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金刚

每 座 城 ，或 多 或 少 都 有 老 城 区 留

存。那一道道折折弯弯、曲径通幽的

街 巷 ，似 匍 匐 大 地 的 条 条 藤 蔓 ，迂 回

绵延中，结出诸多院落、房舍，更结出

数 代 寻 常 百 姓 。 它 们 在 高 楼 大 厦 边

缘 、车 水 马 龙 尽 头 静 默 着 ，历 经 岁 月

风雨，感知四时变幻，体味人间冷暖。

我 常 在 居 住 的 小 城 巷 里 行 走 ，巷

之 宽 窄 、长 短 ，巷 之 新 老 、兴 衰 ，皆 在

我 一 步 一 步 的 丈 量 中 留 在 心 底 。 这

些街巷构成一座迷宫，“无路可走”的

死胡同与豁然开朗的巷道口 ，连带那

些 巷 里 人 家 、花 草 树 木 ，藏 了 无 数 引

人 入 胜 的 谜 ；又 似 沧 桑 的 老 人 ，佝 偻

蜷缩在高大功成的儿女之下 ，窃窃低

语 ，瑟 瑟 发 抖 ，生 怕 哪 天 被 时 代 涂 上

大大的“拆”字。

但 存 在 一 天 ，有 人 在 此 生 活 一

天，街巷就是鲜活的、有声有色的、热

气腾腾的 ，有丝丝缕缕的香味儿在弥

漫 。 这 香 味 儿 ，有 着 浓 浓 的 市 井 气

息 ，飘 忽 了 几 十 年 或 上 百 年 ，依 然 甚

至更加沁人心脾 ，搅动了无数人的乡

愁与情愫。

巷 道 的 槐 树 、合 欢 、泡 桐 树 ，房 侧

的 梨 树 、白 杨 、香 椿 树 ，庭 院 的 杏 树 、

桃 李 、核 桃 树 ，都 在 春 风 春 雨 的 滋 润

下 ，一 改 冷 峻 孤 傲 的 脾 性 ，奉 出 娇 嫩

的花叶，以增强辨识度，大刷存在感，

且恣意招摇起来。这不 ，从春末到夏

初，各种树木分着梯队地开花、吐絮，

轮 番 飘 香 ，就 连 嫩 叶 也 透 着 脂 香 ，每

条 胡 同 都 馥 郁 芬 芳 ，清 香 四 溢 ，及 至

落 英 纷 飞 ，铺 成 花 径 ，早 有 青 果 挂 满

枝头。

盼 呀 盼 呀 ，不 经 意 间 ，已 有 清 新

果 香 飘 满 了 炎 炎 的 盛 夏 、爽 爽 的 仲

秋 。 但 这 令 人 垂 涎 欲 滴 的 果 子 大 抵

是有主人的 ，不便随意摘食。若经不

住诱惑，攀着墙头摘几颗杏、一个梨、

一 串 葡 萄 ，主 人 倒 也 不 会 埋 怨 ，没 准

儿 还 会 邀 请 入 院 ，摘 一 盘 儿 ，坐 在 树

荫 下 ，边 品 尝 边 欣 赏 菜 园 的 白 菜 、萝

卜、葱韭以及爬上篱笆的豆角、葫芦、

南 瓜 ，并 饶 有 兴 致 地 聊 起 这 果 树 、庭

院 的 前 世 今 生 。 而 那 些 高 挑 枝 头 的

柿 子 、核 桃 ，就 只 能 仰 头 看 看 风 景

