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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福县城东北部50公里处，有一个被人
称为“深藏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古村。它虽没
有奇山秀水的环抱，也并非交通要塞，却以其秀
美的田园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闻名遐迩，并在
2010年公布的首批广西历史文化名村中榜上有
名。它就是永福县罗锦镇的崇山村。

为了探访这有“画笔如林”美称的丹青圣
地，追寻当年的翰墨遗香，我们从桂林驱车前往
崇山。在导航引领下，一个多小时就来到了这颇
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穿过横联书有“崇山古民居”几个大字的村
头牌坊，就依稀看见不远处的雾霭中，一大片浓
郁的绿色上浮着几排灰色的屋顶，恍若仙境。走
到近处，只见在整齐的果林及其他一些绿植的簇
拥下，几排青砖灰瓦的平房静静地呈现在我们眼
前，这就是传说中的崇山古民居的主体部分———
崇山李氏家族旧居了。虽经历数百年的风吹日
晒，沧桑岁月却未能让它们斑驳残颓，依旧是那
么整洁端庄。古宅前有一方宽大的荷塘，水面上
疏疏落落地飘浮着一片片团扇般的荷叶，还有三
三两两伸出水面的荷花优雅地在微风中摇曳，它
们与投在水中古宅屋顶的倒影互相呼应，更加衬
显出了古宅那种卓尔不群的幽静和雅致。

为我们作义务向导的小伙子是住在村里的李
氏家族后人，他领着我们一面参观古宅，一面自
豪地向我们介绍这崇山李氏家族的辉煌过往。

从向导的介绍中我们得知，李氏一族的始祖
是明朝万历年间从湖北荆州迁徙至崇山的，历经
数代艰辛务农，直到清代雍正13年（公元1735
年），族中李中菼中举为官，李氏一族才逐步走
上了耕读兴家之路。在李中菼之后的李氏后辈
中，3人中进士，20余人中举人或贡生，还有当
上州官、县官、学正、教谕等职务的达几十人之
众，真可谓门第显赫，盛甲一方。族中的李吉寿
一家父子5人先后中举，其中3名为进士，“一
门三进士，父子五登科”之说由此而来。

最让李氏家族享誉后世的还是那“画笔如
林”的翰墨辉煌。其中的领军人物，当数李熙垣
和李吉寿父子。

李熙垣（1780—1869），清道光十六年恩
贡，清代著名山水画家。后人评价他的画“布局
清新，意境高旷”。也正是他开创了崇山李氏书
画世家一派，他最享盛誉的作品是《江行图》。
1837 年，他从桂林出发，乘舟自漓江过湘江达
长江，经长沙岳阳赤壁武昌等地，历时月余，
“舟行数千里，所见佳山水，辄推蓬以写其意，
得三十五景，名曰《江行图》”。这部传世珍品
今为国家二级文物，由文物部门珍藏。我们参观
李氏家族旧居时，在李吉寿故居的院墙上，看到
了这组作品的复制品。

李吉寿（1815—1896），李熙垣第六子，
清道光年间举人。他不但为官清廉，政声卓著，
而且在书画人才济济的李氏家族中，他是最享盛
名的一位。被人誉为“梅花圣手”的他，因酷爱
梅花，在家中庭院植梅数百株以供观赏和写生，
所以他笔下的梅花灵动而有神韵，自成一家，当
时的中丞文式岩称其“空前绝后”。他的不少作
品现被多地博物馆、图书馆及一些私人收藏家收
藏，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对李吉寿也作了专题介
绍。

在李熙垣李吉寿父子影响下，崇山李氏一族
两百年来八代后人中书画人才辈出，形成了国内
著名的画家族群，“画笔如林”的美誉由此而

来。直至现在，村中书画之风依然盛行，据我
们的向导透露，村中成立画院的想法还得到政
府的支持呢。

在李吉寿晚年的画作中，他都标注“写于
半亩梅花之馆”，“半亩梅花之馆”指的就是
崇山旧居。崇山李氏家族旧居由六家规模大致
相当的宅院组成，一色的青砖墙灰屋顶。六座
大院间以青石巷道隔开，院墙分列巷道两侧，
墙上开有圆拱状的月门，通过月门，六座大院
之间畅通无阻。穿行在各院之间，有进入城堡
中的感觉。与其他地方一些早已荒废的古民宅
不同，这里的宅院中仍然住着李氏家族的后
人。为我们做向导的小伙子就带我们到他家在
古宅中的茶室饮茶聊天，他是崇山李家的传字
辈传人；而为我们准备午餐的和善的老两口，
则是另一院屋的主人，那男主人是崇山李家的
宏字辈传人。李氏旧居，至今还居住着李家后
人，这大概也是这百年古宅还保持着一派生机
的原因吧。

