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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出生在位于英国的斯特拉斯福小镇。叩
访这位艺术大师的故居，我早就为之神往。

小镇入口处，赫然耸立着莎士比亚青铜坐像，四
周有哈姆雷特、哈里王子、法斯塔夫、麦克白夫人的
雕像，他们都是莎剧中的主要人物，分别代表莎翁的

哲理剧、历史剧、喜剧和悲剧。我肃穆地站在雕像前，
看着莎翁身披风衣，前额秃发，浓眉大眼，蓄着好看
的美人须，神情宁静，沉思的目光投向远方，他的右
手握着一支笔放在右腿上，左手拿着一个剧本，搭放
在椅背上，仿佛要告诉世人新的作品又将诞生。南侧

是连接埃文河的古运河，河水静静地流淌，两岸的垂杨
柳，苍翠繁茂的枝条像绿色瀑布向下倾泻。风吹过，枝
条在水中荡起层层涟漪，河面上停靠着一长列供游人游
玩的小艇，一群群白天鹅正在轻轻地游戈，一派恬静祥
和的气氛。

沿着绿草如茵、鲜花簇拥的小道
继续前行，来到了镇中心享利街，一幢
中世纪都铎式风格的两层楼房飞入眼
帘，这就是莎士比亚的故居。进入故
居，先是莎翁生平展览，再是介绍斯特
拉斯福镇的历史沿革和自然风貌。底
层是厨房和食品间，餐桌上还摆着面
包、牛排和刀叉；楼上是主人的卧室和
书房，卧室里陈列着摇篮和玩具；书房
里有莎翁的蜡像，许多传世经典，都是
在这里完成的。

离开故居，转过一条街就可看见
一片绿荫掩映的教堂，进入教堂大
厅，向左就是圣坛，圣坛前有一块墓
碑，是莎翁的墓地，碑文上写着：“不
妨碍我安息的人，将受到保佑；那些移
动我尸骨的人，将受到诅咒。”圣坛左
面墙壁上安放着莎翁半身塑像，十分
接近原貌。右侧有一个讲经台，陈列一
部 &!&&年出版的圣经，其中包括莎翁
晚年返乡每日来此聆听传经布道的内
容。天地悠悠，不朽的是文化的精魂；
岁月匆匆，永恒的是艺术的生命。

在故居里，我们看到前来瞻仰的
世界各地的游客，大家都怀着虔诚朝圣的心情一睹大文
豪出生、生活成长、最后安息的地方。法国著名作家巴
尔扎克说得好：“莎士比亚仅次于上帝”。莎士比亚是
不朽的，他为全人类增添了精神财富，不仅属于英国，
更属于全世界、全人类。

文章千古事，翰墨耀春秋。这句话用
在北宋大文豪苏轼身上，是再贴切不过
了。时至今日，不仅他的“大江东去，浪淘
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豪放诗词，依
然脍炙人口；就连他当年的遭贬谪之地
黄州、惠州、儋州，游人仍因他而蜂拥；他
的一代文章与功德故事，还在不断地被
搬上舞台与荧屏。

我与许多国人一样，也曾一次次地
“会”过东坡先生，这次来到他的终老之
地———河南郏县三苏园，却还抑制不住
再度赴会的兴致。

步入三苏园，首见一湖，呈耳状，据
说是寓意东坡先生聪慧过人。湖面 !!

亩，正合先生阳寿。湖内小岛总面积约
&&'+平方米，小岛到堤岸的距离为 !*+"

米，与先生葬郏时间 &&'+年 !月 +"日
正好吻合。

如此精心刻意之作，园内比比皆是。
如东坡中年布衣像，面向西南昂首挺立，
既显敢作敢为之态，又露思乡思友之情。
据介绍，当年塑像时，用时不多不少正好
!!天。塑像所立山岗，旧称峨眉山。东坡
先生当年路经此地，见四周芳菲罄逸，一
问地名，巧与老家青山相同，遂定终老于
此。他在常州病殁，家人遵嘱迁厝于此。
后来，弟苏辙的遗骨、父苏洵的衣冠又先
后合葬一处，于是就有了三苏园。

