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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孔望向海天
□ 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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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 观 海 ，留 迹 于 山 。 这 个 山 ，

就是孔望山。

孔望山在海州，当今的连云港。

往 古 之 时 ，孔 望 山 前 都 是 海 ，故

能登山而纵览千尺涛澜。沧桑之变，

眼下失去那个样子了。

此山，孔子登了三次。

头 一 次 最 为 人 记 得 ，可 寻“ 问 官

于 郯 ”的 典 实 。 郯 子 是 郯 国 之 君 ，朝

鲁，席间向鲁国大夫叔孙昭子讲起先

祖 少 皞 以 鸟 名 百 官 之 事 。 话 被 孔 子

听 到 ，其 时 他 虽 只 是 鲁 国 的 一 个 小

官 ，位 卑 ，却 躬 身 东 行 ，入 郯 请 益 ，向

郯子考求少皞之国的官制建置，为探

究理想的官礼制度尽心。那一次，他

初 登 这 里 的 山 ，向 海 而 叹 ，激 荡 的 心

潮如浪掀卷。

宋 人 乐 史《太 平 寰 宇 记》云 ：“ 孔

子 之 郯 之 时 ，因 登 此 山 ，遂 以 名 之 。”

十几字，可说把山名的来由道出。孔

望山，孔望山，这座临海之山，自此便

被历世人亲切地叫着了。

孔 子 往 见 郯 子 而 学 ，是 一 桩 有 影

响 的 事 。《左 传·昭 公 十 七 年》最 早 载

录，曰：

秋 ，郯 子 来 朝 ，公 与 之 宴 。 昭 子

问 焉 ，曰 ：“ 少 皞 氏 鸟 名 官 ，何 故 也 ？”

