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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姥山下，班竹村口，陆布
衣接过我递给他的一杯木莲花豆
腐，问卖木莲花豆腐的女人：

大姐，你知道李白吗？
我不晓得李白的。木莲花加

了蜂蜜，吃了好的。
然后，她专注地核实着手机

里我们转的木莲花豆腐钱。她大
概以为我们在找一个叫“李白”
的村里人。

木莲花豆腐果然好喝，被初
秋的暖阳轻轻裹着走了一段山
路，这一杯清凉正合心意。踏上
谢公古道，一张黛绿色的浙东唐
诗之路地图立在道旁，曾被历史
短暂悬置的巨大空间，此刻清晰
地、具象地铺陈在我们脚下。

司马悔桥下的枫叶尚未红
透，被阳光照到的一小部分，通
透明亮，在黛绿色的山林背景中
凸显出秋色令人惊艳的部分。脚
下，一些细碎的阳光正落在谢公
古道石头路毛茸茸的青苔上，钻
石般的光芒，被一个个脚印覆
盖，又一一闪现。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尘一
土，曾一起承载过千余年前盛大
的行吟，一首首唐诗、一桩桩往
事、一个个传说，任斗转星移、
沧海桑田，如脚底下的一片片光
芒，细碎、璀璨、斑驳，如露如
电，如梦如幻。从杭州至绍兴，
自镜湖向南经曹娥江，入剡溪，
经沃洲、天姥山，最后至天台山
石梁飞瀑，一条长约 200 多公
里、方圆2万余平方公里的浙东
唐诗之路，被千年时光冲刷得有
点面目模糊，却依然古意悠悠。

1500 多年前，谢灵运京城
被贬后带领家仆几百人，从上虞
南山一路披荆斩棘，伐木开径，
自制前后齿可装卸的木屐，经新
昌，过天台，至临海，打通了越
州与台州、温州的通道。他未曾
想到，留在这条古道上的屐印，
将被阳光、落叶、积雪覆盖，将
被纷至沓来的脚印覆盖。李白来
了，孟浩然、杜甫来了，卢照
龄、骆宾王、贺知章、元稹、罗
隐、崔颢、刘禹锡、贾岛、罗
隐、温庭筠、孟郊、陆龟蒙、皮
日休来了，400多位唐代诗人荟
萃沃洲，漾舟剡溪，穿越古道，
驰骋会稽、四明、天台三山，击
节高歌，留下了 1500 多首东海
般恢弘壮丽的唐诗，也留下了一
条逶迤绝美的唐诗之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

鸡”“雪尽天地明，风开湖山
貌”（李白），“越女天下白，鉴
湖五月凉”（杜甫），“漠漠黄花
覆水，时时白鹭惊船”（朱放），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刘
长卿），“苔涧春泉满，萝轩夜月
闲”（孟浩然） ……在那段梦境
般的时光里，浙东古道见证着人
与自然的一见钟情、深情相拥，
见证着每一位诗人的狂喜、痛
哭、低吟、长啸。

为什么有这么多唐代诗人在
浙东游弋讴歌，并将唐诗之路的
内涵扩及到书画、音乐、哲学、伦
理、民俗、经济、宗教、建筑等各个
领域？它的魅力当然不只在山水。

这里是史前传说中“仙人所
居”的蓬莱，亦是佛家圣境、道
教福地，更有魏晋遗风与汉及先
秦文化的深厚积淀，早被南朝刘
勰赞为“六通之胜地，八辈之奥
宇”。这里流传着无数美妙的神
话和传说，如刘晨、阮肇天台山
采药遇仙子的爱情故事，鲁班刻
木为鹤的传奇，任公子钓巨鳌的
寓言等等。因此，诗人们不仅醉
心于这片山水，更痴迷于寻访古
人踪迹，效仿古人雅事。李白

