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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酷驴理念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行走，意味着本套丛书资讯的向度、内容的特质以及丛书的风格。
那种走马观花型旅游（奢侈豪华的炫耀性旅游）、暴殄山水型旅游（没有环保意识的野蛮旅游）、木
然参观型旅游（没有探索欲只追求到此一游）、随波逐流型旅游（对旅游没有独特感动，跟着人多的
地方走），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游。
都是我们自觉地加以拒绝的。
我们所认同和提倡的自助旅游理念是：真实、朴素、简单并且寻求一定意境的行走。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本套丛书能够传达一种更为朴素的方式——贴近大地行走而非来回飞机、进出打的
，更为新锐的旅游观念——旅游求自由。
行四方，知风物；探幽深，会人文；踏艰险，悟精神⋯⋯我们的追求是：比远方更远，比高处更高。
酷驴的口号是：不走寻常路，只爱陌生人酷驴一派假如你喜欢行走，将要行走，已经在行走，还将继
续行走，并且喜欢背着背囊自由自在而非跟着红旗赶鸭子上架，你将都是我们一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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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登黄山，上九华，回到“明清时代的古村落”⋯⋯    黄山的美景举世闻名，九华的仙乐让人心醉；还
有那天地间神奇的瑰宝皖南古村落——那“层层叠叠的绿色背景中层层叠叠的黑色屋檐”，仿佛一幅
古代风景画卷，数百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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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麦小麦，专栏作家，文学编辑，现居广州。
爱生活、爱孩子、爱文字、爱旅游，相信自由与快乐都是相对的，只有真实最重要。
作品有随笔集《发什么呆》、《安徽行知书》、《每个女子都该有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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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山的背后　　我在云贵高原长大，无论站在哪里，放眼望去都是山，连绵不绝的山。
我总在想，山的背后是什么？
坐车顺着盘山公路走，山的背后l还是山，一直走一直走，山的背后总有不是山的时候，可是等长大了
的我到了那里，早已忘了执著于童年时代的这个疑问。
后来到湖南、到广东，都是没有大山的地方，什么岳麓山、白云山，全是一口气就能爬到顶再下到底
的小山，哪里来得及分清山前山后。
　　最近一次想到山的背后，便是在九华山。
九华山是佛教名山，入得山去，仙乐飘飘、轻烟袅袅，霎时觉得神清气爽，任你什么大俗人都变得仙
风道骨起来。
走在山路上，不时见到挑着大米、蔬菜的山民，他们殷勤地招呼：“施主捐担菜吧，积德积福啊！
”弄了半天我才明白他们的意思：买下他们的米和菜，由他们挑到寺庙里，就算是你捐的，40元一担
菜，100元一担米。
我不信佛，可是熬不住一个精瘦精瘦的汉子从半山腰一直跟我到山顶，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捐担
菜给山背后的尼姑庵吧？
”游客转来转去都在前山，名寺名景都在前山，我想知道，九华山的背后是什么？
！
跟着汉子上到天台寺，从墙一般的巨石边上斜插过去，一条小路曲折向竹林深处延伸。
也是修过的路，却不比前山整齐划一的石台阶，是用参差的青石板铺成的，高高低低，石缝间长满了
尺来高的蕈，风滑过竹林，滑过青草，比前山更像仙境，只是，前山是玉帝住的，后山是穷仙人住的
。
看上去近在咫尺的庵堂却让我们走了大半个钟头，小小的庵堂名叫“真如庵”，刷着簇新簇新的黄泥
，边上有间破旧的小屋，本以为是柴屋，汉子却向我介绍，那是有些年头的老庵堂，去年尼姑们还住
在那里，新的两层楼是今年才修起来的。
　　在新庵堂的会客室里，和瘦小的住持老尼面对面坐着，摊开的是用来待客的水果糖和花生，糖有
点融了，花生也受潮了，壳软软的。
她平静地看着我，细声细气地讲话，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就说：“出家人不说在家话，忘了。
