是观音宕户外帐篷营地；无论

是万龙山户外帐篷营地，还是发云界户外帐篷营地，

一顶顶五彩缤纷的帐篷伴云而搭，向天而立，犹如一

朵朵五颜六色的鲜花，怒放在金顶，怒放在云中。无

数的年轻人在 1600 多米高的草甸上，以各种方式，在

云中狂歌劲舞，吹拉弹唱，抒发登顶成功的喜悦，释放

心中的紧张和烦恼。也有一些驴友，躺在帐篷旁的草

地上，静静地仰望着深邃灿烂的星空，或是用心灵与

大自然对话，或是相互窃窃私语倾吐心声；也有一些

驴友，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让自己的心

灵在这高山之巅清空，让自己的身子在这松软的草甸

上彻底放松。几个大营地挤不下，他们就把帐篷延伸

到那高悬于峭壁之上的星空栈道。这是全国最长的

高空木栈道，全长 2888 米，其中玻璃栈道 300 米。一

顶顶帐篷在栈道上摆开一字长蛇阵，创造了“最长帐

篷队列”的壮美奇观，成功地挤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并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武功山帐篷节也被

中央电视台誉为国内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帐篷

节。有关人员告诉我，从 2008 年武功山开始举办帐

篷节，到今年已举办了 15 届，参与人数由最初的 4000
人扩大到如今的 10 万人，帐篷节也已成为武功山极

具世界影响力的户外运动名片。

在许多人看来，在金顶上搭帐篷露营，该是多么

浪漫潇洒和富有诗意。其实，这是一项十分艰辛的活

动。因为要到达金顶，首先必须在崎岖陡险的小路上

奋力登攀。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个驴

友背着沉重的野营包，艰难地攀爬着。在这些身影

中，有结队而行的，有相伴而行的，有全家出动的，有

单个独行的。尽管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相互都不认

识，但共同的目标使他们组成了长长的攀登队伍。在

好汉坡，一条小道挂在绝壁上，驴友们不畏艰险，贴壁

而登。在金壶洒酒瀑布旁的一线天，一条天路插入云

端，每迈一步都十分吃力。可驴友们心比天高，以顽

强的毅力一步一步登临极顶。绝望坡是一条最难攀

爬的线路，最陡峭的地方坡度接近 70 度，而且都是未

经修整的泥石路，没有台阶，没有护栏，然而驴友们匍

匐身子，手脚并用，缓缓向上攀爬。后面的人爬不动

了，前面的人拉着一起往上爬；有人跌倒了，身边的人

马上将其扶起；有人背不动背包了，体力好点的人立

即替其背上。正是在这艰苦的跋涉攀登中，驴友们相

互照顾，相互关心，不仅由相识到相知，成了患难与共

的朋友，而且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刺激，一种超

越自我、突破自我极限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同帐篷节和徒步攀登相互呼应的，还有众多具有