在天堂寨品茶
■张宏宇

天堂寨不是一所寨子，而是一座山，所处大别山，雄居
鄂皖两省三县结合部，在天堂寨峰顶北可望中原，南可眺荆
楚，“一脚踏两省，两眼望江淮。”巍巍群山尽收眼底。

到天堂寨之前，便听说当地有一种特产“六安瓜片”最
为有名，沿途到处是“瓜片”的广告牌。同事问我，这是什
么瓜的片啊，其实瓜片并非是“瓜”，而是一种茶叶，到天
堂寨除了游山玩水，一定要品尝一下这里的茶。

车到天堂寨吃中餐时，我迫不急待向老板要了一杯瓜
片，虽然不是上好的瓜片，但入口的清香，让行程中的疲劳
消除了一大半。六安瓜片外形似瓜子形的单片，不带芽梗，
自然平展，清香高爽，叶底绿嫩明亮，滋味鲜醇回甘。

吃过午饭，我们便起程到天堂寨白马峡谷，天造的山，
地设的水。满山的花儿，静听山鸟小虫的叫声，任心田浸
润。清新芳香的空气，柔美舒适的植被，美不胜收。在峡谷
中小憩时，向亭下的摊主要了杯茶水，摊主说这就是当地有
名的片茶，在峡谷品茶，小桥临风，涓涓溪水，令人神清气
爽，别有一番滋味。

导游介绍，六安瓜片（片茶）采自当地特有品种，经扳
片、剔去嫩芽及茶梗，通过独特的传统加工工艺制成。一部
《红楼梦》，满纸茶叶香，其中有几十处提及六安茶。在峡
谷下面的茶庄里，导游特意请我们品尝片茶。冲泡时，导游
用少许水先温润茶叶，轻轻摇匀，然后将沸水倒入玻璃杯
中，高冲缓收，呷上一口茶汤，含在口中，慢慢地在口舌处
来回旋动，细细品味，此时，舌与鼻并用，六安瓜片茶溢出
的清香，顿觉沁人心脾。

天色渐暗，山里的凉气也渐渐袭人，下山回到酒店，大
伙儿说笑着，我坐在桌边，把刚烧的开水倒入茶中，茶清汤
透绿，清爽见底。那茶汤入口醇香，喝上一杯，顿觉浑身轻
松，疲劳已去。茶叶在热水中上下翻腾，非常好看，散发出
淡淡的板栗香味，品上一口，回味甘甜。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开始了天堂寨之旅，入口处有一
块大木牌，称“天然氧吧”，上面介绍这里的最高气温不超
过 25 摄氏度，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在最多处达到 12 万
个。顺着山道石阶攀登，我们看到了九影瀑、情人瀑和泻玉
瀑。每个瀑布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九影瀑高达 71 米，周边
有一个木亭可以观景，稍远处有一个吊桥，可以拍摄下九影
瀑的全景。情人瀑落差不算很高，交织在一起，像是两个人
影叠在一起。泻玉瀑直接袒露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瀑布下是
一片平坦光滑的石坡。瀑布的对面，靠着一片山崖，建有一
个小茶楼，原木结构，古色古香。我要了一杯茶，茶叶是当
地的野茶，一边喝着茶，一边静听瀑布的喧响，看着水流的
飞洒和旋转，顿觉心中一些污垢被洗涤得干干净净。

在山顶一处农家小店里，我特意要了一杯茶，15元一
杯，老板告诉我这就是瓜片茶，是用山泉泡的，可以喝出山
中的味道。这家店面很小，但泡出来的茶却非常的好，开水
沏泡后，雾气蒸腾，清香四溢。茶叶形如莲花，汤色清澈晶
亮，气味清香高爽，滋味鲜醇回甘。一个人坐在岩边，慢慢
地饮，细细地品，静静地呼吸山林里清新的空气，不再暴
走，放松心情，感受休闲中那份自在和快乐，此乃人生最美
好的时光了。

天堂寨集结了“奇峰、飞瀑、峡谷、云雾”等众多自然
景观，是一首隽永的山水诗。品诗还需茶，天堂寨秀美的风
光，需要你细细地品。就像品茶一样，要用心来感受，泡上
一壶，茶品天堂寨，眺望远处烟雾缭绕的山峦，滋味自在心
间，让人回味无穷。

崇山李氏家族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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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如林”探访 处

荷花与古宅屋顶的倒影相呼应，更显幽
静和雅致。

李吉寿旧居庭院中李熙垣《江行图》复制品

■老鱼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