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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我曾经很羡慕陆地上的蜗
牛和海中的海螺，因为它们把自己住的房
子背在背上，走到哪里，都有安乐窝，还能
抵御风险。慢慢地，我知道了人类也可以
带着房子旅行，陆地上的是房车，海上的，
就是邮轮了。

中国人对邮轮的了解，大多借助那些惊
心动魄的事件和故事，真正的亲身体验，是
近五六年才开始的。国外邮轮公司开辟了
中国市场，于是，带着自己的房子在海上旅
行的梦想，悄然在国人身边成为现实。但那
些邮轮，毕竟还是外国人经营管理的。

从山东烟台出发，我有幸登上中国第
一艘全资、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豪华邮轮

“中华泰山”号，随船首航，经历赴韩国的航
行，亲身体验了特殊的海上旅行。

“中华泰山”洁白的船身长 180.45 米，
停靠码头时，她英姿勃发，鹤立鸡群，彰显着
尊贵和高傲。航行在海上，远看，似一座移
动的楼房；置身其中，就像住进了星级酒
店。她是总吨位2.45万吨的中型邮轮，由德
国制造，航行性能好，设备先进。据介绍，她
配备的动力系统如果装在货船上，能推动
10万吨以上的巨轮。国内著名企业渤海轮
渡股份有限公司把她从欧洲购进，装饰装修
时增加了中华元素，如外部船体加上茉莉花

五线谱图案，船内，祖国山水美景照片琳琅
满目。客舱内家具用品洁净实用，环境舒适
静谧。这里就是乘客自己的家。船上餐厅
备有中西兼顾的一日三餐，彬彬有礼的服务
员都是人们在内陆见惯的姑娘小伙，一切，
都让乘客没有陌生感。

乘邮轮旅行，先要看大海。在“中华泰
山”号上，你可以尽情地领略海洋、船舶、海
岛、港口这些有别于陆地生活的种种事
物。当政委（邮轮上叫总监）身穿雪白的制
服微笑着从你身边走过时，当船长在每日
的《邮轮日报》首页第一行向你介绍航海信
息时，你能领悟，两位征服海洋的人是你此
行的最高长官，那么，面对茫茫大海，汹涌
波涛，你不会有丝毫的恐惧和不安。看着
飘扬在主桅杆上的五星红旗，你会从肺腑
发出诗句：迎着初升的太阳，中国人扬眉吐
气走向海洋。

国外的邮轮已有上百年历史，人们发
现，邮轮产业大国无一不是海洋强国。认
识海洋，驾驭海洋，走向“深蓝”，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只有增强全民族
的海洋情结，中国船才能扬帆远航。乘邮
轮旅行，就是亲近大海的一种高端方式。
中国巨大的旅游潜力，势必助推中国邮轮
产业高速增长。

乘邮轮，还能体验异国旅游。“海上酒
店”载着乘客来到异国他乡，白天上岸观光，
晚间回到自己的船上房中休息，免去了转移
住所的烦恼，把出国游变得更加舒心轻松。

“中华泰山”具备中国特色，但也不失
邮轮的本色。邮轮是舶来品，船上的演艺
场、钢琴吧、游泳池、免税店、舞厅、日光浴
场等设施，随时告诉乘客什么是邮轮文
化。我们一位记者同行按国外邮轮的惯例
带了一件毛料西装上船，虽然很少有机会
穿，但也传递了重要理念：这里是文雅的场
所。“文明旅行从邮轮开始”，900 多位乘客
犹如上了５天的文明大课堂，下船时与上
船时相比，行为举止已大不一样。

在船上举办的“邮轮文化沙龙”上，有
专家谈及：除了“海文化”和“游文化”，邮轮
还体现了“慢文化”。在海上的日子里，乘
客回到大自然的怀抱，沐浴在阳光和海风
之中，洗礼一下疲惫的身心。这种慢，更适
合老年人，由此，它还体现中华民族的美德
——孝文化。旅途中，我采访了 81 岁的乘
客唐老先生。唐老当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
军的一员，曾在朝鲜平壤附近作战，后加入
海军，从此与大海结缘。这次他和老伴在
儿媳的陪同下登上“中华泰山”，游历韩国
的仁川、首尔、济州岛，历史的波涛在胸中