了 。 再 过 些 时 日 ，连 碾 落 成 泥 的 枯

叶 ，都 散 发 着 幽 幽 的 草 木 香 ，闻 之 神

清气爽。

有 院 ，最 宜 养 花 。 我 是 爬 山 时 偶

然 一 瞥 ，邂 逅 山 脚 那 方 美 丽 庭 院 的 。

走 到 小 巷 尽 头 ，“ 汪 汪 ”的 犬 吠 引 来

“咣当”的开门声，老两口儿笑容满面

地 迎 出 来 ，与 檐 下 的 红 色 百 日 草 、出

墙的粉色夹竹桃相映成趣。进院 ，真

是花的世界。大朵大朵的绣球、挨挨

挤 挤 的 吊 兰 、香 香 艳 艳 的 月 季 ，开 花

的、不开花的，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

名 字 的 ，栽 在 花 盆 瓦 罐 中 的 、长 在 水

桶 藤 篮 中 的 ，花 花 绿 绿 地 植 了 满 院 。

他们热情地介绍着 ，说每天都有好几

拨 赏 花 人 ，他 们 乐 于 与 人 分 享 。 临

走 ，大 娘 揪 了 一 株 韭 菜 兰 送 我 ，现 已

在我家窗台滋了满盆，开了几茬。

小 街 小 巷 ，多 为 老 街 老 巷 ，自 然

有 些 老 店 面 仍 隐 在 巷 里 。 虽 不 及 闹

市 那 般 红 火 ，可“ 好 酒 不 怕 巷 子 深 ”，

那朴素安分的平民气质、正宗地道的

传 统 手 艺 ，让 我 格 外 中 意 ，常 特 地 拐

入巷里，前去光顾。

有 家 手 工 馒 头 店 ，我 认 为 是 小 城

味 道 最 正 的 ，有 儿 时 乡 下 妈 妈 的 味

道 。 中 午 、傍 晚 两 个 时 段 ，顾 客 络 绎

不绝 ，远远就能闻到馒头香。有时男

人在，点头哈腰，客气热情；有时女人

在 ，边 读 杂 志 ，边 做 生 意 。 喷 香 暄 腾

的 馒 头 、花 卷 、糖 包 从 热 腾 腾 的 笼 屉

里取出 ，拎至家家户户的餐桌。从他

们始终不变的招牌式笑容中 ，我读到

了满满的自足与幸福。

一 老 门 楼 廊 道 里 ，一 对 老 年 夫 妻

每 天 在 那 儿 打 烧 饼 ，慢 条 斯 理 ，不 言

不 语 。 大 爷 坐 在 案 前 拆 面 ，做 剂 ，制

烧饼，粘芝麻；大娘站在炉旁捅火，贴

炉，烤烧饼，卖烧饼。许多常客、回头

客还有慕名而来的新顾客 ，让这偏僻

的烧饼摊名声随香味一起远播，20 年

一直在。他家的烧饼着实好吃 ，个儿

大，芝麻多，香酥脆爽，令从这巷子走

出 去 的 人 都 念 念 不 忘 。 我 提 出 录 视

频 帮 着 宣 传 ，大 爷 婉 拒 了 ：“ 不 必 ，每

天 做 这 些 就 够 了 ；再 者 打 烧 饼 的 很

多 ，宣 传 我 不 合 适 。”不 过 ，他 又 说 ：

“如果能让老街坊和我远在天津的儿

子看到，那就录吧。”

