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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峰巍巍，慈水涟涟。穿
越千余年的历史文脉，翻开浙
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的慈孝长
卷，静静流淌的慈湖水将那些
慈 风 孝 行 的 故 事 娓 娓 道 来 ，

“汲水奉母”的董黯、“引兵救
母”的张无择、“割肝救母”的孙
之翰……慈孝之道，一桩桩一
件件，如春风，轻抚两江北岸，
如细雨，润泽了代代江北人。

慈水滋养下的宁波市江北
区，是全国首个“中国慈孝文
化之乡”和“中国慈孝文化研
究基地”。11月 28日，第十二
届中华慈孝节在浙江宁波江北
区启幕。在本届中华慈孝节
上，除了举行“千年伦理 时
代典范”2020 慈孝典范致敬
会，发布2020“新时代慈孝典
范故事”，开展中国伦理学会

“全国道德教育基地”慈城授牌
仪式，还特别编制发布了《江北
慈孝文化建设成果实证研究报
告》，分享宁波江北经验。

千年古城 点亮历史文脉

江北区的慈孝文化源远流
长，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江北区慈孝文化的主要传承地
——慈城，至今还保留着完整
的慈孝文化遗址，如张孝子
祠、董孝子溪、节孝祠、孝子
井……不胜枚举。

一千多年来，董黯汲水奉
母的孝行风范及其人格魅力深
深影响了江北大地，江北人以
孝为本，孝子孝女以及推孝及
人、慈孝惠众的感人事迹层出
不穷，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
色的慈孝文化。时至今日，江
北慈孝文化外延不断扩大，内
容更加丰富，已逐渐上升为和

谐相处、互敬互爱互助的新颖
人际关系，由局限于亲情的小
爱向面向全社会的大爱发展。

慈孝之花 开满两江北岸

2008年，宁波江北抓住“中
国慈孝文化之乡”授牌这一时
机，紧锣密鼓地筹办中华慈孝
节。2009 年 10 月 26 日，首届中

华慈孝节在江北慈城举办，当
代中华最感人的十大慈孝故事

（人物）颁奖、中华慈孝论坛等
活动相继举行。活动期间，共收
到海内外慈孝故事投稿 1529
件。中华慈孝节也成为江北每
年一度的金秋盛会，现代慈孝
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散。

2019 年 10 月 19 日，第十
一届中华慈孝节开幕。此时，
作为宁波江北慈孝文化建设

“标志性作品”的中华慈孝节
已走过十个年头。与以往不同
的是，此次活动同期推出了

“千年慈孝·家国情怀——用艺
术讲道德公开课”，为宁波市
民呈现了一场震撼的慈孝文化

视听盛宴。
宁波江北依靠“慈孝文

化”持续发力，连续举办十一
届慈孝节。11年来，江北深入
挖掘慈孝文化底蕴，全面推进
扬慈孝、推慈孝、行慈孝，在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拓展延伸出了爱岗敬业、
爱心公益、诚信友善、两岸四

地文化认同等现代人期许的慈
孝新内涵。江北先后开展了十
一 届 “ 慈 孝 家 庭 ”“ 慈 孝 之
星”以及第四届“浙江孝贤”
和首届“慈孝浙商”等评选表
彰活动，在区内涌现了众多

“中国好人”“浙江孝贤”“慈
孝家庭”。

慈风孝行缔结硕果

借中华慈孝节这一契机，
宁波江北区打造出慈孝文化主
题景区，加大了“慈孝文化
游”宣传力度，传统文化资源
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有力抓
手。此外，慈孝文化也成为文
创产业的核心元素和创意动

力。江北区与 200 多所国内高
校建立合作，通过创意设计让
慈孝文化变成“慈孝产品”。

除了慈孝产业、慈善事业
发展，宁波江北区的孝德教育
也发生着由点到面、由浅入深
的变化。自中城小学、慈湖中
学等学校相继开发慈孝特色教
育课程以来，在江北区师生和