涌动。说到船上的生活，他赞不绝口，认为
邮轮出行特别适合老年人，有观光，有休
闲，可以开阔眼界，直抒胸臆，怡情益寿。

“中华泰山”号是中国邮轮自主品牌的
首航，我们这些幸运的乘客心潮难平。略
微熟悉邮轮产业的人，都为渤海轮渡有限
公司迈出的坚实第一步翘起拇指。今年 2
月，企业在香港成立全资子公司渤海邮轮
有限公司，于是，有了“中华泰山”号，中国
邮轮市场由国外邮轮巨头垄断的局面被一
举打破。一方面，是朝阳产业的利好前景，
另一方面，又是缺乏经营管理经验的巨大
挑战。一位曾在国外邮轮上工作过的管理
者告诉我们，在那里，高管层不仅没有中国
人，甚至没有亚洲人。

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邮轮。渤海轮渡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渤海邮轮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新建心中有跨海的壮志，他说：

“邮轮管理经验成熟后，公司将建造或购买
更大、更豪华的邮轮，全面推进公司转型升
级。公司规划用 5 年左右时间，再增加 3 至
5艘邮轮，打造中国邮轮领航企业。”

回来了！晨晖中，美丽的烟台向我们
招手，祖国母亲把我们揽入她温暖的怀
中。明天“中华泰山”号又将起航，中国邮
轮还要驶向更广阔的海洋。

进额济纳，还是秋天最好。读额济纳，
最美篇章就是胡杨林。虽然这里有通往天
际的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基地，有通往国际
的策克口岸，但还数通往人际的居延绿洲
最为亲切——在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
林三大沙漠的环伺之下，居延绿洲俨然镶
嵌其中的一块绿色宝石；绿洲之上，45万亩
集中连片的胡杨林则是宝石的绚丽波纹。
诚如当地文人咏叹：塞上十分秋色里，七分
秋色在胡杨。

胡杨是已有一亿多年历史的沙漠植物，
四时皆成风景。春天刚返青时，胡杨幼树的
枝叶与柳树相似，独自以“杨柳依依”的柔态
战风斗沙。入夏，枝叶婆娑，有的如白桦，有
的如红枫，烈日下演绎风情万种。每年深
秋，是观赏胡杨林的最好季节，金色的屏障
如诗如画。大雪纷飞之时，霜挂枯枝，挥洒

着雄壮中的苍凉。在岁月的长河里，据说胡
杨更是“活着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
倒后一千年不朽”，世人称为英雄树。

走进胡杨林，宛如走进大漠的桃源仙
境。这片世界上仅存的三大胡杨林之一，
主要集中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县城达来呼布
镇方圆 50 公里的范围之内，分布在由黑水
汇聚的额济纳河流域。一夜寒露，会骤然
把整片的胡杨树全部染黄，在湛蓝的天空
下，呈现出一片灿烂明媚。深秋的清晨，曙
光初照这片金黄的世界，衬托得天宇更蓝，
白云更洁。额济纳河洲的明镜水面上，魔
幻般地记录着胡杨精灵的轻轻醒来、静静
梳妆，游人也看得呆了。偶尔，一片黄叶掉
落水面，小小的涟漪才提醒树下的摄影爱
好者，“长枪短炮”一阵咔咔闪烁。

额济纳河上八道桥，每道桥都有胡杨
环抱，但最吸引人的去处在二道桥、四道桥
和八道桥。额济纳河缓缓流淌，最后注入
居延海。作为通往漠北的要道，西汉的霍

去 病 、李 广 进 攻 匈 奴 时 都 曾 在 此 饮 马 。
1300 年前，唐朝诗人王维途经此地，一首

《使至塞上》至今还保留在孩子的课本里：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
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根据 1927 年德
国、瑞士和中国等多国科考队的资料显示，
居延海的水面曾达到 2600 平方公里，是中
国西北最大的湖泊之一。然而，随着气候
变迁和过度开垦，滋养居延海的黑河水已
经不堪重负，到 1992 年，居延海彻底干涸，
沙尘暴肆虐而起。“小小居延海，连着中南
海”——2000 年，国家紧急启动了黑河干
流水量跨省区统一调度，十年间 21 次调
水，终于恢复了居延海 40 多平方公里的湖
面，额济纳旗胡杨林也得以再展芳姿⋯⋯

