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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19国道犹如一条长龙从广西东兴海岸
腾空而起，一路向西北，经云南、西藏，蜿蜒
曲折至新疆喀纳斯，盘踞2万多公里，成为连
接我国西部边境线海陆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沿
路关隘、山川、雨林、田园与村庄雄奇秀美，
如梦如幻，勾勒出一幅瑰丽多姿的万里山河画
卷。

我心里一直怀揣着一个“宏大”的梦想
——在自己有生之年，从东至西，按照顺时针
方向，沿G219国道游历祖国南部边陲风光。
甲辰龙年春节期间，天清气爽，气候湿润，我
的梦想终于启航。

我们从平果出发，高速路上行驶三个多小
时后到达东兴。当天，我们漫游东兴，领略这
个我国陆地边境起点、海岸线终点、城市海鸥
云集、沙滩细软、红树林苍翠且异国风情浓厚
的南海小城的魅力。翌日，即从文竹村“大清
国一号界碑”零公里纪念处起程，朝百色那坡
县方向行进，一幅绵延千里的边关壮锦图在眼
前慢慢拉开。

十万大山里的炊烟

汽车驶过北仑河源头，进入防城区那良地
界，一座浑厚的大山便横亘在眼前。从山下仰
望，盘山公路如巨蟒攀附，交错纵横。这座名
叫“马鞍坳”的高山确如其名，共有 55个弯
道，其中 28 个“胳膊肘弯”、17 个“回头
弯”。穿过这么多的弯道，我还是头一次经
历。我们一路小心翼翼，随山路盘旋而上。这
时景色愈发变幻，时而云蒸雾绕，时而阳光妩
媚。到山顶马鞍处，放眼望去，但见石林耸
立，莽莽苍苍。下到半坡，一汪泉水从山涧流
出，小鱼游弋、清澈见底。双手掬一捧水，舌
尖轻点，凛冽甘甜。遥望对面土山，半山间，
绿树掩映着几栋楼房，人影绰绰，一缕缕青烟
在空中漫舞。“白云深处有人家”就这样真切
地映在眼前。

翻过马鞍坳，车子继续在深山、丘陵和峡
谷中穿行。沿途村庄也渐渐多了起来。家家户
户门前都张贴着红对联，挂着红灯笼，飘扬着
五星红旗。黄澄澄的油菜花漫山遍野。山岗
上，挺拔的木棉树枝头或含苞待放，或已红艳
满枝，目不暇接。村前，男人们正操作小型农
机翻田犁地，女人们则手提竹篮跟在身后点播
玉米种子，一派南疆早春图景。

午后一点，来到那犁村时大家早已饥肠辘
辘。这时，村口一家挂有“越南鸡粉”招牌的
粉店吸引了我们。蓄着小胡须的中年店主热情
招呼我们，一阵忙碌后，热气腾腾的米粉端了
上来。我们边吃边和店主攀谈。他介绍说，这
里既是边境也是十万大山的余脉。听闻“十万
大山”四字，我心头为之一颤。正说着，一阵

“嗵嗵嘡嘡”的锣鼓声、鞭炮声从村里传来。
我们循声望去，原来是舞狮队正在村民门前耍
戏表演。只见一条身着鲜红“衣裳”的十米长
龙，时而翘首，时而摆尾，爬杆倒垂，憨态可
掬，引得围观者们开怀畅笑，一片欢腾。

裹挟在这欢乐之中，我在想，山还是这些
山，但换了人间，早已处处是繁花，处处有炊
烟。

古炮台上的野花

280多公里的路程，一路欣赏一路行，经
过7个多小时的跋涉，到了夜幕时分，才到达
凭祥市区。

友谊关位于凭祥市西南端，系中国九大名
关之一，有“中国南大门”之称，原名雍鸡
关、大南关、界首关、镇南关等。自汉代以
来，这里就是南国边关重镇。

第二天，我们早早赶到友谊关，但见左右
两山耸峙，一座古朴的三层关楼雄居中央。登
上二楼，眼前是一帧帧历史图片，脑海里萦绕
的，却是130多年前著名的镇南关大捷中，那
位年逾古稀、朱颜鹤发、“帕首短衣草履”的
民族英雄冯子材手执佩刀、率众冲入法军阵营
的情景。那一句“法再入关……何以生为”的
疾呼，犹在耳边回响。

