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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南涧乐
秋乡党委书记陈

镇宇邀请，我们
去拍永安桥。陈镇

宇说，不久，这里就
是一片汪洋了，永安桥

将搬到另一个地方了。
永安桥坐落在云南南涧

彝族自治县西南乐秋乡瓦午村
下的乐秋河之上。传说，有位明朝

高官途经此地，认定此处要塞之地，
需建永久性桥梁，于是便建成了这座

桥，取名为永安桥，寓永保平安之意。桥
建成后便成为古驿道大理、巍山、南涧、云

县直通国外的必经的桥梁。
永安桥拱桥两面都是高山，山上是浓密的森

林。我们钻到桥下，仔细看桥。只见桥墩结实坚固，
据说当年是用石灰浆调配上一种当地开小白花的植物浆

制成的灰药镶砌的缘故，也有人说，那些砖块的制作是用糯
米熬成粥后，兑上石灰烧制而成。历经几百年风霜雪雨的浸

蚀，桥墩依然保存完好，可见先人造这座桥时的用心了。
为观看永安桥全景，我下到水边，坐在一块巨石

上，放眼望去，只见河流成 S 形从桥下蜿蜒而去。时值下
午，西斜的阳光越过高山，穿过桥洞，将拱桥倒映在流水

之上，通过镜头形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光圈。两边的高
山森林密布，显得古意森森，拱桥就从南北两个方向从

河流上跨过。
漫步古桥，桥面的石块整齐平滑，行走中随处

可见历史的斑驳，那是多少年来，马帮、路人留下
的足迹。拱桥两边本来由石栏镶嵌着，现在已所

剩不多，零星地几块孤单地立在那里。我曾听
瓦午村72岁的刘庚繁老人介绍过，他说：“那

些石栏一直以来都保存得很好，上个世纪60
年代，有人为了砌灶台而将石栏上的石块

运回家里。但蹊跷的是，石块一到家，
那人就生病了，找郎中看病，也看不

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只好将石块运回
原处。石块回原处，那人的病也就

好了。也就是这个原因，那些石栏才得以保存下
来。但近期就损坏多了，所剩已不多了。”

从桥上仰望，就见密林间有一古塔，于是我从
密林的小径爬上去。这塔耸立于怪石嶙峋间，细看
做工精细，用手摸之冰凉。刘庚繁介绍说，这塔是
在大桥建造之后由村里人出钱兴建的，为的是防止
村里的地脉之气外流。我的目光越过古塔，就见一
座小庙耸立在巨石之上，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才
发现庙宇所在的那巨石之大，大到肉眼无法估量，
似从地上生发出来一般。这座小庙也似直接从石头
里长出来一样，庙前有两米见方的一个平面，是供
人跪拜用的。一条小路从庙宇背后延伸出去，我沿
着小路走去，就见一块石头上题写着“永历庙”三
个繁体字，欲往前，却是尽头，前面就是高几丈余
的石壁了。

与可以称作庙宇之基的巨石相对的是一块形体
稍小的巨石，两块巨石之间由三块条型石块隔离开
来，使两块巨石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缝隙，我小心翼
翼地攀爬下去，就见“雄关拒敌，吾主永安”的红色大
字题写在石壁之上，落款是明永历十六年孟春。

从安徽省和县一路向西折北，不到半个钟
头，就到温泉小镇。香泉度假村为半古建筑，小
憩的亭榭临水而居，过木槛，近水潭，行数步，
见一板桥，一头连着蓼汀，一头连着洲渚。过桥
至亭下。

坐亭下，思千年。南梁时期，昭明太子自建
邺 （南京） 溯流而上，至如方山登岸，在山下藏
经楼里，读书诵经。但他身染疮疖，遍寻名医难
以治愈。奇痒难耐，他就去山下温泉沐浴，渐渐
地，疥疮消失，皮肤光滑如初。于是，昭明太子

挥毫题写：“天下第一汤”，从此和县香泉名震天
下。

我循着泉水叮咚，逆流而上，果见一墙角
处，泉水自花木丛下盘旋而出。千年的泉水，滋
养着这方水土。凝视远方，千里香泉湖，十万如
方山。近之，一方泉池，热气盈盈。

读着香泉的前世今生，感慨沧海桑田，时过
境迁。漫步香泉老街，当年的粉墙黛瓦、酒楼茶
肆，砖木结构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街尽头留存
的“第一汤”三个大字，赫然镌刻在站立着的碑
石上，这就是当年残存的字碑，那时在此沐浴，
分文不取，赶集后，人们都会到此一洗。俗话
说：“羊肉面、锅贴饺、剃个头、泡把澡”，这就
是当年乡下人向往的美事。

香 泉
常兴胜

难舍永安桥
杨训波 适志宏 文/图

日前举行的第十一届仙女湖爱情文化旅游
节推出999对新人大型山水集体婚礼盛典。

作为“七仙女下凡”和“中国七夕情人
节”发祥地，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引入婚庆品
牌，首次推出了“中国信物”。该信物由中国地
质大学珠宝学院独家设计，用白银与玉髓打
造，细致温润的字母链演绎出中国哲学意韵，
爱的相连从一条姻缘线开始。百合网、米兰婚
纱以及诸多江西特色商品共同参与打造仙女湖
婚庆产业链。本届活动总策划人贾云峰认为，
未来新余爱情文化节要不断延伸参与团队，增
加产业设计，利用山水文化塑造爱情品牌。

