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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不懂百度，不管谁一提
到百度，老妈张口就说：“老家邻
村杜姓人家足有100户，要不怎么
叫杜家村呢？”瞧，老妈压根儿不
知道什么是百度。

不知怎的，老妈后来就离不
开百度了，有事没事就凝神地在
电脑上去百度一下，简直成了百
度 迷 ， 家 人 都 叫 她 “ 百 度 ” 老
妈。让人搞笑的是，老妈竟会高
兴地应上一声呢。思想不服老的
老妈逢人便说：“我活了一辈子，
还不如小孙子懂的知识多呢。是
小孙子告诉俺，电脑上的百度是
一个渊博的老师，是个大学问家
呢！”于是，上了年纪的老妈非要
走近电脑，跟着小孙子学习怎样
使用百度。

老 妈 花 了 很 大 的 心 思 和 精
力 ， 终 于 学 会 了 百 度 的 使 用 方
法。这下不要紧，从此老妈就和
百度结了缘，并在百度的世界里
越走越远了。

那天，老妈在扎堆的老年群
里谈抖音，还把抖音视频里记述
的新鲜事儿，一一讲述给老人们
听。当老妈讲到一个不识字的农
村大娘，拿起画笔画丰收，老人
们个个满含深情地说开了：“新时
代啦，农民好日子盼来了。”其
实，老妈喜欢上抖音，首先是从
百度开始。老妈起初听年轻人说

“抖音”这个生僻的词汇，心里直
犯嘀咕，啥叫抖音？于是打开网

页，去询问“百度老师”，就这样
抖音一下子走进了老妈的生活中。

香奈儿品牌，是老妈挂在嘴
边 的 又 一 个 百 度 出 来 的 时 尚 词
汇 。 老 妈 提 倡 节 俭 ， 也 崇 尚 新
潮，有时买一件好一点的上衣，
哪怕买一块贵一点的香皂，老妈
都会在家人面前炫耀一番，然后
嘴一噘，说：“名牌产品哦，香奈
儿牌的。”家人哈哈笑过之后，新
居里散发的是老妈热爱生活的温
热，还有新时光里燃烧的激情。

现实生活中，百度还是老妈
的左右手，老妈又开始百度生活
小窍门了。“生活小窍门”几个字
刚 一 打 出 来 ， 老 妈 的 两 眼 直 放
光。“想要自己的门窗变得更加明
亮，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找一个
洋葱，然后切成两半，去擦拭玻
璃。趁着洋葱的汁液还没有干，
赶快用干毛巾进行擦拭，这样效
果会更好。”这些生活中常常遇到
的小问题，百度老师都一一作了
解答，老妈高兴得竖起大拇指，
直夸百度老师知识渊博呢。

自从有了百度这个好帮手，
老妈像从外地邀请到一位无所不
知的教授，一遇到不懂的事儿，
立马就上网请教百度。在百度这
个万事通的指点下，年逾花甲的
老妈一步步往前走，真学到不少
想不到的新鲜事儿呢。每当家人
叫上一声“百度”老妈，老妈准
会高兴地回答：“在呢！”

上小学时，每到暑
假，我就会跟着堂嫂去
秦岭山里摘金银花。拿
回家晾晒干燥后，卖给
穿 村 走 巷 收 药 材 的 小
贩，换取下一学年的学
费或书本的费用。那一
朵朵未曾绽放的金银花
的花蕾，是摇曳在我童
年最美的花和希望。

金银花喜欢生长在
河道边乱石堆及坡根的
灌木丛。不用爬更高的
山坡走更远的路，我们
常常大清早出发，中午
前就能回来。

堂嫂长年在山里采
摘各种草药野菜，对山
里的地形和各种草药生
长习性十分熟悉，跟着

她，只要不怕辛苦，经常会满载而归。
我们最常去的是从秦岭深山汇集山泉溪水

而壮大了的潘溪河两侧。潘溪河顺着层叠而蜿
蜒的山岭中间哗哗地流向山外，通向深山的沙
石路沿着潘溪河曲曲折折地延伸，比河床要高
出许多。为了摘金银花，我们会顺着山石道沿
边的沙石坡棘刺丛下到河道边。那一簇簇将枝
蔓几乎伸到河水里、扎根在河床边岩石缝隙的
金银花，随着欢快而清澈的流水摇曳着，散发
着一股股特殊的草药清香，让我们兴奋不已。

