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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时兴起，欲夜登天柱山，赶在
启明星出来前，登临绝顶，静观日
出。于是周六黄昏与朋友相约，驱车
盘旋上山，穿越色彩迷宫，抵达夕阳
幻境，沿途丹枫似火，乌桕滴血，银
杏辉煌，金钱松灿烂。入住山腰丹青
居石房子，倾听石头的心跳。

凌晨三点半，自丹青居出发，提
电筒潜入黑夜，大千世界浓缩成一束
光柱，森林省略多余的部分，只剩一
根根树干，像列队的士兵，守护古老
天柱的寂静与神秘。山风举着微弱星
灯如影随形，忽而林间低吟，忽而松
冠浅啸。石阶在脚下延伸，引我们
向前攀登，金色松针落满石缝。薄
雾含着雨意，星星熄灭了，风仍伴
我前行，举灯给风照路，风容颜苍
翠，在松涛之上凌波微步。短松冈上
露出的白色砂岗——古潜阳十景之天
柱晴雪，灯下看如银冢。冢边的老松
根如虬龙。再上，遇大石如桃，名

“仙桃石”。
疾行约半小时，至炼丹湖，乃东

汉左慈炼丹处，丹灶苍烟亦属于古潜
阳十景。风口上，风大吼，一湖荡
漾，水轻轻咆哮，波涛挽着波涛，似
要起飞，黑夜摇晃，人几乎站不稳。
松在垂钓，用一两颗残星做饵，钓湖
中水怪。灯光照到湖对岸，临波巨石
上站着一个人，我认出是葛洪，背着
宝剑，起舞弄清影，不似在人间。光
圈游移，葛洪身后有玲珑的石拱桥，
是仙人渡。葛洪为左慈曾徒孙，也在
这一带炼过丹，李白求仙学道，很难
说没受过葛洪的影响。杜甫曾在《赠
李白》 中写过“未就丹砂愧葛洪”，
而李白也来过天柱山。葛洪遁影于天
柱山，千百年过去，天柱山民为求丹
问药、祈愿健康，又千刀万凿将他请
出来，就立在对岸。

环湖石径在湖尾逃逸，化作曲折
的悬梯，山兀自陡峭起来。我频频回
首，与葛洪作别。

二

一路上行，忽听路旁低语，细听非
人声，举灯探照，大石藏幽泉，一曲高
山流水，在此婉转低回。石阶覆盖着稀
疏落叶，脚踩上去，吱吱一声轻响，举
灯近看，是一个板栗球，龇牙咧嘴，吐
出了两个乌黑油亮的板栗子。路两旁
大石渐多，猛不丁冒出来，像躲在黑暗
中的巨兽。光柱交错，切割夜空和森
林。松冠翠绿，像黑石头中长出的翡
翠。这时，前面人停下脚步，光斑依次
熄灭。西关遗址到了，我们在此歇息并
怀古。南宋末，刘源率义军盘踞天柱
山，抗元十七年之久，最终战死。天柱
山设东关、南关、西关、总关，北面无关
可守，亦无路可攀。如今，天柱山仍保
存着数处刘源当年建造的关寨。

举目遥望，山下一城灯火，潜山
市区如一片浮游的星子鱼，三千年皖
城不眠。

疲倦敌不过寒冷，运动是硬道
理，重新向更高处进发。又遇岔路，
到了阴阳隔，北宋黄庭坚有诗云“撑
空云霞断，半岭阴阳隔”。向右朝阳
坡，奔竞秀台，上青龙背，道险且
长，是近年新开发的游线，我走过数
次，站在青龙背上，东关数万亩竹海
绿浪连天。向左背阴，是老游线，路
短且古。这次，我们选择了老线路。
途中遇巨石，上刻尺方大字“一柱擎
天”“万岳归宗”。擎灯摸古字，约莫
半寸深。再往前，过小心坡。

终于到达仙人洞。天柱山是世界
地质公园、石头的王国，典型的崩塌
堆积型花岗岩地貌。大石垒叠，小石
撑垫，漫长而剧烈的造山运动构成无
数深谷幽洞，千奇百怪。仙人洞又名
柬 之 洞 ， 洞 口 刻 有 “ 大 宋 李 柬 之
宿”，柬之者，潜山人也，北宋时知
庐州。举灯进洞，三尺石台，正面刻
满文字，细看竟是 《道德经》 全文。
台前石壁上悬坐一老者，老聃也。我
们赶紧打拱作揖。万古长夜，老聃是
一盏明灯。