“入剡寻王许”，杜甫叹“王谢风
流远”，王勃效王羲之行修禊
事，于濆等效戴顒携斗酒，往树
下听黄鹂之音医“俗耳”……

在这条线路上，诗人们的游
法也是五花八门，有杜甫孟浩然
式的“壮游”，有宦游、隐游、
避乱游、经济考察游，还有白居
易的“神游”、李白的“梦游”。
据考，李白曾四入浙江、三入剡
中天姥山、二上天台山、一上四
明山，47 岁的李白奉诏入京又
被放逐还山后，自淮南南下越
中，临行前挥笔写下了传诵千古
的 《梦游天姥吟留别》，一句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
得开心颜”响彻天宇，在每个中
国人的内心激起了涟漪或巨浪。

唐诗之路，与万里长城、丝绸
之路、茶马古道遥相呼应，千古遗
韵在后人们的舌尖上、耳蜗里、笔
底下、灵魂深处日夜回响。

二

班竹村深处的尽头，是一条
通往天台山的必经之路。领我们
走的村里人说，以前这个村叫斑
竹村，村里人日子特别苦，觉得
斑竹泪渍点点，寓意不好，后来
改叫班竹村了。

有人说，还是斑竹好听。
有人说，总是日子好要紧。
昨日在下岩贝村路过一家客

栈，见一把旧铜锁，拴着一枚铜
钱和一个绣着莲花的蓝荷包，静
静躺在客栈门廊的木台子上，像
是被谁遗忘了。客栈敞着大门，
楼上楼下没有一个人，仿佛一个
忙累了的主人，摊着手脚躺在阳
光里打盹，静等着周末的又一波
热闹，等城里人沿着古道上来，
在此栖息一夜，看穿岩十九峰的
平流雾，拍日出或日落。一把旧铜
锁，一家小客栈，一碗热汤面，某
个旅人面朝大山发着呆，突然再
次相信美好，相信远方，相信每一

个生命都是一首珍贵的唐诗。
60 多岁的菊莲将一条卡其

色的背带裙晾到家门前的竹竿
上。她说是年轻时穿的，现在胖
了穿不了，舍不得扔。菊莲邀我
到她家坐一会儿，说要煮一锅红
薯给我们吃，自己种的，刚挖，
特别甜。她邀请的姿势是一边侧
着身往家门口走，一边笑着伸出
手像要牵过我的手。

毕竟曾是士族文化荟萃之
地，一位普通的村妇，也温文尔
雅，古道热肠。半小时后，红薯
还未熟透，我往土灶里添了一把
柴火，看火苗软软地舔着锅底，
看菊莲揭开锅盖时，蒸腾的热气
使她变成一个仙女。

拿着半块红薯走出她家，走
在下岩贝村的暮色里，闻到了整
个村庄弥漫着煮红薯、晒稻谷、
晒小米、晒豆子的香气，听到了
鸡鸣狗吠和很土的方言，还听到
一些与唐诗格格不入的名词，比
如“握手言和”工作室、“微法
庭”“老娘舅”“民宿贷”“草莓
贷”等等，与我们追寻的诗情画
意相去甚远，却与菊莲们的日常
息息相关。

村口空地上晒满了金黄的稻
谷，几位闲坐着的老人脸上的褶
皱里窝着一团一团金黄的阳光。
忽然觉得，那些名词也有了某种
诗意。比起奇山异水，这里的人
间烟火是否曾给过“李白们”更
多抚慰？

三

从班竹村的尽头往回走时，见
一位白发老妪站在家门口含笑看
着我们，身旁晒着两大竹筛红枣。

我问她，老人家您知道这里
是唐诗之路吗？

她笑了，知道知道，你看墙上
画了好多诗，可惜我不识字的。

我的母亲，每年从家乡海岛
玉环前往新昌礼佛，一路向北，经
温岭、黄岩、临海、天台，抵达新昌
大佛寺，她从不知道自己走在唐
诗之路上，走了那么多年。

年少时的我，从玉环前往杭
州求学，大巴车一路向北，常于
风雪交加的深夜，在天台山会墅
岭下车吃一碗面，继续漫长的车
程。那时，我不知道自己正走着

“李白们”走过的路。
假如唐诗是一个人，他一定

很高兴这些年自己的名字在此被
频繁提起，在更远方被更多人惦
记。我想，他一定也不介意自己
的名字在此被乡野老人们忘记。

每个生命都独自奋力承载着
自己的萌芽，挣扎，绽放，凋
零，对于乡野平凡的人们，唐诗
当然可以像卖木莲花豆腐的女子
想的一样，只是一个认识或不认
识的普通人而已。李白是谁？唐
诗是谁？他们自己就是。

