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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鹰  

 长野县位于日本中部，古属信州。县内多山地与高原，全县80%是山地，飞�(山脉、木曾山脉、赤石

山脉纵贯全县，海拔高度大都在两三千米。打开地图，扑面而来最多的名词是“高原”和“温泉”。

长野人自豪地称自己住在日本的屋顶上。

 从东京乘长野新干线到终点长野市只需1个半小时，飞驰的列车进入长野县境后，穿过一个个幽深的

长隧，眼前的山脉便愈加苍莽，耳膜也不时出现高差急剧变化引起的阵阵不适。感觉告诉我们，我们

正随着列车快速爬上高原。

 到达长野车站，迎接我们的是信州·长野县观光协会的今村公彦部长。承蒙协会安排，我们有幸成为

走访长野北部的首批在日华文媒体。虽然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我们只能匆匆走过长野县东北一隅，

但其雄浑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风土人情，丰富的旅游资源，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野县欢迎

中国游客和在日华人朋友到长野看看的热情，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须坂市——女儿节·富商宅

 日本有鲤鱼旗飘扬的男孩节， 也有让女孩们高兴的女儿节。每年的3月3日，是女儿节，也称“上巳

节”，据说是从中国传来的节日，在江户时代成为日本法定节日。在这桃花盛开的日子里，小姑娘们

不仅打扮得花枝招展，与桃花争奇斗艳，而且她们还能得到一份珍贵礼物“雏偶人”。日子长了，人

们到这时会把历年收到的精美偶人搭台展示出来。一般是搭７层，但在长野县须坂市，却有一个搭

成30层的展台，它就在世界民俗人形博物馆内。

 博物馆不大，但很精致。馆长永井由枝介绍，馆内收藏着大量珍贵的偶人，其中有日本名家作品，也

有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布娃娃、木头人、小泥人等各类偶人。在馆里，我们看到了身着长袍马褂的中

国布人，中国少数民族娃娃，异国他乡，倍感亲切。

 走过一个转角，眼前一亮。 一片鲜艳的红毡台，三十层台阶上，端坐着数不清的精美偶人，一个个

表情栩栩如生，或喜形于色，或不怒自威。永井馆长介绍，这是由当地100多个家庭或部门提供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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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被人们珍藏下来的雏偶，8年前开始举办“须坂街道女儿节”活动，最初只

有30家参加展示，到今年已超过100家。当地计划以后每年都要在3月3日开始举办一个月的展览。

 在展台旁边挂满了各种挂饰，其中以猴、兔、猫头鹰、草鞋、桃居多。也许是与中国文化相通的缘故

，其中也多以谐音寄寓人们的希望，颇为有趣，随手记来。如猴子，“猿”，日语发音与“缘”一样

；猫头鹰发音有“福”和“不苦劳”之意；草鞋寓意健壮行走；桃子自然是避邪长寿之意了。免子据

说是红眼睛有魔力，是神的使者，未经考证，不知确否。

 “田中本家博物馆”是曾经的富商家宅，现任馆长田中宏和是田中后世子孙。

 早在江户时代中期，在当地便出现了靠经营粮食、烟草、棉花、菜油、酿酒发家的富商，其中屈指可

数的一家就是田中家，其财力最盛时超过了当时的须坂藩主的财产，堪称富可敌国。在这座豪宅中，

至今保存着大量祖传的生活用品和珍贵的名类藏品，如服装、陶瓷、书画、文具、漆器和各种艺术品

。在展室内，我们看到了多件中国古董，有景德镇和福建的瓷器，有中国书画作品，漆器，虽然年代

久远，仍保存完好。在馆内，也设有一个雏人形展台，大约收藏有250个偶人。这里的偶人可能时代更

加久远，显得历史沧桑感更加浓厚。

 从外表和平面图看，豪宅颇类似放大了的中国四合院，但院内苍松翠柏，泉池交错，春绿秋红，借远

山背景，成本处天地，倒也颇具匠心。

 离开豪宅，忽然传来消息，须坂市长要会见记者，颇感意外。今村部长解释，市长正在开会，听说有

在日华文媒体记者来访，很感兴趣，一定要百忙中抽空与记者谈谈。在市政府，记者深深感到了三木

正夫市长和井上忠惠副市长欢迎中国客人来访的热情。当市长得知在日华人已超过70万，并且有能力

到日本各地和世界去旅游的情况后，连连表示希望通过在日华文媒体告诉他们，长野县和须坂市欢迎

他们来看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当地的美食、美景、温泉，也来感受一下当地日本人民希望和平

