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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最
显眼的建筑群就是古刹瑞应寺。

瑞应寺三面环山，卧谷十里，金顶辉
煌，松柏掩映。该寺始建于清康熙年间，鼎
盛时期寺中有喇嘛 3000 多人，被称为藏
传佛教东方中心，庙门上用满、蒙、藏、汉
四种文字书写雕刻的金龙镶边的瑞应寺
大匾是康熙皇帝所赐。

一走进瑞应寺，就能听到琅琅的诵经
声。景区办公室主任张林告诉我们，诵经
师是用藏语诵读经文，这里的喇嘛大多通
晓蒙语、汉语、藏语。大殿里，虽没有扩音
装置，但在寺院各个角落都能听到诵经
声。经声清澈婉转，语调忽高忽低，似有一
种独特韵律。尽管听不懂经文的内容，却
让人从心里产生一种宁静安祥的感觉。

瑞应寺建筑自南向北，采用突出中
央，两侧相辅格局，显得主次分明，协调有
致。既仿西藏布达拉宫形式，又有一定变
化，充分体现了满、蒙、藏、汉融合在一起的
藏传佛教类型寺庙的建筑风格。据张林介
绍：1997年，七世活佛洛桑义希·成来坚措
坐床后，本着“以寺养寺，自我发展”的原
则，在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力量支持
下，多方筹资，使瑞应寺复建工程进度大大
加快。瑞应寺自重建至今，先后投资2亿多
元，恢复重建了山门、钟鼓楼、转经亭等设

施。复建了哲学院大殿——萨尼特扎仓、绿
度母庙、关帝庙。2010年，瑞应寺被评为首
届全国和谐寺观教堂，2005年被评为辽宁
省文明宗教活动场所。2011年，瑞应寺风景
区晋升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张林说，瑞应寺在历史上，不仅是礼
佛修行之地，它更像是一所“综合大学”，
曾对蒙医蒙药、天文历法、建筑工艺、文化
艺术的发展都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当
年瑞应寺的曼巴扎仓（医药僧院）、丁科尔
扎仓（时轮僧院）、阿克巴扎仓（密乘僧
院）、萨尼特扎仓（法相僧院）四大“扎仓”
闻名遐迩。

“扎仓”，汉语意为学院、学部。因此，数
百年来，瑞应寺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蒙医药
学、哲学、天文历法学等各个方面
的专家、学者和优秀人才。其中，
名医辈出的曼巴扎仓堪称是蒙
医药方面的“最高学府”。在近
300年来，瑞应寺培育出4000名
医生，名医800名，为内蒙古、东
北三省、北京、青海、甘肃、新疆等
地培养出了很多医生。至今，瑞应
寺曼巴扎仓的医生，一代传一代，
口传心授，带徒授业，培养出的医
生组建了辽宁省阜新蒙医药研
究所。

瑞应寺正申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
张林介绍：解放战争时，瑞应寺为保护寺
院安全，建立了喇嘛自卫武装队。1947年，
这支喇嘛武装大队被改编为东北民主联
军冀热辽军区热辽21军分区蒙汉地区队
第 2 营，喇嘛多尔济（汉名韩廷）任营长。
改编后的喇嘛营立即参加了解放北票的
黑城子战斗。1948年5月25日配合东北野
战军11纵队又转战到河北省隆化。后来，
喇嘛第2营参加了辽沈战役。喇嘛武装成
建制地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军军史
上的奇迹，是绝无仅有的。

张林说：“瑞应寺申报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就是要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

人在苏州并非真的走进苏州，苏州的魂凝聚在
那些古老的记忆中，而定格这些记忆的，莫过于至
今保存完好的历史街区了。

走进历史街区，也就走进了苏州的最深处。

山塘河的晨光

每天清晨，东西而行的山塘河最早醒来。
清澈的河水温柔抚摸着修缮如初的百年水阁脚

桩，早起的枕河人家陆续打开了临河古木镂刻的花
窗，迎着刚刚爬上粉墙黛瓦的阳光，一边浇灌着红花
绿草，一边和着收音机里的评弹轻声哼唱，即便不在
调上，那悠闲的腔调也足以动人心神。

