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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三，二三友人走进连城县培田古民居村

落，一路飞扬，转而在村头圣旨牌坊旁驻足观望，但见

青山绿水好田园，枯柳桃红石板青，正如吴正道所赞：

“个中景物多闲旷，吟兴诗人未有涯”。培田和吴氏百

年的兴衰浮沉就这条千米古街走进，看看“九厅十八

井”的传统与对称，听听古院旧祠低声诉说前尘往事。

稍许几步，一方莲池静处左方，虽已晚冬，仍见

三两绿荷正摇曳风姿，右方大院“三台拱瑞”，双狮护

守，犹见当年盛景。记得几年前初次走访，那时人烟

甚稀，如今光景，极为热闹，小摊、民宿、小吃、玩物齐

全完备，游客正细细听着那流转的故往。原来，历史

不会孤单，因为永远有人愿意感受先人的艰难困苦，

旧人的玉汝于成。

转个方向，沿着铺满鹅卵石的古道走进村里，曲

径通幽，四通八达。百年宗祠斑驳褪色，飞檐翘角，雕

梁画栋，厅内窗牖镂雕木刻，石柱出楹联，木壁绘漆

画，画工巧夺天工，惊叹连连。南山书院疏于打理，借

座栏一扶，自是惹尘埃，可战前会议台，古时旧学堂，

千年罗汉松却是不肯松懈，依旧守着这方天地，守护

着老秀才的诗与兴。而正是这免费南山书院，从乾隆

到光绪三十年，培养出的状元、榜眼、翰林、进士、秀

才就有百余人，“官厅”、“大夫第”、“敦朴堂”、“济美

堂”等官宅自是气派堂皇，百年前想必也有帘外芭蕉

惹骤雨，门环惹铜绿的雨夜在低低诉说着家史。最让

我注目的是都阃府门口旗杆石上的那条五爪盘龙，

顺着纹路而下，肃然而立。府旁就是戏台，听座处两

侧墙壁写着四个醒目大字“忠孝廉节”，传承孔儒思

想。为迎公太闹元宵，村民正紧密排练，铿锵的锣鼓

声忽盛忽息，有幸向村民借之敲打几下，马上就融入

那种人们美好祈愿中。中国就是这样的，不管哪里，

有着它的地域文化它的独特风俗，不以迷信一语弊

之，那往往是信仰，是祈愿，是精神，每当困苦，有着

文化感召自当焕然一新，重新开始。

呆的最久的莫过于容膝居，容膝居是古时女子

谈风月受教育的地方，墙角君竹香兰静静地听着，听

着女子谈夫君，谈儿女，谈女性的秘密。我们踏入容

膝居不久，一记者在其中着手做着元宵水果汤圆，给

留守孩童一份团团圆圆。她说，上善若水，人在做天

在看，有十分出九分，一分自保，不累他人。听完敬佩

不已，在这可谈风月下，多有进益。还有许些精细的

小玩物也着实讨人欢喜，时有一老妪静坐方桌前，专

注手中女红，一刻就剪出我与友人的小像，剪纸的

你，剪纸的我，像细长河流，会交汇，也会自问前程，

唯此心依旧。

天色渐晚，踱步前往村口，看远处如黛远山，远

近连绵。看近处树荫下古老的水车在哗哗的流水中

发出“嘎吱嘎吱”地响声，动听的乡谣随着风隐约入

耳，千年的老树陪伴着恩荣牌坊，辛勤的妇人用圳水

洗净铅华，朴素淡雅。每一处都是简单平实无华，就

像“采菊东西下，悠然见南山”的南山，向往而不得。

如今的社会自有一番喧嚣，也不必庸人自扰，一个人

心界空灵，也不觉得物界喧嘈。在百忙之中，在尘世

喧嚷中，偶然丢开一切，也有份忙中静趣 。

如此，便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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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古称金陵，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趁着