，希望交流和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

小布施町——北斋馆·岩松院·栗子与艺术之乡

 小布施町是长野县最小的町，方园半径只有2公里，人口约12000人。但是让当地人自豪的是，每年访

问小布施的客人却高达120万人，是当地人口的一百倍。

 小布施人曾经称自己的家乡为栗子与鲜花之乡，因为小布施的栗子种植历史已有600多年，栗子和栗

子点心全国闻名。当地多果树，桃花、樱花、栗花、菜花，把小布施装点成花的世界。后来小布施人

又把自己的家乡称为栗子与艺术之乡，因为江户时代著名画师葛饰北斋晚年曾数度来此长住，留下了

宝贵的晚年亲笔画作，小布施町成为当时北信地区文化艺术中心。1976年，当地建立北斋馆，将北斋

在此居住时创作的40余幅亲笔画作收藏于此，成就了小布施町艺术之乡美名。

 北斋馆位于小镇中心，周围静谧闲雅。馆内珍藏的北斋原作，件件堪为珍品。虽然看惯了印刷品上的

精美图画，今天到此得见真迹，还是感到了莫名的冲击。小到扇面、草图，大到天井龙凤，无不让人

感到大师的力量。

 出北斋馆直行，沿一条栗木小径，便可到达鸿山馆。高井鸿山也是江户末期豪商，就是他邀请北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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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施来的。鸿山馆中展出的画作以各种日本妖怪为主，据介绍是鸿山与幕末志士对酒当歌，慷慨激

昂后创作的，作品以讽刺当时社会各种世相为主，相当另类。

 连接两馆的栗木小径让人过目不忘。整条小路全是用当地名产栗木块打入地面铺就。迄今虽已色彩斑

驳，高低不平，但踏在上面，仍能想像到北斋画师与好友鸿山走过小径的身影，仍能感受到木造小路

带来的“人心的温暖”。

 今天 ，在小镇的街道两旁，又增加了不少栗木铺成的条条小径，这已成为小布施町的另一景观亮点

。在这座颇具田园风光，又充满文化情调的小镇上，每年都有不少文人雅士到此拜谒画师名作，也有

众多少男少女到此赏花踏青，更有数不清的普通百姓，只为到此在栗木小径上走走，在平日里得不到

的娴静中放松一下一直绷紧的神经。当我们坐在街边的点心小铺“北斋亭”里品尝着美味的栗羊羹时

，当我们在古香古色的h]一市村酒藏老作坊里，就着盐粒做下酒菜，饮下一杯清冽的日本酒时，当我

们漫步在静静的小街上看着尚嫌料峭的春风扫走满街落叶时，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每年有超过当地居民