家长的影响下，宁波市百余所
中小学的学生和家长、数千名
教师都积极参与到慈孝文化建
设中，孝亲尊长典型不断涌
现，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取得长
足进展。

随着“慈孝文化园”“慈
孝广场”“慈孝馆”“慈孝大
道”“慈孝林”等一批城市人
文景观的建成，宁波江北的慈
孝文化气息更加浓厚，孝德教
育、慈善事业、养老和文旅产
业等更加深入，在宁波市乃至
浙江省产生深远影响。

上图：慈城古县城夜景。
沈国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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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茂名，一个响亮的品牌。
一句好心，看似简单，实际上茂名

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她散发着神秘
的气息。这种气息像潮水般向我涌来。
起初，我试图与那种神秘的气息沟通，
融合。可是，我的心像一朵飘忽的云。

好心多么珍贵。天真有时释放出大
爱的灵魂，南海之涛，给我们带来灵
感，而时尚的风过于缥缈，让人难以捕
捉。发掘生活之美，我们要善于采撷，
善于与美对话，善于在历史的风景中找
到新的风景。

一

茂名有怎样一种美呢？
这一天，我走进了茂名，感受到一

种文化依托的美。冼夫人的“好心”文
化传统与今日打造的浪漫海湾，花开两
朵，各表一枝。

潮头汹涌，一泻千里。我心中的潮
头到底会怎样涌起呢？

茂名是一片迁徙之地，客家人、广
府人、福老人在漫长岁月中陆续迁徙到
这里。与深圳、汕头相比，茂名不是改
革开放最前沿，但却给我潮头的感觉。因
为茂名有油页岩、橡胶。不过，今天的茂名
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多功能现代化滨海绿
城，好心湖、浪漫海岸旅游度假区、水果基
地……彰显乡村振兴与文旅的深度融合。

当年改革开放，潮头涌起的地方，
打开了古老封闭的国门，带来一股清新
之风，我们注视着、思考着，主动迎接
来自太平洋浪潮的冲击。时光荏苒，茂
名似乎在等待什么——相比较而言，茂
名开发较晚，但“好雨知时节”，如今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下，茂名迎来了崭新的机遇。

茂名让我起笔的地方很多，难以取
舍。岭南圣母冼夫人、岭南道教先驱中
医大家潘茂名，忠良街、大美雾中岭、
大仁山、天马山、浪漫海岸、爱与浪漫
主题景区、博贺湾等等，这些名人、名
山、名海让我受到震撼和启迪，我们马
上知道茂名的独有魅力，我明白茂名将
要带我们去往何方了。

冬天，北方已经飘雪，来到茂名却
是夏天一样温暖。我首次来到茂名，茂
名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里空气清
新、青山滴翠、碧波荡漾、荔枝飘香。
这是广东的大美之地。一方土地与一个
人一样，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不断寻找生
命的方向，我们还没有看清茂名的模
样，海流与云彩没有约定就改变了方
向，茂名在崛起，崛起在新的潮头。

那不是归人，也不是贵客，茂名是聚
集梦想的地方。如果没有梦想，他们又怎
能拥有进军的新征程？又怎能有力量把
新浪潮紧紧拥在怀中？时间是有限的,智
慧是无穷的。新思想的浪花、互联网思维
的链条、新基建的框架里，网织起茂名立
体的形象。近年来，茂名实现文化和经济
两大突破：好心茂名助推下，茂名找到经
济的新动能，比如浪漫海岸，比如大旅
游，比如茂名博贺新港区。不远的将来，

“奇迹”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

二

追根溯源，我们先说好心茂名的由
来。好心与高尚相连，人做到高尚不容
易，首先能够体验奉献的快乐，才算真
正踏入高尚之门。好心是高尚之人必备
的素质。

我们走进了冼夫人故里。冼夫人画
像和雕像都看见了。她脸慈祥而不失威
严，既有男人的霸气，也有女人的柔情。
由雕像联想开来，历史的故事渐渐浮现。
叹星河之浩渺，羡大海之无穷。1000多年
前的冼夫人正神采奕奕地朝我们走来。
她“明识图远”“忠君爱国”，“唯一用好
心”是她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源头。