渐 渐 地 ，深 爱 上 了 巷 里 飘 香 的 小

摊小店。不管酷暑严冬 ，它们都守在

那 里 ，滋 养 着 周 边 百 姓 的 肠 胃 ，更 挑

逗 着 无 数 吃 货 的 味 蕾 。 比 如 那 些 在

油 锅 里“ 嗞 嗞 ”翻 滚 的 油 条 、炸 糕 、鸡

柳 、丸 子 ，比 如 那 些 味 道 纯 正 的 卤 煮

店 、糕 点 房 、榨 油 坊 、石 磨 豆 腐 铺 、红

烧饸饹馆 ，比如曾见证我在这座小城

打拼成长的面馆、包子铺、煎饼摊、凉

皮 摊 …… 城 里 乡 下 、本 地 外 地 各 色 人

等，一时聚在巷里，或就餐或打包，片

刻又四散而去 ，饱暖地走向不同的生

活，奔赴相似的理想。

巷 里 谁 家 做 着 什 么 好 吃 的 ，香 味

儿 断 不 会 像 住 在 楼 里 那 样 顺 着 油 烟

管 道 直 上 楼 顶 ，而 是 会 飘 过 小 院 、墙

头 ，飘 到 街 头 巷 尾 、街 坊 邻 居 那 里 。

若 彼 此 关 系 处 得 好 ，或 许 会 招 来“ 蹭

吃客”推门而入，喊道：“老张，你们在

做 腊 肉 吗 ？ 我 得 尝 一 块 儿 ！”说 不 定

还 要 留 下 大 块 吃 肉 、大 口 喝 酒 ，当 然

也会热情地发出做客邀约。好几次 ，

我 闻 到 有 蒸 枣 糕 、煮 粽 子 、卤 凉 肉 的

香 味 儿 ，真 萌 生 了 造 访 买 一 些 的 冲

动，想来真挺好笑的。

走 着 走 着 ，有 时 会 有 理 发 店 洗 发

水的香味儿飘来 ，剪了漂亮发型的帅

哥 美 女 一 撩 头 帘 儿 ，打 身 边 走 过 ；有

时会闻到点燃蒿草火绳的烟草味儿 ，

那 是 巷 口 打 扑 克 的 人 们 在 驱 散 捣 乱

的蚊虫。诱人的酒香、醋香穿透了数

条 小 巷 ，想 必 附 近 有 散 装 酒 醋 出 售 ；

松 木 香 、杨 木 香 、椿 木 香 伴 着 刺 耳 的

电 锯 声 传 来 ，循 声 循 香 而 去 ，该 会 发

现有木工正在劳作。甚至连房外、院

里 、墙 头 的 花 草 蔬 菜 施 了 肥 ，我 都 感

觉是“香”的，因为很快便会有生命茁

壮滋长，香得很。

“ 无 事 可 静 坐 ，闲 情 且 读 书 。”若

不 急 着 赶 路 ，我 会 闪 进 巷 里 的 小 书

吧 ，在 暖 暖 的 阳 光 或 柔 柔 的 灯 光 下 ，

歇歇脚。这是一隅静地中的静地 ，慢

悠 悠 的 轻 音 乐 ，调 慢 了 步 调 与 心 率 。

选 一 本 书 ，拣 一 空 位 ，坐 下 ，展 读 ；伴

手 一 杯 清 茶 ，或 一 杯 咖 啡 ，或 一 杯 白

开 水 ，静 品 。 此 刻 与 我 一 起 的 ，应 该

都 是 爱 读 书 、爱 生 活 的 寻 常 人 ，在 此

静 心 静 读 ，浸 润 一 身 书 香 ，日 子 也 定

会过得平心静气、活色生香。

委 实 ，我 是 有 小 巷 情 结 的 ，总 感

觉 走 在 树 荫 之 下 、花 草 之 中 、屋 舍 之

间 ，周 遭 有 熟 悉 的 、陌 生 的 百 姓 在 生

活 ，接 着 地 气 ，也 不 孤 单 ，很 踏 实 ，很

安 全 。 再 有 那 不 期 而 遇 的 花 香 、果

香、饮品香、饭菜香悠悠飘来，甚至逢

着 走 街 串 巷 卖 糖 瓜 的 、卖 烤 红 薯 的 、

卖糖葫芦的、爆爆米花儿的撒下一巷

熟悉久违的香味儿 ，一时激活儿时的

味 觉 记 忆 ，那 这“ 健 步 之 旅 ”便 成 了

“寻香之旅”，令平凡的小城生活多了

几分美好与雅趣。