人口百倍的游人要来到这山间小镇，就为在这里找到一份人生匆匆步履中能闭上眼睛喘口气歇歇脚的

地方。

 在小布施町，还有另一处名胜岩松院。寺院门口，两边开有农田，山门并不高大，梁柱都是原木纹路

，反倒显得自然本色。但院内却有一处弥足珍贵的去处。在寺院最深处的本堂天花板上，留有一幅珍

贵的北斋晚年名作“八方睨视凤凰图”。

 这幅图长6.3米，宽5.5米，是1848年北斋89岁时的作品。用从中国进口的辰砂、孔雀石、鸡冠石等矿

物质做颜料，使用了金箔4400张，当时价格150两，不知当时是什么概念，但肯定是天价。由于画面太

大，画师是在地面分12块画好后贴到天花板上的。画面上一只凤凰盘成团状，一只凤目锐利地盯着地

下，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去，都躲不开它的视线，故曰“八方睨视”。

 离开本堂，看到一块“蛙合战池”的指示牌，忽然记起曾从电视上看到一群青蛙如擂鼓呐喊般的鼓噪

场景，一打听，果然是电视台在这里拍的场景。原来，每年樱花盛开时，寺后池塘边就聚起了大群青

蛙，在寂静的山寺里高声颂唱春之声，全然不顾佛家戒律。又因著名俳人小林一茶，曾为这群青蛙的

祖先写过著名俳句，于是，这群青蛙便也成了当今名士，每年吸引不少游客到此观战。又到樱花季节

了，你不想去看看这场青蛙“大会战”吗？

山内町——汤田中温泉·志贺高原

 长野在日本中部，山内町又在日本最中心。看介绍，山内町拥有志贺高原、北志贺高原和汤田中涩温

泉乡。果然是好大一个町。

 当天晚上，住在汤田中温泉。这里已是志贺高原。

 刚才还在风和日丽的小布施町小镇徘徊，转眼间就到了高山脚下的另一小镇汤田中涩温泉乡。还没到

小镇时，远远看到上空阴云密布，心里暗暗祈祷，快下场雪吧。今年东京基本无雪，好容易到了日本

的屋顶上，要是再没雪，就太遗憾了。

 天遂人愿，车子刚到镇口，便见窗外已是银絮乱飞，好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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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田中涩温泉乡沿着一条清澈的山间小河散布开来，共有汤田中、星川、角川、新汤田中、涩、地狱

谷等9个温泉。如乘电车，在长野站换乘长野电铁到汤田中站下车，站前就有一排“足汤”。下车伊始

，就可以免费享受温泉乡的温暖。

 我们住宿的宾馆名字有点长，“一茶小路·美汤之宿”。美汤自是不假，加上著名俳人小林一茶的名

字，便让旅馆平添了几分文化气息。带有几分文人气息的社长齐须正男先生早就迎候在大厅。让我们

略感意外的是，招呼我们的还有一位中国职员淑英，晚餐时，另一位中国职员刘佳又赶了过来。原来

齐须社长已经看到了中国游客和在日本华人将成为日本旅游市场重要客户的发展趋势，半年前就开始

招收了中国员工。熟悉的乡音，热情的微笑，将为远来的中国客人送上加倍的温馨。在异国他乡，能

用中国话询问，能听到中国语介绍那些精致美味的日本美食，能把内心的感受与萍水相逢的异乡故人

相互交流，“他乡遇故知”，怎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晚餐后，在今村部长力荐下，我们来到了温泉乡最古老的一条温泉小街“散步”。

 没想到这么冷。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我们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浴衣，外面罩的也是一件薄薄的单褂。

白白的哈气伴着阵阵的寒战，脚下，赤脚穿着一双木屐。雪大，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木屐踏在古老的