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

氏 以 云 纪 ，故 为 云 师 而 云 名 ；炎 帝 氏

以 火 纪 ，故 为 火 师 而 火 名 ；共 工 氏 以

水 纪 ，故 为 水 师 而 水 名 ；大 皞 氏 以 龙

纪 ，故 为 龙 师 而 龙 名 ；我 高 祖 少 皞 挚

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

而 鸟 名 ……”仲 尼 闻 之 ，见 于 郯 子 而

学 之 。 既 而 告 人 曰 ：“ 吾 闻 之 ，‘ 天 子

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迄唐，韩愈《师说》这样论：

圣 人 无 常 师 。 孔 子 师 郯 子 、苌

弘 、师襄 、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

孔 子 。 孔 子 曰 ：“ 三 人 行 ，则 必 有 我

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

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

是而已。

孔 望 山 南 麓 ，耸 出 龙 洞 庵 ，殿 后

峭 岩 上 ，有 座 问 官 台 ，是 一 处 可 验 旧

典的故迹。惜未游。

山 中 ，宋 人 叶 祖 洽 筑 乘 槎 亭 。 槎

者 ，桴 也 。 亭 名 由“ 孔 子 问 官 而 浮 槎

渡 海 ”之 说 而 来 。 求 细 ，可 读《论 语·

公冶长篇》，其句是：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

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

子 路 喜 ，孔 子 心 里 却 填 着 不 平 之

气：以仁政治天下的主张不被时君所

重 ，就 想 携 着 子 路 泛 桴 海 上 ，避 世 不

仕。杨伯峻译注《论语》谓：“桴，古代

把 竹 子 或 者 木 头 编 成 簰 ，以 当 船 用 。

大 的 叫 筏 ，小 的 叫 桴 ，也 就 是 现 在 的

木簰。”孔子之举，动了后人的心。东

汉人班彪《览海赋》首句“余有事于淮

浦 ，览 沧 海 之 茫 茫 。 悟 仲 尼 之 乘 桴 ，

聊从容而遂行”，和孔子临海的慨叹，

同一气调。

余 下 的 两 次 ，我 从 别 人 的 谈 吐 中

听来：

孔 子 向 慕 东 夷 礼 乐 教 化 ，为 访 部

族 首 领 少 皞 的 遗 墟 ，复 入 郯 ，再 登 孔

望山；

齐 鲁 会 盟 ，孔 子 襄 理 其 事 ，又 莅

郯（现今，赣榆的夹谷山中，残甓断瓦

间，犹可寻到“孔子相鲁会齐侯处”石

碑）。那回，他也登过孔望山。

孔子之游，到底久远了，所传不免

歧杂。依上述的种种，能旁推互证。

宋熙宁七年（公元 1074 年），苏轼

自杭州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

过海州，与陈姓知州登亭赋咏。《次韵

陈海州乘槎亭》即苏轼吟出的一首唱

和诗，云：

人事无涯生有涯，

逝将归钓汉江槎。

乘桴我欲从安石，

遁世谁能识子嗟。

日上红波浮碧巘，

潮来白浪卷青沙。

清谈美景双奇绝，

不觉归鞍带月华。

此 首 七 言 律 诗 ，对 景 步 韵 ，道 出

一己的出尘心迹，超逸而萧散。首联

脱胎于《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句。颔联抬出心仪的两

人 ：一 为 东 晋 名 臣 谢 安 ，位 高 遭 忌 而

不 问 朝 政 ；一 为 西 周 大 夫 子 嗟（有 人

将“ 子 嗟 ”释 为 孔 子 的 嗟 叹），贤 良 有

功 而 被 逐 于 朝 。 溯 古 ，怀 人 也 殷 ；思

远 ，寄 慨 也 深 。 颈 联 和 尾 联 ，寓 情 于

景 。 浩 渺 的 东 海 之 上 ，旭 日 升 起 了 ，

赤 涛 卷 起 了 ，绿 峰 耸 起 了 ，更 有 层 层

白浪、细细青沙、皎皎月光映目，静美

而 纯 净 。 或 曰 ：淡 泊 诗 意 ，恰 与 陶 靖

节 诗 心 相 照 。 优 游 泉 石 ，放 旷 烟 霞 ，

远避市朝且忘名利之境，此番渔樵耕

读 之 乐 ，只 有 高 隐 山 林 、幽 栖 园 田 之

士，方可体味得出。

入 世 与 退 隐 ，人 生 态 度 正 好 反

着。明得失，懂取舍，回旋进退，皆须

审时适变，此种意识，莘莘学士，历古

相 承 。 龙 洞 庵 西 边 ，突 起 的 丹 崖 间 ，

有一个海蚀洞，小而浅，往里一躲，一

身清静，是个坐忘的好地方。洞外陡

壁 上 ，密 覆 历 朝 题 诗 、题 句 。 明 刻 最

多。文辞有理趣，或幽愤，或旷逸，感

事 兴 咏 ，寄 意 抒 怀 。 孔 子 的 处 世 之

道，赢得了诸君的心理认同。“归云飞

鸟”是一幅擘窠书，镌于洞口之侧，明

代人王同题的，体势流丽，境界清超，

发其豪纵不羁之气。因其字约意丰，

还算好懂，“归云洞”的名字也就传下

来 。 王 同 授 海 州 知 州 ，清 誉 服 人 深 。