巷 里 寻 香 ，已 融 入 我 的 日 常 。 不

论工作生活触动我多少情绪 ，只要拐

进小巷走走看看 ，嗅一嗅那弥散的四

时自然之香、平民烟火之香，心便随着

街 巷 的 延 展 一 点 点 平 静 、放 空 ，重 又

轻步迈入车来人往的熙熙攘攘之中。

□ 路来森

风景 二 三 里 。 好 风 景 ，无 须 千 里

追 寻 ，就 在 不 远 处 ，举 目 可 望 ，缓 步

可 游 。

也许，就只是一座山。

山 不 大 ，山 不 高 ，但 山 上 ，必 定 有

石 有 树 ，有 草 有 花 ，有 飞 鸟 有 虫 鸣 。

早晨，启户推窗，放眼而望，弥目一团

绿 ，鼻 嗅 一 腔 新 ，于 是 ，目 欣 悦 ，心 爽

然 。 有 雾 气 缭 绕 ，朦 朦 胧 胧 ，若 隐 若

现 ，美 在 隐 约 间 ，别 具 风 致 ，亦 是 美

好 。 碧 空 如 洗 ，小 山 清 晰 如 画 ，蓦 然

间，一群飞鸟破空而出，盘旋半山间，

那就是天赐的一份惊喜。

闲 暇 无 事 ，可 信 步 而 游 。 不 太

远，不太累，缓缓行走于山道上，一步

一欢喜，一步一悠然，一步一逍遥。

高 大 的 是 树 ，崚 嶒 的 是 石 。 走 累

了 ，可 于 树 下 一 躺 ，可 于 石 上 一 坐 。

树 下 绿 草 如 茵 ，躺 在 大 树 下 ，你 就 躺

在 了 大 自 然 的 被 褥 上 ；岩 石 坚 硬 如

铁 ，坐 在 岩 石 上 ，你 就 抚 摸 到 了 时 间

深处大自然的筋骨。一躺一坐间，你

就 成 了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自 然 之 子 。 山

道 逶 迤 ，山 花 烂 漫 ，走 着 ，走 着 ，你 顺

手 采 一 朵 路 边 花 ，一 朵 很 朴 素 的 山

花，却让你嗅到了大自然的清芬。走

着 ，走 着 ，蓦 然 间 ，几 声 鸟 鸣 传 来 ，清

脆 、嘹 亮 ，回 荡 山 林 间 ，于 是 ，你 情 不

自 禁 举 目 寻 觅 ，一 脸 的 惊 喜 ，感 觉 那

山也妖娆，那山也在笑……

你 爱 那 座 山 ，山 不 大 ，山 不 高 ，山

在二三里处。

也许，就只是一条溪。

溪 不 宽 ，水 不 大 ，不 能 撑 船 ，无 须

摆 渡 ，但 却 四 季 长 流 ，涓 涓 不 息 。 溪

底有积年的淤泥，泥中生长着摇曳的

水草，水草间浮游着几尾草鱼。溪岸

上，栽植着几行曲柳，近水处，有苇荻

数 丛 、菖 蒲 几 簇 。 夏 日 水 涨 ，便 就 蛙

声一溪。溪虽小，但溪之美备焉。

因 为 距 离 近 ，夏 日 的 早 晨 ，你 可

能习惯于缓步溪边，洗一把脸。然后

站 立 岸 边 ，看 一 河 之 风 景 ，观 水 中 之

游 鱼 。 水 至 清 ，草 至 绿 ，流 淌 的 是 一

河 清 澈 ，弥 目 的 是 无 边 翠 碧 。 于 是 ，

眼 绿 了 ，心 清 了 ，你 淳 朴 、圣 洁 如 稚

子 。 水 至 柔 ，至 柔 易 生 情 ，若 你 读 过

几本书，此时，你又怎能不情由心生，

浮想联翩？

看 水 流 ，夫 子 的 那 句 名 言“ 逝 者

如 斯 夫 ”，也 许 就 会 脱 口 而 出 。 脚 伸

入 水 中 ，凉 水 荡 漾 肌 肤 ，也 许 就 会 不

由 得 想 起“ 沧 浪 之 水 清 兮 ，可 以 濯 我

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凝 心 观 鱼 ，或 许 ，对 于 庄 子 的“ 鱼 之