寒假，我和两个朋友来了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目的

地正是这里。

六朝金粉，秦淮河畔
马未都曾言：“如果有一天中国重新成为世界

最强国，那么我们依靠的一定是文化，而不是其

他。”作为四大文明中唯一存活至今的文明，五千

年中华文明之树曾是那样的枝繁叶茂。第一站，我

们就先去了六朝古都的见证者———南京博物院。

迎面眺望，主馆外形是一座仿宫殿式建筑，黄瓦红

柱，巍峨壮观。前面宽大的广场上，草木葱茏，各

种石刻文物点缀其间，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映

成趣。最有特色的是民国馆，它动态还原民国时期

城市生活状况，漫步在繁华的商业街上，犹如穿越

到了民国。这里有邮局、火车站、银行等实体店

铺，在身着民国服饰人员的指引下，可邮寄信件、

购买地方美食和选购各种纪念品等，可谓是老南

京城市文化的一个缩影。

参观完博物院，我们吃了南京名吃———鸭血

粉丝汤后，下午就直接前往了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一座座城门，宛如一条条时

光隧道，穿越了第一城堡———中华门，趁天色还

早，我们就先去了南京“老门东”。这里的坊巷规

模比福州三坊七巷稍小，但配上附近明城墙，也

别有一番韵味。晚上，我们便去了秦淮风光带的

核心———夫子庙，这里古色古香的老建筑，仿佛

在述说着十里秦淮的故事。始建于宋的夫子庙，

今天依然人文荟萃、商贾云集，还有各色小吃更

令人馋涎欲滴。南面便是著名的秦淮河了，走在

一座石桥上，两岸秀美的风光尽收眼底，悠长的

秦淮河与繁华的步行街在霓虹灯的照耀下构成

了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还有沿岸昔日文人雅士

挥毫泼墨的浮雕壁刻，第31届秦淮灯会等等金碧

辉煌的夜景更让游人陶醉其间。有着“六朝胜地，

十代都会”盛称的金陵，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桥一

水都是一部读不完的史书，这是她凝固着永恒的

符号，是她的灵魂，是几十代人留下的风骨。

百年沧桑，缅怀先辈
第二天，我们去了中山陵。来到了陵墓门口

处，门口碑坊是花岗岩切成的，上面镶嵌着“博爱”

两个大字。走了段台阶，来到了陵门，便看到青色

的琉璃瓦下刻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再走进去

就是碑亭了，从碑亭到祭堂之间的392个台阶真叫

人望而生畏，我怀着一种万分崇敬的心情拾级而

上，慢慢去接近这位一生为中华民族的出路而竭

尽心力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终于到了祭堂，堂前三

道拱门的门楣分别是“民族、民权、民生”六个大

字，拱门之上的门头是孙中山先生的手迹“天地正

气”。堂中央是孙中山先生庄严的大理石坐像，他

双目炯炯有神，坚定地凝视着远方。站在中山陵的

制高点远眺，满目绿色，庄严宏伟。这里依山傍水，

各种花草树木依掩，上仰视天，下俯视地，真乃灵

秀之地，不愧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

坐观光小火车从中山陵下来后，一路辗转来

到总统府。历经几个时期的总统府内部很大，既有

中国古代传统的江南园林，还有近代西风东渐时

的民国建筑。仿佛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穿越了清

朝、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三个时代。我久久凝视门

楼上的旗杆，脑袋中顿时迭现出电视里那激动人

心的一幕：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城，把一杆鲜艳的

红旗插上总统府顶端，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这

块土地，见证了中华民族几百多年的历史沧桑，见

证了封建王朝的兴亡，见证了农民起义的跌宕，见

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勿忘国耻，奋发报国
罪错可以宽恕，但历史屈辱绝不能遗忘！最