苏氏三父子同属“唐宋八大家”，园
子随处可见的诗词书画和名家所撰对
联，自然漫溢着书卷之气。但令人费解的是园内层出不穷的奇异
现象。如 &$%!年建起的东坡塑像，落成不久，四川眉县即来人
“省亲”。他们行过三拜九叩之礼，步下 +"级青石台阶，突然听到
脚下传来“咯哇”“咯哇”的回声。据当地人辨识，这声音，与消失
已久的郏县崇正书院的“哈蟆踏”竟十分相似！如今，“金蛙迎宾
道”已被列为全国四大回音地，其成因却仍是个谜。

广庆寺大雄宝殿前的“神龟显灵”，同样令人惊异。明朝时，
三苏园内的广庆寺立碑以志三苏父子功德，命一石匠雕刻碑座
（赑屃）。石匠选用上等青石为料，精雕细刻，完工即运至三苏园，
赑屃头部竟然神奇般地变成了棕红色，而且历经千年颜色不变！
人们都传这是神龟显灵，喻示大文豪聪明透顶。现在，来往游人
都爱摸一摸那红顶子，接接灵气。

三苏坟院内的“苏坟夜雨”更是一绝。这个院子约有四五亩
地，遍植翠柏。奇怪的是，这些不同年代的柏树，全都向三苏家乡
的西南方向倾斜，难道草木也通人情？而且夜深人静之时，柏树
林中总会发出一种酷似下雨的声音。清代郏县县令张笃行早有

词记述此景：“风声瑟瑟，雨声哗哗，风大不鼓衣，雨大而不湿
襟。”联想到苏轼因文字狱身陷囹圄时，给弟苏辙诗中曰：“是处
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诗人的心愿与感怀，在他身后居
然全都化作了现实。这种阴阳之合，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如今，游人来三苏园，

大多其实是奔着苏轼去的。这在情理之中，因为苏轼比父兄的文
学成就更大。不过，我们眼前的游人并不多，导游说平时也大致如
此。稍作分析，这并不奇怪。苏轼既然以诗词书画雄冠华夏，因敢
谏事功名传千古，人们多看看先生存世的 +/''首诗、#('多首
词，多读读相关历史故事即可，他的墓地，是可看亦可不看的。

上世纪末，三苏园请国内百多位造诣高深的书法家，书写了
&%'余幅苏轼的诗、词、文，并刻碑成林。其中启功先生挥笔而就
的是东坡名句：“堆几尽埃简，攻之如蠹虫，谁知圣人意，不在古
书中。”不知何故，三苏园最初收到的启功手笔，“谁知圣人意”
中的“知”居然空缺！经园方提醒，启功先生又给补上那一
字。并对左右感慨：“在东坡面前，我确是少‘知’啊。”

一语中的。像东坡那样学知，该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目标
啊。 上图为三苏坟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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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时节，春雨绵绵。我们一行相约到
仙寓山观瀑听涛。

仙寓山我来过多次，它的原生态就像
一个静默的处子，优雅而深沉，古朴而灵
动。

仙寓山属黄山余脉，海拔 &#''多米，位
于安徽东至县境内的葛公镇，这里有皖西
南最大的瀑布群。绵延数公里的瀑布群犹
如仙人手中挥动的云帚，千姿百态，蔚为壮
观。

可我这次来，是要聆听“涛吟瀑”的涛
声的。

涛吟瀑就扼守在仙寓山的天门，两山
对峙，山门中断，人行其中，犹怕峭壁崩塌；
万瀑归一，涛声震天，立于瀑边，犹陷十万
军声。

当然最好的听涛处，就是“涛吟瀑”边
的涛吟亭了。涛吟亭依岩而立，原木为柱，
汉瓦为盖，四壁通透。我带着一身疲惫和一
身春雨走进亭子里，瀑布的巨大涛声充塞
于耳，如李白的诗句描写的那样：“飞湍瀑
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稍加坐定，侧
耳谛听，一片澎湃慢慢变得隆隆有韵了，就
如一面天鼓从远方击来，声音撞击着头顶
上的天门石壁，又跌跌撞撞地落入涛吟亭
边的深潭之中。

我看过仙寓山最高峰上面的“金线钓
蟾”似的单迭瀑，细若金线，绵长不绝，因势
单力薄，它也像是一条轻柔的白练，风都能
吹软吹柔它的身躯。它发出的声音如嘈嘈
切切又似珠落玉盘，虽有气势，但总显单
一，就像一把六弦琴在山巅弹奏。