繁诗似锦，哪及眼前的半点
温馨？要紧的，是将日子过成一
首好诗。

（苏沧桑，出版散文集《等
一碗乡愁》等多部。曾获“冰心
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琦君
散文奖”“中国故事奖”等。）

上图：新昌穿岩十九峰。
新昌宣传部供图

左图：下岩贝村。张亮宗摄

唐诗来过
苏沧桑

八角寨位于湖南省新宁县的崀山
镇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的梅溪镇
境内，它是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
是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我多年行走在
这片山峰与峡谷之间，用相机追逐奔
溪与流瀑，不得不说，八角寨是一生
中值得一去的游览胜地。

在我人生的记事簿上，可以找出
无数次攀爬它的痕迹。当时攀八角
寨，主要从湖南境内进入，游步道很
简陋，攀爬极费体力，从山脚开始，
需攀登 1708 级台阶方能到达湖南与广
西交界的一处山瘠，这一段路特别难
走。为方便游客进出景区，现在优化
了游步道，新建了索道，上山乘坐索
道，下山步行观景，这种组合对于游
览八角寨是最好的出游方式。

坐上索道，随着它不断攀升，那
些原来在平地上看不出新奇的石峰、
石丘、石墙、石幔、石窠、石柱等慢
慢有了变化。有些像小鱼，有些像海
豚，有些像笨龟……

八角寨是一处高山台地。八座峥
嵘的石峰高耸入云，俗称八个龙头。
主峰为云台峰，名云台山。旧时常有
悍匪盘踞，现在山峰处留有一些历史
遗迹。下了索道，经过“一脚踏两
省”那片分水岭，再用十来分钟就可
以爬上云台山顶峰。登上云台山观景
处，极目远眺，不禁心旷神怡。遥望

西北是青山拱黛、满坡披翠。那些石
峰仿佛是一个个青螺，在峡谷间拱
卫。再观西南是群山峰逶，似波涛起
伏。成群的石头朝着相同的方向，好
像刚刚跃出海面的鲸鱼，正飞腾嬉
戏，逐浪追花，这就是“鲸鱼闹海”
奇观。它们的峰顶长满了郁郁葱葱的
灌木，好像戴着一顶顶草帽。

观赏“鲸鱼闹海”奇观，最佳时
辰是早晨七点多钟，若头天晚上降雷
阵雨，第二天昼夜温差较大，待阳光
破晓，探出晨曦，天地之间、峡谷与
山峰之中就会形成薄如轻纱、透似蝉
翼的烟云。那些烟云环绕丹峰，随着
风儿飘荡。烟云中的石峰，像一只只
鲸鱼在大海里游动、在烟岚里逡巡。

八角寨每个季节都有烟云，最佳
观赏“鲸鱼闹海”的季节是秋季。此
时，山峰上的树叶有艳红、米黄、浅
绿、碧绿、绛紫、土灰、黄褐等，色
彩丰富、色韵相间，点缀在石峰上，
形成非常强烈的色差。而且，秋季的
烟云浓度较高，一般可以覆盖到石峰的
脖颈处，让石峰可以露出一头，这样就
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鲸鱼闹海”。

八角寨最陡峭的一角就是著名的
“龙头香”，它的峰尖似翘起的牛角。
这里常年山风怒号，四周险崖壁立，
深谷如坠。这是摄影爱好者最喜欢的
地方。烧龙头香必须由本地山民攀

爬，一般人到不了龙头上去，且必须
心诚不急躁。山脊小径不到5寸宽，去
者手足并用、胸贴岩石、匍匐前进。
就在这奇险无比的翘角顶端，竟有一
座山神小庙，而另一条险角伸向阔
野，此处被称为“舍身崖”。