他学书，宗苏轼，还能于“暇时亲为篆

书 匾 额 碑 记 ”。 唐 人 皎 然“ 独 鹤 翩 翻

飞不定，归云萧散会无因”之句，王同

大概也曾熟诵。涵泳其中，助他高洁

人品的养成。

点点字痕，是刻在石头上的意绪。

放 眺 耸 峙 的 山 ，我 就 想 ，诸 先 贤

在历史的阶径上迈动思想的脚步，该

是何等意态！

孔 子 石 像 立 在 山 顶 ，陪 在 身 旁 的

是 子 路 、颜 回 。 世 路 多 梗 ，叠 卷 的 海

浪很似不灭的棘丛，而他们的眼睛里

有 光 ，射 向 前 方 。 那 时 ，发 亮 的 海 面

宛如巨幅的帷幔铺展，连向无边的天

穹 。 山 峰 带 来 的 高 度 扩 增 了 视 域 的

宽 度 ，呈 现 的 景 象 那 么 广 远 ，那 么 寥

廓 ，那 么 宏 壮 。 千 帆 过 尽 ，我 恍 若 看

见 站 在 时 间 远 端 的 他 们 ，迎 着 风 ，向

海而啸，放开的心，云一样飞。

大 海 也 在 承 受 圣 贤 的 注 视 。 浪

花在海上盛开，做出欣喜的回应。

乘 槎 亭 西 南 ，隆 起 一 片 巉 岩 ，太

阳底下泛着浅淡的赭色。这赭色，因

了 其 上 的 摩 崖 而 显 得 神 秘 。 古 时 工

匠着手成春，给本就多皱的断壁添入

艺术纹理。隐于山中的雕凿之像，推

为东汉桓、灵之际的遗存。经风沐雨

近 两 千 年 ，幸 未 崩 落 而 大 体 完 好 ，令

人三叹。

大 小 造 像 过 百 ，刻 在 危 石 的 平 面

上。佛陀、菩萨、罗汉、力士、供养人，

几番细辨，才能粗得眉目形姿。众像

构 成 的 场 面 不 小 ，若 当 圣 贤 看 ，认 作

孔 子 和 受 业 门 下 的 七 十 二 弟 子 ，也

行，因为可以跟孔子登山观海之事连

在 一 处 。 好 些 本 地 人 便 是 这 么 讲

的 。 专 家 凭 借 慧 眼 ，从 上 面 看 出 了

佛。这个识见，是从史树青先生那里

来 的 ，在 各 个 看 法 中 ，也 可 以 算 作 权

威的一种了。

明代人入山，仰观造像，乃觉“如

读 汉 画 ”。 他 们 眼 前 的 佛 教 内 容 ，是

以汉画像石雕刻手段表现着的，而阴

线 刻 、浅 浮 雕 和 高 浮 雕 技 法 的 运 用 ，

颇 能 看 出 初 期 佛 教 造 像 在 艺 术 上 的

成功。我身处佛门之外，对各占一角

的 坐 像 、立 像 、卧 像 ，一 时 瞧 不 出 究

竟 ，要 在 人 家 的 讲 述 声 里 ，让 摩 诃 萨

埵“舍身饲虎”和“涅槃变相”等本生、

本行故事一一入脑。国内最早的“涅

槃 变 相 ”群 像 有 二 ，一 在 新 疆 克 孜 尔

千 佛 洞 ，一 在 这 里 ，且 为 主 体 造 像 。

看 那 释 祖 静 卧 、弟 子 举 哀 的 场 景 ，真

也含情。悼念的俗众，脸上都带着凄

楚的神色。

施 蛰 存 先 生 说 ：“ 道 教 徒 也 摹 仿

佛 教 徒 ，雕 造 各 式 石 像 ，不 过 他 们 造

的是老君像、道君像或天尊像。”一个

浅 龛 ，处 势 偏 高 。 龛 中 刻 像 ，身 形 颇

巨 ，有 人 断 为 西 王 母 。《山 海 经·西 次

三经》记“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

而善啸，蓬发戴胜”。我粗粗望去，略

得 一 点 模 样 。 老 子 和 尹 喜 的 容 貌 也

可 从 造 像 群 中 辨 出 。 我 好 像 回 到 函

谷关。

儒释道，齐聚一山。

此 处 摩 崖 ，本 可 多 用 笔 墨 ，但 在

这里主要说孔，只得省话了。

吹 来 一 阵 风 ，摇 动 朵 朵 杜 鹃 花 。

粉红的花色，把苍崖映艳。

孔 望 山 多 花 岗 岩 。 天 赐 好 石 ，怎

可 随 便 放 过 ？ 便 施 刻 镂 。 我 在 林 间

走 ，幽 径 旁 闪 出 一 尊 颜 色 青 白 的 圆

雕，体大，势雄，其状如象。本是一整

块 石 头 ，使 錾 用 凿 ，它 有 了 形 ，不 是

牛，不是马，偏是大象，为啥？无从去

问那些身怀长技的匠人了。

象 身 不 镂 空 ，显 出 风 格 的 古 拙 、

朴 茂 。 左 边 象 腹 ，勒 榜 书 ：象 石 。 阴

刻 双 钩 隶 书 ，自 蕴 妙 意 。 线 雕 和 浮

雕 也 来 相 配 ，愈 使 物 象 鲜 活 。 低 垂

的 象 眼 、扇 形 的 象 耳 、卷 曲 的 象 鼻 、

直 伸 的 象 齿 、顸 实 的 象 腿 ，宽 大 的 象

蹄 踏 入 仰 瓣 莲 花 间 。 以 画 喻 ，极 尽

写 意 。 特 别 是 那 象 尾 的 悠 悠 一 卷 ，

灵 性 跃 出 。

石 象 左 颈 ，浅 浅 地 雕 出 一 个 人 ：

头 绾 椎 髻 ，双 足 系 镣 ，右 手 持 钩 。 这

是一位牧象人，似在忙着什么。

我 的 老 师 崔 枢 华 ，教 授 古 汉 语 。

一 堂 课 上 ，他 在 黑 板 写 出 甲 骨 文 的

“ 为 ”字 ，引 罗 振 玉 的 解 释 ，说 这 是 个

会 意 字 ，着 眼 构 形 ，“ 役 象 以 助 劳 ”是

它 的 本 义 。 这 几 句 反 了 许 慎 之 言 的

话 ，我 不 会 忘 。 大 象 为 殷 人 驯 化 ，成

了日常役使的牲畜，所谓“殷人服象”