“唯一用好心”，是冼夫人为隋朝平定王
仲宣叛乱、被封为谯国夫人后，每年训示
子孙的话。这在《资治通鉴》《隋书》中均
有记载。意思是：我先后服从梁、陈、隋三
朝中央统制，赤诚耿耿，完全是一片好
心。这样我就将“好心”一词的内涵和外
延吃透了，看到冼夫人的一片丹心，不仅
仅指一家人，或是身边人，更有家国情
怀。冼夫人身上的优秀品质，具备生命的
坚韧和情感的深厚。

落魄的人在寻找还乡的路，如愿的
秘诀是拥有一颗好心。茂名人捕捉到其
精髓。海南人和岭南百姓，视冼夫人为救
苦救难、护佑众生的神灵和圣母。

我们还瞻仰了冼夫人墓。

道通天地，思人风云。冼夫人的历史
故事，赋予今天的生活蓬勃的生命力。在
茂名，我们采集清晨的鸟鸣和夜晚的涛
声，更加靠近诗与远方。每一座山，每一
片海，每一处景，如同天设地造的好画。
三角梅初绽，淡雅又娇艳，香气烂漫。

三

我们到浪漫海岸已是傍晚。大海咆
哮着，落日在浪头上闪跳，在大海中变幻
着瑰丽色彩。南北逶迤的沙滩，浪缓滩
阔，沙质细腻，海水洁净，有“潮来一片
雪，潮去一片金”之美誉。奇石、椰林、礁
岛、银滩、渔船，这是我们最惬意的时光，
大家都来了拍照的兴致。我们看见游客
乘快艇出海，乘风破浪。有的情侣在拍婚
纱照，有的情侣在沙滩甜蜜依偎。当落日
掉进海里，那一刻，美得不可方物。

白天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到了
夜晚，远处是星空渔火，近处是海上烟
花。脚下的彩灯突然亮了起来，照亮一大
片草坪。夜色里，我们看见和风吹动着白
云。浪漫海岸的夜景更加优美，有袅袅的香
气环绕，有白色的海鸥一闪一闪地飞舞。岸
上的椰林，有一片蝴蝶从花丛中飞起，把梦

留在最深最醇的芳香里。浪漫海岸纯粹的
艺术格调，引发我们无穷的想象。我喃喃自
语：茂名竟然有这么美的地方？

第二天，我们来到好心湖。好心湖，
在金塘镇之东南，宛若一块蓝绿相间的
翡翠，定格在露天矿生态公园。这里曾是
开采油页岩的矿坑，如今华丽变身，成为
游人喜爱的好心湖。各种鸟类，特别是白
鹭，成群地飞掠于碧清的水面，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让无数人为之陶醉。

我看五彩的云朵，云朵后面是星辰。
再看大海的浪花，海水的下面不仅有鱼
虾，还有无尽的奥秘。

这种奥秘，像是圣者吹响了一管魔笛。
茂名人吹奏着魔笛捕捉历史留下的

旅痕。一个个远去的面孔，一个个远去
的传说，无不渗透着茂名的历史与文
化，我们慢慢明白了真相，茂名的崛
起，是因为有历史文化传承。茂名文化
是有温度，有慈爱，有力量的文化，祖
先的眼睛看着茂名，看着我们的后人。
眼神里传达着某种意志，筑起顽强的生
命之巢，让血脉永远相连。

去年全国“魅力中国城”竞演中，茂
名一举夺冠。我的心走不出茂名，因为这
里的好心文化是博大的。我们的根，我们
的来路，我们的精神原色就是大爱大善。
冼夫人留下的好心文化不仅是茂名的、
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我们从
中吸收了精华营养，获取了精神能量。

