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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湖南有两个地方，却靠文学吃文学，挖掘本地的文化 IP，既彰显本地的文化自信，又推动本地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成为探索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的一次生动实践。

“总要去一趟茶峒吧，去看

看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

“哈哈哈，这里一天能定位

三个省！”

“边城是个值得‘二刷’的地

方”……

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双节”

假期，不少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

走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

垣县边城镇，体验书中的“边城”，

并纷纷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晒出自

己在边城游玩的快乐感受。

花垣县妇联主席龙阳春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很多人因

为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奔赴凤

凰，却不知凤凰并非他在《边城》

里所描绘的那个优美小镇。”

沈从文笔下真正的边城小镇

正是曾经鲜为人知的如今改名为

边城镇的茶峒镇，它距离凤凰古

城约 110 公里，自驾车大约 1 小

时 30 分钟。茶峒古镇，因地处

于湘黔渝三省交界处，故而有“一

脚踏三省”之说。

边城镇副镇长谭思远介绍，

茶峒古城始建于嘉庆八年 (1803

年 )，茶，苗语意指汉人的“汉”，峒，

意为山中的小块平地，“茶峒”即

为“汉人居住的小块平地”。茶

峒一名一直沿袭至 2005 年 6月

省政府批准更名“边城”。

2022 年，在沈从文诞辰 120

周年之际，边城茶峒古镇以还原

《边城》名著景象、繁荣湘西民

族文化、发展全域旅游、实现乡

村振兴为主题，将纪念前贤与古

镇开园、民俗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探索如何用文学的力量助力乡村

振兴。

在谭思远看来，来茶峒的游

客，大多心怀梦想，把《边城》

当指南，找寻梦里边城。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谭思

远提供的一张景区导览图上看

到，茶峒古镇推出了沈从文旅居

地、翠翠岛、翠翠居、白塔、拉

拉渡等跟沈从文和《边城》有关

的景点。

沈从文给边城特写：“由四

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

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

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 塔

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

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

黄狗。”

女孩子即“翠翠”，老人即翠

翠的爷爷。

拉拉渡乃翠翠、爷爷和大黄

狗的安身立命之处，亦是翠翠和

天保、傩送相识、相爱之地。

还你一个书里“边城”

名家小说变文旅 IP，湖南两村镇火出圈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走进常德市临澧县佘市桥镇蒋家

村的千亩果蔬园，青脆李、麒麟瓜、

黄瓜等瓜果飘香，不少客人带着

孩子前来采摘，园子里一时间热

闹非凡。

“前一段时间有黄桃，下一个

时节有草莓。”10月10 日，蒋家

村党总支副书记李立群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村里的果蔬园

品种丰富，一年四季都有东西可

以采摘。”

这一幕热闹的画面不由得让

人想起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里描写的场景：“果园里，红的、

绿的葫芦冰，密密麻麻挂满枝头；

海棠果一串串地垂下，红得比花

还鲜艳；梨子结得又重又密，把

枝条都倒拉了下来……”