是 也 。 在 驯 象 仆 役 的 浮 雕 前 忽 然 记

起 旧 事 ，也 是 一 种 缘 ，学 问 之 缘 。 我

很爱听崔老师的课，对于“为”字的释

义，几十年过去，吾仍从其说。

这 尊 石 象 ，定 是 就 地 雕 凿 的 。 它

太 沉 了 ，任 你 唤 来 力 能 扛 鼎 的 项 羽 ，

也挪不动分毫。

石 象 之 南 ，一 块 台 地 ，空 着 。 汉

时 的 东 海 庙 筑 其 上 ，早 已 荒 为 残 墟 。

有人见过庙碑上的字：“阙者，秦始皇

所 立 ，名 之 秦 东 门 阙 ，事 在 史 记 。”据

此可诵司马迁之言：“始皇三十五年，

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门

阙之东，尽为沧海狂澜。

秦 皇 立 石 之 功 ，可 与 孔 子 观 海 之

举相埒。

贾谊《过秦论》称秦孝公“有席卷

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

八 荒 之 心 ”，又 云“ 及 至 始 皇 ，奋 六 世

之 余 烈 ，振 长 策 而 御 宇 内 ，吞 二 周 而

亡 诸 侯 ，履 至 尊 而 制 六 合 ，执 敲 扑 以

鞭 笞 天 下 ，威 振 四 海 ”，可 说 雄 势 冲

天 ，冠 出 当 代 。 对 万 世 之 业 的 梦 想 ，

融 入 秦 人 血 液 。 从 关 中 一 路 征 伐 到

这 里 ，面 对 平 原 和 海 洋 的 空 间 转 换 ，

他们或许意识到，比地理疆域宽广的

是精神天地。

秦 置 东 海、琅 琊 郡 。 连 岛 羊 窝 头

旧存界域刻石，上勒五字：“东各承无

极 ”，隶 中 寓 篆 ，气 象 雄 大 。 今 昔 之

人 ，伫 于 礁 岩 上 迎 波 观 日 ，满 眼 都 是

亮 的 ，仿 佛 望 见 奋 翼 的 神 乌 ，高 翔 而

去（《神 乌 傅》，刻 于 尹 湾 汉 墓 竹 简

上。这篇俗赋，对话体，四言韵语，讲

了 一 则 鸟 的 寓 言 。 我 读 过 的 古 代 文

学 史 虽 不 载 ，却 在 民 间 广 传）。 一 时

豪兴，拓开万古心胸。

天 下 着 蒙 蒙 细 雨 ，春 夏 之 中 的 杜

甫草堂一片翠绿。

漫 步 丛 中 ，欣 赏 的 是 天 府 之 国 的

历史、天府之国的生活和蕴含其中独

特的诗情画意。

这是一座 300 亩的院子。古意浓

郁，诗情绵延。我们在春天的边缘徜

徉 。 有 风 有 雨 。 风 不 大 ，微 微 的 ；雨

丝 丝 的 ，绵 绵 的 。 空 气 湿 漉 漉 的 ，仿

佛 能 拧 出 水 来 。 风 雨 中 有 一 个 朝 代

飘然而至，那就是唐朝。有一位诗人

坐 在 浣 花 溪 畔 ，深 深 的 忧 伤 ，弥 漫 在

布衣的周围。

幽 暗 的 竹 林 里 是 浣 花 女 窈 窕 的

身影。这种竹子很高，游人必须仰着

头 才 能 看 到 它 的 顶 端 。 1200 多 年 前

有 一 位 布 衣 老 人 ，他 的 名 字 叫 杜 甫 ，

后人喜欢叫他老杜，就像邻居家的老

李 老 王 ，再 亲 切 不 过 。 在 大 雅 堂 里 ，

我 见 到 了 他 。 他 戴 着 象 征 唐 代 九 品

以 上 的 贤 冠 ，面 容 清 瘦 ，下 巴 上 长 着

一撮山羊胡须，微微地翘着。他手握

书 卷 ，侧 身 而 坐 ，一 身 官 服 套 在 干 瘦

干瘦的躯体上，显然有些肥大。

漫 步 在 面 水 的 长 廊 ，雨 淅 淅 沥 沥

地 下 着 。 隔 着 薄 薄 的 雾 ，竖 起 耳 朵 ，

仿佛能听到一个久远的声音，那是一

位 垂 暮 老 人 的 叹 息 声 和 咳 嗽 声 。 这

声 音 从 密 仄 的 竹 林 里 传 来 ，十 分 幽

远 。 抬 眼 望 去 ，猛 然 惊 觉 ，这 位 发 出

声音的老者不是别人，正是一代诗圣

