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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养眼醉人秋景。云台
山时下恰到好处的秋色，山野
间被斑斓的色彩填满，梦幻般
如童话里的森林。

秋天的云台山是惊艳的，
珍藏了五彩斑斓的颜色，层林
尽染，橙红橘绿的山峰绚烂到
极致，放眼望去尽是油画般的
风光。

深秋的云台山峡谷、山泉、
漫山红叶……都在诉说着恬
静、悠闲和自然，远离都市繁华
感受大自然的纯净和安宁。

每年10月中旬至11月底
是云台山赏红叶的最佳时期，
瀑布、红叶、云海、峡谷……有
些风景属于四季，有些美景只
属于秋季。秋天毫不吝啬地将
所有色彩给我们，当你看惯了
寻常眼前的景色，不妨抬起头，
一个抬眸就能邂逅浪漫。

千年名山，历代文人墨客
聚集于此，王维登临茱萸峰写
下千古名句，孙思邈在此采药
炼丹，深厚的历史文化等你探
索发现。茱萸峰森林覆盖率高
达93%，登高赏秋，巍巍高山现
于脚下，观云海磅礴，赏层林尽
染，身心都会得到洗涤，这便是

“自由在高处”的痛快。
秋日里温柔的阳光，点

“燃”漫山红叶，平静的碧潭，流

入了“闲适”的日子，俊秀的高
山上，差一声酣畅淋漓的“呐
喊”。

云台山秋日的天空，碧空
如洗，鲜明澄澈，抬头仰望天
空，浪漫的蓝色展开洁净的丝
绒，风轻吹云闲逸，不染一丝尘
埃，明媚动人，让人恋恋不舍。

云台山以山称奇，以水叫
绝，山、水、峡谷、瀑布、岩石等
融为一体，是全国文明风景旅
游处之一。

云台山有红石峡、潭瀑峡、
泉瀑峡、叠彩洞、子房湖、万善
寺等11个景点。云台天瀑位于
泉瀑峡尽头，上吻蓝天，下蹈石
坪，314米的飞瀑从天而降，蔚
为壮观。

乘坐凤凰岭索道，飞云直
上1700米，带你穿云破雾，将
绝美风景尽收眼底。云海最佳
观赏点：凤凰岭索道、玻璃栈
道。

红石峡集潭多、瀑美、峡
险、石奇、崖秀、气爽于一身，在
峡中游览有与世隔绝、超凡入
仙之感，这方小巧玲珑之美组
合被誉为盆景式峡谷中的精
灵，实属少有。

来到红石峡，这里融众多
佳景于一体，小中见大，与外隔
离，峡内青苔绿草，四季如春，

崖壁上的凹凸石纹理清晰，组
合奇妙，有的如浮雕散布在谷
底的崩塌巨石上，形态各异；有
的如金龟浮水；有的如石岛庭
院。瀑下的青苔，如绿色金丝
绒挂毡。在地面上看，红色的
峡谷在绿色植被的映衬下，犹
如万绿丛中一线红，峡底更是
内藏锦绣。

从峡谷南端崖壁涧口处的
白龙瀑，分三叠，垂直落差60余
米，上两段短而隐，下一段长且
露，状若飞雪玉龙，银光闪闪。
因它毗邻云台山西南大门，故
又称“迎宾第一瀑”。俗话说：

“有瀑必有潭”。瀑下便有泉水
自天而降、积水而成的白龙
潭。它们一瀑一潭，一动一景，
一上一下，相映成趣。

这里潭水清澈，波光潋
滟。银瀑跌落处，堆雪溅玉，波
浪翻滚。仔细一看，你会发现
一个很奇怪的事——这白龙瀑
日夜奔流不息地流入白龙潭，
可是这潭水既不增长也不外
流，那么水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白龙潭下有一巨大的
暗河，大量的水潜流而去，奔流
至修武县五里源乡的马坊泉。

云台山四季分明，景色各
异。春来冰消雪融，万物复苏，
水溪流水，山花烂漫，是春游赏
花放松休闲的好去处；夏日郁
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丰富独特
的飞瀑流泉，造就了云台山奇
特壮美，如诗如画的山水景观，
更是人们向往的旅游避暑胜
地；秋季来临，层林尽染，红叶
似水，登高山之巅，观云台秋
色，插茱萸，赏红叶，遥寄情怀；
冬季到来，大自然又把云台山
装扮得银装素裹，冰清玉洁，但
见群山莽莽苍苍，雄浑奇劲，可
以领略到壮美苍茫的北国风
光。

