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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云贵高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从中学学地理，就知道贵州山多，出门除了山，还

是山。坐火车经过贵州境内，列车就像长蛇在山洞与
山涧蜿蜒前行，车厢里光线一会亮一会暗。

贵州山多并陡峭。谁能想到，在海拔两千多米的
崇山峻岭之上，竟然藏着几千平方公里的高山草原！

从小读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七律·长征》：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乌蒙：山名。乌蒙山，在贵州西部与云南东北部的

交界处，北临金沙江，山势陡峭。1935年4月，红军长征
经过此地。

这首七言律诗写于 1935年 10月，背景是当时毛泽
东率领中央红军越过岷山，长征即将结束。回顾长征
一年来所战胜的无数艰难险阻，他满怀喜悦的战斗豪
情。

朗朗上口的长征诗词，让乌蒙这个地名家喻户晓，
总想找机会看看，但一直未能如愿。

大巴载着全国百名散文写作高手，浩浩荡荡从宾
馆出发，直奔乌蒙大草原。一路上大家心情激动，想早
点身临其境，同行不乏重游者，依然神往。

一路上，工作人员为我们讲述当地风土人情和乌
蒙大草原的沿革。

她说，乌蒙大草原最先开发是新中国成立后，当时
叫坡上草原，后来“文革”知青上山下乡改叫坡上牧场，
主要是养牛羊，改革开放后随着旅游兴起，由于所处乌
蒙山区，被命名乌蒙大草原。

乌蒙大草原，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乌蒙镇
与坪地彝族乡境内，景区总面积 178 平方千米。 乌蒙
大草原景区为海拔 2000 米至 2857 米，平均海拔 2500
米，是贵州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草场，最高点牛
棚梁子 2857 米，为贵州次高峰，最低点万家口 740 米，
落差2100多米。

乌蒙大草原景区有 10万亩草场、4万亩矮脚杜鹃，
还有长海子、云海佛光、悬崖峭壁、吴王扎营山、管家老
岩、银厂口子以及彝族风情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
观。 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有独特的彝族节日——火把
节，是彝家人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俗称“过大年”。
作为彝家人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彝族阿哥和阿妹们
会身着盛装，载歌载舞庆祝节日的到来，充满民间气息
传统体育项目斗羊、斗鸡、斗雀、高索秋四项比拼为节

日增添别样的乐趣。
2017年，乌蒙大草原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
大草原有“三绝”，第一绝指的是佛光。乌蒙大草

原八大山梁子南高北低，当盘州这一方天气晴朗，而水
城那一方水雾上升到岩口上下时，阳光就会把人的身
影投射在云团上，折射出以人自己的身影为中心的彩
色光团，这就是佛光。每当天朗云稠，金阳出现之际，
这时便会出现令人欣喜若狂、光彩夺目的佛光。佛光
是吉祥的象征，凡到乌蒙大草原见到过佛光的人，都会
为自己的运气之好而欣喜不已（佛光是物理学里的一
种“日晕”）。

第二绝指的是草原地毯。漫步在绿茵的草原上，
或躺在草原小憩，带有弹性的草甸，让人有躺在地毯上
的感觉。

第三绝指的是草原上的小康房。草原四周传统的
民居，灰瓦白墙，墙体全部是白色的、屋顶全部是土瓦，
一栋栋的小康房镶嵌在乌蒙大草原上，就像这草原上
的珍珠，展现出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美景。

除了“三绝”，大草原上还有很多优美经典景色。
汽车经过一段山路，前方有大的水塘，当地村民称为

“天池”。天池是西南地区最为独特的高原湖泊，又称
为长海子水库，水库长2000米，宽300米，坝高28米，库
容量 131.1 万立方米。水库始建于 1958 年，1961 年竣
工，2010 年重建大坝。叫长海子的原因是彝族同胞历
来就喜欢称那些有水的地方为“海子”，而这里早期就
是一大片的湿地、沼泽，我们看到的水只剩小半，很多
地方已经见底，水在高原是珍贵的，天池是当地村民牧
民储水的地方，它以前就叫长海子。

天池之水天上来。乌蒙大草原一直流传着这样一
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一位彝家的小伙在这
里与一位温柔大方、善良美丽的女子邂逅和相爱，从此
在这里过着男的耕地、放牧，女的织布种花的幸福生
活。可是好景不长，一次小伙农作回家发现自家门口
多了很多杜鹃花，心里很是好奇，打算一探究竟。第二
天，他早上起床，跟他妻子说：我要去干活了。然后就
偷偷地跑到自家屋后躲了起来，只见妻子走出门口，四
处张望了一下，便拿出自己头上的发簪向天空挥舞了
几下，远处的山坡上竟然变成了花的海洋。小伙子惊
讶极了，原来自己的妻子如此的不平凡。这时玉皇大
帝在天上看到了这道亮丽的风景，打算下来看看这是
不是一个修炼的绝佳圣地，一来就发现了自己的女儿，
竟私自下界，而且还和凡人缔结姻缘。玉帝生气极了，
找到小伙说：我要考考你，如果你能在一夜之间把乌蒙
大草原劈成两半，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如果完成不