杜 甫 。 他 已 经 消 失 在 尘 烟 里 1200 多

年了，留给我们的，是秋风中的茅屋，

还 有 用 软 笔 书 写 的 诗 文 。 凭 借 这 些

不朽的诗文，我们读到了一个叫盛唐

的 时 代 ，里 边 有 帝 王 将 相 的 豪 门 阔

绰 ，有 黎 民 百 姓 的 惆 怅 忧 伤 ，有 男 耕

女织的人间烟火。

青 石 铺 就 的 路 边 ，有 一 块 褐 色 的

石头，上边刻着著名学者冯至的一段

话：“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

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

的草堂。”那些仰望星空的老杜迷们，

如果不来拜谒成都的杜甫草堂，恐怕

终生都是个遗憾。

今 天 的 草 堂 并 不 是 凭 空 想 象 。

让 我 们 读 一 读 老 杜 的 诗 ：“ 万 里 桥 西

宅 ，百 花 潭 北 庄 。”这 就 明 确 无 误 地

告 诉 后 人 草 堂 的 位 置 。 1200 多 年

前 ，这 座 院 子 只 是 荒 郊 野 岭 上 的 几

间 茅 屋 ，后 来 毁 于 兵 燹 ，又 经 过 历 代

后 人 的 修 缮 ，才 有 了 今 天 的 小 桥 流

水 、亭 台 楼 阁 、柴 门 曲 径 。 杜 甫 见 证

过 盛 唐 的 繁 荣 ，也 经 历 了 由 盛 而 衰

的 安 史 之 乱 。

瞻 仰 杜 甫 草 堂 ，最 让 我 铭 感 于

怀 的 是 三 尊 老 杜 的 铜 质 塑 像 。

一 尊 位 于 大 雅 堂 前 庭 正 中 。 老

杜 身 着 唐 代 官 服 ，头 戴 长 翅 官 帽 ，侧

身 坐 在 一 块 深 色 的 花 岗 岩 上 。 老 杜

最初的理想是奉儒守官，博取功名富

贵，乃至封妻荫子。他的大半生几乎

都 在 为 仕 途 而 奔 波 。 然 而 理 想 很 丰

满 ，现 实 却 很 骨 感 。 旅 居 长 安 十 年 ，

他“ 朝 扣 富 儿 门 ，暮 随 肥 马 尘 。 残 杯

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经常给达官贵

人投诗献文，梦想有一天能碰上慧眼

识 才 的 伯 乐 ，得 到 赏 识 和 重 用 ，可 是

终 未 如 愿 。 直 到 天 宝 十 四 年（公 元

755 年），老杜才被任命为河西尉。这

个官职不仅位卑衔贱，而且职责也是

催逼底层百姓，因而他愤然拒绝。直

到 朝 廷 改 换 门 庭 ，唐 肃 宗 继 位 ，他 才

被 任 命 为 左 拾 遗 。 这 个 官 职 是 个 谏

官 ，秉 性 耿 直 的 他 又 因 直 言 遭 贬 ，从

此与仕途无缘。眼前的这尊雕塑，老

杜表情凝重，眉头紧锁，眼皮下垂，壮

志未酬身先衰，看着让人生出无限敬

意，也生出深深的同情和怜悯。

另 一 尊 雕 塑 安 放 在 史 诗 堂 中

央 。 老 杜 身 着 布 衣 ，骨 瘦 如 柴 ，忧 国

忧 民 和 一 生 坎 坷 都 写 在 脸 上 。 雕 塑

两旁是一副对联，出自四川出生的革

命家朱德之手：“草堂留后世，诗圣著

千秋。”这是对老杜人生的一个总结，

也 是 后 人 对 这 位 中 国 文 学 史 上 大 师

级人物的仰望。

还 有 一 尊 铜 像 立 于 大 廨 正 中 。

大廨没有墙，前后很通透。眼前的老

杜 瘦 得 离 奇 ，前 胸 贴 着 后 背 ，感 觉 一

阵 风 就 能 将 其 吹 倒 。 他 双 腿 跪 在 船

头 ，双 手 扶 膝 ，膝 盖 上 有 一 卷 打 开 的

诗 文 。 他 头 发 稀 疏 ，目 光 冷 峻 ，酷 似

寒星冷月。伫立铜像前，不由得想起

他在《春望》中所写：“白头搔更短，浑

欲 不 胜 簪 。”穿 堂 而 过 的 风 带 着 丝 丝

寒 意 ，刮 在 他 的 脸 上 ，让 后 人 看 到 一