听闻龙州边境线上有一个叫小连城的地
方，还保存着古营垒、古炮台和古战场遗迹，
我们继续驱车西行。小连城在龙州县城西郊，
和越南水陆相通，处于中越边界广西段中心
点，地势险要，有“一镇锁三关（镇南关、水
口关、平而关）”之说。中法战争期间，小连
城为广西提督府所在地，乃军事指挥中枢。其
实，小连城与其说是“城”，不如说是炮台群。
系当时的提督苏元春在将山上依山而建的连城
要塞。要塞以将山十余座山峰为依托，将十余
座重型炮台修筑在险峰之巅，且炮台之间沿山
脊筑有城墙，连绵不绝，宛若南疆小长城。

我们沿宽阔的石阶拾级而上，过了惜字
塔，一道写着“保元宫”三个字的五彩门楼鹤

立眼前，入内却是一个天然大溶洞，洞中结构
精巧，摩崖石刻随处可见。此乃苏元春当年议事
大厅。从大厅左侧台阶往上，是一座牌楼式建筑
的天阙，阙内一尊巨型石头宝座和一幅气势非凡
的九龙壁赫然入目。继续攀登，终于到达山顶上
的卫龙炮台。举目远眺，矗立的高楼、笔直的街
道、静静流淌着的水口河——整个龙州城全貌尽
收眼底。炮台上，早已不见古炮踪影，唯有石砌
的古堡傲然屹立。环顾炮台四周，树木阴翳，黄
色的野菊花、粉红的桃花在春风中摇曳，暖阳
给大山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

我想，就让这繁花永远在炮台上盛开下去
吧，这就是这片山川该有的景象。

跨国瀑布的浪漫

要说大新至靖西是广西最美的边境线，丝
毫不为过，纵使前面已经走过边境的千山万
水，我还是被这一路的美景所惊叹与折服。

这里处处有典型的喀斯特田园风光。走进
这里，如同走进一幅浓重的江南水墨画。看！
明仕田园里，碧水环抱着青山，青山倒映在柔
波之中。山水如俦侣，紧紧相依相偎。古朴的
石拱桥横跨水面，桥上三三两两的游人或倚栏
观望，或手执相机拍照。河岸边竹林苍翠，柳
树低垂，田舍青青。我们在竹排上，随着水汽
氤氲的河面随意漂流，于慢时光中品味“舟行
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诗意，同时感受“一
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恬淡。

德天跨国瀑布是G219国道上一个十分亮
眼的景点。我们到达时，这个亚洲第一大瀑布
跨国景区已游人如织。远远看去，一席宽阔的
水帘如绢似缟飞流直下，声若洪涛，又似万马
奔腾，振荡山河。近观瀑布，水花四溅，如珍
珠散落，泛起银花朵朵。瀑布下，一艘艘客船
游弋江心，与奔腾的瀑布亲密接触，然后在一
阵阵惊呼声中享受这份难得的快意。

一对新人引起了我的注意。男的身着白西
装佩红领结，风度翩翩，玉树临风，女的长裙
飘飘，宛若仙女。他们在瀑布边上或紧紧相
依，或十指相扣，在摄影师的指引下，他们作
出各种姿态和表情，充满了浪漫与温馨。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靖西鹅泉景点。此为
中国西南部三大名泉之一，亦是德天瀑布源
头。夕阳西下，泛着波光的湖面，静卧水上的
多孔石桥，骑在牛背上的牧童一一呈现，好一
幅“灵泉晚照”胜景。

