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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越冬还好吗

我们赶到江西省永修县，乘车沿修河大堤，
向鄱阳湖深处开去。

车伴着一条清澈的长河前行，“这是修河，
将永修城一分为二。”永修县政协主席欧阳洁介
绍。随即，我们驶进了尘土飞扬的湖区公路，车
窗外是干涸的红土和茫茫的草甸，我们的心骤然
收紧：“这样的环境，鸟儿能来吗？”车在沉默中
前行，草色渐绿，路边的灌木也密集起来。

欧阳洁打开了车窗，清风吹来，我们心胸陡
然开阔。气势磅礴像草原的湿地，比草原更有灵
气，因为这湿地草原下，到处有水，有着江河湖
泊的波光粼粼，那肆意流淌的湖水，虽然浅浅，
却将天光云影倒映如镜。湿地上的空气，让人的
心肺如水洗般的清爽。

车近湖区，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清新湿润，
凭着这清爽的呼吸，我们知道离鄱阳湖水更近
了。欧阳洁笑着说：冬天是枯水期，这条水泥公
路露了出来。夏天涨水时，路在水下，我们要去
的吴城镇就成了四面环水的“孤岛”。这是特意
修的“漫水公路”，以保护水系生态，使候鸟在
食物链上有充足的供应。

万鸟霜天竞自由

转过一座山丘，我们走上了潮湿的湖滩，此
时正是中午。放眼望去，灿烂的阳光下，水天之
处，一线白影。“那是高楼吧，白色的房子。”我
们惊奇地叫道。当地人笑了起来：“那是鸟，天
鹅、大雁、白鹤，你们仔细听。”一阵风吹来，
鹤鸣声、天鹅声，声声在耳。

欧阳洁热情招呼道：“来，借助高倍望远镜
看得更清楚。”我透过镜头，差点跳了起来：成
千上万只天鹅、白额雁、东方白鹳、鸿雁、豆雁
等越冬鸟儿汇聚在一起，盘旋飞舞，巨大的天鹅
在水中游弋。大湖池内，候鸟群聚而立，连成长
长的几条玉带，分外显眼，它们或埋头酣睡，或
左顾右盼，或蜷紧身体抵御严寒，万鸟翔集，蔚
为壮观。

“太奇妙啦，像在海滨，鸟的天堂，简直就
是海市蜃楼。”同行的人文学者高新庆当即赋诗
赞道：“终生寻梦梦永修，候鸟王国逍遥游。天
鹅凌空亮玉翅，仙鹤起舞志满酬。鹈鹕野鸭争逐
食，百万霜禽竞自由。新生雏凤鸣高洁，负阴抱
阳享风流。”

对于鄱阳湖水的枯丰，当地人习以为常。吴
城镇干部小戴告诉我们：“水多时，鸟儿会到湖
岸边觅食，我们站在刚来的那个山上就能观
鸟。”接着，她调皮地问：“知道为什么黄鹤一去
不复还吗？”她接着说道：“每年冬天，鹤从西伯
利亚飞来，在这里恋爱，绒毛渐黄，春天怀着小
鹤飞走，到故乡产仔。到这里过冬的鹤真是从很
远的北方飞来，我们救助伤鹤时，看见过它们的
脚环。”

江西作家潘浔在 《冬日鄱阳湖人鸟共家园》
中写道：“最早发现候鸟在鄱阳湖越冬奇观是
1981 年。英国 BBC 广播公司录制的电视纪录片

《鹤之奇观》介绍：中国生物学家当年发现有140
只白鹤聚集鄱阳湖过冬。由此，人们才知道全世
界野生鹤的数量已增加了近10倍。世界野生生物
基金会主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丈夫菲利普亲
王 1986年 10月 24日专程到永修吴城镇观赏和考
察候鸟。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阿其博一行当年在
大湖池观测到1350只鹤时，兴奋不已。他说，鄱
阳湖的鹤林，其价值不亚于中国的长城，真可称
为：第二座万里长城。自1983年以来，这里共接
待了150多批国外观鸟团。”