个立于天地间真实的杜甫。

杜 甫 的 一 生 可 以 用 悲 苦 两 字 来

形 容 。 他 总 想 在 有 生 之 年 为 国 家 和

人民做一点事，但宁折不弯的文人性

格 ，注 定 给 他 带 来 一 次 又 一 次 失 意 ，

直 到 风 疾 舟 中 ，伏 枕 书 怀 ，终 了 在 洞

庭湖的凄风苦雨中。

千 百 年 来 ，不 知 有 多 少 人 在 草 堂

深 情 回 眸 。 如 今 ，大 师 虽 已 远 去 ，所

幸还有他的诗句，永远陪伴着我们。

走 进 贵 州 荔 波 小 七 孔 景 区 ，卧 龙

河 泠 泠 淙 淙 在 脚 边 响 起 。 发 源 于 苍

翠 山 间 的 河 水 ，那 个 清 ，那 个 净 ，若

不 是 河 面 有 山 风 吹 起 的 皱 褶 ，真 疑

心 河 道 里 并 无 水 流 。 透 亮 的 水 中 ，

蔓 草 、绿 苔 清 晰 可 见 ，几 尾 尺 把 长 的

黑 鱼 正 自 在 游 弋 。“ 皆 若 空 游 无 所

依 ，日 光 下 澈 ，影 布 石 上 。 佁 然 不

动 ，俶 尔 远 逝 ，往 来 翕 忽 ，似 与 游 者

相 乐 。”柳 宗 元《小 石 潭 记》里 的 意

境 ，正 与 此 景 相 仿 佛 。

都 说 贵 州 的 水 美 ，亲 眼 看 见 方 知

此言不虚。古人言“水至清则无鱼”，

可这清且净的水里鱼儿又大又肥，该

作何解？仔细观察，但见水底石多苔

重，水草丰美，微生物必定繁盛，且纯

天然、无污染，是鱼儿们的绿色食品，

不用为其无所食忧虑了。正踌躇间，

前面的游人忽然停步，耳边一片啧啧

赞 叹 声 ，挤 上 前 观 望 ，哇 ！ 一 汪 碧 绿

的水面呈现眼前，卧龙潭到了。

潭 水 真 是 绿 啊 ，像 藏 匿 深 谷 的 一

块翡翠，或是镶嵌在山神腰带上的绿

宝 石 。 水 色 流 转 变 幻 ，岸 边 呈 浅 碧 ，

潭 中 心 是 淡 蓝 ，山 脚 下 又 呈 暗 绿 色

了 。 山 风 拂 过 ，水 面 波 光 潋 滟 ，抖 动

丝滑如绸缎，是为古老沉稳的大山裁

制 的 一 条 绿 罗 裙 吧 ？ 山 与 水 便 灵 动

起 来 ，妖 娆 起 来 。 潭 侧 山 峰 耸 峙 ，林

木 苍 翠 ，潭 边 怪 石 林 立 ，古 木 森 森 ，

“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构

成一幅奇瑰秀美的青绿山水图。

与 入 口处流动的河水不同，潭面

几乎是静止的。水流到这里突然凝滞

了、沉寂了，似在作停顿和休整。虽然

暗河是从崖底涌出，潭面却看不见踪

影，潭水随山势蜿蜒，形如一条绿龙，

卧 龙 潭 之 名 便 由 此 而 得 吧 。 山 傍 着

水 ，水依着山，山因水而灵秀，水因山

而娇媚，只有听到潭外水声的轰鸣，始

知 静 水 流 深 ，卧 龙 河 正 在 潭 底 翻 涌 。

据说即便发洪水时，潭面也犹如明镜

般平静，足见潭水的容量与胸怀了。

可 是 突 然 地 ，一 道 水 坝 将 潭 水 拦

腰 斩 断 ，水 流 没 有 退 路 ，只 能 一 跃 而

下，遂形成一条滚水瀑布。为了减少

冲 击 力 ，水 坝 被 人 工 修 建 成 弧 形 ，水

珠一串串跳落，宛如高挂起的水晶珠

链 ，装 饰 着 古 潭 的 裙 裾 。“ 虽 为 人 作 ，

宛 似 天 成 ”，沉 静 的 潭 水 霎 时 有 了 朝

气有了活力，在深谷中舞动起婀娜身

姿，欢声畅笑，放浪形骸，纵情释放着

浪漫天性。水瀑溅在岩石上，似倾珠

洒 玉 、推 雪 拥 云 ，一 时 间 分 不 清 是 雨

还是雪，是梦还是真。

卧 龙 潭 作 为 喀 斯 特 暗 河 ，是 卧 龙

河 的 源 头 。 近 年 人 们 在 这 里 筑 坝 引

水 发 电 后 ，潭 水 又 流 入 响 水 河 。 卧

龙 潭 由 此 成 为 两 河 总 源 。 潭 水 博 纳