身在茂名的每个夜晚，虽然我无法
准确参悟破译每一个梦境，但一觉醒来，
心中被净化，好心常在，就有一种提升的
感觉。丢掉忧伤，获得吉祥之兆，梦想飞
翔，将岁月中美好的音符唱响……

（关仁山，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
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
说《日头》《麦河》《唐山大地震》等，
长篇纪实文学《感天动地》等。作品曾
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和第十一届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等。）

上图：红红绿绿，锣鼓喧天，龙舟
赛成为茂名乡村的靓丽风景。

下图：茂名城市夜景。
本文图片均为冯光钦摄

好心茂名 浪漫海岸
关仁山

北京怀柔的龙潭涧，是一
处可以上教科书的地质景观。
尤 其 是 冬 日 ， 少 了 苍 翠 的 掩
映，大地露出赤裸的一面，原
生态的景象别具一格。

石头是它的主元素。那些
千姿百态的石头，一堵堵矗立
在崖壁和山谷，一坨坨俯卧在
溪床和潭中，一窝窝坐落在水
边、林侧和陡坡。严谨而有序
的生命结构，给人以哲思和遐
想，呈现出花岗岩地貌特有的
刚柔并重，展现出龙潭涧幽深
的生态古韵。

北石锅那些灰白色崖壁，
峻峭而陡险，从本质上诠释了
石头的内涵和品性。镇妖石很
像是一块巨大的石碑，写满时
空难以破解的墓志铭。而三瓣
石则像厚重的竹简，让人联想
到鬼谷子留下的无字天书。鬼
谷子是来过这里的，不远处的
鬼谷庐就是他当年研学教徒的
地方。更多的石头则是遵循返璞
归真、大道从简的艺术原理，以
简约造型出现，浅显一幅素描抑
或一幅水墨的艺术效果。

冬天的龙潭涧，是一幅素雅的水墨画，是一首纯粹
的山水诗。这由石头开笔谋篇的壮美诗画，沿着惊天动
地的韵仄，把雄浑和瑰丽铺向天地之间。

把龙潭涧比作“北方的张家界”一点不为过。张家
界最精彩的“十里画廊”堪称一绝，而在全长4公里，最
大高差700米的龙潭涧里，全部由花岗岩构成的岩壁被风
雨描摹和时光雕琢，俨然成了仙师画工的“水墨丹青”，
其美毫不逊色于“十里画廊”。而且，仰头可看，触手可
摸。从那凝重的水墨中分明看到了魏晋的山水，唐宋的
书画以及远古的石刻和石窟。其实，在龙潭涧，每一块
石头，都是美的造型，组合着时空，组合着生命；每一
处岩壁，都展示着地域风情，涵盖着自然和人文，蕴藏
着历史和现代。

龙潭涧内有几十座形状各异的水潭，名字亦是诗情
画意：梅花潭、日月潭、仙人潭、鸳鸯潭、玉龙潭、叮
咚潭……象形会意。这些水潭看似零乱，其实是遵循某
种规律，内在联系的。譬如说七星潭，大的如船舱，小
的如腰盆，疏密有致，从高往低逐层而落，形散意不
散，一如诗格。正是一场雨后不久，潭水浅溢，那披洒
在岩石上的水流清澈流韵，就像诗句之间的平仄韵律，
唯美得很。

有苍鹰在头顶上盘旋。被两边山崖切割得有些狭窄
的天空显得很高，漂浮的白云像是在涧顶架桥。或许，
苍鹰俯瞰这涧谷就像我们仰望星空，长长的涧谷就是一
条银河，这数不清的水潭就是银河里的星座，七星潭就
是排列有序的北斗。

那状如石砚的墨池潭，水色墨绿，不知润湿了多少
文人墨客的笔端，留下了多少千古文章和传世画卷。除
了鬼谷子来过，还有孙膑来过，刘禹锡来过，许许多多
舞文弄墨高手来过。或许有些文字和画页流失了，但墨
池千古，水流千古。

