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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如水，倾泻在秋意浓浓的安徽
和县 （古为和州） 县城，四周环顾，人
流、车流融入月色中，虫唧、鸟啾、风
鸣，被月光稀释平和。此时，月光与灯
光混浊成一条河流，苍苍茫茫，云水泱
泱，处于高地的陋室临“水”而居，周
遭的松柏、竹林、桂树影影绰绰，婆娑
摇曳在“水”中。

以往来访陋室、拜谒刘禹锡这位大
唐和州刺史一般是在早晨。晨练者在陋
室公园散步，音乐爱好者坐在长廊美人
靠上拉二胡，还有人钻进竹林深处高声
诵读。这次踏月寻访陋室，心中默念

《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
不在深，有龙则灵……”感叹“在水一
方”，心中油然生出对刘禹锡的一份敬
仰与无限遐思。

一

月下，陋室水洗般清晰可辨，品字
形的白墙黑瓦建筑，昭示着这里安居着
一个品行高洁的灵魂。门楣上的“陋
室”二字，为现代诗人臧克家所题。茫
茫月色，粼粼波光，向陋室前进，宛若
涉水而行，清月沾衣欲湿，顿觉一身微
凉。倘或这时能与大唐刺史谋面，哪怕
须臾片刻，也不枉月下此行。我徜徉松
柏竹影间，感觉脚下的青青苔痕潮湿松
软，却没有寻到陋室旁栽植的、曾给他
带来劫难的桃花，许是为月华淹没。刘
禹锡钟爱写桃花，哪怕因此被贬土风僻
陋之地，也不曾改变志趣、折腰摧眉。
赴谪途中崎岖山岭横道，他携家人翻山
越岭，不曾叫苦叫累。

他没有罢笔桃花，而是继续吟桃
花、写桃花：朗州的桃花“俚人祠竹
节，仙洞闭桃花”，连州的桃花“不学
夭桃姿，浮荣在俄顷”，和州的桃花“茶
炉依绿笋，棋局就红桃”，夔州的桃花“城
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杜若香”……

二

吱呀呀，临南的几扇木格镂花窗子
发出一阵声响，摇晃一窗月华。他推开
窗子，月光霎时如潮水般汩汩地奔涌而
来，映着他清瘦的面容，案牍上泛黄的
卷卷诗书和墙上挂着的那张素琴也沐浴
在似水的月华里。一缕云香袅袅升起，
缭绕在一方天地中，他仰望月空——透
明、清澈、深邃。这何止是自然的月光，
更是人文的月光。孔子儒家思想——仁
义礼智信，如尼山的月光越千年，洒在
人间陋室，彻照他的骨髓。刘禹锡，字
梦得，“梦得”为梦中所得，“禹锡”意
为圣人大禹所赐。父亲刘绪为他取此名
字，喜爱之情自不待言。自小开始，刘
绪就让他读儒家经典，追求“一箪食，
一瓢饮”的精神生活，像颜回一样不改
其乐。禹锡喃喃道：“子曰：‘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

取下那张素琴，没有焦桐的名贵，
没有瑶琴的华美，只此素琴，用衣袖轻拂
琴弦上的尘埃，月下的那身青衫倒成了
月白色，看起来温润如玉，纯朴如初。

轻挑慢抹银弦，咚咚——旷古悠远
之思，铿锵金石之声，从弦上飞出，清
脆、悠远、厚实。携妻离京后的23年贬
谪岁月恍若昨日，这些年里，妻子薛
氏、母亲卢氏、好友柳宗元等一个个相
继离去。艰难困苦中，他也学会从丝竹
里觅得一丝安慰。在夔州时，同里的年
轻人唱着 《竹枝》，吹笛击鼓，歌笛之
声，合黄钟之羽，声激荡而悠扬，有淇
濮之艳。白帝城头、白盐山下、蜀江之
畔，处处都能听闻。正值正月，春寒料
峭，自称“烂柯人”的刘禹锡看着巴山
蜀水的男女青年展开歌喉，歌唱自己的
生产、生活、爱情和自然风光，一时间
忘却了寒冷。尽管举目无亲，没有可说
话的人，但他喜欢这里的蛮俗土风，于
是将听到的民歌改编成新词。“杨柳青
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花红易
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一首
首 《竹枝词》 在巴蜀传唱。他没有沉
沦，没有倒在那条荆棘丛生的山岭道
上，而是坚信病树前头万木春。尼山的
月光成了他不灭的信念。

往事并不如烟，古琴声声，铿锵有
力，推动月波跌宕起伏，也让他的思绪
随月波绵延千里。

低眉弹着，一行清泪模糊了视线，
曲不成调，只听“咚”的一声，琴声戛
然而止。他弃琴起身走近窗下，月光不
离不弃，抚摸着他，安慰着他，故乡、
亲人、诗友，一份牵挂，两行泪痕。