一簇簇金银花那赤褐色的藤蔓上，对生着
卵形草绿色的叶子，而那成对棒型黄绿色的花
蕾就从叶腋间生出来，如同蜗牛的触角，鲜嫩诱
人。我们绕过棘刺小心地抓着岩石边的小树或
杂草，将金银花的藤蔓拽起来，摘下紧贴叶腋
的那一对花蕾，许多时候会连那小小的两片叶
子一起摘下来。

有些密密麻麻萌发花蕾的金银花簇，生长
的位置过于险峻，堂嫂就会独自攀爬过去，用
手里的镰刀连同金银花的枝蔓一股脑割下，扔
给我们，让我们坐在河滩安全处，一个枝条一
个枝条地逐一摘下花蕾。堂嫂说，金银花枝蔓

最容易活，随手扔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机会，
有土壤，有太阳照耀，一场雨就会让它重新生
根发芽。再说割下来的只是枝蔓，根还在，见
天又会发芽抽枝开花呢。原来，金银花有着这
样强大的再生能力，这让我不得不对这看似柔
弱的枝枝蔓蔓打心眼里佩服起来。

金银花有上粗下细的棒型花蕾，如果那些
花蕾已长到近一厘米，颜色由黄白或绿白变成
黄色或白色，那就是即将要绽放，已不能采摘
当药材了。那些我们特意放弃即将绽放的花
蕾，隔天再见，就会绽放成灿烂的黄白两色吐
着两条细长花蕊的花朵。它们苗条细长似一对
鸳鸯在藤蔓上对舞般地摇曳着，让人看着欢
喜。我不禁常常想象，倘若藤蔓上所有萌发的
花蕾，都有机会璀璨绽放，那将是怎样一种繁
花似锦的热闹和惊艳啊。

金银花的药香，是那种淡淡的特殊的清
香，甚至连它的叶和枝蔓都散发着同样的香
味。在杂草丛生棘刺满地的山石坡根，金银花
即使没有开花，那不一样的特殊药香味就能让
人一下子认出它来。长大后，离开家乡好多
年，金银花那特殊的香味我一直铭刻在记忆
里。那次去植物园，远远闻见一股药香，不用
看，我就知道那是金银花，而且脑海里立马浮
现起那如同鸳鸯对舞般美丽的黄白花朵来。

再贫瘠的荒山乱石滩，金银花都可以扎下
根，生根发芽欣欣然地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愿
我们都能像金银花那样，顽强勇敢且坦然活着。

中国的城镇建设已经成为世界上一道十分
亮丽的风景，我的一些去过中国的外国朋友无
不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把今天上海等一
些城市的建筑格局风貌拍下来，放进一个时间
胶囊传给后世，一百年后的人们也会对它的情
调和大气叹为观止。古色古香的城市中融合了
21 世纪现代的风采，是一个个美好的综合体。
前段时间我回国参加文学活动，一路走来又看
到了更多华丽转身的古城和小镇。

在杭州参观了一个“梦想小镇”，坐落在余
杭区仓前街道。一条清澈的河道边上，几座高
高耸起的圆拱桥，黛瓦白墙的民居里是一个个
年轻人的创业公司。“梦想小镇”涵盖了互联网
创业小镇和天使小镇两部分。互联网创业小镇
鼓励和支持年轻大学生进行科技创新，一群群
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集聚创业。他们创业的
范围包括电子商务、软件设计、信息服务、大
数据、云计算、动漫设计等互联网相关领域产
品研发、生产、经营；天使小镇重点培育和发
展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等各个不同发展阶段
的金融服务体系。