石，因水而雄伟刚毅；水，因石而缠绵隽永。这是
龙潭涧石与水珠联璧合奉献给世人的精彩之作。

冬天，最能体悟龙潭涧树木的伟岸和坚毅。没有了
树叶的遮掩，遒劲的树干便像石柱一般撑起一片天空。
而那些攀爬在石壁上的根系，让人们看到了一棵树在奇
石遍布的涧谷，是怎样傲然挺立的。没有泥土覆盖的根
系看似枯死，其实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为树木另一个
季节的苍翠蕴积生命的能量。仰望这些树木，仿佛在仰
望一座高山。

冬日的龙潭涧，确实称得上是一本教科书，值得我
们翻阅，解读。

冬
日
龙
潭
涧

张

恒

步入月色溶溶的西安，即
被那无所不在的浓郁文化氛围
所包围，大街上霓虹闪烁，为这
座古城披上了盛装，让一抹大
唐遗风，更加妖娆多姿起来。

为了近距离品读西安古城
的钟鼓楼、碑林等名胜古迹，我
们此行选择了距离古城南门不
远的一家风格古朴的旅馆，那
里离湘子门牌坊也很近，一抬
头就能看见西安的古城墙。

钟鼓楼位于西安市中心、
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处，钟
楼与鼓楼遥相对望。从住处步
行到钟鼓楼附近，也就十几分
钟。我们一行就着灯光拾级而
上，古城夜色尽收眼底。抬头眺
望古城南门，城墙内人头攒动，
热闹不已，丝毫不比白天逊色。

这座拥有 3000 多年建城
史的古都，历史古迹俯拾即是。
秦始皇兵马俑、大明宫、华清

池、法门寺……置身其中，处处
都能感受到浓厚的历史韵味。
公元前 139 年，汉使张骞就是
从这里出发，历经艰险抵达西
域，开辟出丝绸之路。这座“友
谊之桥”，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与
商贸融通交流的国际通道。今
天的西安，则是一座兼具朝气
和历史底蕴的现代化大都市。

到西安游玩，除了品读古
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品尝当地
的特色小吃，也成为了西安旅
游的揽客招牌。趁着晚上人
少，我们踏着一路灯火去逛西
安的回民小吃街。那里集聚了
几乎所有的陕西特色小吃，不
但有口味纯正的肉夹馍、羊肉
泡馍、牛肉拉面，粉蒸羊肉、
蜂蜜凉粽、羊肉饼、灌汤包
子、蛋花醪糟等也一应俱全，
还 能 见 识 宽 比 腰 带 的 biang
biang 面，更有用一尺多长、

比筷子粗的红柳枝串起来的大
串羊肉串，在沿街摊点上被烤
得“嗞嗞”有声，散发出令游
客难以抵挡的香味。

羊肉泡馍号称“陕西一
绝”，是必须要吃的。进了泡
馍馆，要上两三个馍，洗净
手，把陕西著名的大老碗放在
桌上，坐下细细掰成几块，再
慢慢掐成小指甲盖大小，然后
端去大师傅那里加工。如今的
泡馍馆大多备有一台搅拌机，
可以把馍迅速加工成均匀的小
碎块。但老食客们对这种加工
方式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手工
撕开的馍会煮得更入味，才配
得上那一锅老汤。合着馍一起
煮的，有筋道的粉丝、新鲜的
蒜苗和几大片卤羊肉。羊肉入
口鲜嫩酥烂。煮好的馍端上
桌，看不到热气，但碗却摸着
烫手。碗的上面浮着一层油，
封住了热气和香气，用筷子在
一角拨开，热气才携着香气扑
面而来。有经验的吃客，一碗
馍吃到最后还是烫嘴的。

道不尽西安古城的历史文
化，看不尽秦川大地的遍地古
迹，细品古城，数日浏览几千
年。来西安，领略历史沧桑与中
华文化根脉的深厚，尽情享受
这片土地的古老与时尚。

上图：钟楼与水墨云彩融
为一体。杨静龙摄（人民图片）

夜游西安
望 川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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