乐”，你就有了一份感同身受。

看 一 条 小 溪 ，就 是 在 读 一 首 晚 唐

诗，淡寂中，有着丰富的意蕴。

无 山 ，无 水 ，二 三 里 处 ，也 许 就 只

是一片庄稼地。

那 也 很 好 ，也 有 至 美 之 风 景 ——

那便是土地上庄稼的生长，和庄稼人

的耕耘、收获。

春 天 里 ，你 看 他 们 播 种 ；夏 天 里 ，

你 看 他 们 耕 耘 ；秋 天 里 ，你 则 看 他 们

收获。

挥 汗 如 雨 ，你 就 能 充 分 感 受“ 汗

滴 禾 下 土 ”“ 粒 粒 皆 辛 苦 ”的 诗 句 寓

意 。 庄 稼 葱 郁 ，满 目 绿 色 ，你 就 可 以

尽享“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欣

悦 。 田 间 休 息 ，你 可 以 走 近 老 农 ，与

之“披草共来往”。庄稼丰收了，场院

就铺在田地间，你即可“开轩面场圃，

把 酒 话 桑 麻 ”，与 老 农 共 享 丰 收 的 快

乐和幸福。

面 对 一 片 土 地 ，面 对 那 些 劳 作 的

农 人 ，你 就 会 明 白 ：人 世 间 最 美 的 风

景，其实，是劳动着的人。

风 景 二 三 里 ，无 须 千 里 追 寻 ——

心有所寄，便是好风景。

风景二三里

□ 周龙兴

望 亭 和 平 望 ，是 大 运 河 与 苏 州 的

交 汇 点 ，一 个 擦 肩 ，一 个 回 眸 。 望 亭

水 路 到 平 望 ，是 现 今 的 大 运 河 苏 州

段。“苏州运河十景”，两端各有精彩，

分 别 是“ 吴 门 望 亭 ”和“ 平 望·四 河 汇

集”。望字始，望字终，串起一份水汽

氤 氲 的 望 眼 欲 穿—— 对 于 大 运 河 ，对

于姑苏，对于江南。

千 年 古 运 河 从 历 史 深 处 迤 逦 而

来 ，邂 逅 江 南 。 苏 州 的 运 河 十 景 ，我

念 起 最 多 的 还 是 横 塘 驿 站 。 全 国 现

存的古驿站少之又少，横塘驿站属于

其中一座。说是一座，也仅剩下破败

的 驿 亭 ，在 胥 江 与 大 运 河 交 汇 处 ，落

寞 寂 寥 ，老 态 龙 钟 ，一 幅 被 时 间 遗 忘

的模样。

我 曾 于 数 年 前 摸 索 着 寻 访 过 这

座驿站。只有一个大致的方位，在地

图 上 看 ，是 一 个 河 口 三 角 洲 ，算 是 记

忆 中 该 有 的 样 子 。 在 名 为“ 横 塘 ”的

公交站台下车，相继走过新建的居民

区、破旧的厂房、废品回收站，当听到

越来越响的大型运输船的汽笛声时，

我想就在眼前了，最后还得跨过散种

的 一 畦 畦 菜 地 。 有 一 座 古 朴 的 石 板

桥 ，一 侧 连 着 一 家 大 工 厂 的 大 围 墙 ，

无路 ；另一侧延伸到只有一间的简陋

古建筑，我想那便是心心念念的古驿

站遗迹了。我是当时唯一的访客。

第 一 次 如 此 近 距 离 地 感 受 大 运

河 ，在 横 塘 驿 站 。 感 受 是 扑 面 而 来

的 ，扑 面 而 来 的 隆 隆 汽 笛 声 ，扑 面 而

来的空驶大货轮的船头，扑面而来的

对 岸 高 耸 的 商 品 房 …… 这 一 层 层 的

“ 扑 面 而 来 ”叠 加 起 来 ，有 了 一 种 压

抑，那是历史照进现实的压迫感。曾

经 驿 舍 几 百 间 ，现 只 剩 驿 亭 一 座 ，连

着 后 面 的 荒 草 、衰 败 的 厂 房 ，感 觉 快

要 一 起 被 卷 进 并 淹 没 于 时 间 的 荒 原

里。还好有一座石拱桥连着对岸，稍

微 拽 了 一 把 。 还 好 不 远 的 远 方 还 有

青山含黛，依稀还是当年的模样。

驿 亭 两 旁 有 一 副 对 联 ：“ 客 到 烹

茶旅舍权当东道，灯悬待月邮亭远映

胥江。”寥寥数语勾勒出车水马龙、迎

来 送 往 ，那 是 渐 行 渐 远 的 、辉 煌 的 运

河时代的景象。一边是大运河，一边

是 胥 江 ，大 运 河 沟 通 南 北 ，胥 江 连 着

城里城外，横塘驿站自然成了水路要

隘，是出入苏州城的主要通道。

驿 站 为 古 代 传 递 官 府 文 书 及 往

来官吏中途歇宿之所，我能想象这样

的场景：新任命的地方官沿着大运河

船行数日甫到苏州，先在横塘驿站稍

事 休 息 ，第 二 天 再 风 风 光 光 地 进 城 。

这里面有代表性的是唐朝的白居易、

刘禹锡和韦应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称谓“姑苏诗太守”。

迎 来 ，还 有 送 往 。 大 运 河 由 北 往

南 ，从 望 亭 入 苏 州 后 第 一 个 大 的 拐

弯，便是石湖。从石湖再溯北而上十

来 分 钟 ，就 到 横 塘 了 。 一 段 悠 悠 水

路 ，平 添 几 分 离 愁 ，于 是 很 自 然 地 念

起 了 范 成 大 的《横 塘》：“ 南 浦 春 来 绿

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

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

范 成 大 的 朋 友 中 ，有 同 是 著 名 诗

人 的 陆 游 和 杨 万 里 。 他 们 的 老 家 苏

州、吉安、绍兴彼此都不远，可似乎他

们更愿意往石湖来。到了石湖，他们

可 以 暂 时 不 议 政 事 ，做 回 文 人 ，诗 酒

酬唱，好不快活。秀丽的山水宽慰了

那些稍显疲惫落魄的灵魂，石湖是那

个 年 代 有 志 之 士 的 温 情 避 风 港 。 但

相聚总是短暂，可能是又一封急匆匆

的 公 函 ，催 促 他 们 赴 任 谪 贬 的 他 乡 。

临行前再三叮嘱不必送行，主人说这

怎 么 行 ，再 三 推 脱 ，那 就 送 到 横 塘 驿

站吧。

苏 州 的 风 景 ，可 入 诗 入 画 。 宋 代

的诗词，得配明代的书画。明代的苏

州 ，书 画 蔚 然 成 风 ，出 了“ 明 四 家 ”和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吴门画派，典型代