那山腹中的多迭瀑，一瀑连着一瀑，不
禁让你想到“谁持白练山中舞？”我想自然

是仙寓山的仙人了。人行青翠里，白绸绕身
边，这种惬意，难言其妙。可瀑中落差和水势
还稍嫌小了点，不足以极视听之娱。

能让你惊心动魄的，惟在“涛吟瀑”了，
它是仙寓山深处所有瀑布的汇聚处，不论你
原先是峰顶上的雨滴，还是山腰上的清泉，
不管你是平静流淌，还是一路坎坷，在这里
你必须彻底丢掉自我，融入这汹涌澎湃之
中。“涛吟瀑”落差不是太大，但水流浩荡，其
势万均，波涌涛起，若虎咆龙吟，让你听得荡
气回肠……

你听得入迷，你心旌摇荡，你脑中自然
出现了一望无垠的草原，蓝天白云，一匹领

头的枣红马映入眼帘，后面是黑压压的万马
奔腾，蹄声阵阵，飞烟四起，响彻云霄。你觉
得声音已没有了混沌一片，而是消散于草原
的空旷之中，似如天籁。

从涛吟亭起身，回望此瀑，流水激荡翻
腾，浪花飞溅不息，虽结聚回转，仍奔啸而
下。瀑布的上头有着断断续续的平静，也有
着跌跌宕宕的轰鸣，但不论如何它还要归于
平静。
“涛吟亭”边，我思绪万千。这瀑布的

源头在哪里？在山上的小溪里？在空中的
云彩中？在浩淼的大海里？可涓涓细流终
归大海。

哦，我明白了，瀑布的源头就在瀑布里。

仙寓山听涛
张峪铭

莎翁故居 （来源：wormfans.com）

莎翁故里行
杜学峰

早就听说，无锡太湖边上的灵山梵宫令无数
参观者震撼不已。暮春时节，终于有机会走进这
座“东方卢浮宫”。伫立偌大的梵宫广场，汉白
玉墙面的五座华塔，仿佛五朵盛开的金色莲花高
耸云端，巍峨壮丽，气势恢弘。金黄色穹顶，在
蓝天白云映衬下，显得格外神圣、庄严。面对人
间佛国景象，我们的心，也迅速清静、沉稳下
来，尘世的扰攘，随着我们步入梵宫，瞬间即被
隔绝在了门外。

当今佛教文化之最

刚进梵宫大门，便闻人群中爆发出一片
“哇”的惊呼声，不少游
客不约而同地举起相机，
将门厅上方匾额上的“灵
山梵宫”四字收入镜头，
那可是汉白玉浮雕描金！
梵宫建筑空间独立且互相
贯通，由门厅、廊厅、塔
厅、圣坛、会议厅、千人
宴会厅等组成。随处陈列
的艺术珍宝，光彩四溢，
耀眼夺目，显示出博大精
深的佛教艺术品位。其中
的东阳木雕、琉璃巨制、
扬州漆器、油画组图、景
泰蓝须弥灯、景德镇青花
粉彩缸、瓯塑浮雕壁画等
等，富丽堂皇、巍峨雄
伟，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
而来。

琉璃巨制“华藏世
界”堪称“镇宫之宝”。
它面积达 &''平方米，由
&!' 块长 & 米、宽 '*" 米
的琉璃构件组成，总高
&' 米、宽度 % 米，外部
镶嵌青铜边框，惟妙惟肖
地展现了佛教地、水、
火、风、空的境界。除琉
璃外，壁画中还镶嵌了大
量黄金、翡翠、珊瑚、玛
瑙等佛教“七宝”圣物，
复现镶嵌、錾活、花丝等
多种中国传统工艺，为中
国琉璃工艺史上前所未
有。此幅巨作，是由中国
工艺美术学会金属艺术专
业委员会会长王树文联合
数十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
师、#''多名工艺师，历时两年精心创作而成。

融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宗教与文化、
艺术与美学于一体的灵山梵宫，自 +''%年 &&月
正式建成，被人们视为“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
诗”，更被公认为当今佛教文化之最。+''$ 年 #

月 +%日，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梵宫隆重开幕，
来自世界近 "'个国家和地区的 &/''多位高僧大
德、著名学者、政要及社会各界人士，共赴以
“和谐世界，众缘和合”为主题的盛会。在此期
间，梵宫赢得了世界佛教界的一致赞誉。如今，
凡来无锡出差或旅游的人们，都要把参观梵宫列

