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尾有故事
汕尾位於廣東省東南部，東鄰揭陽市，南瀕南海，北臨梅州

市、河源市，西界惠州市，是廣東省的地級市。汕尾有媽祖
像、眾多寺廟和最美的海，還是中國紅色革命根據地之一。汕
尾盛產鮑魚、龍蝦、生蠔等海鮮，加上甘草水果、茶葉等。當
地的小吃相當豐盛，夜生活也很有特色。
汕尾又稱海陸豐，而海豐縣是廣東歷史文化名城，此次我隨

導遊參觀了紅宮、紅場、雞鳴寺、二馬路、金町灣等主要旅遊
景點。紅宮和紅場是海豐歷史文化名城的象徵，位於縣城中
心。它是大革命時期，以彭湃為首的共產黨人領導海陸豐人民
建立的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的革命活動場所，並以它為中心
形成了海陸豐革命根據地，成了中國十三塊革命根據地之一。
來到紅宮、紅場後，讓我更加了解彭湃的革命事跡。彭湃是

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是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
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1924年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廣州首創農
民運動講習所，擔任第一和第五屆主任。他領導了海陸豐人民
實行土地革命、成立總農會、領導海陸豐三次武裝起義、建立
蘇維埃政府。彭湃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入
獄，8月30日被國民黨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年僅33歲。
海豐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前在該地興建「紅場」，作為慶祝海

豐蘇維埃政府成立時的會場。1927年12月1日，彭湃和紅二師
等領導在這裏召開了有5萬多人參加的「海豐人民慶祝蘇維埃
政府成立大會」，宣告了中國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海豐蘇維
埃政府成立。廣場中間豎立着彭湃的銅身塑像，銅像高3.2米，
加上花崗岩墊座通高5.5米，坐北朝南，氣勢昂揚。紅場內的紀
念亭，是紀念1928年元月由葉鏞、徐向前率領的廣州起義部隊
紅四師與由董朗、顏昌頤率領的南昌起義軍紅二師在這裏與海
豐工農革命軍會師。紀念亭碑名由聶榮臻元帥題寫。
紅宮緊鄰紅場的西側。紅宮原為孔廟學宮，始建於1379年。
現存建築有靈星門、拱橋畔池、前殿、大成殿（又稱「文
廟」）和兩廂配殿，兩廂配殿現保存有許多革命文物。大成殿
是紅宮的主體結構。1927年11月把會場四周都刷為紅色，場內
則用紅布覆蓋牆壁，代表紅色政權，從此改稱為「紅宮」。紅

宮內的大成殿，是當年工農兵代表大會會址，也是後來蘇維埃
政府活動地點。
紅宮、紅場的革命史跡與彭湃的革命功績日月同輝。
紅宮展覽館內現保存着600多件革命文物。這些文物展現了當
年中國共產黨人拋頭顱、灑熱血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不屈不撓、
敢為人先、艱苦奮鬥、可歌可泣的革命篇章。展廳內，一幅由6
張照片拼接而成的長卷圖吸引了我的眼球：會場裏人山人海，紅
旗飄揚，挑着擔子的工人、戴着草帽的農民、拿着紅纓槍的兵
士……肩挨着肩連成一片，那是1927年12月1日，海豐縣蘇維
埃政府成立慶祝大會的現場照片。這裏的物品雖然不會發聲，
但承載着厚重的歷史故事。一幅長達十幾米的牆上刻滿了名
字——這是海陸豐革命烈士的英名錄。據不完全統計，革命戰
爭時期，汕尾海豐、陸豐被殺害的革命群眾達4萬多人，有姓
名查考的烈士4,883名。紅黃相間的建築上，「彭湃故里．東方
紅城」「奔向海陸豐」等紅色大字，向後世傳遞着革命先輩的激
情與大無畏的精神，重燃汕尾革命老區的發展新活力。
下午，我們冒着傾盆大雨來到海豐雞鳴寺，它位於距海豐縣