晨曦散尽，窗下河上的游船渐次多了起来，普福
禅寺里的红楼梦情缘、义风园里的壮士义举、唐伯虎

点秋香的风流韵事正从导游的扩音器里渐
行渐近而来，又渐行渐远而去。临街边的茶
楼上，琵琶弦声丁冬，一支支曲子咿咿袅袅
向空中散发开来，在空气里久久回荡，驻足
流连的游客们一批走了，一批再来。

平江路的黄昏

傍晚，踏上清净古朴的平江路，体味到
的则是另一番苏州味道。

老街的一半是石板路，另一半是悠悠平
缓的河水，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样貌，虽经千
年风雨沧桑，依旧是宋代《平江图》的模样。

徜徉在街区，古迹新景，甚至连路旁
不急不徐的行人，都成了街区上最生动的
风景。你看，那边是一对对牵手而坐的情
侣，呢喃私语，身后平缓流动的河水更映
衬着岁月如斯静好。

岸边，藤椅上纳凉的老人正一遍遍讲述
着平江路上“贵潘”“富潘”的故事，仿佛那盛

极一时、跌宕起伏的往事，就是他的亲身经历。膝边
的小孙女许是听了很多遍，扯着爷爷的衣角催促着，

“阿爹，给囡囡买爱吃的桂花小圆子羹和现制酸奶。”
不远处，错落的小巷里传来婉转抑扬的昆曲，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曲《游园
惊梦》穿过小巷，越过咖啡店白墙上的苏式花窗，打
动了品着咖啡的青年人，仿佛那对春嗟叹的杜丽娘
就站在眼前，一起感伤着青春的流逝，憧憬着美丽
而坚贞的爱情。

这是活着的千年古街，这是城市独一无二的记
忆。

如果你想停下来，寻找记忆、倾听故事，就来
古城苏州的历史街区吧，这里有千年守望的坚贞，
有无限温柔的抚慰，有你所想要的乡愁。

（本版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从码头河上的前进桥折向东南，穿过朝
阳园艺场果林间的便道，就看到了右前方的
李白塑像。正是油桃和大白杏成熟的时候，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带着清甜气息的果香，不
由人不心生旁骛想入非非。到太白涧来，这
是最好的季节。

太白涧是连云港花果山附近的一处名
胜风景，景区内不仅沟壑纵横，曲径通幽，自
然风景美不胜收，而且还因大诗人李白在这
里的遗迹而彰显着浓厚的文化气韵。太白涧
的标志就是眼前的这尊李白石像。

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诗是形而上的
才华和气质，造型师不大好拿捏，与之相比，
酒则是形而下的世俗生活。《易经》中说：“形
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于酒来
说，这个“形而下”的“器”就是酒杯。我在全
国各地见过的他老人家的塑像，大抵总是青
衫飘然——那是行吟诗人的风神，而手中又
总要举着一杯酒。太白涧的这尊塑像大体也

是这般造作，只是不见了往常的飘逸。他双
手捧杯，目光凝重，似乎在默祷什么，其神态
既无放达之色，衣带亦无飞扬之姿。如果不
是手中的酒杯，说他是那个忧国忧民的杜
甫，大概不会有人怀疑的。