图①② 云台山漫山红叶
美极了。
（照片由云台山景区提供）

爱情圣地青龙峡漫山红
叶，层林尽染，爱情地标，绚
丽斑斓，让你感受秋天的专
属浪漫。近日，青龙峡景区
峰林峡群英大坝——天王峰
码头——小峰口码头航线入
选“自然景观游”试点类型。

这条“家门口”的精品航
线，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青龙峡作为目前全省唯
一的峡谷型省级风景名胜区，
凭借其景色清幽，风貌独特，
山清水秀，更享有“中原第一
峡”美誉。大自然鬼斧神工，
将峰、崖、岭、巅、台、沟、涧、
川、瀑、洞统统收拢在青龙峡，
造就其山有雄姿，水有情柔，
别有洞天的自然山水景观。

青龙峡内有草白玉门、
千年大果榉、望亲亭、青龙
洞、九连瀑、盘龙瀑、望龙瀑
等景点100多处。青龙峡，
自然的灵性和生命的灵动在
这里演绎得生灵活现，狂然
的心跳和怦然的心动在这里
挥洒得淋漓尽致。

青龙峡景区峡长谷幽，
山清水碧，群峰竞秀，层峦叠
峰，植被繁茂、曲径通幽、气
候独特。在长约7.5公里的
峡谷底部，泉潭瀑溪放眼尽
是，一泉一景、一潭一色、一
瀑一姿、一溪一态，潭潭相
印，瀑瀑相连，喷珠溅玉，色
泽如绘，原始的古朴和生命
的灵动在这里展示得淋漓尽
致：那掩映峡谷的旺荣瀑，玉
帛飞挂的叠翠瀑，美奂美仑
的同心潭，如不可言的石上
春秋，那独具特色溶洞景观，
再加之天然原始的植物群
落，共同构成了一幅大气豪
迈的山水画卷。

秋季的青龙峡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红叶如火似
霞，一簇簇、一丛丛，宛如红
色的海洋，田野山林里，红红
的苹果、金黄的柿子、火红的
山楂、紫色的桑葚，各种各样
的山果伸手可摘，弯腰可拣；
极具浓郁地方民俗风情的农
家小院里，一吊吊金黄的玉

米、一串串火红的辣椒，把青
石院落装饰得绚丽多彩。

黄栌是青龙峡、峰林峡
红叶的主要树种之一，约占
景区植被的60％。由于受
深秋气候特别是霜冻的影
响，黄栌逐渐由墨绿转为紫
红、嫣红、鲜红，继而满山红
遍，这景色让人流连忘返。

走进青龙峡内，这里有
着幽深大峡谷、千年榔榆林、
巍峨村寨门、古朴石板路……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村庄，
40多户人家依势坐落在山
坳里，它叫“陪嫁妆”。这里
一边是茂密的丛林，另一边
是陡峭的悬崖，一条蜿蜒崎
岖的小路，就这样从山底盘
旋到了太行山的深处。

爱情圣地，多个爱情打
卡新地标，给你的爱情甜蜜
助攻。

要在巨型钻戒下许下最
浪漫的诺言，要在漫山红叶
说出最甜蜜的情话，要在炫
彩黄昏中约定相伴一生，爱
情圣地青龙峡：我想给你更
有仪式感的爱情。

爱情一号公路全长9.9
公里，寓意天长地久，是该景
区山门通往“中国爱情第一
村”陪嫁妆村的公路，这条网
红公路吸引来自各地的骑
友、情侣打卡。

千年榔榆林下，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四季更迭，想
与你走过每个春夏秋冬。

天空之恋，翡翠湖上出挑
36米，直入云天，唯美又清幽
的仙境，相遇一场浪漫邂逅。

巨型钻戒，让爱情有仪
式感，爱情承诺的开始，一场
充满美好回忆的婚礼，能让
恋人在心里记一辈子。

主题树屋，彩色小屋被
色彩斑斓的植被包围。

青龙峡的温柔，藏在榔
榆林里，一生一世一双人，许
下千年的期许。

青龙峡的温柔藏在天空
之恋里，抬头遇见都是柔情，
请你参与我的一年四季。

云台山红叶漫山野 层林尽染令人陶醉
本报记者 齐云霞

一起感受秋日青龙峡的
专属浪漫

本报记者 齐云霞

魅力青龙
峡。

（照片由
青龙峡景区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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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河的沟深又深，李河的沟长又
长，李河的窑洞排成行。窑洞里住满烧
碗匠，谈笑间盘出个个碗，兰菊茶花饰
碗上，就像那碗花在绽放。”这是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李河陶瓷制作技艺
传承人李军旗经常哼唱的歌谣。