入行程，以至于梵宫迄今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已
逾 ('''万人次。

实现世界一流的梦想

梵宫佳构迭出，如拱顶结构的廊厅，长近
%'米，高达 &%米，中部被塔厅分为两段，全部
采用金丝楠木雕刻而成；两侧是 &! 根合抱粗的
巨型廊柱，其底部均采用东阳木雕透雕工艺，廊
柱间各绘 &+幅、每幅 &+米的巨幅油画，画面是
“世界佛教传法图”；两侧是 &+组、#+座仕女飞
天雕像，这些采用千年技法“生漆脱胎”工艺制
作的仕女飞天造型，或弹琵琶，或吹竹箫，或捧

香花；容貌秀丽，体态丰盈，飞袖飘逸。
廊厅中间，便是高达 !' 米的八角形塔厅，

四周墙面饰有 (幅巨型木雕作品，分别以“静、
信、孝、和”命名，形象展示佛教文化的精神内
涵。梵宫突破了传统佛教建筑的架构，是佛教元
素的文化艺术殿堂。大量的石材，高大的廊柱，
大跨度的梁柱，高耸的穹顶，超大面积的殿堂，
高超精妙的绘画、雕刻，美轮美奂，无与伦比。
台湾星云法师参观过梵宫曾经如此赞叹：“我看
梵宫是伟大、伟大、真伟大。闻所未闻，见所未
见。”

由中国木雕界巨擘陆光正先生带领的 +'''

多名东阳木雕工艺师，在梵宫内奉献了面积多
达 &*"万平方米的雕刻艺术，堪称东阳木雕史之
绝唱。由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等
代表中国当代敦煌壁画创作最高水平的数十名
画家组成的创作组，历时数月在 ! 个直径 &' 米
的穹顶上绘就了一幅幅神秘典雅的敦煌壁画
《天象图》。由集聚当代中国建筑、佛学、文艺、
旅游各界 #'' 多位顶级专家组成的创作团队，
联手助推灵山景区实现了“美丽中国、世界一
流”的梦想。

据灵山胜境管委会主任吴国平介绍，灵山
梵宫堪称新时期以来旅游文化领域集中文化艺

术界大师最多、包含艺术风格
最广、动用能工巧匠最庞大、
技艺创新最复杂的一次艺术创
新工程。“梵宫就是创新、创
意、创造的结晶”。吴国平说，
梵宫之所以成功，最关键的是
整合了当代各个领域的顶尖人
才，将各种人才的天赋发挥到
极致。

多留遗产不留遗憾

创建于 &$$( 年的无锡灵山
景区，历经近 +' 个春秋，从寂
寂无名到闻名遐迩，引领创造
中国当代精品人文景区风气之
先，形成一个中国文化旅游的
著名品牌。这是一条将历史文
化、自然山水和现代文明融合
一体的“灵山之路”，一路走来
不易。灵山景区先有灵山大佛，
这是在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
朴初先生亲自主持下建造起来
的，得到了中国佛教界和社会
各界的鼎力襄助。

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在灵
山举行，如何构造世界级的“论
坛会址、艺术殿堂、心灵归所、旅
游奇观”，既有西方式的优美、豪
华、雅致，又有中国式的敬畏、肃
穆、亲和，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一
道难题。灵山景区树立“&''0”的
精品意识，即“$$”是好的规划、设
计、建设，“&”则是细节。像建筑外
观设计，历时 &年多、从 &/'多个
设计方案中遴选，由 &'''多位专
家评审、&万名游客评选，对选取
的方案再修改 "' 多次后方才投

入建设。而细节处，大到建筑外观、内部装饰、各种
材质之间的搭配，小到一盏灯、一门手、一线条，处
处创意、精益求精。

灵山属于中国，为美丽中国添彩增色；灵山
属于世界，世界的目光投向这里。“多留遗产，
不留遗憾”，“让来观光的人脚步慢下来，让来
休闲的人静下来，让来度假的人住下来，让感悟
灵山的人再想来”，成为灵山景区策划者、建设
者、管理者的执著追求。灵山梵宫建造中体现出
的精品意识、文化张力必将辐射四方、传播世
界。

管志华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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