三

唐长庆四年 （公元 824 年） 八月，
被贬朗州、连州、夔州的一代诗豪刘禹

锡得长安诏书量移和州，虽说未能重回
天阙，但总算日近神京。浮岷江，观洞
庭，历夏口，涉浔阳而东，自池州过宛
陵，由姑孰西渡长江。一个初冬的温暖
日子，鼓荡着白帆的舟船靠近长江西岸
和州横江浦渡口。一条厚实的长长木
板，一头搭在小舟首沿，一头当在西江
岸堤，岸上“笏板”（当地一种形如笏
板的烧饼） 的叫卖声、手艺人的吆喝
声、毛驴的喘气声、小孩的啼哭声，被
冬日的寒风包裹着，刘禹锡肩挑盛满书
卷的竹笥，踩着滚滚涛声，与家人一道
踏上和州的土地。

弃舟登岸，半百之年的新刺史还没
来得及掸掉一身风尘，翌日就下乡视察
民情，因“民为本”是他为政之基。

“比屋惸嫠辈，连年水旱并。”连年的水
旱灾害导致粮食歉收，田地荒芜。目睹
惨状，这位新刺史暗暗以“遐思常后
己，下令必先庚”自省。他还发现，和
州的版图虽仅是连、夔二州的十分之五
六，赋税却是二州的三倍，黎民百姓苦
不堪言。

刘禹锡随即在州衙召集时贤，颁布
政令，帮助灾民引水灌溉，并冒削职风
险书 《和州谢上表》 为民请命。朝廷恩
准后，减免了当地百姓的一切税赋，并
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慰彼黎庶。冬闲
时节，他带领和州父老兴修水利，挖塘
筑坝，疏浚河道。

而他自己，则在州衙后圃小山脚
下，依仙山而造，临龙池而结，建了一
处简陋之室。这里成了他与张籍、白居
易等文友诗书来往、饮酒赋诗的地方。

月光洗去他一身疲惫，他挽起袖
口，援翰蘸墨，在铺开的宣纸上写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
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墨
影在纸上横斜，在月华中摇曳。写罢，
他踱步、沉吟、回忆。

枝叶簌簌，月影西移，月华流泻这
块高地。他以“民为本”思想为基，以
旷世才情为栋，以勤政廉洁为梁，以耿
介傲骨为檩，以苍生信仰为椽，以短短
八十一字 《陋室铭》 为脊，构筑起中华
文化的又一座精神家园。

二年后，他乘舟离开和州。
回望隐在松竹桂影中的陋室，月光

如水。

陋室的月光
常兴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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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45 岁的英国
作家毛姆来到中国，也是
恰逢冬季。溯长江而上，
他 先 走 了 1500 英 里 的 水
路，再跋涉了400英里的旱
路，经过上海、汉口，最
后到了贵州的湄潭。毛姆
这一路，所见所闻不断叠
加，作家的创作冲动也愈
发激烈。1925 年，《面纱》
问 世 ， 尽 管 是 虚 构 与 变
形，仍能窥见湄潭或真或
幻的影子，“湄潭府”更是
直接出现在小说中。最重
要的是，这片西南边陲的
小镇，在他笔下竟是迷途
知 返 后 自 我 救 赎 的 涅 槃
地，可见湄潭留给毛姆的
印象，大抵是不会差的。

一趟意外的旅程，成
就了一部伟大的作品。

湄潭的意外还远不止
这些。1940 年，在炮火的
轰 鸣 中 ， 浙 江 大 学 理 学
院、农学院以及师范学院
理科系的近千名师生，满
脸疲倦，风尘仆仆走进了
只 有 一 千 多 人 口 的 湄 潭
县，这座小城迎来了又一
个伟大的意外。

在湄潭县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我看到：1939
年2月末，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过境贵阳，听人说湄潭物
价便宜，有合适房源，很快能通公路，水运入川也方
便，不禁心动。竺可桢前往遵义，向遵义县长刘慕曾了
解湄潭情况。刘是湄潭人，希望这所高校能够带动自己
家乡发展，就写信请湄潭县长严溥泉代寻校址。

严溥泉是江苏人，曾留学英国，他深知浙大如果落
脚湄潭，将会对这片土地的文化和社会风气产生深远的
积极影响。他专门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提供房舍250
多间，让出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不仅如
此，湄潭当地老百姓在自身住房条件也很困难的情况
下，还爽快让出自己的房子给师生们居住。

于是，物理系的教授们在露天场所搭起架子开始发
电，成功实现火电照明。好奇的乡民用装了旱烟的烟
杆，轻手轻脚地去点那个灯，看会不会点燃。浙大的学
生们还经常开展校园文艺活动，时间一长，地里干活的
茶农休憩时也会唱上几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浙大男女生们穿着泳衣在湄江练习游泳时，一座县城被
震得目瞪口呆。震惊之余，也有欲欲跃试的冲动。