”她的皮肤像一种暗褐色的皱纹纸，看上去干而脆，布满细细的沟壑，仿佛已经失去弹性，这是很老
很老的人才有的皮肤，可是她的眼眸清亮，行动敏捷，又像40来岁人。
不敢冒昧地问年龄，只知道她说：“20岁出家，至今已有40余年。
”40余年辗辗转转从湖北来到安徽，到九华山也有20来年，这些年的香火钱，攒下来建成新庵堂，说
起这个，语气里透着说不出的满足与荣耀。
后山香火极淡，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尼姑们自己种菜，有时会断粮，实在没办法就向几步之遥却是别
样世界的天台寺讨点米。
“当然苦，人生就是受苦，一边受苦一边修行才能上极乐世界。
”老尼平静地说。
　　送我出来，老尼再次低头合十向我致谢，有小尼姑在身后探头探脑地偷看，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不知是不是每座大山的背后，都有着我难以想象的生活？
九华山旅游行程设计到九华山。
除了欣赏秀美景色，更重要的是体验这里的佛界气氛。
如果时间充裕，大可以在九华街多住几天，每天沿不同的线路上山，到不同寺院吃斋。
感受人间仙境的韵味。
如果时间有限。
至少也要花两天时间才能真正领略九华山。
第一天上山，在九华街找地方放下行李。
游览九华街附近的化城寺、祗园寺、肉身宝殿，上山到百岁宫，好好体味佛学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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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九华街。
　　第二天游览天台景区。
一早乘车到阂园（20分钟车程），换乘索道直抵古拜经台，然后从古拜经台上天台。
建议只坐单程缆车，单程步行，途中可以经过更多寺院，看到更多美景。
下午最晚到四五点都有下山的车。
如果要坐长途车直接到上海、合肥、安庆等地，则只能等第二天清晨。
牯牛降自然保护区素有“第二黄山”之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牯牛降，位于石台和祁门两县交界处，
海拔1727.6米，是华东地区第三高峰。
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
这里山势陡峭，沟壑纵横，千峰竞秀，风光旖旎。
当地有民谣：“三十六大岔。
七十二小岔，岔岔环连环，大岔套小岔。
”除主峰外，其著名的景点尚有：张天坳，东、西库，沥溪坞，金丝洞等等。
因为与黄山、清凉峰均在同一纬度上，常年雨量较大，林茂草盛，故而形成了独特的云海、云河、云
湖等景观。
此处云海虽没有黄山云海壮观，但也颇有气势，足耐玩味。
牯牛降周围俨然天然的植物园和动物园，既有大面积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又有珍奇稀有的植物、动
物资源，如鹅掌楸、南酸枣、三尖杉、黄山楠木、青铁柳、香果树等；还有大面积的黄山松纯林。
林内山花丛生，品种繁多，使人目不暇接。
其珍禽异兽有梅花鹿、鸳鸯、白鹇、苏门羚、黑麂、穿山甲、大小灵猫等。
这里还是蛇的王国，据考察有33种之多，不仅在华东地区，就是在全国也很少见。
牯牛降青山绿水相依，烟云变化无常，于险峻中见温柔，秀美中显恬静，奇幻中露幽雅，实乃旅游观
光的理想之所。
若登蜂环顾，由近及远，齐云胜境近在咫尺；黄山、九华遥遥在望；长江如同白练，蜿蜒于千峰绿野
之间，恰如一壮美的山水画长卷。
交通：牯牛降是石台县与祁门县的界山，因此从两个县的方向都可进入牯牛降。
从祁门县城乘往石台县的中巴，在牯牛降下车步行大约2公里到达含碧山庄（龙王堂遗址）。
从屯溪火车站和祁门县城到牯牛降有专线中巴车；从石台县城到牯牛降可乘公交车，票价3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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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单凭这样充满诱惑力的古代优秀广告词，到安徽去已经
不需要其他理由。
如果你想穿越隧道回到明清时代，黄山脚下的古村落是最好的选择。
站在高大阴暗的徽派建筑天井里，要不是偶尔冒出来的游客，你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九华的仙乐也会让人心醉⋯⋯还等什么呢？
让我们翻开麦小麦编著的这本《酷驴行走中国：行走安徽（修订版）》，一起去感受，一起去领略安
徽的风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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