越南小妹的微笑

如今，中越边境口岸又恢复了往日的生
机。下午来到靖西龙邦口岸时，正值当地在护
龙村排干屯举办美食节。排干屯坐落于龙邦口
岸右侧半山腰上，绕山而建。山下是越南的口
岸、土地和村庄，与中越边境距离不足百米，
可谓“一鸡鸣两国”，被称为“关外第一村”。

村口空地是美食街，各种烧烤和东南亚各
国特色美食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品尝，浓重的烟
火气息与扑鼻而来的香味，飘散在整个山谷
里。

我们边走边尝，用靖西香糯、艾草汁、红
蔗糖精制的艾糍粑香软可口，而以薄米纸包裹
着新鲜蔬菜、虾肉、猪肉和米粉再沾上特制鱼
露的越南春卷亦别具风味。填饱肚子之后，吃
一块靖西酸嘢，香脆酸甜，让人开胃生津，浑
身舒透。

我们走进排干屯参观游玩，屯里水泥路面
干净整洁，红顶白墙的小洋楼整齐划一，红旗
招展。每一户门店都在经营中越特产，店里摆
满了香水、糖果、食品、咖啡、红木工艺品、

枧木砧板等货品。
我们走进一家店里，同行的覃总颇为识

货，他拿起一个海碗般大的青色柚子在手上掂
量着，告诉我们，这是越南翡翠青柚。

“哥，可以尝尝，不要钱的。”一位短发齐
肩、身材修长、脸色绯红的姑娘，操着生硬的
普通话过来招呼我们。

“你是中国人吗？”我问。
“不是，我是越南的。”她略带羞怯地应

答，淡淡的笑容里露出两个小酒窝。
我接过小姑娘递过来的一瓣柚子，剥开放

入口中，一股清香旋即在舌尖荡漾开来。柚肉
肥厚，口感甜脆，汁水充足。柚子一个十元人
民币，我们每家都买了十来个。

在等候装果的间隙里，我和小姑娘聊了起
来。她告诉我，她每天都在边境线上来回穿
梭，早上到中国这边的小店开门营业，晚上返
回越南家里。现在双方边民往来十分便捷，只
需办一个边民证，过关时刷个脸即可。

我好奇地问：“你是怎么会讲普通话的？”
她说：“这几年到这边做生意，才开始学会讲
一些。”

“你的越南特产可以快递吗？”我问。
“可以呀！”她微笑道。于是，我们互留了

微信，只是她的微信名是我看不懂的越南文
字。

回到家里后，我把从边境上带回的青柚分
给亲戚们品尝，大家都说这是他们吃过的最好
的柚子。之后，过了几天，我与越南小妹微信
联系购买柚子，并转去300元钱。当时，家里
人还特意提醒我，要是对方收了钱不发货怎么
办。我说，我也没把握。

几天后，柚子不仅收到了，还接到一个陌
生的电话。“哥，柚子收到了吗？”温婉、熟悉
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我连忙应道：“收到
了！”“柚子好吃吗？”“好吃，很好吃。”

“哧哧……”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隔
着时空，我仿佛能看到她浅浅的微笑里露出的
两个深深的酒窝。

黑衣壮的歌声

那坡是我们此次边关行的最后一站，也是
广西中越边境的最后一个县。

一进入那坡境内，覃总突然忆起 15年前
他作为广西人大代表时曾到过一个叫水弄的边
境村寨考察，他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当时
情景：村子处在海拔 1000多米的高山上，不
通水也不通电，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连通外面的

世界。当时人大代表们拄着木杖艰难地爬上山
坡，走进农户家里，映入眼帘的是：四面通风
的茅草屋，赤脚走过泥泞路面的女孩，背着竹
篓砍草归来的少年，锅头里能照出影子的玉米
粥……隔了那么多年，覃总边说边揉着鼻子，
泪水在眼眶打转。