这是一个心事萦怀满面戚容的李白。
唐天宝十二年秋天，李白再度南游。他

早就听说东海之中有一神山，名郁州，相传
此山由苍梧飞来，又名苍梧山。李白是向往
神仙的，现在既然南行，不远处又有神山，岂
有不游之理。秋天的苍梧让诗人兴致盎然，
这里有看不尽的飞瀑流泉绿树红花，听不尽
的猿啸虫鸣莺歌燕语。涧中有一岩洞，可容
十余人，曾是僧道修炼之所。李白和几个朋
友在洞中小憩，把酒高谈，其间忽然有人说
及一桩传闻，说日本遣唐使回国的帆船在海
上遭遇风暴，随船的使节全部遇难，其中也
有李白的好朋友晁衡。李白是性情中人，从
来就把朋友情谊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听
到这样的消息，他禁不住仰天长叹，大放悲
声。诗人的悼亡当然离不开诗，友情越深，诗
也写得越好，这首悼亡诗就是后来被人们传
颂千古的七绝《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在古今中外的诗人中，李白的咏月诗篇

无与伦比，不知这与他名白字太白有没有关
系。他对月亮寄托了那么多的理想与深情，
每一轮月亮都辉映着中国文学史的册页。如
果说酒是他的世俗依存，他陶醉于斯亦沉浮
于斯。有了酒，他可以“长安醉花柳”，也可以

“五岳倒为轻”，甚至可以“天子呼来不上
船”。那么月亮就是他的精神寄托，他的诗中
有多少月亮啊！床前月、天山月、夜郎月、长
安月，连儿子也取名为明月奴。这个“奴”字
的意思很贱，放在名字中，解释来解释去意
思都不大好，只有一种解释可以说得过去，
即表达了对月亮最虔诚的臣服与崇拜。李白
太喜欢月亮了，以至到了 20世纪，他的这种
痴情感动了联合国的有关官员，他们以李白
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最醒目的一座环形山。

在李白吟咏的那么多月亮中，哀悼晁衡
的这首沧海月别有情味。“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悲凉之雾，遍布沧溟，这
恐怕不仅是对亡友的悲悼，也是预先为大唐
王朝所作的一首盛世挽歌。伟大的天才总是
具有某种神性的，何况这些年的身世际遇给
他的启示足以铭心刻骨。

12年前的那个秋天是属于李白的，至少
诗人自己这样认为。天宝元年，唐玄宗连下
三道诏书，召李白进京。“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那种一步登天的翻身感
简直让他得意忘形了。李白被封为供奉翰
林，皇宫里盛大的歌舞和达官贵人的奢侈豪
华让李白眼界大开，长了不少见识。但等他

见识得差不多了，皇上也腻烦他了。便“赐金
还山”，打发他走人。长安三年，李白只留下
了三首《清平调》，都是恭维大美人杨玉环
的。虽然杨玉环“笑领歌词，意甚厚”，但对于
一个诗人来说，却不能不说是歉收的三年。

当官的梦破灭了，还是做他的行吟诗人
去。回到山东后，李白又踏上了大江南北的
漫游之路。这时候他才 44岁，正是一个诗人
最成熟的年龄，长安三年的大起大落，孕育
着不朽的诗篇，他诗情勃发，有如长风豪雨，
在这种情况下，不想写出好诗都难。还是杜
甫说得好啊，“文章憎命达”，真正的诗人，天
生就应该与玉堂金马无缘，这是一种宿命，
还是趁早别做富贵梦吧。

现在是天宝十二年秋天，当李白在苍梧
山上痛悼晁衡时，在都城长安，年迈的玄宗
皇帝正陶醉在华清池的温泉和华丽的宫廷
歌舞中，他虽然能够吹笛击鼓，亲自为杨玉
环领衔演出的“霓裳羽衣舞”伴奏，但帝国的
根基已经朽烂。在河北范阳，大腹便便的安
禄山虎视鹰扬，厉兵秣马，山雨欲来风满楼，
动乱的阴云正在聚合。而在离长安不远的一
处叫马嵬驿的地方，可能已经为杨玉环挖好
了一方墓穴。“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
马嵬坡。”后人张祜的诗虽然有点刻薄，但
当初“一骑红尘”进献荔枝的奢侈和最后
缢死马嵬坡的结局难道不是因果相联的吗？