在额济纳旗，环城都是胡杨。达来呼
布西南，枯枝朽干尸横遍野，透出一股恐怖
的气氛，被当地人称作“怪树林”。实际上，
这是因额济纳河断流、大片胡杨树缺水而

死形成的悲凉景观。如果说，八道桥畔令
人醉，则“怪树林”里令人醒——死而不倒
的胡杨以狰狞的形态告诉人们要与大自然
讲和。达来呼布城北，一棵高 27 米、胸围 7
米的“胡杨王”傲立苍穹，总算驱赶了“怪树
林”里的悲凉气氛。200 多年前，从中国迁
徙到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回
归祖国，来到额济纳绿洲。相传那时胡杨
密集，骆驼和马匹无法入内采食，土尔扈特
人便放火烧林。几年后，他们又返回这里
时，发现挡路胡杨树已成为一片灰烬，周边
长出了茂密的牧草。但有一棵胡杨树更加
枝繁叶茂，独秀于林，广撒浓荫。土尔扈特
人深信，这是东归英雄和英雄树的惺惺相
惜，于是将这棵胡杨供奉为神树。如今，

“胡杨王”周围 30 米内，又分生 5 棵粗壮的
胡杨树，牧民认为此乃树王转世，围起院墙
保护。我们去拜谒“胡杨王”时，可惜管钥
匙的人不在。纵是“梦里寻它千百度”，也
难免“风采仅见两三分”了。

十多年前，当喀纳斯还藏在深山无人
识的时候，我有幸到此仙境一游。一路的
惊险和惊艳，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滋有味。

那时，去往喀纳斯的路上，曲曲折折的
土路盘旋、起伏，虽是颠簸，但沿途的原始
风景已经抚慰了身体的颠簸之苦。只是在
快进入山中的时候，一座由木头连接捆绑
而成的木桥由于被河水、雨水的多次冲刷
以及来往车辆的碾压，变得松垮起来，车行
驶在上面晃晃悠悠，像是要跌入河中的醉
汉，几经摇晃后才站稳了脚跟。过了河后，
我那脆弱的、失律的心过了好久才算回到
它原有的节奏。

车辆进入盘山道，轻薄、柔软的云彩像
垂挂的白沙窗，环绕在青松翠柏旁，感觉自
己是个凡夫俗子，闯入王母娘娘的寝宫，很
是突兀和无理，当时感觉真的闻的是仙气，
看的是仙境。

行驶了十来个小时，临近傍晚终于到了
喀纳斯。车辆停在一个能接纳食宿的图佤
族木屋旁。那是还没有修路，满眼的都是松
软绿油油的草皮。看到车辆在那上面自由
地碾压留下的车痕，我有些小小的心痛。

下了车，拿了西瓜切开吃，不知从哪钻
出来一群图佤族少年，胆大的几个就顺手
拿走了几块瓜，胆小的就拿着我们没吃干
净的瓜接着吃。我在想原来世外桃源竟然
也缺少美味啊。其实图佤族以游牧为主，
不擅长种植瓜果蔬菜，当时好多图佤族小
少年肯定连西瓜都没吃过。那时喀纳斯村
庄没有修路，图佤族散居在四周，水电未
通，只有家里条件稍好的家里有柴油发电
机，但也只能有限地使用几个小时。在图
佤族家里简单地吃了晚饭后，就安顿住
宿。木屋子里都是大通铺，可以同时住宿
二三十人。我和同行的一个女孩毫无困
意，想在漆黑的喀纳斯世界里寻觅一些“夜
景”。当时在一个点着马灯的小木屋商店
里，看到一位中年的图佤族妇女买了一瓶
白酒，当场打开就咕嘟咕嘟豪饮。开商店
的是位在这里少见的汉族小伙，他告诉我
这里的图佤族，无论男女，都很有酒量，因
为没电，晚上也闲着没啥事，喝酒可以让自
己开心很多。第二天天蒙蒙亮，伴着晨起
牛羊的哞叫，我们就早早起来看日出了，但
是感觉天气很冷，看了几分钟就有些受不
了，又躲到被窝去了。