八角寨的云台寺有1000多年历史，
这座千年宝刹重修多次，现在看到的是
2009 年湖南崀山为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时重建的。整个古寺立于八角寨的次高
峰。站在寺院，可以俯瞰广阔的田园与
村寨，聆听远方传来的鸡鸣与狗吠。听
崀山景区的工作人员讲，由于山顶太过
险峻又不通公路，古寺建筑材料难运
输，全靠人挑马驮，历时一年多，才将古
寺建造得这么精美，供奉的佛像栩栩如
生。众多佛像外，还有生在崀山追随岳
飞出征的抗金名将杨再兴的雕塑，他与
众僧一道，默默守护着这方乡亲。乡民
与游客常来此祭拜，云台寺香火不绝。
除了这些，最神奇之处还在于云台寺的
后院有一眼千年不枯的井水。在一名老
僧的引领下，我们找到了那口井，老僧
麻利地将水从井里打了上来，让大家品
尝，真是清凉爽口，如饮甘饴。

有 时 间 ， 挑 一 个 风 清 气 畅 的 日
子，给心灵放放假，去爬爬八角寨，
去看看那神奇的丹峰、烟云、幽谷与
古寺，定会令你魂牵梦萦……

上图：八角寨“鲸鱼闹海”。

梦萦八角寨梦萦八角寨
贺贺 君君文文//图图

此次潜山行之前，我对位于
安徽省西南部的这个县级市知之
甚少，想不到它被誉为“安徽之
源 ”。 潜 山 在 春 秋 时 为 皖 国 古
都，因潜山的历史人物皖公而得
名，安徽的简称“皖”，即来源
于此。以前常听说的名山天柱山
就在其境内，“潜山”就是天柱
山的古名。

潜山市 （过去是县） 以山为
名，据 《潜山县志》 载：“山以
潜 名 ， 县 以 山 名 。” 且 山 有 三
名：“盖以形言之，则曰潜山，
谓远近山势皆潜伏也。以地言
之，则曰皖山，谓皖伯所封之国
也。或谓之皖公山，亦曰皖伯
台。以峰言之，则曰天柱。其峰
突出众山之上，峭拔如柱也。名
虽有三，实一山耳。”因此，天
柱山国家 5A 级风景旅游区，自
然成为潜山市的标志，也是潜山

的旅游胜地。
在前往天柱山途中，我们了

解到，天柱山与黄山、九华山并
称“安徽三大名山”，是国务院
首批公布的全国44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之一，先后被认定为国家森
林公园、国家 5A 级旅游区、世
界地质公园和国家自然文化遗产
地。这更增添了我们对天柱山的
向往。

我们一行乘缆车来到山腰，
开启了攀登之旅。天柱山全由花
岗岩巨石组成，除了一座座山峰
外，一路向上常常会见“飞来巨
石”，有的还在头顶垒成一个石
窟，显示出亿万年前地壳运动的
鬼斧神工。天柱山不像黄山那么
奇险，而是多了几分俊秀。我尤
其惊叹于那些奇松，在光秃秃的
石缝中长出形态各异的曼妙身
姿。这些奇松的顽强毅力，实在

值得称颂。登山总是如此，不经
历艰辛的攀登，总难见最佳的风
景。终于到达目的地蓬莱峰，不
远处的天柱峰一柱擎天，赫然屹
立于眼前。此峰潜伏在崇山峻岭
之中，古称“潜山”，名副其实。

如今，潜山市倾力打造四条
旅游精品线路，分别为“山水寻
秘之旅”“文化寻源之旅”“乡愁
寻美之旅”“康养寻福之旅”。离
开天柱山，热情的东道主即带我
们先后去山谷流泉文化园和天柱
山地质公园博物馆两个点位考察
参观。这其中，山谷流泉摩崖石
刻群数量之大、名家之多、品格
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此处摩崖石刻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现存唐代至民国历
代石刻 400 余方，以两宋石刻为
最多。唐代李德修，宋朝王安
石、黄庭坚、苏东坡，明朝胡缵
宗，清代张楷等名宦大家都曾题
字崖谷。王安石写道：“题舒州
山谷寺石牛洞泉穴：水泠泠而北
出，山靡靡以旁围。欲穷源而不
得，竟怅望以空归。”舒州即古
时潜山所在地州府名。自东汉至
南宋 800 余年间，历朝历代均有
名家或主政或巡游于此，加上此
地岩石坚硬深长，留下众多摩崖
石刻便不足为奇了。