三

同行者告诉我，张永富夫妇就住
在下面石屋，可去拜访，喝口热茶。
张永富是摄影家、画家，一生痴迷天柱
山，退休后年年登临，长枪短炮专盯着
天柱峰日出日落，长锋短毫勾染山高
水长。2022年，他携老伴登上天柱山，
隐居悬崖，像一对鹰隼，在烟云间起
落，一住数月不下山，转眼深秋。

出仙人洞是一段桥，两端有台阶
下行，石屋就藏在路下，因形就势，
填坑为地，铺板为顶，三面皆石，门
前百丈悬崖，面朝天柱群峰，原是山
上环卫工人临时住所。

凌晨五时，我见到了张永富。他
宽面大脸，短髭斑白，中气十足，说
话有金石之音。室中一案，铺着四尺
宣，纸上天柱骨骼清奇。案前石壁上
悬一个液晶显示屏，天柱峰、飞来峰
双峰并峙，晨光照耀，金顶辉煌。张
老师轻点鼠标，天柱山的千姿百态便
在屏幕上展现。

一柱擎天，万古风月，光影在巨
石间变幻，云霞在群峰间流动，无数
美轮美奂的瞬间摄人心魄，我被深深
震撼，热泪在眼中打转。鼠标落在一
个红色的身影上，“你看，我家老太婆
是免费的模特。”那是一片晚霞。说话
间，照片中的模特进屋，轻语，“天开了
一道小缝。”大家蜂拥而出，我尚在与
永富老师道别，门外已惊呼一片。

我屏气凝神，被眼前的景象惊呆
了。广袤的黑暗被划出一道长长的口
子，透着红光。稍许，狭长的口子化
作一柄烧红的长剑，刺向万里昏蒙。
众人转到天元石附近，不约而同熄灭
电筒，重归黎明前的黑暗。天门渐
开，在微光的催化下，我们从混沌中
被慢慢解析出来。卜居亭在眼前浮
现，我移步亭中，扶栏远眺。终于，
红日跳出窄门，光照人间。天边高耸
的云峰在风中纷纷倒塌，化作缤纷朝
霞。眼前，流云飞雾如千军走马，天
柱群峰若隐若现，俄而红光加顶，俄
而银袍加身，俄而似羞赧少女，俄而
如冷面郎君，纵有恒河沙数的妙喻，
无法摹其形神于万一。大家纷纷朝主
峰奔去，白雾的缝隙中，古松的羽翼
下，悬崖之巅，亭台之内，不时人影
晃动，是西线百步云梯方向夜爬上来
的游客。

彩虹！佛光！有人在天池峰上惊呼。
上图：天柱山风光。周继根摄
左图：夜色下的天柱山炼丹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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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 家 中 珍 藏 了 一 张 CD，
是岭南音乐创作人邓伟标的专辑

《古城今昔》。这张专辑总共收有
10 支乐曲，主题均为歌颂广州。
流花湖、天河、麓湖、狮子洋、
沙面……这些广州的地标性景
点，皆被写成了曲子。

年初去广州旅游，我特意按
照 《古城今昔》 里的歌名景点，
游览了流花湖公园、麓湖公园，
还有沙面。印象最深的是沙面。
它是广州的一个小岛，位于珠江
的白鹅潭畔，最早由珠江冲积出
的沙子形成，故名“沙面”。

沙面面积不大，仅有0.3平方
公里，从宋朝开始，这里就成为
繁荣的通商口岸。鸦片战争之
后，沦为了英法租界，遗留下许
多风格迥异的历史建筑，有英国
浪漫主义风格的红楼、哥特式露
德天主教圣母堂、劵廊式风格的
沙面大街48号洋楼、古典复兴建
筑风格的汇丰银行……五颜六
色，各美其美，像是一个露天建
筑博物馆。小小的沙面，成为我
国近代史与租界史的一个缩影。

沙面大街是沙面的主干道，
整洁、幽静，葳蕤的古树遮天蔽
日。这里是广州古树名木最为集
中的地方之一，可以看到多棵
200 多岁的樟树、100 多岁的榕
树。我很羡慕生活在沙面的居
民，抬眼便是美轮美奂的古建、
郁郁葱葱的古树，每天欣赏明信
片一样的风景，实在养眼。沙面
大街花团锦簇，还修了一个花园

跑道，居民闲暇时可以在此散
步、赏景，仿佛拥有了一个世外
桃源般的后花园。

沙面小学的孩子们也幸福，
不但教学楼幢幢都漂亮，校园里
还辟出了很多空地，让孩子们有
足够的场地打羽毛球、做课间
操、四处玩耍。出了校门就是沙
面大街，放学后的孩子们直接坐
在沙面大街的木椅上背书、做功
课，不必担忧有车来往。沙面大
街不通汽车，最适合的交通工具
就是步行，满满的安全感让人心
无旁骛。爱画画的孩子们支个画
架，一字排开，坐在大街上的花
坛边，随便找幢建筑物就可以入
画了。拍婚纱照的小情侣也是，
随便往那一站就是一幅画，沙面
可上镜的背景比比皆是。