表 是 沈 周 和 文 徵 明 。 他 们 擅 长 大 尺

幅 的 山 水 巨 制 ，兼 擅 花 鸟 风 光 ，隽 永

且生活气息十足，像极了晚明的小品

文。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有《明贤姑

苏 十 景 册》，画 的 都 是 苏 州 的 风 景 名

胜 ，其 中 便 有 文 徵 明 的《横 塘 图》《石

湖 图》，可 见 其 对 这 里 的 喜 欢 。 文 徵

明游览石湖和横塘的时候，先贤范成

大时不时闪现其脑海，于是他点头会

意，回来把范成大的诗文画成了青绿

山水。

横塘驿站
□ 叶子

江 西 的 四 大 名 山 ，庐 山 、井 冈 山 、

三清山先后去过，剩下的就是龙虎山

了 。 从 鹰 潭 市 出 发 ，车 行 约 半 小 时 ，

龙虎山到了。

龙 虎 山 的 美 丽 是 在 泸 溪 河 上 展

开的。虽然人们常说“名山大川”，但

“名山”兼得“大川”的还真不多，龙虎

山 的“ 老 乡 ”庐 山 、井 冈 山 、三 清 山 皆

无河。有了泸溪河的龙虎山，就有了

别家没有的优势与韵致。

坐 上 小 船 ，向 山 水 深 处 行 去 。 晨

还早，有雾。人们为看不清风景可惜

着，我却是欢喜。还有比雾更高明的

丹青画手吗？天赐一幅水墨画卷，不

是谁都有缘碰上的，可得惜缘。雾气

满 河 ，像 柔 软 的 呼 吸 。 呼 气 时 ，山 峦

含 苞 ；吸 气 时 ，山 峦 绽 放 。 一 切 的 一

切 ，在 影 影 绰 绰 间 ，在 半 梦 半 醒 间 。

人说，龙虎山是道教第一仙境，而雾，

是不可少的功臣。

且 行 且 观 ，右 手 边 出 现 了 一 面 巨

岩，壁立千仞，岩间殿阁层叠，飞檐翘

角 ，恍 如 玉 宇 琼 楼 。 岩 上 洞 穴 密 布 ，

或狭长如槽，或宽圆如巢，或成三角，

或 不 规 则 。 历 史 在 这 些 洞 穴 里 隐 藏

了 一 些 遥 远 的 往 事 ，没 有 人 能 肯 定 ，

出 于 何 种 原 因 ，用 了 什 么 方 法 ，古 人

把这里选为自己的安息之地，把硕大

的 棺 木 安 放 在 高 高 的 崖 洞 之 中 。 崖

墓的主人，据说是 2600 多年前的古越

人。无法想象他们的思想和信仰，只

是 相 信 ，他 们 一 定 有 一 些 温 暖 的 理

由 ，并 用 爱 的 力 量 ，才 能 把 珍 惜 的 逝

者放在远离尘嚣的悬崖绝壁上，不再

受世间纷扰，在美如梦境的碧水丹山

中安详地永睡。

在他们之后，大约又过了 700 年，

这里来了一个人，成为这方山水的灵

魂。来者为第一代天师张道陵，道教

创教人。龙虎山原名云锦山，张道陵

在此炼丹修道，“丹成而龙虎现，山因

得 名 ”，龙 虎 山 也 成 为 中 国 道 教 发 祥

地。龙虎山的山山水水，便处处打上

了 张 道 陵 的 烙 印 。 不 信 ，你 看 ，金 钟

峰是他点化的龙钟，丹勺是他留嵌在

崖壁间的，岸边的无蚊村也是因他驱

蚊孝母而得名……

山 是 灵 山 ，水 是 秀 水 。 水 浅 处 ，

一泓碧波澄澈见底，看得见河床上的

一颗颗卵石。水深处，二两丝线放不