潜山市的梅市长对潜山的旅
游资源了如指掌，他说自己常向
来宾介绍潜山的“一二三四”，
即“一座山、两条河、三个女
人、四个男人”。这四个字概括
了潜山的自然环境与历史人文。

一座山当然是天柱山，两条
河即皖水与潜水。至于三个女人
和四个男人，分别是哪几位名
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潜
山，去寻找答案。

左图：天柱山风光。
江 胜摄 （人民图片）

潜山行潜山行
董利荣董利荣

在我的记忆里，有两
条印象最深刻的河，一条
是少年时代小城南门外的
护城河，我是在那里抓鱼
摸虾、捉虫采花玩着长大
的；另一条就是工作后，
与我相伴15年的茨巷河。

茨 巷 河 是 柴 河 主 流 ，
发源于云南昆明晋宁区甸
头村东北面的山箐，它从
晋宁最大的水库——柴河
水库底涵排水渠分水闸开
始，流经段七、科地等村
庄，一直流淌进 10 多公里
以外的滇池。在上游它叫
柴河，流经上蒜镇小朴村
的时候，又由分洪闸一分
为二，主流改名茨巷河继
续 流 经 上 蒜 镇 的 其 它 村
庄，最后注入滇池。分出
的支流则改向，汇入晋宁
另外一条入滇池的河道。

茨 巷 河 流 经 上 蒜 镇 ，
又从化肥厂缓缓穿过，在
化肥厂工作的 15 年间，我
凭脚力或骑自行车走遍了
整个河段。结婚以前，要
么是自己一个人去，要么是和同事朋友一起去，后
来，结了婚，就常和妻子一起去。我们经常是在休息
日吃完早点，带上干粮和水就出发，随意顺河堤往上
或往下，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直到傍晚玩累了才回
来。我也经常会和妻子在河边采摘野薄荷、水芹菜、
荠菜等野菜。

可以说，一条河流为这个小镇增添了无限生机和
活力，也让我们有了打发业余时间的地方。每一个关
于乡愁的故事，都离不开对小河的描写和怀念。

在枯水季节，茨巷河往往只有几十厘米深，清澈
见底。每天看着河水日夜不停地奔涌，不断地和堤岸
与河底的鹅卵石碰撞，发出哗啦啦美妙的声响，不论
那一刻心情是好是坏，总会生出许多感悟，我也常常
把它们写成文章或诗歌。

每到雨季，河水经常会达到一两米深，因泥沙携
带较多，水是泥土色或红色。大量河水涌入滇池，滇
池里的鱼类就会因“抢水”逆流而上，这时，最适合
在河道里垂钓或捕捞。

只可惜，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茨巷河周边工厂、
矿山的废水往往只经过简单的沉淀处理就直接排进河
道，再加上小镇、村庄的面源污染，造成了河的下游
全部是黑臭水，出现了鱼虾几乎断种的严重污染局面。

后来，滇池和茨巷河的污染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
视，工厂废水必须按要求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几年
后，政府再次加大了对入滇池河道的治理，美化河
堤，同时，对周边的企业提出更严苛的环保要求，生
产污水必须自行消化，实现零排放，生活污水统一由
集镇的污水处理池处理后排放。就这样，我所在的化
肥厂用混凝土封闭了对茨巷河的所有出水口。从此以
后，村民也不再允许在河道及流域周边的坝塘里放养
鸭鹅。

2009 年，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化肥厂和茨巷河，
但我依然关心着它的喜怒哀乐，关注着它的一点一
滴，这里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现在，我看到河水越
来越清，滇池越变越美，很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记忆
中那条清澈的茨巷河又回来了。我知道，要找回“烟
雨空蒙山海际”般的美丽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只要不再以牺牲大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狭隘的经
济效益，方向对了，就不怕山高路远。当这里的人们
深刻地理解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就会
更爱滇池，更爱茨巷河，并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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