城約13公里、北部蓮花山森林管理區，在蓮花與銀瓶兩山環抱
的雞心山上。恢宏壯麗、氣象莊嚴的大雄寶殿內奉祀着三寶
佛，山門牌坊「雞鳴寺」為著名書法家、前中國佛協會長趙樸
初所題，並有釋定持、朱帆、余藻華等名家題撰的楹聯墨寶。
寺後群峰疊起，翠秀異常。沿山門踏階而上，徑旁松杉交
翠，鬱鬱葱葱。周圍有「如來盤石」「獼猴奇石」「犀牛望
月」「玉龍噴鬚」「三井回音」等自然景觀；並有開山祖師印
真和尚墓塔、明末天然奇石彌勒佛像、東洋古銀幣等文物古
蹟。清光緒年間，著名詩人、書法家江逢辰與該寺方丈唯心法
師相善，在寺中品嘗仙茶「龍頭鳳尾」之後，讚不絕口，題詩
曰：「寄語山僧好持券，每年須寄數斤嘗。」蓮花山茶遂遐邇
聞名。
金町灣海灘全免費開放，擁有美不勝收的壯闊海景，沙灘細
膩乾淨，海水清澈湛藍，加上海浪舒緩輕柔，很適合一家大小
來這裏玩水戲浪，同時也是看日落的最佳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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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綠荷紅菡萏，卷舒開合任天真。」在初夏，
我最期待的花就是那一朵朵於池塘裏亭亭綻放的荷
花。
的確，一個人，總要愛着點什麼，這樣的生活才會

帶着希望和光亮。而我，獨愛荷。
每每初夏，荷花，不約而至，而且年年如此。荷花

與夏天，像是一對心有靈犀的好搭檔，是最浪漫的遇
見；而我與荷，也同樣是一場緣定今生的遇見。
荷花，是粉白嬌羞模樣；身下，是清清的池水；身

畔，是田田荷葉，接天無窮，一片翠色。你站在池塘
邊，靜靜地望着它們，像是伯牙與鐘子期的相視一
笑。
荷花池，離我居住的地方不遠，每每夏天來臨，我

總會抽出時間，前去池塘畔走走，只為看荷。
五月中旬，氣候溫熱，池塘裏的荷花開始萌發。起
初，只是一兩朵羞澀地探出頭，躲在綠葉身後，不肯
出來。沒幾天，一朵朵荷花，迅速地「霸佔」了這片
池塘，不是池塘，那分明是一片燦爛的花海啊！
你一瞅，花瓣，潔白如玉，粉若雲霞。盛開着的，
如一位位正端坐着的佛，氣定神閒，儀態大方。花朵
中間的花蕊，泛着一縷金黃。綠色的荷葉，粉色的
花，金色的蕊，陽光下，愈發迷人。尤其，微風一
掃，荷花翩翩起舞，風裏，滿是深深淺淺的荷花香。
我一直覺得，荷花是一種帶着絕美氣質的花，像端

莊知性的女子，楚楚動人，眉眼之間，是對生活充滿
的期待。它們，靜靜地棲居在水畔，池塘是家，流水
作伴，不喧囂，不張揚，宛在水中央。
一汪汪流淌着的池水和甘願用一生的光陰來守護荷
花的淤泥，孕育和呵護了這一方小小的荷塘。於是，
這荷塘裏，才有了粉白相宜、莞爾一笑的荷花。這是
夏日的一抹清歡，是久違了的人間佳景。
荷花，是低調、靜謐動人的。未綻放的荷，名曰

「菡萏」，一聽就是好名字，帶着一種初生的希望。
而盛開的荷花，叫做「玉露」，給人一種不染凡塵的
風度。不論是水中菡萏，還是清水漫過的芙蓉，都是
一株株於幽靜處舞動着的生機。
荷花的生長是保持一種小滿足的。頭頂的一縷陽
光，身邊的一絲清風，腳下的一汪池水與泥土，就能
茁壯成長，燦然花開。君子風度，就是要忍得住清
寂。
在初夏的夜晚，我常常會到池塘邊散步。池塘裏的

青蛙，是荷花的好鄰居。蛙聲如歌，這邊低回，那邊
悠揚。星光月色灑下來，荷塘，也成了一片銀白色。
時而，飛來一隻隻螢火蟲，像是一盞盞飄飛着的花
燈，星星點點，若星河璀璨。花香清幽，時不時地鑽
進你的鼻孔，心曠神怡。閒閒的一顆心，也在這迷人
的荷香月色裏，沉醉，不知歸路。