9年后，传说李白在安徽采石矶跳江捉
月而死，这是最浪漫而富于诗意的死亡。
当时安史之乱尚未最后平息，唐王朝从此
盛世不再。

（作者曾出版《绍兴十二年》、《湮没的
辉煌》、《大运河传》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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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浙江奉化到溪口的路上，见到一幅
醒目的招牌：“滕头：中国生态第一村”，
心中颇不以为然，因为号称“第一村”的
地方太多了。

禁不住好奇，参观完蒋氏故里后，我
来到了这个村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溪口——滕头旅游风景区。”
一进游客中心，就让人耳目一新。温

馨提示写着：“无线景区，智慧旅游——欢
迎使用滕头景区无线宽带”。

滕头集团外宣办主任钟水军告诉我：
滕头景区是一个“村景合一”的景区，“村
即 是 景 ， 景 即 是 村 ”。 每 个 景 点 通 过
WiFi，都有语音讲解。

踏入景区，一座高 10.5 米的标志塔耸
立眼前，其形状像原始的劳动工具“耒”，
又像秦代古钱币。当地人说：“这寓示着滕
头村过去和将来，都要靠劳动创造财富”。

绿色生态深入人心

我们先参观了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示
范区——滕头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只见满
园绿意葱茏，香樟树绿荫婆娑，香泡树下
紫薇花开满枝。一排将军林是由丁衡高等
100 多位高级将领在 20 年前种下的，“院
士林”是由30多位院士栽种的，此外还有
巾帼林、记者林、民族和谐林等。钟水军
说：“滕头人爱树，许多来滕头村考察的名
人也乐于种树。目前，各界知名人士栽种
的树林，分布在滕头村各处，合称百家
林。每棵树都有一段故事，因此，这些树
林不仅美化了村庄，也见证了栽种者在滕
头留下的足迹，更是不可多得的景点。”

在滕头村，植树爱树的观念深入人
心，村民自发保护村里的花草树木，如
今，滕头村的绿化覆盖率已达67%。

望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树沁花香，钟
水军说起滕头村的故事。

滕头村从原先的“田不平，路不平，
亩产只有二百零”的贫困村，到如今的

“口袋富，脑袋富，家家都是小康户”的富
裕村，经历了以绿色、生态理念为指引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滕头村经济刚起
步时，就确立了“生态立村”的原则，成
立了全国最早的村级环保委，设立项目进
村的门槛，把效益虽看好但可能影响环境
的50多个项目拒之门外。同时，大力发展
园林绿化、生态旅游、高效农业。目前，
滕头村已建立起以高效农业、清洁工业和
特色三产为核心的生态产业体系。

绿色生态理念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情，在创立之初，面对经济利益的诱
惑，守住青山绿水的压力不小，但滕头村
干部顶住了压力。随着生态环境不断向
好，带来经济效益的上升和人居环境的改
善，这种先进理念也成为村民朴素的思维。

绿色生态是滕头村的主要产业，这个
由蔬菜瓜果的种子种苗基地、植物组织培
养中心和花卉苗木基地组成的滕头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每年都产出不菲的经济效益。
在阳光生态大棚里，无土栽培出各类名贵花
卉和珍奇植物；在接种间和组培间，培养出
一大批名贵花卉、优质蔬瓜的种子、种苗，
许多已出口到荷兰等欧洲国家。

从宁波滕头到中国滕头

穿过婚育新风园，踏上十二生肖桥，
我们走进了农家乐园。在澜亭长廊前，看
到了上海世博会“海宝”标志和“乡村，
让城市更向往”的口号。

钟水军自豪地说：我们是全世界唯一
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乡
村，长期以来，我们坚持不懈地追求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营造出绿树成荫、碧水环
绕、花果相间、百鸟和鸣的江南田园美
景，走上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所以，对应世博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宣言，我们向村民
征集出这个口号，表达了我们对家乡的热
爱。上海世博会上，我们是宁波滕头，现
在是中国滕头。

