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广清” 用脚步丈量秀丽山水的美
春风又绿山野间，实属难得的外出好时节。有人曾和我说过，每年都要出去走走，欣赏

各种不同的风景，就像有首歌里唱的：“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潮人海。”“穿越广

清”的徒步之旅，是我人生旅途中一次难得的回忆。

兴许是第一次徒步，出行前难免有点小紧张，仔细翻看了活动指南手册和去年别人的游

记，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广清穿越徒步线路反向而行，从清远佛冈出发行至我的家乡——从

化的民乐中学。全程 18 公里，坡度平缓，难度适中，是一条探索岭南山林特色与人文民俗

结合的徒步线路，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我这种“萌新”来说最合适不过了。

早上九点半，几十辆大巴车停靠在清远市佛冈县汤塘镇清远加多宝公司广场。尽管天气

不似预期，下起了小雨，但并不影响选手们参赛的热情，红的、蓝的、黄的雨衣形成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鸣笛声响起，同行的伙伴们斗志昂扬，有的举着彩旗、有的拉着横幅浩浩荡荡

地踏上了征程。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热爱运动、回归自然的热情，内心十分澎湃，我整拾了一

下行囊，加快脚步跟上了队伍。

徒步开始，从起点行走将近一公里后开始上坡，山路成了赛道，布满脚印。沿途没有你

争我抢，只是偶尔几个选手高呼鼓舞人向前的口号，整个旅途中，选手们积极向上，迸发正

能量。

跨过第一座山，雨势逐渐减弱，前路瞬间变得清朗，终于能好好一睹沿途美景。山间小

路曲径通幽，两旁绿树成帐，偶有几滴雨露坠落，让人清爽醒神。踩在铺满小碎石的山路上，

感受着大自然的“脚底按摩”，为这趟旅程增添了不少野趣。也许是兴致盎然，行走了约六

七公里仍不觉累。

我很珍惜路途中的每一次转弯，因为爸爸曾经和我说过，爬盘山路的每一个转弯都是一

个美丽的遇见，山坡上的弯盘就像是一个极佳的观景台，一切美景尽收眼底。可惜这次旅途

坡度较为平缓，急转弯极少，难得眼前正有一个转弯，我马上拿出了相机，将眼前的美景定

格下来。站在山间的转弯处，路旁的山势呈陡坡倾下，视野开阔，这里的确是一处绝好的观

景台。人仿佛腾在绿云中，远处山丘延绵起伏，怀抱山林美景，壮观至极！站在这里，还能

隐约看到山脚下隐藏着的白色村落，它被三重山脉环抱着，如蚌中珍珠般安谧自然。在按下

相机快门的一瞬间，在微风吹拂青草的簌簌声中，一只不知名的飞鸟从右侧闯入，向左划过

山坡上空，旋转几圈后便静止了，和眼前的风景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走了十公里路程，体力慢慢消耗殆尽，我坐在了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歇息，和站在路边

拭擦着登山杖的老人聊了起来。老人非常健谈，给人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后来，他畅

谈起了自己十多年的徒步经历。老人说，他时常流连于风景秀丽的群山之中，喜欢倾听小鸟

自由自在的吟唱，欣赏奇峰怪石的天然之美，感受自然的气韵。当然，把自己置身于群山之

中，不光是为了欣赏风景，更多是为了感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心境。“登高远

望时，视野宽广了许多，心胸也变得开阔了，平时的烦恼与不快都随之而烟消云散了。“你

还年轻，要体会要感悟的东西还多着呢！”留下这句话后，老人拄着登山杖再次踏上了旅程。

怀揣着老人的赠言，我又重新出发。一路欣赏着秀美的风光，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的美好，

就像老人所说的用心灵与大自然进行了一次热烈的交流。顺着山坡而下，终于来到了佛冈与

从化的交界处，不远处便是为人熟知的鸭乸塘水库，尽管是枯水期，但是景色不减，水库上

波光粼粼，清澈的溪水顺着石块汇入河流。到达最后一个补给点时，我知道距离终点已经不

远。

沿着路边小溪的流向，顺着水流的声响，我们踏上了平整的水泥路，路旁竖立了印有“民

联”二字的路牌，一个朴实无华的村庄展现在眼前。一座座红墙绿瓦、白墙青瓦的土房屋错

落有致，依山而建，偶尔夹杂着几座现代气息浓郁的小洋楼。微风轻轻拂过村庄，一阵阵花



香、庄稼香飘拂而至。几位带着竹笠的农民正背着几个箩筐往远处走去，形成一幅淳朴美好

的乡野图。当地村民看到我们前来，他们分外热情，对我们嘘寒问暖，笑脸相迎。几个正在

玩耍的小孩也站直了身子，睁着圆滚滚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行人。估计曾经来这里徒步的人

不少，村民对于这样贸然进村的陌生人早已见怪不怪，有的甚至给驴友送上几个农家蛋，充

当起补给员了！

沿着村庄走了大概 3 公里，下午 2 点，我们终于走到了民乐中学。此时的我内心不禁生

出一种复杂而特殊的感受，历时 4 小时，一次打破常规的旅途，这样的胜利，的确要为自己

的勇气和坚持感动一番。

这次徒步，欣赏了许多美景，领略了从化、清远两城的魅力。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

起点，到尽头，太多的惊喜、太多美不胜收的风景。若有缘，定必约上三五知己结伴重游，

放慢脚步，用心欣赏沿途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