珍禽翩翩栖福地，波光粼粼入画图。“鄱湖
鸟，知多少？飞时遮尽云和日，落时不见湖边
草。”一首鄱阳湖民歌，既是对鄱阳湖候鸟自然
景观的真实写照，也道出了上百万只候鸟在鄱阳
湖悠然越冬的奇观。

每逢冬季，数百万只的白鹤、白鹭、小天
鹅、鸿雁、白枕鹤等珍奇候鸟纷至沓来，全球
98% 的白鹤和数十万只天鹅，世界上 80% 的湿
地候鸟种群都会到此聚集，整座永修城都浸透了
水的悠然，鸟的灵气。

观景“鹤飞千点白”

我们登上吴城镇里的望湖亭，亭下是赣江、
修河与鄱阳湖交汇之处。

望着“鹤飞千点白”的奇观，欧阳洁若有所
思地说：“作为长江下游气候之肺，历史上鄱阳
湖也曾几经干旱，水位大起大落，甚至出现干涸
无水的情况，严重影响鱼类繁殖，甚至影响到全
国的气候。但后来，鄱阳湖大力实施退田还湖、
退耕还林工程，建起湿地自然保护区，使生态环
境发生了迅速转变。”

生态文明是最高的文明。永修县提出“鹤舞
鄱湖，人生永修”的发展理念，以生态为特色，
以发展为核心，使永修不仅成为观鸟者钟爱的胜
地，也是旅游休闲的好地方。这吴城镇就是世界
A类候鸟保护区和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所在地，具有发展旅游产业不可多得的禀
赋。目前，广东鸿艺集团正在筹建预计总投资150
亿元的吴城文化旅游产业综合开发项目，将整合
永修境内其他旅游资源，精心提炼旅游文化，打
造一个集吴城千年古镇文化、候鸟王国、世界湿
地、江南水乡、水中沙漠等文化自然资源优势
的“赣天下”旅游品牌。

永修县委书记邹绍辉谈到旅游发展时
说：“永修大山大水，集名寺名湖于一体，
汇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于一身，这样丰富
的资源在全国也不多见。永修手里有三张
牌：候鸟天堂鄱阳湖、风景秀丽的云居
山、千岛碧波的柘林湖。永修建县2200
多年，历史悠久，人文底蕴厚重。这
里不仅有禅宗文化发源地之一的真如
禅寺，还是赣商文化的发源地，诞
生了魏源、雷发达等历史名人。
永修旅游要由资源大县向区域强
县转变，由单一观光旅游向综
合功能型旅游转变，由重大机
遇期向重大发展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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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
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

鄱阳湖是鸿雁等珍稀鸟类越冬地。今冬鄱阳湖已接近枯水线，湖
里花草丛生，呈现出草原景象。这些消息，令我们心中充满忧虑。

候鸟还能来鄱阳湖越冬吗？

永修，好山好水出名寺。
出江西永修县城，往庐山和九江方向开

去，一进云居山，云雾扑面而来。在这云雾
飘渺中，我们沿盘山公路直达山顶，只见群
峰环抱的平坝里，遍布园林湖田，俨然一座
大城郭，又宛如一朵莲花盛开，故此称为莲
花城。古人赞道：“冠世绝境，天上云居”。

穿过明月湖，我们走进莲花城上方的真
如禅寺，天王宝殿的门楣上悬着两副对联，
进门看的是：“石出岫本无心，居此土以存
真。”回首望到是：“常清常净见心源，不去
不来真面目。”

我们正在琢磨这两副对联的含义时，寺里的常住僧人通衡走了过
来。他一开口，便吸引了我们，他说：“我们这儿不喜欢热闹，但欢迎
坐禅修身，正如这联所说，住上几天，找回真我。”

我的目光停留在真如禅寺客堂墙上的一则通知上：“打水时间：早
上03∶10—04∶10 下午01∶30—03∶30，居士到大寮打开水，可能给
诸位带来不便，请师父居士慈悲谅解。”

来自广东的游客李伟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疑问，他说：
“我在这里住了 3天啦，准备再住 3个月。我是汕头人，做印
刷生意的，7年前当了居士，也就是佛的俗家弟子。这次到庐
山玩，一到云居山真如禅寺就住了下来。大家住在一个大房
间里，就像大学宿舍。我大学毕业后，打拼十几年，到了这
里，又像回到大学，人生重新开始，无忧无虑，清静无瑕。”