近年来，家住山阳区中星街道李河
村的李军旗怀揣着对家乡制瓷的眷恋，
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在泥与火的技艺
中探索，在坚守与传承中追求。

祖上曾为好碗匠

“李河的碗，柏山的缸，七方的姑娘
不用相。”这句民谣，说的是民国以前我
市当地最有名的两种特产，其中之一就
是李河碗。而李河做碗的兴起，则与李
军旗祖上有关。

“祖上源于修武李庄李氏，明代成
化年间，始祖和二世祖、三世祖从李
庄迁来此地。始祖长子李茂利用李河
沟沟深土细，开始从事瓦陶生产，并
摸索出制碗技艺，建立了李河碗业最
早的作坊。”李军旗家的族谱有这样
的记载。

到了民国初年，李军旗的曾爷爷、
李氏十五世裔孙李广志也继承祖业。
李广志眼光长远，洞察陶盆走下坡路趋
势，随即转向瓷碗烧制，因做的碗样俏
细致，生意红火，碗窑一度发展到6盘
轮。通常碗窑的生产规模是按盘轮算
的，一盘轮需要师傅和徒弟4个人，带
上烧窑、打杂的，李广志家的用工人数
有二三十人。

几年光景下来，李广志因德才兼
备，以勤奋为本，积累下一定的家业。
为光宗耀祖，李广志捐出自家土地，率
领族人修建了李氏宗祠，成为当时李河
最好的建筑。

子承父业，李军旗的爷爷李应杰生
于1900年，有点文化根基，能写会画，
也非常开明，1946年曾将家产分给穷
苦邻里，赢得了很大声望。李军旗的父
亲李作瑶从小耳濡目染，很小就会做碗
的全套工艺。

作为后辈，李军旗他们弟兄唠起家
常，对曾爷爷和爷爷所行善事无不充满
敬佩之情。

饭店赚来首桶金

1976 年，李军旗毕业后，开始在
家务农，四年光景学会了犁耙割收的

农活。1980年，李军旗厌倦了日出而
息、日出而作的农村生活，便去一企业
当搬运工，活儿虽然脏点累点，但收入
颇丰。

1983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李
军旗的心田，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开始
躁动：“我也要发家致富。”李军旗暗
暗下了决心。1984年春天，李军旗经
过考虑后，凑钱买了一台小四轮拖拉
机跑运输，四五年时间走上了发家致
富之路。

1992年，李军旗看到李河村村周
边工厂效益特别好，开饭店前景不错，
毅然停下手头运输，在村南头开起了饭
店。

开弓没有回头箭。为炒出好味道
的菜品，李军旗去书店买来有关餐饮方
面的书，比葫芦画瓢，边摸索边总结，并
根据顾客意见不断调整。渐渐地，他做
的烧牛肉、烧大肠、红焖羊肉成为饭店
招牌菜，一些顾客在外地办事，哪怕错
过饭点儿，也要赶回他的饭店吃饭。

“从1993年到2010年，饭店开了
17年，给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对于
开饭店这段经历，李军旗津津有味地介
绍着。

致富难舍众乡亲

李军旗腰包鼓了，然而他的内心觉
得隐隐约约在失去一些东西。

“曾爷爷让地建宗祠，爷爷分家财
济乡邻，自己的胸襟在哪里呢？”每逢春
节家族祭祀，面对曾爷爷和爷爷的相
片，他时常扪心自问。

2011年，李河村委会开始换届选
举，一位儿时的伙伴李群生拉他竞选村
委会副主任。“能为大伙服务，这不正是
多年的想法吗？”于是，他答应参与竞
选。

李群生竞选上了村委会主任，他竞
选上了村委会副主任。按照村委会正
副主任的分工，他负责村委会的日常工
作。

李河村民过去一直依靠一企业和
自建水塔供水，水质不佳，还三天两头
儿停水。后企业改制，加上效益不好，
水管设施毁坏严重，无人维修，造成吃
水困难。他和村委会一班人想法争取
上级补助资金196万元，又发动居民集
资30多万元，将全村的水网改造一遍，
彻底解决了群众的吃水问题。

村里有许多对外承包的土地，先后
被20余户承包，承包费用一直沿袭早
年所签的合同。经过一番调查后，李军
旗发现邻村的土地承包费用已涨价，在
和村委会一班人商议后，决定将承包费
用提高到同一标准。仅此一项，每年又
为村里增加不少收入。