◆管淑平

亭亭芙蓉水中荷
◆良 心

藏東南大門察瓦龍

廢也是寶

詞度墨香施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望江南．枇杷（其二）
施學概（伯天）鞠躬

花名巧（註），歸作採擷
農。連日果甘迎駿馬，經春
汁美賞仙翁。枇杷夢追蹤。

註：攀枝花市係中國唯一以花命
名的城市。攀枝花市出產的枇杷
是從12月持續到來年4月，每年
的冬春季都能吃上幾顆樹上新鮮
清津的枇杷，是人生一大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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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落葉飛進教室，一個孩子馬上撿
起來夾到書中，成了一枚精緻的書籤。
隨後，她在扉頁上寫到：黃葉是翻飛的
蝴蝶，到我的書中暫歇，等候翻開下一
頁。在我們看來已失去了價值的廢棄
物，在他們的眼裏卻是可以再利用的資
源。這就是童心，與眾不同，視角獨
特，彷彿能穿越時空，回到鳥語花香的
春日，重拾桃花流水鱖魚肥的意境。
牆角有個空礦泉水瓶，詩涵是個細心
的女孩，也是個富有想像力的學生，她
找來一根針，在瓶蓋上紮了十幾個孔，
一個可以用來澆花、小巧精緻的噴水壺
誕生了，末了，她還不忘在瓶子上貼上
一張標籤：完成了裝水的使命，化身園
丁，帶給花兒雨露和呵護。
視線轉移到前川的跟前，一罐可樂轉
眼在他嘴下見了底，還沒等其他孩子反
應過來，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拿
出剪刀，左一剪右一剪，一絲繞，一縷
拉，一個極為象形的花籃出現在他的手
上，驚呆了別的孩子，掌聲剎那間在教
室裏蕩漾開來。再回首，他已寫下了自

己的願望：承載過液體，那是白天與黑
夜的囑託，當水分和糖分遠去之後，又
成了色彩和香氣的搖籃。
當大家還沉浸在花籃的驚艷中時，辰
雨拿出一些廢木料，有模有樣地蓋起了
房子。他的理想是當建築師，三下五除
二，一座屋頂翹起的小木屋出現在孩子
們面前，可謂心靈手巧。他在紙條上寫
到：倘若長大後辦民宿，完全可以從這
裏得到啟示，不僅能找到心中的桃花
源，還能感受濃郁的鄉愁。
創意就像詩意在教室裏流淌，從一個
角落蔓延到另一個角落，如舒緩輕柔的
小夜曲，撥動了孩子們內心的情弦。置
身於這樣的氛圍中，孩子們就像一朵朵
艷麗的花朵，思緒猶如大雁在天空中翱
翔。原本讓人不屑一顧的廢棄物，在孩
子們的手中涅槃重生，變成了琳琅滿目
的創意製作，就像一件件瑰麗無比的藝
術品，不僅有引人入勝的外觀，而且有
豐富多彩的蘊含，裝點了孩子們的腦
海，滋潤了他們的心田，廢棄物也能變
成寶。