后一天，我们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入大屠

杀纪念馆，目睹铁一样的事实，目睹血淋淋的日

军罪证，我们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在大屠杀纪念

墙前，我和同学给死难的同胞敬献了鲜花，表达

我们的一点心意。看着纪念墙上密密麻麻的名

字，真的很想哭，要知道，每一个冷冰冰的名字后

面，都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30万名手无寸

铁的无辜同胞们，有百发老人，有垂髫稚子，有妙

龄少女，他们没有伤害谁，而他们的生命就这样

被人践踏成泥，他们就这样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

屠杀被日本侵略者无辜屠戮！而直到今天，日本

右翼竟然还千方百计的否认侵略罪行，真是士可

忍，孰不可忍！这样地罪行，我们华夏儿女应该永

志不忘！

旅程结束了，而南京给我的印象却铭刻在我

脑海里。很少有一座城市如同南京一样，历史上有

过深重的苦难，也有过绚丽的辉煌。这里现代化的

城市建设与历史风貌相融合，既不失民国风，又有

着国际范。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一个现代城市所保

留的历史积淀，更感受到一个伟大民族的新生和

崛起。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当有一天，我们的民族

实现了伟大的复兴，在国力和文明取得完胜之时，

骄傲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是对屈死的同胞

最好的祭奠！

南京，永远的古都金陵，我辈唯有以奋发报国，

才能对得起你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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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云南，脑海中皆是彩云依依处处花开的美