而蒋家村正是丁玲的家乡。

与丁玲书中描绘不同的是，现

在的蒋家村正开始打造智慧果园。

“同样一亩地，以前只能种几十棵

果树，现在能够种植上 200 多棵，

可以大大提高亩产。”李立群介绍，

这个项目是蒋家村党总支书记蒋

祖祥外出考察学习后引进的，在

果园内配置实现了水肥一体灌溉

体系等智慧农业体系，采用密植

高产核心栽培技术，实现快速挂

果，“我们去年栽种的果树，预计

明年可以挂果”。

除了打造丁玲书中描绘的硕果

累累的果园，蒋祖祥用心打造“丁

玲故里”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丁玲，原名蒋伟，1904 年出

生于临澧县佘市桥镇黑胡子冲（现

蒋家村）。几年前，因为丁玲的缘

故，湖堰、高丰、罗家三村合并

后改名蒋家村，而有些村当时连

一条水泥路都没有，因此 2014 年

时，蒋家村还是省级贫困村。

创业有成的蒋祖祥回到村里，

决定带领村民脱贫增收。

蒋祖祥觉得，蒋家村因丁玲

而闻名，村子要发展就必须依

托村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做

活名人文章，推动红色旅游产

业发展。

蒋祖祥找到村里外出的能人、

湖南永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

宗平。蒋宗平非常认同蒋祖祥的

想法，投入 1000 多万元，帮助村

里打造了丁玲故居，建造了丁玲

塑像。2015 年，湖南省作协在丁

玲故居建立了湖南文学创作示范

基地。

2017 年，蒋家村全村脱贫。

2019 年，佘市桥镇人民政府

将丁玲故居景区所有权正式移交

给临澧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丁玲故居逐渐成了远近闻名

的旅游景点和学生们研学的重要

基地。

为了发挥“丁玲”的名人效应，

蒋家村在上级政府和驻村帮扶队

的帮助下，打造了集旅游、休闲、

娱乐、食宿、农耕体验为一体的“蒋

家民俗园”，高标准建设了丁玲故

居至民俗园的“丁玲人生景观道

路”，打通了丁玲故居至佘市桥镇

以蒋家村为核心的乡村振兴示范

片的连接线，推出了“丁玲故居一

日游”概念，把村里的民宿、精

品油茶园、果蔬采摘园、农耕文

化园、自然蜂蜜园、农家花卉园、

向阳湖湿地公园、茅屋岗生态农

庄等场所都串连在一起，共同发

展。这些产业所在公司通过与农

户签约合作，吸纳本地村民就业，

到目前为止，共提供了298 个就

业岗位，其中脱贫人口就业 80人。

李立群介绍，2022 年，全村 120

个蔬菜大棚实现产值 120万元，

其中采摘园 2022 年共接待游客

6.1万人次，带动 100 余名附近村

民就业，人均可增加收入 1万元

以上。

而且，村里还通过举办文化节、

各类文学创作活动、文学交流活

动、农耕体验及户外体验活动，

大力提升乡村振兴示范片的人气。

“游客来我们这里既有看点，

又有玩点，回去还能带点。他们

感觉不虚此行，我们感觉开心快

乐！”李立群笑着说。

太阳照在丁玲老家
沿江边游步道而下，离

翠翠居不远处就是茶峒“拉

拉渡”古码头。这个千年古渡，

又叫茶洪渡口，千百年来承

运着湘黔渝边区过往行人客

商及货物。

“渡船头竖了一只小小竹

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

环，溪岸两端水面横牵着一

端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

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

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地牵

船过对岸去。”沈从文在《边

城》中描述的“拉拉渡”船

现在依然大致保持原样。只

是现在，船上人会用一特制

木器攀缘钢缆移动，慢慢牵

引船横渡。钢缆与拉船木头

之间摩擦声音很特别，“吱呀”

“吱呀”的节奏感和船水声，

让人不由幻想起书里的摆渡

情景。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

期间，乘“拉拉渡”船的游

客在岸边排起了长队。有游

客感慨地说：“2 元钱的拉拉

渡，就能到清水江的另一岸。”

 翠翠岛则是清水江中一

沙洲孤岛，岛名源自《边城》

女主人公翠翠的名字，上岛

须坐船。岛上还有出自黄永

玉之手的《边城》女主角翠

翠白色雕像，眉目如黛，凝

神远方，大黄狗紧随在翠翠

身边。有游客问：“她是在等

待傩送的归来吗？”

 同时，边城茶峒景区推

出了寻梦翠翠、无人机秀、

边城音乐会、祈福边城等主

题活动，打造了观赏性、互

动性与沉浸感并存的新场景、

新玩法。

而镇里为了方便自驾车游

客停车，把边城周边的学校、

小区等停车位都用来接待游

客，不但标识指引清楚而且

派专人值守和引导，让游客

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有

游客留言说：“这次的边城之

行体验非常好，真心感谢当

地政府和边城人民。”

走过拉拉渡就到河街，

吊脚楼鳞次栉比，高低错落，

木板墙、店铺等古朴历史风

情原貌犹存。沿河码头、吊

脚楼下三五成群绘画写生的

学生专注投入，对过往行人

视而不见。被无数人踩得清

幽发光的青石板街上，米豆

腐、血粑鸭、苗家酸鱼、焖

田螺、油炸河蟹、蒿草粑粑

等特色美食应有尽有，香味

浓郁，色泽诱人。

边城镇除了《边城》故事

原型，还有旧石器时期“药

王洞”遗址、保存完好的古

城墙、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

宿营指挥所等历史遗存，以及

“龟蛇献瑞”“虹桥月影”“石

炉飘烟”等自然景观。

而当地人也纷纷借机开

起了理发店、老街餐馆、客

栈等。除了书店里有《边城》

销售，有些客栈老板还在自

己的每个客房里摆放了《边

城》，让客人在边城阅读或重

温《边城》。

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中

秋国庆“双节”期间，花垣

边城茶峒古镇接待游客7.8万

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298.81

万元。

游人排队等坐拉拉渡。图 / 谭思远

丁玲故居成为很多学子的热门打卡地。图 / 杨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