通過大流沙後沿怒江河谷繼續往北，不到10公
里就是察瓦龍鄉政府所在扎那村了。扎那村（現
在已被稱為察瓦龍小鎮）在峽谷裏半山腰的一個
坪壩上，很多新建築都是藍色的金屬房頂。遠
看，藍色將那些傳統建築淹沒在了人們追求現代
的錯覺裏。這裏位於察瓦龍鄉中部，原來只是梅
里雪山西坡下怒江邊的一個藏族村，僅有100多
戶人家。在這裏，運氣好可以看到梅里雪山主峰
卡瓦格博。怒江和其支流玉曲河在附近交匯。相
傳，這裏原本是野獸橫行的無人區。梅里雪山眾
神為平衡生態，從遠方引入「男左女右」兩條血
緣（怒江和玉曲），交織孕育出吃苦耐勞的察瓦
龍人。在怒江與玉曲河並流之地，只見渾濁發黃
的怒江從左邊峽谷沖出來，玉曲河的清流從右邊
的峽谷中匯下來，兩江合流後，左黃右綠（清）
真可謂涇渭分明！怒江峽谷從這裏向西畫了一個
直角，兩條河流在這裏神奇交匯，形成了江心獨
特的風景。只見右手江心匍匐着一道山樑，如一
條巨大的魚趴在水中。面向魚頭，左邊怒江，右
邊玉曲，在魚嘴處合二為一，匯入怒江。有詩讚
曰：「同聲自相應，同心自相知。」山腰上有一
座亭亭玉立的岩峰，彷彿是一位俏麗的女子。傳
說這是卡瓦格博的女兒，在嫁到印度途中，經過
扎那地面時，她被此處美麗的風光所吸引，流連
忘返。結果天色大亮時，迎親隊伍不見新娘，只
好空轎而歸。新娘子也變成了這座岩峰永遠留在
了這裏……
察瓦龍是怒江邊的茶馬古道重鎮，玉曲河與怒
江在察瓦龍交匯，同時沿河的兩條路也在這裏形
成三岔路口，兩河沿岸居民在這裏交換物資。玉
曲河通往梅里雪山北坡的左貢縣，河谷是一條深
邃的裂縫，因道路難行，河谷深處幾乎與世隔
絕。這就讓察瓦龍更像一道大門。從這大門往北
的風景鮮為人知。察瓦龍也是從雲南貢山進藏的
第一個鄉，在茶馬古道興盛的年代，察瓦龍的馬
幫赫赫有名。每年秋季，察瓦龍人收完自己地裏
的莊稼後便會趕着馬幫順怒江峽谷走三四天路程
到雲南貢山，幫助那裏的獨龍族人運送所需的物
資。與怒江峽谷平行、中間為高黎貢山隔開的獨
龍江峽谷裏居住着獨龍族人，他們日常所需的糧
食、衣物及藥品等日用生活品幾乎全靠馬幫運
送。從怒江峽谷的貢山縣城到獨龍江峽谷有60多
公里的崎嶇山路，馬幫單程需走整整三天，其中
要翻越海拔3,800米的雪山埡口。就是這道兇險
的埡口使獨龍江一年中有半年時間處於大雪封鎖
之中。每年10月之前，馬幫就要將獨龍族人一年
所需的物資趕在大雪封山之前全部運送進去，如

果那一年氣候突變、大雪提前封鎖，馬幫有時會
困在半山長達半年，人、馬皆會餓死或凍死。如
此惡劣的自然條件，只有藏族馬幫才敢涉足，因
此每到秋季來臨之前，貢山交通管理人員就會主
動聯繫察瓦龍馬幫。
由於察瓦龍地處滇藏交界的怒江峽谷，離西藏
林芝察隅縣城、昌都左貢縣城和雲南貢山縣城距
離都很遠，尤其是到所屬的察隅縣城需要翻越三
座大雪山，若遇上大雪封山，便要繞道雲南怒江
州的貢山或西藏昌都的左貢，因此察瓦龍長期以
來都是滇藏邊界一個「三不靠」的「孤島」。
2005年以前，察瓦龍不通公路，一切生產生活物
資均由馬幫承擔運輸，全靠雙腳走天下。走騾馬
道、攀岩壁，過吊橋、坐溜索，手腳並用甚至爬
行，是察瓦龍人過去進出村的常態。2009年10月
之前，從察瓦龍到察隅縣城不通車，且需翻越3
座大山，沿途地質災害隱患很多。行車只能繞道
經香格里拉的滇藏或川藏線，奔波千餘公里才能
到察隅縣城。以前這裏藏民的收入主要靠馬幫，
副業是打獵挖草藥，吃糧靠種青稞。由於道路難
行，電線和通訊設施很難架進這裏的深山峽谷，
加上乾熱缺水，基礎設施滯後，雖察瓦龍有風景
獨特的峽谷風光帶，且有「梅里雪山後花園」之
稱，但一直受困於基礎設施，令人望而卻步。察
瓦龍的發展舉步維艱，精壯勞動力不斷外流。
隨着國家西部大開發的進展，西藏同周邊和內
地的交通越來越方便順暢。很多過去難以翻越的
山口，已經通了隧道，過去的天塹已經變成通
途。自駕進藏遊很快成為熱門，現有的八大入藏
線路中有6條成為大熱：穿越兩大無人區的109
青藏線；號稱「世界屋脊中屋脊」的219新藏
線；人稱「此生必駕」的318川藏南線；「人文
景觀大道」317川藏北線；「風花雪月」滇藏
線，和經過察瓦龍進藏的丙察察線。丙察察線是
指從雲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
縣的丙中洛鎮，經西藏靈芝市察隅縣的察瓦龍
鄉，到察隅縣城的公路。丙察察線雖然是距離拉
薩最近的進藏公路，但也曾經是最爛又險的公
路。這條在滇藏交界的怒江大峽谷中行駛的路線
上，不僅曾經幾乎是全程「炮彈坑」「搓衣板」
路面，而且路邊山崖上時常會有泥石流和落石傾
瀉下來，加上異常乾熱，越野難度很大，只適合
純粹的越野玩家。因此一度是專業越野玩家的自
駕之路。近幾年西藏自駕遊越來越火爆，驢友們
對其他進藏線上的風景審美已經疲勞，迫切想領
略丙察察沿線怒江峽谷未知領域的風光。丙察察
線上的爛路也逐漸被柏油路替代，路上的自駕遊