破除藩篱，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增进了解和播撒文
明。校长竺可桢决定成立夜校，帮助老百姓读书识字。
湄潭老人袁锦兰还记得自己上夜校的情景：“每晚教两三
个字，要求学生每天要把这两三个字认得，会读、会
写。”袁锦兰说，在这所夜校里，母亲学会了识字、算数。

1946年5月，浙大东归杭州故里。
本就是意外，离别总要到来。几年时光，来和去已

然迥异，挥手之际，满是不舍。
也有特殊个例。
离别那天，浙大物理系机械和电力专业教授汤文开

站在湄潭人民送别的队伍里，原本应该跟随大部队回杭
州萧山的他，为了帮助湄潭人民发展电力，选择留在湄
潭。儿子汤喜福经常听晚年的父亲说起当时浙大师生含
泪离开第二故乡的场景：临别时，湄潭老百姓很舍不
得，提着一箩筐一箩筐的糍粑、鸡蛋、米等出来送别。

意外有时候恰恰是记忆里最为深刻的部分。
生物学家、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时璋说：“我的

黄金时代在湄潭。在这里特别要感谢遵义、湄潭人民倾
其所有，使浙大有一个良好的办学环境，没有遵义、湄
潭人民的养育之恩，也就没有今天浙大的发展壮大。”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有这样的句子：“平生最是难忘
处，扬子湄潭浙水边。”

2009年，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办学70周年纪念活
动在湄潭举行，世界各地的浙大校友自发来到湄潭。在
浙大西迁陈列馆，许多头发花白，走路颤颤巍巍的老校
友们激动不已。

对于湄潭，有些意外，其实是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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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山，大多数并不险
峻，而是非常舒展，就像黄公
望在 《富春山居图》 中所展示
的那样，海拔在1000米左右的
已经是大山。穿行群山中，车
在山道上忽左忽右，视野也忽
开阔忽逼窄，深秋之色随之扑
面而来。

浙江青田黄垟，此行的目
的地。青田早因青田石闻名于
世，但黄垟为外界知道的却不
多。黄垟因另一种矿产在行业
内很有名，那就是钼矿。黄垟
是我国重要的钼资源生产基
地，这里的钼储量虽不是最
大，但是品位高 （指单位体积
或单位重量矿石中有用组分或
有用矿物的含量）、钼矿可选性
好，而且容易开采。

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钼
被广泛应用于钢铁、石油、化
工、电气和电子技术、医药和
农业等领域。位于黄垟的石平
川钼矿自1917年起开采，历史
悠久。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
军也盯上了这块“肥肉”，企图
占为己有。

在如今的黄垟石平川抗日
护矿遗址公园，有一组11幅大
型浮雕绘图生动再现了当时的
场 景 ： 1942 年 7 月 ， 青 田 沦
陷，在石平川开采钼矿的办事
机构和矿工撤离了矿区，剩下
几百吨已经粉碎的矿石还没有
运走。日军得此消息，前来掠
夺 ， 并 沿 路 抓 来 200 多 名 劳
工，强迫他们将矿砂装袋挑到
码头。当地中共党支部及民兵

队随即成立了一支30多人的抗
日自卫武装队，决定予以还
击。在武装队的英勇和机智对
抗下，日军狼狈逃窜。

护矿斗争为黄垟增加了革
命老区的历史厚度，“钼都”字
样的基座之上，是一头展翅翱
翔的雄鹰，或许也是黄垟人内
心的标志性符号。

黄垟之名始于宋代，始居
者为黄姓，因此得名。它虽是
矿区，但和我想象中、或者和
我通常见到的矿区大相径庭。
印象中的矿区总是充满尘嚣，
但这里和青田其他地方的秀丽
山水别无二致：植被茂密，天

空蔚蓝，溪水清澈，偶尔抵达
耳边的鸟鸣更加深了这山的幽
静。油茶花此时已开到荼蘼，
但因为成片，依然有视觉上的
冲击。若在合适的时节到达这
里，山花或如锦绣般云蒸霞蔚。

如果不是铺设在路面的小
铁轨提醒着我，真难以相信钼
就藏在这山的深处，山的隐秘
之地里。垂直 200 米的深井像
是一道魔法之门：从山水的秘
境里掏出了珍宝，却又没有对
这山体造成伤害。这种采矿的
方法，称得上是用心良苦，无
疑也是远见卓识。