沙面大街上，还摆放了不少
铜像雕塑：《童年》《挂钥匙的一
代》《卖 麦 芽 糖》《读 书》《寄

信》 ……这些雕塑皆围绕怀旧主
题，勾起我对过往童年的怀想，
这些曾经无比熟悉的场景使我在
沙面找到一种时光回流的感觉。
雕塑、古建筑和古树，它们是沙
面的“三宝”，都是凝固了历史岁
月的象征。

在沙面大街上晃荡时，我的耳
朵里始终单曲循环着《古城今昔》
里关于沙面的那首：《沙面——江
边的红房子》。江边的红房子指的
是沙面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
红楼，每个来沙面的游客都会慕

名前来打卡。古榕树下的红房
子，无声诉说着历史，于纷扰红
尘里书写着浪漫与静谧。虽然如
今的沙面已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但它并未沾染上半点商业气息，
看不到铺天盖地的兜售和购物的
人群，而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可
以用闲逸的节奏来丈量这座古老
的岛屿，缓缓回味“从前慢”的
生活。

在沙面，我不禁想起了俄罗
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诗歌 《我
想和你一起生活》，仿佛这首诗歌
就是在沙面写就的——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
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
绝的钟声/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
古老时钟敲出的/微弱响声/像时
间轻轻滴落……”

上图：沙面一街上，绿树掩
映下的欧式建筑。

许建梅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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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石
子镇境内的峰顶山上有一座峰顶
寺，为证实它的存在，我翻遍县
志。根据 《大竹县志》 记载：

“大唐开元年间，马祖禅师突然
领悟佛法奥义，便四方化缘，在
峰顶山修建寺宇，于贞元年间在
此山圆寂，后人在此立碑。”峰顶
山位于大竹县境西南部，从县城
至峰顶山约有58公里。查阅好路
线后，我决定动身去一探究竟。

正月初九，早餐后，我约上
二三好友驱车从大竹县出发，途
经竹石公路，这里有一处名为

“九道拐”的地方，道路曲折，
百转千回。路过天池湾，峰顶山
入口藏于公路一旁的蜿蜒小道。
我们继续朝上走，云雾逐渐在左
侧升起，顶上有主干挺拔的松柏
树，这一路的奇景，不知不觉吸
引我们前行。

途中，偶遇几个当地老人，
于是赶忙打听峰顶寺的位置。据
他们介绍，峰顶寺早已拆毁，但
当地一直流传一个古老的传说，
说是隋唐时期峰顶寺内有一处神
迹，名为梭米洞，洞口每日傍晚
会流出大米。听了这个传说，大

家起了兴致，便请老人带我们寻
找梭米洞。

从流石蛇形而上，我们终于
来到梭米洞。一眼望去，梭米洞
由几块苔藓的青石拼凑，颇有几
分像人脸，嘴巴处露出一洞口。
传说中流出的大米刚好够次日所
有香客饱餐一顿，大米多则香客
多，大米少则香客少，于是做饭
的师傅起了一丝贪念，将洞口凿
开了些，也许是惹怒了神明，此
后洞口再也不见粒米。

见我们兴味盎然，老人继续
说道，开元年间，峰顶寺广修殿
宇，当时流传着“大和尚五万
五，小和尚不用数”的说法。峰
顶寺所有僧人排队从垫江县用手
传递砖瓦至山顶，用于建造庙
宇，来往香客络绎不绝。听到这
里，我不得不惊叹，仿佛已见证
了当年峰顶寺的盛况。

梭米洞无疑是峰顶寺存在的
印证。峰顶山上还留有马祖禅师
的诸多印记。据县志记载，大唐
贞元四年正月，马祖禅师在山
中发现一处内部宽敞平整的洞
穴 ， 也 许 是 料 到 自 己 大 限 将
至，随即决定将此处作为他日后

肉身安葬之地，两个月后他便在
此地圆寂。我走进洞口，脚下是
一层层薄雪、一层层苇草，苇草
四处飘扬，洞内不知名的动物发
出“吱吱”的声响。马祖禅师就
在此处涅槃，修成正果。数千年
过去，这个洞穴又促成了多少个
神迹发生？