李伟领我到他们住的简朴宿舍，10多个上下铺住着20个
男生。墙上贴着云居山真如禅寺作息时刻表：“3∶30 四板起
床 3∶00—4∶15 打开水闻鼓声上早课 6∶00 早粥回堂后起
早板香 8∶30—10∶30 出坡 12∶30—13∶30 午板香 19∶
30—20∶00 放参 20∶45—21∶00 晚四支香 21∶30 钟鼓毕
闻板声养息。”

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寺里一天有条有理的生活，除敬
香做功课外，很多时间是出坡。李伟笑着说：“这里吃饭叫过
堂，出坡就是劳动。这是真如寺一大特点。”

“你出坡都做什么？”我问李伟，他说：“收完晚稻，僧人
打谷，我们负责扛稻草。有时，挖沟开渠。反正每天都有活
做。这是参禅，虚云大师讲：在动中做功夫。”

绕过千年古银杏，永修县政协副主席袁晓涛带我们去参
拜虚云大师纪念堂。他边走边介绍：虚云大师以114岁高龄来
真如禅寺，中兴云居道场，率领广大寺僧耕云锄雾，打地抛
砖，奠定修造开田之初基，成立了“僧伽农场”，开出180多
亩水田，70多亩旱地，垦山种果种茶，加工竹木制品，基本
上做到了自给自养。与此同时，在虚云精心规划和指导下，
全面复建云居山真如禅寺。

如今，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一诚大师主持下，真如禅
寺已有山林 3600余亩，水田 140余亩，旱地近 80亩。盛产杉
木、黄山松、毛竹、茶叶、栗子、山楂、猕猴桃和人参、黄
精等上百种珍贵药材。寺里僧众禅修不忘农事，农事饱含禅
意，农禅并举，劳作自给，令中外僧俗赞叹。

纪念堂里，陈列着虚云大师的衣物和照片，一双沾满泥
土的大鞋，足有48码，可以想见虚云大师身材伟岸。“虚云大
师主持真如禅寺时，已是百岁老人，仍努力刀锄耕耘，他不
仅复建了真如禅寺，还光大了农禅并重的好传统。真如禅寺
修法严明，前几年，我们协助真如禅寺举办世界坐禅大会，
住在寺里，上百僧众进食时，鸦雀无声。”袁晓涛告诉我们，

“3个月下来，神清气爽。”

云居山下柘林湖云居山下柘林湖

虚云大师虚云大师 （（后中立者后中立者）） 在寺中留影在寺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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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永修县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宪宗
元和年间。开山祖师道容与名僧司马头陀同游
云居山，见这里地平如掌，湖澄如镜，四周峦
岫环列，屏障护持，宛然为一处远离尘嚣、清
静幽雅的桃源胜境，于是率徒垦山建寺。唐宪
宗李纯亲赐寺名“云居禅院”。曾有诗赞道：

“莲峰簇簇绕华台，一钵中央倚镜开。对寺面看
云捧出，当湖直逼海浮来”。

唐僖宗中和三年 （883 年）“南宗伟人”道
膺上山担任住持，遂使真如禅寺闻名天下。

道膺为曹洞宗禅学大师良价的弟子，他在
云居山 20 年，大力弘扬“家风细密，言行相
应，随机利物，就语接人”的禅风。天下曹洞
宗所奉行的实为道膺精神，因此，真如禅寺也

成为曹洞宗发源地之
一。道膺的徒弟新罗云
住开创了韩国曹洞宗须
弥山派。日僧道元在南
宋时，到中国求法，将曹洞宗引入日
本，至今，日本佛教界仍将真如禅寺
尊为曹洞宗祖庭之一。如今，曹洞宗在国内外
传播很广，曹洞宗第 50世传人南华寺方丈惟因
今果，大力倡导“洞云正宗”，立道膺为二世
祖，足以说明道膺和真如寺在佛教史上的重要
地位。

真如禅寺自唐代至清代，一直长盛不衰，
白居易、皮日休、苏东坡、黄山谷、秦少游等
历代名人都慕名来此修禅。

坐禅归来坐禅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