吸引力的户外活动。海拔 1000 米的沈子村，有酷野

谷路虎越野营地，在这里，驴友们驾着越野车，沿着专

门的越野环线，在起伏不平的坡谷里，一阵狂奔。末

了，就顺便在拼装式别墅里躺一会儿。在航空飞行营

地，年轻的驴友们乘着直升机和旋翼机，或乘坐动力

滑翔伞和热气球，飞向高空，飞向金顶，在空中饱览武

功山的美景。在星空露营晚会和花间里的音乐会上，

驴友们踏着歌声翩翩起舞，或展开优美的歌喉，对着

大山放声高歌。东江稻田星空营地，更是露营的好去

处。这里有梯田流水、曲径长廊、花海稻浪。驴友们

在田间地头打开折叠桌椅，摆上美食美酒，听蛙鸣，听

鸟语，闻花香，闻山野气息，品味农耕文化的悠然与乐

趣。在飞来钱营地，驴友们坐在天幕下，一边看乐队

表演，一边学习特色美食的制作，或围炉煮茶，吃着烧

烤，感受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特殊魅力。

离开驴友小镇，我又到了万龙山的白鹭苑和龙溪

谷。这两地也是驴友们喜欢的露营地。登山之前或

登山之后，在这里住上一两天，或在白鹭苑一边观看

候鸟，一边品尝这里的美食。在这里，我们就享用了

具有当地特色的点心和水豆腐。或者在被誉为“小九

寨沟”的龙溪谷享受原生态的山水，然后坐在土夯的

旧舍山庄里休憩身心。看见我们来了，主人连忙邀我

们到古屋内的沙发上坐下，喝着香喷喷的咖啡，我们

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个山旮旯里的时尚气息。原始与

现代在这里得到了统一。

在武功山，类似白鹭苑和龙溪谷的，还有温泉小

镇、万龙山度假小镇等。这些地方与驴友小镇一起，

构成了一张完美的服务网，为驴友们的户外露营活动

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武功山，不愧为驴友们户外活动的天堂。

三三
在返回住地桃园山居酒店的路上，随着车轮的转

动，我的心怎么也不能平静。

这些年，我到过一些旅游景区，留下一个印象，就

是绝大多数景区如今还停留在以旅游观光为主。游

客们在参观了主要景点后，再没有什么可供游玩的，

只好打马回头。虽然有些景区也想了不少办法留住

游客，但因缺乏特色和吸引力而收效甚微。

但是，武功山却不是这样，他们在旅游发展的路上

不断探索和开拓。新世纪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

迅速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旅游也随之

成为一门新兴产业。不少年轻人不满足于一般的外出

旅行，于是自动结伴，带着必要的野外生活用品，进行

爬山、穿越、探险等活动。为此，在十几年前举办的新

浪旅游论坛上，一些专家学者把这些户外活动爱好者

叫做“驴友”，意思是这些人具有驴子一样的品性，能背

能驮，能爬能攀，且吃苦耐劳，不怕艰险。对这一新生

事物，武功山人敏锐地发现了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察人

所未察，行人所未行，及时顺应年轻人这种生活方式的

新潮流，充分利用武功山金顶草甸的特有风光，精心做

好“驴友”和“户外”的文章。年轻的驴友们在户外露

宿，在户外徒步，在户外攀爬，在户外探险，在户外竞

技，在户外娱乐，甚至在金顶云中踢足球，在武功山上

练武功，不少大学生还组成“特种兵”夜爬武功山。这

些户外活动，给年轻游客带来了新体验和新感受，打造

了“云中草原 户外天堂”的旅游新品牌，使武功山成为

全国最热门的户外活动景区之一。

武功山开创了一种高山旅游的新方式，走出了一

条高山旅游的新路子。

我原担心，任何景区，都有个生态环境的容量问

题。这么多驴友来武功山徒步、攀爬、露营和娱乐，会

不会把金顶草甸毁坏，把生态环境糟蹋得不成样子？

但事实恰恰相反，武功山的生态环境不仅没有被破

坏，反而比以前更好了。无论走到哪里，一年四季都

绿意沁人。山是碧的，水是清的，天是蓝的，空气是过

了滤的，就连那路边的石头也会呼吸似的，金顶的环

境亦更美了。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武功山

在这方面也堪称楷模。

这时，我把目光投向窗外，投向武功山金顶。因

为天气时晴时阴，山腰以上被一层云雾包裹着。不过

经验告诉我，在飘忽不定的云雾之上，最高处的金顶

往往阳光灿烂。我由此不禁想起今年国庆节长假期

间，成千上万的游客特别是年轻大学生驴友，自带或

购买帐篷到武功山“安营扎寨”，万顶帐篷在云中草甸

闪烁，他们在金顶之巅，演绎着五光十色的户外新传

奇，绘成了武功山金顶一种十分壮丽的新景观，金顶

草甸也因此成了全国名列前茅的网红打卡地。

忽然，我的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武功山的另一座

金顶么？

是的，这是一座具有高度创意的金顶，是一座流淌

着青春、时尚和活力的金顶，是一座旅游发展的金顶。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座金顶更为可贵，更为瑰丽，