景，土生土长的民族女子批戴银器在其中歌舞飞扬

……真正来到了云南，你会发现其实现代的城市化已

把每个具有乡土特色的地方都变成了一个模样，不免

心中黯然，只有走进保存甚好的古城，与当地少数民

族打交道，去到闻名古今的景点，在当地好好处上一

段时间，才能真正品位到云南独到的那一抹特色。

古城大理
大理古城与丽江古城风格迥异，丽江古城依水

而建，顺水而进，逆水而出，宛如一个古朴静谧的小

镇，而大理古城城墙四合，上建城楼，彰显了古南诏

国新都的气势，走进大理古城，商铺林立，建筑讲究，

飞檐高翘，斗拱别致，镂空花枋，民居建筑多为白色

为主调，更喜在白墙屋檐下绘上细细的蓝色雕花，别

具匠心，我们也入乡随俗亲切地把当地的彝族少年

喊作阿黑哥，这是对男子正真勇敢的美称。流连踯躅

在古城的护国路———洋人街上，踏着青石板路，走过

两旁古韵的商铺，没有高耸商厦和柏油公路的城市

喧嚣，静下心来，仿佛化作无忧的孩童，赤脚踩在青

石板上，踏着轻快的步伐，回到家中的庭院，庭院里

鸟鸣声声，遍地花开，花香醉人。

玉龙雪山
传说中玉龙和白云本是一对痴心的恋人，不能

相守，便遵循纳西族古老神秘的习俗殉情，一一化为

冰封巍峨的雪山和日夜缠绕依偎的白云，再也不曾

经历分离。“玉龙名山，终年雪与天齐。云不恋峰，岭

岭若洗；巉岩如剑，疑是风劈。”才到雪山脚下，即使

是八月盛夏，也依稀可见些许细小飘雪，雪山冰冷的

气息愈来愈近，一路上山，姿态横生的森林里透着白

白冰霜。在冰川大索道上看着身下陡峭奇险的石壁，

深邃浩瀚的森林，偌大的山间，自己渺如沧海之一

粟，置身于壮阔山谷的胸怀里，以心比心，宛如拥有

了苏轼慷慨豪迈的一生。登上雪山海拔4506的观景

台，风雨袭来，难以前行，四面皆是云雾缭绕的山壁，

山川隐约露出身线，天际蓝得彻底，武侠小说中隐入

山林的古老仙居大抵就是如此了吧，神秘莫测，蔚为

奇观。古传彝族人世代居住在玉龙雪山上，视雪山为

神圣之地，在雪山开发为景区前，世代依傍着雪山，

生生不息，过着神秘纯挚的生活，不滋清扰。

七彩风情
云南多被称为七彩云南，并不因为她曼妙多姿

的花海，也不因为她云彩缭绕的仙境，而因少数民族

的繁多民族风味独特而著称，我国56个少数民族，云

南就拥有52个之多，他们依山傍水而居，即使进入了

现代社会，也保留着淳朴真挚的民风民俗，他们就像

大自然里最亲近的孩子，简单热情，骑马打跳，喝酒

吃肉，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一辈子忠贞不渝。

离开了如今光怪陆离的城市，走进自然清新的

少数民居，真的想把心留在这里，过着不温不火不

骄不躁的安逸生活。愿变成与玉龙雪山痴缠的朵朵

白云，变成古城寸寸清澈的青石板，变为山谷间一

滩的绝美湖泊，变为批戴银器衣着古朴的彝族少女

盼着我的阿黑哥，在崇圣寺三塔下日日为他虔诚的

祈祷……

渊会计学院2013级财务管理4班 许诺冤

初到缅甸木姐市，是当地时间九点多，很大一部

分的人都聚集在早市吃早餐，他们谈笑风生，丝毫不

为上班迟到而感到担忧。导游小猫告诉我，在这里上

班时间都是十点半。大街上，很少见到步履匆忙的

人，绝大部分人都是走走，停停，就连路边的流浪狗

过十字路口都可以先在地上打几个滚儿再过街，车

辆都让着他们。

事实上，慢生活并非我对缅甸的第一印象，贫穷

才最能概括我眼前所见到的。说起缅甸，大部分人联

想到的是木材、翡翠、鸦片之类的，看似能发家致富

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缅甸贫穷的现状。离开中

国瑞丽姐告口岸的界碑，往前走几步就是缅甸木姐，

我们的国门一侧是平坦大道，而另一侧则是坑洼的

破旧公路。我仿佛不是进入另一个城市，而有种回到

老家小镇上的感觉，毫不夸张的说，它甚至比我的家

乡小镇还更显破旧———简陋的民房，泥泞的道路，拥

挤的小店……大街上放眼望去全是穿着人字拖的老

缅人，偶尔见到几个穿鞋的，但都是华人，只有开商

店的人着装看起来略显得体。木姐缅语意为“繁华美

丽的都市”，它是缅甸对华贸易的口岸，也是东南亚

商品的集散地。可以说，它是缅甸首屈一指的城市，

有六条主干道贯穿木姐市及其周边城市，但是由于

基础设施条件差及交通工具的落后，使得缅甸五千

四百万的人口中有五千万人没出过远门。

坐上缅甸的公交车，导游便一路叮嘱，下车后千

万别去搭理路边的小乞丐。我以为这事见怪不怪，也

没太在意。然而，当我们下车游玩过后要再次回到车

上时，离我们车不远处，我看到一群小乞丐迎面朝我

们走来。他们很快跑上来，围堵了我们同行的几位大