我看到一个介绍“梦想小镇”的视频，一
个风险投资公司不断地对年轻创业者的项目进
行观察、筛选、投资。在那里的年轻人号称

“人人都有赚一亿的小目标”。当然竞争的环境
也是非常激烈的，风投们不断地看到创业园区
里的团队改换门庭，有些做不下去了，打包走
人，更多新的面孔又来了。年轻人在这个园区
中充满梦想，相互激发灵感，而这个科技创新
的孵化基地就是建立于原先一个农村的村落。
从 2014 年 9 月正式启动建设到 2015 年 3 月正式
开始运营，短短160天，梦想小镇成为人才、资
本、项目高度集聚的产业高地。可贵的是梦想
小镇在建设的过程中，没有推翻古旧的建筑，
而是保留了仓前古镇原有的村庄、街区以及田
园自然风貌，基于原有的村庄肌理、山水自然
景观和人文历史景观，营造出一座具有江南水
乡特色的生活生态空间。走过金光闪闪的创业
大街，在古建筑、菜地、水塘的交织中，重新
填入诸如文创、休闲、民宿等产业及商业配
套，形成具有地方记忆的公共空间，使他们成
为小镇的活力中心。章太炎故居、苕南书院、
钱爱仁堂、芸台书舍、高端民宿品牌等和年轻
创业者的天地互相辉映。在短短的几年中，这
个投资规模 50亿的小镇，已经成为创业者的乐
土，吸引了创业人才近万名。小镇的附近就是
创业梦想成真的阿里巴巴。

在新安江和富春江沿岸，我走进了古府严
州梅城，梅城位于富春江、新安江、兰江三江
汇合处，严州城门高耸于秀丽的江畔。自三国
时期吴黄武四年 （公元225年） 置县以来，梅城
已有1700余年历史，历史文化积淀深厚。

在新安江大坝蓄水后，梅城镇地位陡降，
梅城蜕变为建德县辖的小镇。在后来的建设热
潮中，梅城似乎被遗忘了。近年来，随着旅游
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旅游地的文化历
史开发，梅城镇深厚的历史底蕴再度得到人们
的重视。专家们前来考察，认为这座州府级的
古城，依然保持着旧时基本的城池格局及内部
街区肌理，像这样肌理保存完整的府级古城在
全国是极少的，堪称“州府化石”。于是重整历
史古镇纳入了政府规划，从 2012年开始重建工
作。石牌坊众多是梅城镇一大特色，据说明清
时期城内有115座石牌坊，如今已将数十座重建
起来。

我看到一幅俯瞰靓丽梅城的照片，夜色之
下，民居屋宇连成一片，河网交错如同古镇的
血脉，纵横的街道亮起了暖黄色的灯光，黛瓦
白墙还是原来的形貌，却又焕然一新。

为了古镇的修复和重建，6家国内外顶尖设
计团队，对梅城古城的主要街道、核心区块和
重要古迹，编制概念性规划和城市设计。我希
望一两年后重建规划完成后再来梅城，在别具
特色的古城街道上随着人流走走，找一家茶楼
静静地坐着冥想，在春花秋色中进行一个穿越
古今的旅程。

中国的城市建设，将历史与现代相连接，
如同在浩瀚的时空隧道中将两者和谐地连接起
来。一座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不仅需要经
济数字体现，更需要历史现场的烘托。丰富的
文化遗存可以让未来者摸到城市历史和文化发
展的脉搏，更可以让一个远方游子找到回家的
路！

皖南多山，名山也多。
比如黄山——被徐霞客称作“黄山归

来不看岳”；比如九华山——中国佛教四
大名山之一，被李白誉为“妙有分二气，
灵山开九华”。不仅如雷贯耳，而且早已
闻名遐迩，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

与巨人比肩，在仰视的同时，难免被
俯视。一旦回避不开，多少会有些憋屈和
尴尬。

其实，安徽还有好多风景绝佳的大山，
景色并不逊于黄山、九华山。只因过于扎
堆儿，罩在名山盛名之下，容易被忽略，
不能闻达于江湖，感觉倒像是投错了胎。
换到别的地方，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了。

庚子年初秋，应当今黄梅戏领军人物
韩再芬之邀，冒着蒙蒙细雨，前往潜山
市。她有热爱家乡的浓厚情结，两年前曾
带我参观过“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程
长庚故居。此行的目的，是登天柱山。