深 蓄 、涵 养 蕴 藉 ，不 仅 形 成 了 卧 龙 河

生态长廊，也为响水河谷供给着长流

不断的水源。秀美的鸳鸯湖、飘逸的

跌 水 瀑 布 、翡 翠 屏 障 水 上 森 林 ，道 道

美 景 离 不 开 卧 龙 潭 的 滋 养 。 小 小 一

汪 潭 水 ，却 蓄 积 着 盛 大 能 量 ，这 是 山

水的功德，也是自然的伟力。

正 在 潭 水 边 沉 醉 流 连 ，忽 见 一 小

舟翩然驶来。舟中人一身青衣，束腰

绑腿，头戴斗笠，手执长篙，乍看以为

是隐匿山林的武侠高手，近前才知是

位清洁工，正打捞着河上的残枝败叶

和 垃 圾 。 他 们 是 古 潭 的 美 容 师 和 守

护 人 ，有 了 他 们 的 辛 勤 付 出 ，才 有 这

潭水的青碧明澈，妩媚动人。

碧波潋滟卧龙潭
□ 张军

在 北 京 参 加 培 训 期 间 ，主 办 单 位

在大觉寺安排了一堂现场教学课，使

我有幸游览了这座誉满京城的古刹，

也使我见识了大觉寺里许许多多、各

种各样的名木奇葩。

成 行 那 天 ，时 值 初 夏 ，北 京 的 天

空阳光明媚，清风送爽。大巴车行驶

在 宽 敞 的 道 路 上 ，透 过 车 窗 ，只 见 两

旁绿树成荫，隔离带上的各色月季繁

花 似 锦 ，满 树 霞 艳 ，处 处 显 现 着 勃 勃

的生机，凸显了这种北京市花的主景

地位。让人觉得，这正是观花看树的

好季节，而我也庆幸我们的这次培训

学习，难得赶上这样的好时机。

大 觉 寺 位 于 北 京 西 北 部 的 阳 台

山 麓 ，始 建 于 辽 代 ，因 寺 内 有 清 泉 汩

汩流过，初名“清水院”，后改称“灵泉

寺 ”，为 金 代 北 京 西 山 八 院 之 一 。 明

宣 德 三 年（公 元 1428 年）重 修 后 ，以

“ 大 觉 寺 ”称 谓 至 今 。 大 觉 寺 周 围 群

山 环 绕 ，寺 内 清 泉 长 流 ，自 然 景 观 与

人文景观相互融合，形成独特的园林

风格。

初 次 踏 进 大 觉 寺 ，我 不 由 得 感 叹

全 寺 的 恢 宏 气 势 和 富 丽 堂 皇 的 皇 家

气 派 ，一 种 敬 畏 、虔 诚 之 情 瞬 间 在 脑

海里油然而生。游览其中，只觉殿宇

庄严肃穆，令人动容，令人倾心。

大 觉 寺 不 仅 建 筑 保 存 完 整 ，古 色

古香，佛像塑造讲究，一应俱全，还有

使 人 十 分 入 眼 入 心 的 嘉 木 奇 葩 。 这

里有跨越千年的银杏树、京城最古老

的 玉 兰 树 、三 大“ 佛 树 ”之 一 的 娑 罗

树 、享 誉 北 国 的 太 平 花 ，当 然 还 有 海

棠 、连 翘 、榆 叶 梅 、紫 荆 、丁 香 …… 对

于这些名树丽花，地道的北京人早已

了 然 于 心 ，而 我 这 个 初 次 游 览 的 人 ，

则满是惊奇。

大 觉 寺 古 树 蔽 天 ，名 花 如 云 ，逐

月 绽 放 ，四 季 可 赏 。 五 月 的 大 觉 寺 ，

是太平花和娑罗树的天下。

从 山 门 进 去 50 多 米 后 ，我 看 到

有 两 棵 太 平 花 ，在 初 夏 的 暖 阳 下 静

静 地 绽 放 。 太 平 花 是 灌 木 ，不 高 ，我

得 以 近 距 离 观 察 ，发 现 它 们 花 朵 叠

聚 ，花 苞 密 集 ，共 同 簇 生 在 繁 枝 密 叶

中 ，花 瓣 白 色 ，花 蕊 黄 而 清 香 ，花 姿

摇 曳 ，十 分 诱 人 。 我 是 江 南 人 ，没 有

见 过 太 平 花 ，便 向 身 边 的 导 游 问 这

问 那 。 导 游 说 ，太 平 花 原 名 丰 瑞 花 ，

是 多 年 生 落 叶 灌 木 。 宋 代 以 前 ，丰

瑞 花 只 生 长 在 四 川 剑 南 一 带 。 宋

时 ，丰 瑞 花 作 为 贡 品 移 植 中 原 ，被 宋

仁 宗 赐 名“ 太 平 瑞 圣 花 ”。 清 嘉 庆 皇

帝 死 后 ，谥 号“ 仁 宗 睿 皇 帝 ”，因“ 瑞 ”