石径上，踢踏的响声融进雾中，消失在古老的小巷深处。耳边似乎有雪花飘下的沙沙声。路边，一间

间不大的门脸前，挑着一面面布幌子，昏黄的灯光下，映着飞舞的雪片旋转着飞向四方。不由得，眼

前浮现出学过的课文《梁生宝买稻种》，只不过书里写的是雨，是在中国的黄土高原。

 窄窄的小街上空，家家温泉的热气急匆匆地升上天空，一下子就融入更大片的雾气里，空气中有淡淡

的硫磺味。小街外面，横汤川的清流哗哗地流过，在夜空里显得格外深邃清亮。吸一口带着雪片清凉

的湿漉漉的空气，明白了美汤之宿旅馆说明书上写的一句话，“一步、两步、散步⋯⋯”原来散步也

是汤田中温泉乡的乐趣。

 第二天，要上海拔2300米的横手山，山内町观光科的下田裕一先生开来了一辆越野吉普。

 出镇子就上了盘山路，路面积雪越来越厚。随着无数个盘旋，眼看着温泉乡成了脚下的沙盘，路边的

山林成了莽莽林海雪原。到了山上的志贺�������}宾馆，已是雾气弥漫，雪花纷飞。大厅里，壁炉中

炉火正旺，一群来此度假的中学生们刚从山上下来，脸上冻得红扑扑的，吱吱喳喳地说笑着在换衣服

。在这里，我们换上主人准备好的滑雪服、滑雪鞋，戴上绒帽、雪镜，手拿滑雪杖，俨然一幅假充打

猎的形象。

 再往前走，就要坐上滑雪缆车登上海拔2300米的横手山了。

 一路登山，路边不时见到一处处雪道、缆车。据介绍，志贺高原的滑雪场，被海拔2000米的山峦环绕

，沿山共有21外滑雪场群，其规模与雪的质量是日本屈指可数的。这里的雪被称作“粉雪”，呈沙粒

状，是滑雪场中质量最好的。主人特意告诉我们两个数字，以说明其规模：志贺高原的雪道全长79975

米，缆车线全长50565米，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如此规模的滑雪没施，自然会吸引世人趋之若鹜。1998年的冬奥会和残奥会，便是在志贺高原举行的

。长野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坐上滑雪缆车，周围静静的，呼呼的寒风裹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在缆车站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山顶

温度只有零下12度。雾越来越浓，能见度不足百米。树上堆满了厚厚的积雪，成了一座座玲珑的宝塔

。从来没有踏上过这么厚的雪，一脚下去一下子就陷到腿肚子。

 横手山顶上，却有一间温暖的面包房。老板娘自豪地称为“日本最高的面包房”，不是价格，是高度

。在2300米的云海里，喝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尝一块刚出炉的欧式小面包，建于1952年的横手山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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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给旅人带来的岂只是温暖二字。

 下山了，告别了浓云密雾，山下依然晴朗。下一去处是地狱谷野猿公苑。

 地狱谷在横汤川河边，因有一热水喷泉每天呼啸着喷出十几米高的水柱得名。稍向前走，一群猴子泡

温泉的有趣画面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群猴子找到了冬天御寒的好地方。现在，这些猴子已经受到当地的保护，每

天定期投放饵料。旁边的说明上写着观察猴子洗澡时的注意事项，不过看来猴子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温

泉的主人，任凭旁边游人如织，灯光闪烁，它们依然旁若无人，或逍遥于温水中，或嬉笑追逐于乱石

上，或捧几口白雪解渴，一副猴子充大王的架式。看到人猴如此近身和谐相处，不由人对日本动物保

护之成效另眼相看。

 长野县名产有荞麦，当天午餐就是在北志贺高原一家手擀面条工房吃的。这里其实是一个日本家庭，

女主人新泽滋子一边表演一边介绍，原来这里的荞麦面比别处“筋道”的原因是，在里面加了一种火

绒草纤维，所以才嚼起来特别有劲。

 去年奥运圣火传递时，曾决定在日本长野市的善光寺前举行仪式，后因种种原因，改在别处举行。与

当地人提及此事，反应不一，但善光寺作为日本国宝却不能不去一览尊颜。

 善光寺建寺以来已有1400年历史，因其不问宗教门派，普渡芸芸众生，故而香火鼎盛。尤其是江户时

代受到幕府保护，寺中本堂被指定为“国宝”，后来不少设施又被政府作为文化财产予以保护，所以

寺院保存完好。每7年一次的“御开帐”，也就是寺中本尊7年移动一次时，信众与游客云集于此，更

成为寺院的传统盛会。

 寺内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在戒坛旁边，有一个地下楼梯入口，进去以后，漆黑一片。沿着地下通道

摸着墙走去，途中会有一个极乐锁，如果摸到，则可与佛结下善缘。在没有一丝亮光的绝对黑暗中摸

索前行，终于摸到一个古老的大锁。看来确与长野有缘。我想，以后一定会有更多在日华人朋友来此

与佛结缘，与好客的长野人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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