天柱山处潜山市西部，为大别山东延
余脉。其主峰天柱峰海拔1489.8米，深藏万
山丛中，峻拔高耸，直插云霄，势如擎天之
柱。名曰天柱山，即指此形似和形胜。

远望天柱峰，一峰高耸，孤立擎霄，屹
然独尊，峭拔如柱。峰下有峰，如石笋林
立，陡如层塔，环绕拱拜。登峰环视，有奇
峰，有怪石，有幽洞，有峡谷，或峰峦横空，
或翠屏舒展，或空邃深幽，或蜿蜒逶迤，雄
奇灵秀，别有洞天，令人目眩。难怪有人
惊呼：“天下有奇观，争似此山好。”

世间美景，大多是大自然的造化。中
生代的地壳运动，带来强烈脆性变形与断
裂，当时天柱山地区和整个大别山区一
样，急剧上升隆起，高达千米以上；遽然
平息之后，长期风化剥蚀，一动一止，把
天柱山装扮出这般模样，遂成大自然的杰
作，有如凝固的艺术。

天柱形胜，贵在天然。美，其实是有
好看和耐看之分的。自然天成的风景，往
往相似之处甚多，如果没有人文底蕴，好
比天生丽质的美女，少了内涵，即使姿容
再出众，也容易造成审美疲劳，不经看、
不耐看，终归还是美不起来。

一山而多名，背后一定有文章。天柱
山恰恰就有好几个名字。

天柱山在春秋时，属皖伯封地，故又
名 皖 山 ， 亦 称 皖 公 山 。 安 徽 省 的 简 称

“皖”，出处就在这里。天柱山又名潜山，
潜，古为簪，形“尖”也，意即该山多为
尖形。旧 《潜山县志》 曰：“县以山名，
山以潜名。”元英宗至治三年 （公元 1323
年） 析置潜山县，因境内潜山即天柱山而
得名。西汉元封五年 （公元前106年），汉
武帝刘彻行南巡狩，登礼天柱，“号曰南
岳”，天柱山又添万岁山之名，简称万山。

至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文帝杨坚

志在南疆，诏封湖南衡山为南岳。此前700
年间所称南岳的天柱山，改称“古南岳”。

天柱山所在的潜山，临江负淮，自汉
时起即为兵争重镇。隋大业三年 （公元
607 年） 首置同安郡，即为郡治，此后至
南宋端平三年 （公元1236年），连续600余
年，均为郡、州、府治。

山要有名气，光有景有史，恐怕不
够，还得有人和文。

还好，天柱山胜景吸引历代文人雅士
纷至沓来，或远眺，或登临，或结庐而
居，筑亭而读，或吟诗作文，刻石勒名。
李白曾求仙访道到皖西，远眺天柱峰，挥
笔写下 《江上望皖公山》：“奇峰出奇云，
秀 木 含 秀 气 。 青 冥 皖 公 山 ， 巉 绝 称 人
意”；白居易在 《题天柱峰》 诗中发出感
叹：“天柱一峰擎日月，洞门千仞锁云
雷”；王安石诗云：“水无心而宛转，山有
色而环围。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
归”……颂天柱山之雄奇壮丽，发流连忘
返之幽情。

那天登山前，韩再芬建议，先去看三
祖寺西的山谷流泉摩崖石刻。

三祖寺原名山谷寺，后因禅宗三祖僧
璨在此驻锡，故名三祖寺。寺西有山谷
泉，老远就能闻见潺潺之声。泉边崖壁巉
削，松萝丛覆，流水宛转清冽。300 来米
的河谷，东侧崖壁和河床巨石，共镌唐贞
元至民国1000多年间的诗、文、题、记等
各类石刻近 300 方。这些真书手迹，大多
出自名家之手，属珍贵之作。

“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在天然的
山崖石壁上摩刻文字和造像，是中国古代
的一种石刻艺术，盛行于北朝时期，此后
一直连绵不断。

很早就听说，西方人到中国旅游，对
摩崖石刻往往很不理解，认为破坏了大自
然的风景。我过去也曾有此同感，觉得与
今人在景区乱刻“到此一游”，同工异
曲。也有人告诉我，两者的区别在于：古
人是书法，今人是涂鸦。