車逐年增多。到梅里雪山地區騎車、徒步、轉經
的人也越來越多。察瓦龍更加熱鬧起來。
丙察察線開通後，昔日「三不靠」的察瓦龍已

經變得四通八達，成為了「西藏的東南大門」和
丙察察線進入西藏境內的首要之地。進入21世紀
之後，活躍在獨龍江、丙中洛和察瓦龍一帶的馬
幫成為我國最後一支馬幫。近年來，這最後一支
馬幫也隨着獨龍江公路的修通淡出了人們的視
線。與此同時，因為梅里雪山主峰、「雪山之
神」卡瓦格博峰在察瓦龍境內，每年有許多遊客
和大量虔誠的藏傳佛教信徒前來走外轉經路。察
瓦龍在河谷坪壩，海拔不高，氣候宜人，四季溫
和，日照充足。多數自駕友和朝聖者會選擇在察
瓦龍住宿，補充給養，養精蓄銳，以完成下一段
路程。察瓦龍不僅逐漸成為丙察察線上的重要補
給站，同時又成為梅里雪山外轉經西藏境內的重
要驛站。來察瓦龍的遊客越來越多，旅遊業的蓬
勃發展，使梅里雪山西坡下的扎那小村變成了頗
具規模的察瓦龍小鎮，不僅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酒
店餐廳和商業服務網點，還有一個巨大的免費露
營地。察瓦龍小鎮最熱鬧的地方是一所寄宿學
校。課間鈴聲一響，孩子們在操場的嬉笑打鬧，
讓偏僻的察瓦龍終於有了跟上時代的節奏。學校
居然還有一座逸夫綜合教育樓，由此看到我們香
港邵逸夫先生的慈善事業像春雨般潤物又無聲。
從前年開始，國家又整合了一條聯通我國西北
和西南地區的新219國道。新219國道北起新疆
北部的喀納斯，南至廣西海濱的東興市，途經新
疆、西藏、雲南和廣西四個省區。全長約10,065
公里，是我國最長的國道。這條路線穿越了多種
地形和景觀，從海濱到雨林，從雪山到戈壁，從
沙漠到草原，景觀和人文特色豐富多樣，展現了
中華萬里河山的壯麗景色。新219國道不僅是連
接中國西北和西南地區的邊境公路，也是一條世
界級景觀大道。美麗景色和豐富文化吸引越來越
多的自駕遊愛好者和騎行者。「丙察察」是新
219國道上的精華段之一，察瓦龍小鎮剛好是新
219國道上的6,666公里處。察瓦龍成為了名副其
實的藏東南交通樞紐。
聰明的察瓦龍人挺會利用資源，在6,666公里
里程碑附近建造了一個「6666」大順廣場，還豎
起了「6666」大順石「碑」，凡是過往察瓦龍的
人必定都來此「打卡」，誰不想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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