“青嶂忆遥月，绿萝愁鸣

猿”。这是李白隔着时空献给谢
灵运的诗句，也把唐诗之路的
足迹延伸到了这浙东山水的边
缘。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
除了公务，还开始了山水诗的
写作。在那条蜿蜒的古道上，
我们似乎还能窥见太守当年的
风采，正是这种洒脱，这种与
自然相融合的境界，激发后人
追随着谢公屐，把山水和自身统
一起来，把视野放于自然之间。

当年的黄垟，从区划上属
于永嘉，“裹粮杖轻策，怀迟上
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
毕。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涧
委水屡迷，林迥岩逾密……”谢
灵运的这些描述，和眼前的景
色也可相映照。尽管许多地名
已在行政区划调整中被湮没，
使先贤的踪迹逐渐模糊，但大
部分依然是有迹可循的，比如
乌石山是在黄垟，南朝道人陶
弘景炼丹便是在此处。

乌石，会不会就是钼？乌
石山正是富矿区。循着这种思
路，我似乎能够触摸到山水的
秘密，像是打开了一道门：发
展和保护是如何共生的？

我 沿 着 那 条 古 道 走 了 一
会，从高处俯瞰山谷间的村
落，有着桃花源般的静谧和安
宁，像是踏入了一个秘境，也
是追随前贤之路的归途。此
时，风把一枚黄叶吹到了我的
脚下，又被一阵风吹远。

上图：全国文明村——黄
垟乡石坑岭村。

洪欣熠摄

秘境与归途
李郁葱

深秋的夹谷山，自有它的
神韵。阳光水洗一般，万物清
澈。山脚的水塘波光盈盈，像
一块温润的碧玉，令人痴想握
在手上。夹谷书院古色古香，
有着厚重的书卷气，想进去浏
览，但疫情期间不开放，遗
憾。满山的树木密密匝匝，
枝叶相连，依然郁郁葱葱。

夹谷山位于江苏省连云
港市赣榆区，虽然只有 304
米高，却是孔子登临会齐侯
的 地 方 ， 应 了 刘 禹 锡 那 句
诗 ：“ 山 不 在 高 ， 有 仙 则
名”。走进浓绿之中，沿着寂
静的林荫小道前行，有时是
土路，有时是石级。清新的
气息扑面而来，浸润全身每
一个毛孔。两边一块块岩石
上镌刻着 《论语》 警句，在

这绿意裹身的山中，愈发凸
显 《论语》 的博大精深。处
处都是圣迹，圣人泉、奎星
阁、尼山分秀、孔子相鲁会
齐侯处……每到一处，驻足
欣赏，心胸竟也开阔了起来。

山林之中，不时传来鸟鸣，
“咕——咕——”“吱吱——吱
吱——”“咯咯——咯——”“喳
喳喳——喳喳喳——”是那么
的悦耳，我仔细辨听，只能
辨清其中一两种鸟，大多不
知道是什么鸟在叫。

鸟鸣声断断续续，却不
见 一 只 飞 鸟 ， 山 林 更 加 静
谧 。 不 时 有 熟 透 的 板 栗 掉
落，“啪”的一声，砸进杂草
枯叶之中。这是天然山果，
大自然的馈赠，不可错过，
赶紧弯腰拾取，装进口袋，

待回去后煮熟品尝。
桃花源一般的夹谷山，

历来文人诗家歌咏不断，唐
代进士胡曾诗曰：“夹谷莺啼
三月天，野花芳草整相鲜”，
明 代 进 士 、 赣 榆 人 裴 天 佑
诗：“我欲登临寻胜迹，开尊
东麓听啼莺”，明代赣榆名人
董志毅诗：“夹古莺声游圣
域，莒城草色度贤关”，清代
赣榆知县单畴书诗：“云暗峰
头 迷 雁 字 ， 风 从 洞 底 变 莺
声”。这些诗里都描写了“夹
谷莺啼”。“夹谷莺啼”是赣榆
八景之一，一直传颂至今，衍
生出一个个生动美好的传说。

在这鸟鸣声里，我欲寻
觅“莺啼”。夹谷山芳草鲜
美，众鸟群集，但这个时节
已难觅莺的踪影。有人说：

“啼不必莺，风微石罅莺声
也”，有一定的道理。山风穿
进石洞，刮过岩石罅隙，发
出的阵阵鸣响酷似黄莺恰恰
啼，令人流连忘返。

置身山顶，秋阳高照，
蓝天一色，天人合一，四维
皆寂静，别有一番景致，令
人遐思怀古。面前一块“响
石天鼓”岩石，宛如一条大
鱼，翔游在沂蒙山脉的流水
清波中。既然是响石，用石
块轻轻敲击，便发出阵阵鸣
响，恰似黄莺婉转啼叫，在
山谷中流淌，绵绵不绝，就
像一朵朵小浪花，好听亮眼。

上图：在夹谷山俯拍的田
园。司 伟摄 （人民图片）

鸟鸣夹谷山鸟鸣夹谷山
王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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