了我就带着我的女儿回天庭。我老头也不欺负你，我
就送你一把神斧。到了晚上，小伙子就准备劈山了，很
快他就发现自己上当了，一个凡夫俗子怎能挥舞这把
神器呢？但小伙子还是不肯放弃，一次次地试着挥舞
神斧，鸡叫了，天也亮了，可是小伙子用尽了自己的所
有力气，也只把乌蒙大草原劈开了一个口子，他失望极
了。玉帝开心了，早早就把自己的女儿带走了，临走之
际仙女伤心欲绝，留下了一滴眼泪，化作了这一汪清泉
——天池。玉帝看小伙也是重情义之人，打算让月老
给他另配一门好亲事，可是小伙子却说另有愿望，望玉
帝成全。小伙子轻轻地说道：既然您不允许我们在一
起，那请让我变成一只雄鹰，永远翱翔在这乌蒙大草原
上，离蓝天白云和我的爱人更近一点，也守护着我们永
远的家。说完，小伙子如愿地变成了一只翱翔的雄鹰，
永远地守护着他的爱人和美丽的乌蒙大草原。之后雄
鹰就变成了彝家的象征，乌蒙的彝族是雄鹰的后代，也
就是这样而来的。

通往草原的道路两旁，矮杜鹃连绵绽放，引来大家
啧啧的赞美声。别看这些杜鹃矮，树龄却有几十甚至
几百上千年。曾向往百里杜鹃的壮观，却未能一睹风
采。而草原上成片的杜鹃，无疑是缩微景区，也算了却
小小心愿。

杜鹃花在全球有 960多个品种，中国就占有 550多
个品种，乌蒙大草原独有的杜鹃花品种——高山矮杜
鹃。据说，有种盘州杜鹃就长在山上，品种特有，花呈
浅紫色。在停下的观赏点，我留意了一下，果然如此，
并凑近花丛闻了闻，有一种淡雅清香，一只细小的蜜蜂
正在采蜜，为这美丽的盘州杜鹃和辛勤的蜜蜂，我内心
由衷的感叹！山高花美，花香蜂来，人类在大自然中，
一样因美而来，芳香寻醉！

大草原上，放养着不少牛羊马匹，甚至还有骆驼，
不少是供游人骑行的项目，这里的草原并不像我们见
到的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种。这里是高山草甸，即使初
夏，还没完全泛青。高低起伏的草甸，像巨大的地毯，
矮杜鹃点缀其中像图案，阳光下灵动闪耀，煞是好看！

草原上到处是风电设施，草原上矗立的一座座高
大的白色风车是一道风景。每座风车高达 70米，风车
的叶片长 45 米，据介绍，风叶转一圈能发 8 度电，这么
多的风车一天下来，能发电输送众多企业居民使用，创
造不少价值。

山上还建有或在建乌蒙滑雪场、七彩滑道、观景台
等，相信不久，这里将建成游住玩一体的大型景区，游
客可尽情玩耍，乐醉忘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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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大草原云中寄诗情
蓝天雁

“交响丝路·多彩华章——甘肃丝路文明交融展”
等多项文化展览正在甘肃省敦煌市举办，展现文化的
多彩和传承的活力。

以图像展现佛经的经变画，是敦煌壁画中的经典
题材。在“匠心传承·创意绽放——非遗及文创精品
展”上，一组将平面壁画转化为立体形象的面塑作品吸
引了大量观众。跳胡旋舞的舞者、弹拨乐器的妙音鸟、
手持莲花的菩萨等各种形象，无不惟妙惟肖。

“面塑历史悠久，其材料由小麦粉、糯米粉混合而
成。将平面壁画立体化，用面塑语言展现敦煌文化，是
传承也是创新。”甘肃省平凉市面塑非遗传承人杨凯
说。

孔雀石、赭石、石黄……色彩斑斓的矿石在石粉彩
绘展台上整齐排列，今年 37岁的敦煌石粉彩绘技艺非
遗传承人侯杨红取过孔雀石放进石臼，一下一下砸打。

“粉碎矿石是制作矿石颜料的第一步，研磨颗粒大
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色阶。一块矿石一般可以提取6
种至9种颜色。”侯杨红边捣磨边给观展的游客讲解。

敦煌石粉彩绘技艺，主要由地仗制作、画稿设计、
布局定位、放大稿样，以及敷色绘制、沥粉堆金、提线等
画面绘制流程构成。其中，地仗制作和画面绘制充分
反映了敦煌古壁画的制作特色。通过矿石颜料和胶液
的融合使用，壁画附着力好、颜色经久，这也是敦煌壁
画璀璨千年的秘密之一。

“许多来敦煌的游客，会因为想亲手画一幅壁画停
下脚步、融入敦煌，这是由文化认同激发的传承。”侯杨
红说。

“丝路丹青·敦煌映像——美术精品展”展出近百

幅美术作品，其中不乏范迪安等名家之作。这些展现
丝路历史文化与自然风貌的作品，吸引了西北师范大
学敦煌学院约百名大学生前来参观。

“地处丝路要地的甘肃，在中华文化发展演进过程
中有着重要地位，历史上很多艺术作品都诞生在这

里。我们既要学习传承，也应弘扬发展。很多学生是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名家名作，这对他们的艺术见解乃
至未来规划，都很有好处。”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
长王玉芳说。

新华社兰州9月23日电

多项展览聚敦煌 文化传承更闪光
新华社记者张玉洁、何问

9月23日，与会
嘉宾参观“敦煌研究
院建院80周年展”。
当日，以“传承弘扬
莫高精神 加快建设
典范高地”为主题的
敦煌研究院建院80
周年座谈会在甘肃
省敦煌市举行。来
自敦煌研究院、国家
文物局、甘肃省有关
部门、国内高校、文
博单位以及国内外
合作机构的近 400
名代表参加座谈会。

新华社记者 郎
兵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