集体有钱后，村委会对考上大学和
考上高中的学生给予不同标准的奖励，
为老年人发放养老补助，清理长期堆积
的垃圾，在全村安装了路灯……

3年时间，李军旗先后为村民办过
大小好事18件。由于操劳过度，身体
出现了问题，李军旗只好放弃下届的职
位竞选。

重拾祖业为传承

李军旗身体经过一段时间调理后，
逐渐康复。“我才50多岁，虽然吃喝不
愁，但也不能就这样躺平一生。”他心里
这样想着，但干啥合适呢？

“现在国家对非物质文化传承特别
重视，李河碗在民国时一度成为政府馈
赠客人的礼品，咱家又是做碗世家，咱
弟兄俩从恢复李河碗制作技艺开始
吧！”他对弟弟李小根说。弟弟李小根
曾在陶瓷厂干过烧窑工、化验员、技术

员，由于企业倒闭下岗在家。弟兄俩一
拍即合，说干就干。

做碗的技艺对他弟兄俩来说太简
单，没用半年时间就掌握了全部制作技
艺。由于李河碗属于生活日用品，随着
时代的变迁，其产品销量不太好。

这时，我市绞胎瓷烧制声誉鹊起，
弟兄俩一合计：“利用李河碗制作技艺，
结合绞胎瓷烧制，看咱能不能蹚出个新
路来。”

两者结合并非易事。绞胎瓷不仅
体现在烧上，更体现在纹路编制上，在
烧之前，必须把纹路编制好。这对他们
弟兄俩来说是一个大难题。

可李小根从小对中医感兴趣，想在
中医上有一番成就。于是，制瓷便成了
李军旗一人的事业。

2017年，李军旗争取到了去省轻
工学院培训一个月的名额，学习回来后
感觉不过瘾，2018年又去继续学习。
面对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爱好学习的学
生，省轻工学院艺术系的专家和教授也
被感动了，经常给他开小灶。

李军旗一边学习和试验，一边摸索
和总结。泥料需要和得扎实，图案固定
是关键……在一遍遍试验中，他摸索出
了烧制诀窍。在烧制试验无数次后，李
军旗基本掌握了绞胎瓷传统烧制技艺。

尊古不泥求发展

“尊古不泥古，创新不离谱。师从
八方来，器成天下行。”这是李军旗的个
性签名，也代表他的艺术追求。

针对传统绞胎瓷图案纹路由于过
满，艺术感不强，李军旗开始尝试利用
绞胎瓷纹路烧制鱼鸟、花草、动物等图
案。

绞胎瓷由于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泥料编制的花纹形成的图案，首先体
现在制作上，不仅对泥料的要求高，对
图案制作功底要求也高，没有一定制作
经验和美术功底是不行的。

为此，李军旗反复揣摩名家所画的
虾、鱼、水草和马、鹿、鹤等图案，力求用
最简单的纹路完成这些图案。他以手
为笔，以泥当色，开始个性艺术探索之
路。

他创作的《虾趣图》，虾须纹路细如
发丝，虾节明晰，虾身摆动，配以两株水
草，作品趣意盎然。他创作的《鱼戏
图》，鱼鳞纹路排列有序，鱼身弯曲，鱼
尾似摆，作品栩栩如生。他创作的《鹿
回头》，鹿角高耸，鹿身斑斓，回头顾盼，
眼含深情，作品神形兼备。他创作的
《双鹤图》，头顶红冠，鹤翅高展，鹤爪独
立，作品吉祥如意。

他的作品投放市场后，引起不小的
轰动。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平面设计专
业研究生导师刘庆孝看了他的作品，亲
笔题写“李家瓷坊”。2017年，他做的
绞胎瓷《中华碗》，获全国特色旅游商品
银奖。2020年，他申报的李河陶瓷制
作技艺被我市公布为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来自多地的古玩经销商上门
要求包销产品。今年，他生产的6窑
300多件产品被定购一空。

“不足1公里长的李河沟，在碗窑
发展顶峰时，有窑户 72 户，碗匠约
2000人，盘轮500余盘，形成大小10余
座盆碗渣堆。”提起李河陶瓷的辉煌，李
军旗很是骄傲。

“李河的沟沟哎，李河的碗，永远都
盛着你我的挂念。”李军旗专门创作歌
词表达心声，“我要让大家记住李河的
根和魂，创立李河陶瓷合作社，带领大
伙重振李河沟的辉煌。”李军旗展望着
心中的远景。

左上图 李军旗正在制作产品。
冯春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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