古人留下的摩崖石刻，大多是用心之
作。镌刻者一般文字、书法、美术皆精，
让艺术富于天然意趣，为自然风景增添人
文气息，具有文化和历史价值，倒也无可
厚非。

沿山谷拾级而上，一路看来，题刻者
果然都有来头，真不是胡乱涂鸦。唐有吕
渭、李翱，宋有王安石、黄庭坚，明有胡
缵宗、李元阳等，真、草、隶、篆、行俱
全，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简直就是一座
石壁上的书法天然博物馆。

听着天柱山管委会资深解说许一川先
生的介绍，我们边走边看。

“止泓”——我被东侧崖壁这两个特大
的楷书字深深吸引住，半天挪不动脚步。

大字通刻65×126厘米，比前后周边的
字都大许多，相当醒目。字体雄厚博大，雅
秀遒劲，端庄清新，沉着方正，洒脱自如。

近瞧，左侧有4行竖排小字隶书：“临
淮周虎为冀邸赵希衮书，宝庆丁亥闰五月
既望，住山谷，祖菄摹。”

我在“止泓”前端详良久，转身就教
于许先生。

“这是南宋武状元、抗金名将周虎于
1227年应邀游天柱山，住山谷寺，为宋王
朝宗室子弟、时任舒州也就是安庆知府赵
希衮题写的。”他说。

“‘止泓’二字，一般作何解？”
“‘止’，在古代被视为做人的智

慧，所谓‘知止不殆’，意思是一个人知
道适可而止，就不危险。‘泓’，清水深而
广。‘止泓’要表达的应该是庄子的思
想：‘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
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
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幸能正
生，以正众生’。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能
在流动的水面照见自己的身影，而是要面
向静止的水面，只有静止的事物才能使别
的事物也静止下来。树木都受命于地，但
只有松柏无论冬夏都郁郁青青；每个人都
受命于天，但只有虞舜道德品行最为端

正。幸而他们都善于端正自己的品行，因
而能端正他人的品行。”

周虎题刻“止泓”二字赠好友，算是
互勉之作，有告诫，有自慰。

身处偏安一隅、风雨飘摇的南宋小朝
廷，赵希衮似乎特别钟情于“止泓”二
字。离任外调之前，在天柱山留下两幅以

“止泓”为标记的石刻。在后来无锡、泉
州等地的宦海生涯中，赵希衮始终勤于政
事，关注民生，官声不菲，并常以“止泓
赵希衮”为标记存留石刻，俨然是修身处
事的座右铭。

古人崇尚儒家兼济苍生的宏大抱负，
提倡道家“适可而止”的处世修养。与潜
山市相邻、同属安庆的太湖县，南宋时建
有一处“止泓亭”，并存诗一首：“止泓清
而明，如彼秋月满。以此观我心，澄源斯
近本。”这或许更接近周虎、赵希衮心中

“止泓”的本意吧。
流水不定，静水则宁。不定为躁，定

之则止；以止为静，借静观心。一个人只
有内心安定，才可以明心见性。安静的池
塘所倒映的一切事物，好像也是静止的一
样，有安定清明的心态，方能包容一切。

修身如此，治国亦同理。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切循

乎自然，顺其理而应之。无论社会如何震
荡、世事如何变幻，坚定信心，增强定
力，不畏浮云遮望眼，以静制动，不怒而
威，多练内功，兼济天下，乃为政之要、
立身之本。“幸能正生，以正众生”，方可
达至“唯止能止众止”。

“中天一柱”的天柱山，历史上也曾
几度兴衰、几度沉浮。在岁月的雨打风吹
之下，如今，山还是那座山，静静地悄然
兀自耸立着，不仅不为所动，而且始终巍
然屹立，风貌不减，风华依然。

雾起雾去，可曾想，能不是山河依
旧？其实，花开花落，既回首，依旧是万
家灯火。

心中默念着“止泓”，回看天柱峰，
不免有望峰息心之慨。盘桓山谷泉边，仿
佛照见了自己的影子，不知不觉中，真要

“坐石上以忘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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