的确，滕头很小，在地图上难以找
到；但滕头也很大，是“中国了不起的村
庄”。滕头村长期致力于探索、实践农村经
济发展与社会文明建设协调并举之路，紧
紧抓住“环保、休闲、健身”的旅游主
题，积极拓展生态旅游，形成了集精品、
高创汇、生态、旅游于一体的生态观光农
业，这不但提高了农业效益，而且也改善
了环境质量。因此，滕头村相继获得联合
国颁发的“全球生态 500 佳”、“世界十佳
和谐乡村”等殊荣，滕头景区也成为中国
乡村生态游的先行者和佼佼者。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伊丽莎白·多德斯韦
尔女士评价道：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
很少看到像滕头村这样美丽整洁的村庄。

开放和谐的家园

走出农家乐园，便是小康住宅区，这是
滕头村第三代住房。最大套型为一户一幢，
面积 360 平方米，大部分住房为一幢两户，
每户200平方米以上。村民人均居住面积已
由原来的 40 平方米提高到 80 平方米。滕头
村先后建成了江南风情园、农家乐园、小康
公园、盆景艺苑等20多处生态景观，整个村
庄就是一个环境优美的“生态社区”。

走在洁净的村庄里，在青滕花园住宅
区，我们遇见村民傅云龙，他们一家 3 口
在 2000 年买了村里小康别墅。老傅说：

“这个时间村里人都在上班，我身体不好，
一直在家歇着。儿子上大学，当了国防
生。村里的福利好，不上班也有钱拿。”

钟水军告诉我们：“目前，滕头村民每
月可领取1500元福利金，退休村民每月可
领不少于2000元的福利退休金，村里人均
年收入5.2万元。滕头村党委提倡：福利保
障靠集体，发家致富靠自己。”

滕头村以绿色经济为支撑培育发展生
态产业，立足本村实际，围绕一个“农”
字，坚持一个“生态”，重点发展生态农
业、农家乐等产业，仅年产值超5.1亿元的
滕头园林公司就吸收周边地区闲散农民劳
动力3000多人。滕头村还利用传统的园林
苗圃实体项目，借助中国碳汇基金会，建
立了滕头生态银行，立足生态公益事业，
拓展园林、现代农业产业链，倡导低碳行
动，扩大滕头生态国际效应。滕头控股公
司尝试到外地复制“生态滕头”模式，目
前已在北仑、江北两地打造了两个微缩版
的生态滕头，实景展示滕头村的生态发展
模式。2013 年，滕头村实现社会总产值
75.6亿元，创利税8.33亿元。

一名滕头村民在微博中写道：“我得
意，我能住在这美丽的村庄。在未来的日
子里，我要用我的思想，我的双手，给村
庄筑一道诗歌的围墙。让村庄布满花香，
充满阳光。”

滕头村不大，全村 339 户家庭，865
人，却有 1 万多的外来务工人口，但全村
和谐相处，其乐融融。

在村口的街道上，我们见到一群年轻
妈妈带着孩子乘凉聊天。一位从武汉嫁到
滕头村的媳妇爽快地说：“我和丈夫是大学
同学，2010 年在村里结婚，生了个女儿。
没想到在村里一报户口，每月还给孩子发
钱。村里的福利真好。”

正聊着，四川巴中人贺勇走了过来。
贺勇说：“我 2007 年来滕头打工，开挖掘
机。现在，自己买了辆挖掘机，就去外面
干工程了。我和亲戚一直在村里租房住。
我两个女儿都免费在滕头上学。”

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说：“我们发展
滕头经济，营造和谐滕头，归根到底一句
话，让群众日子过得好，生活更美满。”

名家看景名家看景

瑞应寺：藏传佛教东方中心
吴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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