“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村在我梦里还常常
出现。”覃总感叹道。

我们决定陪覃总故地重游，了却他心头之
愿。在导航的引领下，车子从百省乡政府向南
驶入那布村村级公路，之后沿着水泥路面盘山
而行，半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水弄。中越边境
521界碑就立在村头，村子与越南咫尺之遥。
这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寨子里，两三层的楼房却
错落有致，水泥路贯通门前屋后，太阳能路灯
十步一个，几个小伙子正在村前的球场上打篮
球，尽情释放身体里的能量与激情。

“变化太大了！”覃总感叹。
“进家来耍喂”看到有客造访，村民们都

热情相邀。我们走进一个叫陶营新的小伙子家
里。宽敞的一楼内，客厅连着餐厅、厨房，屋
内冰箱、摩托车摆放有序，厨房火灶上挂满烟
火熏制的腊肉。坐在中式暗红色沙发上，小陶
拿出自己制作的米花糖让我们品尝。听说覃总
十多年前到过村里，小陶拿出一张老照片给我
们看。照片里，两条绿色绳带在十来岁的陶营
新脖子前交叉，背上是他年幼的小妹妹。哥哥
的眼里充满了迷茫。小陶说，这张照片是当时
来这里采访的一家媒体记者拍照的，登在了报
上。我们笑着说：“要是现在，你该成了网红
了。”小陶憨厚一笑，感慨道，当时真的很
穷，由于条件差，吃穿都困难。这些年来，在
党委、政府的扶持下，我们的环境和生活算是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问道：“你们的收入主要靠什么？”
他说：“每个月都有边补、低保，家里种

几亩玉米，养了几头牛，我还当上了护边员，
每个月的收入不少。”说话的时候，笑容一直
挂在他脸上。

那坡是黑衣壮的故乡，来那坡不体验黑衣
壮风情，算是白来了。离开水弄屯，我们来到
离那坡县城不远的城厢镇弄底村弄文黑衣壮民
俗风情寨。

黑衣壮以黑为美，至今仍保存着独特的生
活习俗和文化特征，被誉为人文史上的“活化
石”。

这里木石结构的“干栏式”房屋前户户有
大染缸，晒衣场上晾晒着用蓝靛染制而成的黑
布。村子里处处弥漫着浓郁的蓝靛清香。走进
寨里，身着黑衣、黑裙 ，头戴黑巾的“卟
哨”（壮语，姑娘之意） 分列在拱形石头寨门
旁，手执自酿的竹筒米酒，亮开嗓子，“贝呀
侬哎——壮家敬酒要唱歌嘞，山歌声声伴酒
喝，贵客越多心越暖……”在熟悉的旋律中我
们一饮而尽。

寨子中央的操场上，腊肉、黑粽子、猪血
肠、白切鸡、水煮花生等摆满壮家美食的长桌
宴正待开桌。舞台上，飘荡着婉转悠扬，仿佛
天籁之音的黑衣壮山歌——“欧娄玛，壮乡
美，壮乡美，壮乡春里好晴天，把大酒摆开，
把好酒拿来，黑衣寨新年开新宴——喝碗开心
酒，万重山路朝天开，喝碗连心酒，人间仙境
绣出来，尼的呀——欧娄玛……”我竟听得入
神，忘了动筷。

行走边关，我们发现每到一个县（区）地
界都设有一个边防检查站，值班人员仔细检查
每一部过往车辆，每一个行人。而蜿蜒在崇山
峻岭之中的铁丝网围着的边境一侧，也不时闪
现我们戍边人匆匆的背影。

我知道，因为有了这些许许多多的背影，
才有了我们这一路的平安顺畅，以及沿途的万
家灯火，万种风情。

边 关 纪 行边 关 纪 行

▲美丽壮观的德天瀑布。

▲明仕田园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