叔，嘴里说一串我完全听不懂的话，但很明显是在乞

讨。我趁场面混乱，挤出人群上了车，在靠窗一处坐

了下来。没等我反应过来，一旁的窗户便打开了，一

个约摸八九岁的男孩伸手进来抓住我的手臂，向我

乞讨。我下意识缩回了手，立马站起来远离座位。我

看着他那双渴求的眼，但仅仅是一直看着而没有给

出任何回应。导游小猫催促着司机赶紧开车，小乞丐

们最终也一无所获，汽车驶去留下更多的是他们的

失落与无助。后来，导游还告诉我，尽管小乞丐们常

常没有收获，但他们依旧很快乐地生活着，从来不去

偷摸抢骗，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身处佛光照耀的

国度之中的缘故吧。到过缅甸的人一定会被他们的

民族信仰所折服，缅甸享有“万佛之国”的美誉，也被

称为“亚洲隐士”，这一切都源于他们的佛教信仰以

及全民的佛化生活。他们相信因果报应，相信生死轮

回，因此他们宁可生活困苦也不愿做违心违德之事。

车一直往中部城市开去，我们从木姐到了南坎，

也更进一步地感受了他们的宗教风俗。在这个国度，

和尚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男人一生要当三次和尚

才算完满，一般年幼时就出家。所以，行走在各大庙

宇时，我都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小和尚。由于受佛教

文化的熏陶，这里的人们并不追求高品质的物质生

活，有钱吃饭即可，剩余的钱都会拿去修缮寺庙。佛

在他们看来是可以造福百姓的，而佛塔就可以看成

是社会稳定的支柱。鞋是他们公认的最不洁净之物，

因此在进入寺庙佛堂时，即使是方丈主持也一定要

拖鞋后才能进入，我们游客更是不例外。不同于我国

对佛堂的供奉方式，他们不采取摆物烧香的形式，取

而代之的是进献鲜花。我在木姐和南坎所到过的任

何一座庙宇，没见到过任何一朵枯萎的鲜花。据导游

介绍，枯萎的鲜花在这些寺庙中绝对不可能看到的，

因为每天都有信徒抢着来更换鲜花。鲜花在他们心

中是最美丽的东西，他们希望来生也能如鲜花一般

灿烂开放。

此行，我最大的感慨是：尽管缅甸是一个贫穷的

国度，却也有可赞可叹之处。或许我们没办法亲自体

验每一种生活，但你看见过，世界就不会那么狭隘！

渊15级物流管理一班 郑桂芬冤

北京有一座城中之城，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紫

禁城，现在人们叫它故宫。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

居住的地方，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

建筑，有五百多年历史。这次，我有幸参观了这座

气势宏大的古代建筑。

从酒店出发经过了几十分钟的颠簸，我终于

来到了故宫。抬头一看，深红色的宫墙和金黄色的

琉璃瓦分外引人注目，为雍容华贵的宫殿增添了

几分别致。我曾听爷爷说过，故宫是严格地按《周

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建

原则建造的，整座城池被一条中轴线贯穿，三大

殿、后三宫、御花园都在这条中轴线上依次而建。

于是，我带着无限的感慨与新奇，随着参观人流沿

着这条中轴线行走，开始了我的故宫之旅。

走进太和殿，又称为“金銮殿”。据讲解员介绍，

紫禁城中，殿的檐都是九个钉走兽，但太和殿有十

个，是唯一一座有十个钉走兽的宫殿，并且太和殿

长宽比为9：5。我想，这就是象征着九五至尊吧。仰

望殿顶，中央藻井上有一条巨大的雕金蟠龙，从龙

口里垂下一颗银白色的大圆珠，建在高约五米的汉

白玉台基上，上挂“建极绥猷”匾。前后各有三座石

阶，衬托以海浪和流云的“御路”。其图雕刻活灵活

现，足以反映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智慧与精湛的工

艺，阅览之后不得不让人为之惊叹，赞不绝口。

走出太和殿，走过一同建在汉白玉砌成的8米

高的工字形基台上的中和殿、保和殿，就来到了后

三宫。其中，乾清宫和坤宁宫让我最为惊叹。乾清

宫是故宫内廷正殿，是皇帝的寝宫。我常在古装戏

中看到皇帝在此处理政务、选派官吏和召见臣下，

想必其地位和意义是非同一般的。因此，我一直想

来一睹它的真容。环顾四周，乾清宫为黄琉璃瓦殿

顶，坐落在单层汉白玉石台基之上。殿内也铺满了

金砖，让殿内显得更加金碧辉煌。在殿内的正中