与“ 睿 ”同 音 ，为 避 讳 ，道 光 皇 帝 下

令 ，改 花 名 为“ 太 平 花 ”，并 沿 用 至

今 。 北 京 最 初 栽 植 的 太 平 花 ，是 金

兵 攻 破 汴 梁 后 ，从 宋 都 的 御 花 园 中

移 来 ，而 大 觉 寺 里 的 太 平 花 ，则 是 从

明 清 皇 宫 中 引 种 而 来 。

见 我 听 得 入 神 ，导 游 又 说 ，南 宋

大 诗 人 陆 游 还 写 过 关 于 太 平 花 的 诗

呢。她接着念道：“扶床踉蹡出京华，

头白车书未一家。宵旰至今劳圣主，

泪痕空对太平花。”这小小的太平花，

竟也蕴含着这么多文化内涵。

别 过 太 平 花 ，我 径 直 向 娑 罗 树 寻

去 。 娑 罗 树 生 长 在 大 觉 寺 的 方 丈 院

里 ，与 千 年 银 杏 树 隔 墙 相 望 。 导 游

说 ，大 觉 寺 有 七 株 娑 罗 树 ，其 中 有 两

株树龄已达 500 多年。我见到娑罗树

时，正值花开时节，花如塔状，又似烛

台 ，树 叶 形 似 手 掌 ，正 如 众 多 弟 子 向

佛祖朝拜，形成众生祈福之状。

娑 罗 树 原 本 是 南 方 树 种 ，我 自 然

见 过 ，也 知 道 它 还 有 别 名 叫 七 叶 树 ，

是 跟 释 迦 牟 尼 有 关 的 三 棵 树 之 一 。

传说释迦牟尼降生于无忧树下，得道

于 菩 提 树 下 ，涅 槃 于 娑 罗 树 下 。 所

以，历代僧人都将它们奉为佛树。在

我 的 记 忆 里 ，小 时 候 曾 读 过 欧 阳 修

的《定 力 院 七 叶 木》诗 ：“ 伊 洛 多 佳

木 ，沙 罗 旧 得 名 。 常 於 佛 家 见 ，宜 在

月 宫 生 。”而 我 的 家 乡 雁 荡 山 的 古 籍

中 ，也 有 娑 罗 树 的 记 载 。 清 乾 隆 年

间 ，当 地 文 人 施 元 孚 在《雁 山 志》里

说 它“ 叶 青 而 细 ，经 霜 不 凋 ，雁 湖 旁

有 之 ”。 可 惜 我 花 费 了 许 多 时 日 ，寻

遍 雁 湖 及 其 周 边 地 区 ，也 没 有 发 现

娑 罗 树 的 踪 迹 。

使 我 不 解 的 是 ，别 的 地 方 的 娑 罗

树 ，其 花 虽 然 也 形 似 宝 塔 ，但 很 多 都

是 垂 挂 下 来 的 ，而 且 方 向 不 一 ，甚 是

凌乱。不像大觉寺的花，齐刷刷一律

朝 上 ，如 一 座 座 宝 塔 耸 立 ，又 似 一 只

只烛台昂首，七个花蕊吐露着橘红色

的火焰。若远远望去，整个花串白中

泛 紫 ，像 是 蒙 上 了 一 层 薄 薄 的 面 纱 ，

神秘极了，神圣极了。

在 大 觉 寺 ，置 身 于 古 树 的 层 层 怀

抱 中 ，我 心 中 不 由 升 起 奇 妙 的 感 受 ：

建 筑 与 树 木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 一 座 建

筑 可 旧 可 新 ，可 高 可 低 ，可 连 绵 可 独

立，但断断不可无树。建筑蕴含着艺

术 的 光 辉 ，散 发 着 能 工 巧 匠 的 智 慧 ，

而树木则承载着生命的灵性、自然的

魂魄。

花开大觉寺
□ 李振南 文/摄

太平花 娑罗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