到 底 。 细 长 的 绿 色 水 草 荡 漾 成 绿 色

的 水 波 ，绿 色 的 水 波 却 打 着 皱 ，皱 成

一幅巨大的绿罗百褶裙。探手下水，

清 清 凉 凉 ，柔 软 、润 滑 、细 腻 ，有 着 果

冻的质感，真想咬一口。

一 条 条 游 船 前 后 相 衔 ，之 走 蛇

行 ，如 彩 链 落 入 玉 盘 之 中 。 靠 山 吃

山 ，靠 水 吃 水 ，一 叶 叶 竹 筏 载 着 泸 溪

人 家 的 水 上 超 市 ，在 游 船 间 往 来 穿

梭 ，招 呼 着 生 意 。 竹 筏 很 小 ，细 细 长

长 的 ，一 只 炉 子 、一 些 柴 火 、几 袋 货

物，就满了。炉上煮着鸡蛋、粽子，还

有龙虎山特产的天师板栗，红红火火

地，在龙虎山的氤氲里注入了热腾腾

的人间烟火。筏小好掉头，灵活轻巧

得 像 一 尾 尾 泸 溪 鱼 ，忽 焉 在 前 ，忽 焉

在后，在泸溪上演一场场生活秀。黑

色的鸬鹚们却目中无人，自管自地悠

游、嬉戏、扎猛子、晒太阳……一只白

鹭在白色的河滩上站成了一块石头，

若不是哪个细心人欢呼起它的名字，

还真难发现。

不 知 不 觉 地 ，游 船 靠 了 岸 。 猜

猜 ，岸 边 谁 在 等 着 我 们 ？ 是“ 鲁 迅 ”。

水 中 央 那 座 山 峰 ，方 正 的 脸 庞 、突 起

的前额、刚直的轮廓、短硬的头发、凝

视的神态，活脱脱是鲁迅先生的侧面

像 。 上 岸 后 ，是 一 段 长 长 的 游 步 道 。

道尾就是云锦山，龙虎山就是由此改

名 的 。 龙 虎 山 是 由 红 色 砂 砾 岩 构 成

的典型丹霞地貌，而云锦山则是丹霞

地 貌 最 杰 出 的 作 品 。 山 峰 如 斧 劈 刀

削，宽峻平直，红紫斑斓，宛若一匹恢

宏的天机云锦，垂挂在青天碧水间。

此 时 ，雾 已 渐 渐 散 开 ，岩 峰 明 朗 ，

芳姿楚楚，又是另一番景象。刚才是

坐 船 ，现 在 要 乘 筏 了 。 人 在 筏 上 ，一

幅 幅 美 景 渐 次 展 开 。“ 脸 谱 石 壁 ”上 ，

呈 现 着 水 浒 108 将 的 脸 谱 。《水 浒 传》

第 一 回“ 张 天 师 祈 禳 瘟 疫 ，洪 太 尉 误

走 妖 魔 ”，说 的 就 是 当 年 洪 太 尉 在 龙

虎 山 上 清 宫 误 走 36 天 罡 星 、72 地 罡

星，成为水泊梁山的 108 将，张天师将

其 画 影 图形，记在了这块石壁上。“孙

猴子”也来凑趣。一堵朱红的石壁，很

像一个猴头，额、鼻、嘴及色泽，活脱脱

是一猴儿醉后酡颜，梦游极乐。王母

娘娘蟠桃园里的“仙桃”也恋上了这方

福地，横溪枕流，鲜红鲜红的，煞是可

爱 。 一 朵 水 中 莲 ，莲 瓣 乍 开 ，含 风 不

动，风姿绰约。那把“玉梳”，可是王母

送给张天师的宝物，梳心不梳发的。

一 峰 一 故 事 ，一 岩 一 传 奇 ，一 景

一图画。龙虎山 99 峰 24 岩 108 景，又

有 多 少 故 事 可 听 ，多 少 传 奇 可 颂 ，多

少图画可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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