也更值得观赏。

于是，我拿出手机，对着朋友圈里的武功山金顶

视频，一连点了三个“赞”。

岭上村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甚至许多本地人

都不甚知其名，大家只知道那儿叫安义乔乐林场。大

概是那里曾经有很多大树吧。不知何年何月，山中茂

林修竹中长出了两棵硕大的银杏树，于是一个村子藉

此大树出名了。村庄错落有致地建在半山腰，依山傍

水、溪流潺潺，云雾缭绕之中给人以神秘之感。不知

过了多少年，村庄在这大山的皱褶中刻下了光阴年

轮，记录着日子里的柴米油盐和些许的神秘。

登山去岭上村，过程辛苦，却很惬意。沿途七拐

八弯，充满了浓郁的神秘感。已是深秋，丝丝的凉意

刚好抵消了爬山的燥热，心旷神怡。湛蓝的天空清澈

透明，路两旁是一些高大的乔木，挂满了藤蔓，犹如原

始次生林般的深邃。有的枝叶已伸展到路的上空，强

烈的阳光穿过稀疏的枝叶，将光影印在路面上。一阵

松涛过来，这些光影又瞬间舞动起来，变成了琴键上

跳跃的精灵，将优美的节奏幻化成深谷里的清溪叮

咚、密林中悦耳的空山鸟语。登山时，能有这天籁般

的音乐相随，所有的疲劳和辛苦自然是烟消云散了。

有时，在登山的拐角处，会特意漏出一段空隙。透过

这段空隙，登高临风，极目远眺，远方起伏的山峦清晰

地呈现在透明的秋意里。

这里是“珠帘暮卷西山雨”里的西山西麓。西面

往西是一大片小丘陵，丘陵的尽头则是九岭山脉。所

以梅岭最美丽的景致在西山的西面，在这里可以俯瞰

广袤的大地，可以凝视轻纱般的一黛远山。

一路鸟语花香，大约攀登四十分钟，就可以到达

位于半山腰的岭上村。

这个小山村最引以为豪的是村口那两棵古老的

银杏树。这是安义最大的两棵银杏，耸立在村口的水

塘边，满树金黄的叶片在群山之中格外醒目。从村口

水塘远远望去，水中的蓝天与金黄的树叶、灰墙、黛

瓦，构成一幅精致的风景画。在深秋的明媚里，在群

山苍翠中给人以无限的遐思。

村子原来有二十多户人家，到现在只剩下七八户

了。村民们将自己的生活融入大山深处，与那两棵硕

大的银杏树静候似水流年，编织一圈又一圈的年轮。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大山结下了“海誓山盟”，

与大山不离不弃。

老熊是这村里年纪最大的人，从他那额头上的皱

纹就知道岁月在这里刻下了多少道年轮。这年轮里，

刻录最深的，就是岭上村这三个字。他是这大山的守

护人，也是这大山秘密的知晓者。

传说许真君在这里留下了系龙济旱的古迹。这

是一个隐秘的地方，常人难以发现。有一年大旱，族

人来寻找那个古迹，有人在石礎之下，发现一井，古藤

生于井上，族人摇古藤，下面的龙就动了，泉水从井口

喷涌而出，取水回村，便得大雨。复盖以石，石上覆

土，便无迹可寻了。还有村民说，山下有一石洞，横穿

寺院，洞中古藤香气异常，每每摇藤，必定会有大雨，

大家说这就是井门了。曾经有人留有谶云：“老龙寄

在蟾坞内，留与江南救旱灾。”

这个美丽的山村，岁月把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刻

进了乡愁。所有这些曾经过往的神秘，一同被镌刻进

了大山的记忆里，镌刻进逝者如斯的时光里，一同流

向遥远的未来。

年 轮
□□ 胡小春胡小春

家园厚土

武功山金顶畅想曲武功山金顶畅想曲
□□ 刘上洋刘上洋

怡情诗笺

（压题图为武功山观音宕帐篷营地。史港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