吃了早饭，太阳彻底露出了笑脸，我们
在美丽的喀纳斯湖畔尽情拍照后，因没有
上观鱼台的车道，只能依靠两条腿爬上了
观鱼台。爬上去的时候腿又酸又麻，也正
因为上山的不易，把喀纳斯湖水看了又看，
这么大一块超级翡翠，镶在群山之中，也不
知是哪位神仙的杰作。站在观鱼亭上伸开
双臂有纵身一跳的冲动，让自己彻底洗净
凡尘，天人合一。

一天很快过去了，晚上在沉沉的睡眠
中，我希望能做个梦，梦到西征途经喀纳斯
的成吉思汗教我弯弓射大雕。天亮了，一
夜酣睡无梦。现在想来，也许喀纳斯希望
到来的人什么也别留下，包括他的梦。

“海屋”伴我走天涯
□ 王晓雄

“海屋”伴我走天涯
□ 王晓雄

胡 杨 黄 了
□ 陈 力

喀纳斯记忆

□ 吴彩霞

提到北京红叶，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
是家喻户晓的香山，但那里每到秋季就人
满为患，而且年年看，也难免审美疲劳，其
实门头沟红叶也不错。

国庆长假期间，正好赶上门头沟红叶
节。门头沟是北京唯一的纯山区，东西横
跨 60 公里和海拔 2000 米落差所独具的地
理、气候条件，形成了独特的红叶区。随着
海拔提升，红叶观赏期依次呈现，满山遍
野、层林尽染，似一幅幅重彩的油画。

驾车沿着 109 国道一路西行，可在一
条路线上尽览初期、中期到盛期的红叶，不
同景区中的红叶千姿百态。数十里绵延起
伏的山地，万亩红叶各有千秋，绯红、桃红，
紫红、嫣红、朱红、金黄色、黄色，层次分明，
富有立体感，在秋日的斜阳中显得分外绚
丽。路旁的爬山虎，远山的彩叶林，山崖山
麓的叶子红似火,又好似崖壁上挂上一幅
幅红帘子,在太阳光照射下红叶更加火红
浓艳。在秋霜的洗礼下，如诗如画，无不呈

现出色彩斑斓的诱人景象。
门头沟观红区为“三山两寺”。北京境

内第一高峰灵山，低于市内 10℃的气温让
叶子红得更加透明。徒步登灵山，山风吹
过，山被红叶遮掩，路被红叶铺遍，脚下红
叶漫山，一簇簇、一层层，彩色的叶子拂过
身边，摩挲在你的眼角眉梢儿，美不胜收。
移步换景，那彩色的叶子已不再是远处的
云霞，而变成了各种形状的秋天精灵。站
在峰顶，一阵山风吹过，周身畅快无比，看
脚下红叶漫舞群山，顿生无限豪情。

妙峰山的红叶红得有层次、有韵味。
红叶红得像火，衬着金黄和翠绿，像
一幅五彩斑斓的山水画。在阳光照
耀下，一株株枫树、黄栌、红果树、
野葡萄如火如霞，那数不
清的山果点缀在绿叶、
红叶之间，像一簇簇
珍珠玛瑙，晶莹
剔 透 。 红

果、山楂、盖柿进入成熟期，游客可在欣赏
秀丽的风光后，在山间果园惬意采摘，体验
收获的喜悦。

门头沟的双龙峡景区被喻为“小九寨
沟”，漫山遍野的红叶为双龙峡增添了几分
妩媚。池水清清，红叶点缀在山间溪流，看
着火红、金黄的树影倒映在清幽的湖水中，
显得既热情又宁静。小火车穿行在红叶林
中，更显数百年的浓郁民风，宛如世外桃源。

门头沟的红叶红了！到门头沟去，一
定会让你舒心惬意，大叹不虚此行！

红 叶 红 了
□ 苗向东

追 着 秋 天 的 脚 步追 着 秋 天 的 脚 步
金秋十月，正是一年之中适宜出游的季节，秋高气爽、气温正好。这时的世界是五

彩斑斓的，让我们一起驶向大海，踏足沙漠，攀上高山，一起呼吸在这美好的时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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