央，有一个金色的宝座，宝座两头有暖阁，后面有

屏，而在屏的两边，设有两根粗粗的金柱，墙上高

悬这“正大光明”的匾。坤宁宫在故宫“内庭”最后

面，在明代，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到了清朝被改

为祭神场所。据了解，康熙、同治、光绪三帝，均在

坤宁宫内的东暖阁举行婚礼，坤宁宫可谓中轴线

上最具有满族特色的宫殿。

再往前走，就来到了御花园。亭台楼阁，池馆

水榭，映在青松翠柏之中；古木繁花，假山怪石，花

坛盆景、藤萝翠竹，点缀其间。我这儿摸摸，那儿瞧

瞧，看得不亦乐乎。各色的石子铺在地上，拼成了

900多幅不同的图案，沿路欣赏，趣味无穷。这也不

禁让我想起一位名叫赫德兰的美国人曾经在参观

故宫后，写下这样的文字：“不知为什么，在这里你

会被你所见到的一切所打动。这里有一种独特的、

令人震撼的美，然而这又是一种让你感到亲切的

美。”我想，这大概就是他对故宫优雅、尊贵之美的

缅怀吧。

故宫还有许多许多的宫殿阁楼，如：储秀宫，咸

福宫，永寿宫，钟粹宫，千秋亭，万春亭等。其中，储

秀宫的女主人就是后来统治中国四十八年的慈禧

太后。慈禧斥巨资修葺了她刚入宫时的居所———储

秀宫，并在储秀宫的庭院陈设中还加入了龙的元

素，这是东西六宫中唯一的例子。透过看储秀宫的

陈设，我仿佛看到了当时清王朝的兴衰历程，清末

的惨痛教训无时无刻地提醒着我们要铭记历史，继

往开来。紫禁城中，每一个宫殿楼阁都是完美的历

史见证，短短的几小时，让我仿佛回到了过去，回到

了明清时代，回到了那一个辉煌的年代。

故宫，永远是中华民族建筑之精华，历史的见

证。若你有幸前往北京，一定要去看看那壮丽的色

彩，倾听紫禁城那庄严的声音，感知那厚重的历史

气息。 (15工程管理1班 梁燕菁)

远游何处不销魂

盛夏，就连空气也流动得缓慢起来，沉闷得扰乱

人的思绪，再抬头看看窗外的烈日，便想在家当个足

不出户的“宅女”。但暑假这样的大好时光岂能这样

浪费，爸爸提出回老家看看，回想到那多年才会去一

次的小山村，我欣然应允。

八月的老家，是一幅从未见过的景象，绿油油的

稻田散落着分布地，邻居伯伯在田地中喷洒着农药，

黝黑的脸上带着淳朴的笑容，辛勤劳作的汗水顺着

脸颊滴在了泥土上，精心呵护着这块田地，静静地等

待着稻穗变得丰满，当这幅景象从绿油油转为以黄

色为基调时，那便是丰收的时刻。

沿着小路走回家中，看着空荡的厅堂，回想起小

时候春节回来，那幅热闹的景象。几家人围坐着，用

手揉着热乎乎、软糯的白粿，把他按在模子里就印上

了图样。随手掰下一块就喂到了妈妈嘴里，攀谈嬉笑

声环绕在天空里，只觉得寒冷的空气仿佛被这气氛

和笑声温暖。

当年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而小山村依然在那

里，只是少了生气。人们很难再像从前一样聚齐，就

让那份回忆好好保存在记忆里，慢慢回忆。

渊15级经济学1班 黄楠冤

培根说过院野对青年人来说袁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曰对中年人

来说袁旅行是阅历的一部分遥冶有时我们选择旅行袁并非经过深思

熟虑袁而更像是听见了天地间冥冥中的呼唤袁呼唤你前往另一个

地方袁看一看与眼前不一样的生活袁看一看空水澄鲜一色秋袁看
一看白云红叶两悠悠遥

细雨骑驴入剑门袁远游何处不销魂遥带上心灵去旅行袁以平和

的心态看待一切袁仰观宇宙之大袁俯察品类之盛袁临清风细柳袁对淡

月梅花袁泛舟五湖袁写意酣歌曰捕捉久违了的恬然怡静袁尊重自己内

心世界的感受袁静心感悟袁沉淀美好遥这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遥
人生天地间袁忽如远行客遥生活不只是眼前袁还有诗与远方遥

你去了不同的地方袁看了不同的风景袁知道了不同的事袁感悟了

不同的人生遥享受每一刻的感觉袁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袁保持一份

平和袁拥有一份宁静和超脱遥这就是旅行和远游的终极意义袁也
是我们编辑制作这一期游记专刊的初衷遥

满目青山花笑影袁有酒有梦有江湖遥
所有你走过的路袁都会成为你背后尧别人眼中的风景遥
在远天底下袁有许多你我迟早要去袁也终必能去的地方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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