向东走十几米远，于山坳处
找到了瞭望塔，此塔位于山顶最
高处，呈方形，以砖石砌成，共
有7层，顶上两层被当地居民拆
卸用以建造石屋。塔内四壁有洞
口，每层皆可窥探四周，19 世
纪 60 年代，靠拆卸庙宇基石，
得以修建了瞭望塔。晴空万里
之际，站于塔顶极目远眺，周
围 7座县城尽收眼底。在靠近门
洞时，我忽地发现砖石上刻有祥
云图案。这是寺庙内随处可见的
符文，象征着如意与美好，名为
如意纹。这几条简单起伏的曲
线，如今却成为峰顶寺存在过的
生命遗迹，它见证了峰顶寺的繁
荣盛况。

我攀爬至瞭望塔一旁横枝弯
曲、主干粗壮的松柏树，从高处
俯瞰四周，此时浓雾忽起忽止，
青砖黑瓦若隐若现，一缕清风抖
动，远处的群山，层层迭迭，直
伸天际。不知数千年前的风云变
幻，是否与如今相似？

返程之际，意犹未尽，又遇
三三两两慕名而来的人，也许，
有朝一日，峰顶寺还能再现它的
繁华盛气。

寻迹峰顶寺寻迹峰顶寺
李雪景李雪景

在南方，雪是农人的至宝。一场
大雪如期而至，一夜间，贵州省遵义
市凤冈县新建镇桥塘村的山乡茶园
里，沿山脊铺展的丛丛茶树盖上了厚
厚的棉被。俯瞰全景，四面靠山、溪
水环绕的村庄仿佛坐落在一个聚宝盆
里，一棵棵青冈、桂花、水杉、楠木
银装素裹，雪俏枝头。一群山雀子叫
得格外喜庆，展翅掠过白雪皑皑的田
垄、房舍和茫茫大地。

此时，村民王权和哥哥王丰，在
飘洒的雪粒中俯身茶垄，正带着一家
人抓紧采摘今冬的第一批茶芽。此
时，茶树在低温下，糖类物质增加，
呈现口感回甘的特点。这时采摘制
茶，不仅香甜甘洌，意味绵长，还能
生津止渴，清喉润肺，深得大众喜爱。

随手翻开茶垅上蓬松的积雪，一
颗颗茶花苞探出圆圆的脑袋，像一串
串珍珠点缀其间。寒冰刺骨，在雪堆
里寻找柔嫩的茶芽十分艰辛，可他们
劳动的兴致依然不减。像往年一样，
他们要赶制一款最新研发的“雪茶”，
再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销往全国各地。

位于黔北的凤冈县是全国有名的
锌硒茶乡，茶产业已经成为全县农业
经济的主导产业。那些如雨后春笋一
般冒出来的茶庄、茶舍、茶厂房，遍
布在大山深处，如星辰辉映，见证着
人们越过越好的日子。

王权一家人将精心挑选的茶青，
分别放在几个小竹篓里。为了保证芽
头下树后的纯正口感，采摘运茶时，
他们全程使用竹背篓、竹箩筐、竹筛

等竹木器皿，杜绝使用塑料袋、编织
袋等器具。寒风扑打着红彤彤的脸
颊，大伙手脚早已冻僵，可风雪无法
阻止他们酿制生活的甜蜜。终于完
工，王权一家人欢跃着奔下山路，一
串脚印深深地烙在了祖祖辈辈留下来
的山道上。

王权 72岁的老父亲王志兴，此时
早已在茶坊里沏茶等候，炉火炽热，
窗外漫天卷雪，看着质朴勤快的孩子
们，王志兴无比欣慰。他教过书，当
过村干部，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带领
村里百姓种茶致富。近些年，随着家
乡修好路，架起桥，建起飞机场，茶
叶的销路更畅了。接过父亲接力棒的
返乡创业者王权、王丰兄弟俩，秉持
着做干净茶、良心茶的规矩，坚持按

“双有机”理念管护，有机认证的茶
园面积从最初的几亩发展到现在的
200余亩。

“嫩芽香且灵，吾谓草中英。夜臼
和烟捣，寒炉对雪烹。”摊开竹筛子，
一片片碧玉般的茶叶滚落铁锅中，经
过轻抓慢抖，原本碧绿坚硬易碎的雪
茶在王权手中越来越柔软，褪去光
泽，变得柔和而深沉。随着缕缕茶香
飘散，甜香、清爽的味道扑鼻而来，
茶坊里仿佛回到春天。王权擦拭额头上
渗出的粒粒汗珠，身后的父亲默默地送
上一盏热茶，香茗袅袅，充满温馨。

敬畏自然，珍爱土地，勤劳质朴
的茶乡人，精心呵护着这郁郁葱葱的
南方嘉木，独具匠心地研制出四季新
茶，最大限度开发了茶树资源，收获
着富足和美满，这正是对幸福生活最
好的诠释。

上图：春雪覆盖下的凤冈县知青
茶山。 罗 逸摄

大山深处大山深处““雪茶雪茶””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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