旅游卫视近日宣布，将依托“最美中国”栏目启动
2015旅游春晚。2015旅游春晚的主会场设在云南省红河州
弥勒市，节目组将走进云南，全景式呈现弥勒的美景与
文化。

“最美中国”是旅游卫视打造的一个经典栏目，
是全国首个触角伸及每个市县的世界性文化宣传推
广平台。旅游卫视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携手全国
2000多家文化旅游企业，打造中国文化旅游产业
的“航空母舰群”，向世界展现中国的锦绣河山
和优秀文化，传承和弘扬特色软实力。

仙女湖塑造爱情文化旅游品牌
晓 东 文/图

仙女湖塑造爱情文化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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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卫视启动羊年旅游春晚
凡 菊

电影 《庐山恋》 里有个镜头：主人
公第一次相识，在清澈的溪水边，男主
人公读书的身影进入了女主人公的视
线。接着水中一块巨石特写，镌刻着

“枕流”二字。
庐山风景区管委会新闻办主任涂长

林告诉我：“这是朱熹所书，在五老峰下
的白鹿洞书院。”

在山上牯岭，听了一夜雾雨，先是
沙沙，如轻风吹过林梢。继而滴滴答
答，后又林吼流急。灯下翻看 《老庐山
画册》，窗外，庐山雾雨，声声入耳，颇
有一种“风声雨声读书声”的曼妙意境。

涂长林一大早就来接我下山，去参
观“天下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五
老峰下的书院四面环山，清幽深邃，它
与衡阳石鼓、长沙岳麓、商丘应天并称
为中国四大书院，曾被誉为“海内书院
第一”，迄今已有千年历史。

读书人的理想

“白鹿洞”3 个字，传闻是因为唐代
学者李渤曾在此隐居，豢养白鹿陪伴读
书而得名，人称其“白鹿先生”。南唐
时，这里被称为“庐山国学”，或白鹿国
学，兴盛一时。北宋时，此处更名为白
鹿洞书院，但因执政的宋真宗规定：“不
入官学不能应举”，书院不属于官学，因
而日渐凋落，风光不再。

及至公元 1179 年秋天，49 岁的朱熹
来到这座荒废了 125 年的白鹿洞书院时，
只剩残砖断壁，杂草丛生。虽洞门犹
在，却盛名不副。于是，他上书朝廷：
庐山佛堂数百，废坏者无不有人修复，
而儒生读书之地，只白鹿洞书院一处，
却破败百年，无人过问，实在可惜。恳
请重修。

朱熹虽两次上书，得到的却是帝王
的冷淡和同僚的讥讽。所幸的是，朱熹
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复兴书院的理想，他
决心凭一己之力重修白鹿洞书院。从置
田筑屋到筹集资金，从延请老师到发榜
招生，朱熹事无巨细，亲历亲为。这就
是读书人的理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朱熹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
和“大学”，他认为，道德习惯如不在儿
童阶段培养，不仅贻误个人，还有害于
社会，因此，儿童教育在于培养“圣贤
柸璞”，即雕琢璞玉。他提出“小学教
育”在于“教事”，小到穿衣戴帽的规
矩，大到孝悌忠信的纲常。当学子 15 岁

以后，即要接受“大学教育”，重点在于
“教理”，即探求事物之所以然。

朱熹推崇的“循序渐进”、注重伦理
道德等思想，即便对于今天的人们，仍
不失为最有价值的治学和处世理念。

走进书院简朴的教室，正面墙上赫
然在目的是朱子白鹿洞教条：“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
行之。”

朱熹不仅复兴白鹿洞书院的教学，
而且，还有效地把推广理学和书院教育
结合起来。其亲自制定的学规，即今天
我们看到的 《白鹿洞书院教条》，是中国

教育史上，第一个集教育目的、形式、
法则于一体的教育方针。它体现了朱熹
坚持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要
求学生先明义理，尔后正其心、以修其
身，然后，行之于事，再推己及人，进
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理学
家的理想人生。

至今，它还被日本、韩国、新加坡
等东南亚地区的学校奉为教书育人之圭
臬。

读书人的胸襟

在白鹿洞书院南侧，沿溪流而上，
是一座简易的石坊。石坊旁，有一个六
柱六面六翘角的亭子，叫独对亭。涂长
林说：“这是书院的正门，往里是读书圣
地。进书院的文武百官到此下马，正衣
冠恭敬步入，书院先生送客也就到此止
步。在书院里，不论富贵贫贱，学问为
高。”抬眼望去，溪水中，刻着：“踏
实”、“砥柱”、“枕流”、“自洁”等警字
格言。

林风阵阵，涛声不断。在这

风清气正之地，读书人的浩然之气凛然
而生。

曾在此工作过8年的涂长林讲了一个
朱熹与陆九渊的故事。

早在 1175 年，也就是朱熹重修白鹿
洞书院的4年前，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寺
进行一场“心性应该约束，还是应该释
放”的争论，以弄清渐修和顿悟之别。
由于观点上的极大分歧，朱熹与陆九
渊、陆九龄兄弟激烈辩论3天，最后不欢
而散，这就是史称的“鹅湖之会”，它揭
示了朱熹代表的理学与陆氏兄弟倡导的
心学两大思想体系长达百年的争锋焦点。

在白鹿洞书院的碑廊中，有一块格
外醒目的石碑，题为：“白鹿洞书堂讲
义”，作者竟是陆九渊。他的讲义怎么会
出现在这里？朱熹为什么要替这个学术
宿敌的言论树碑立传呢？

原来白鹿洞书院重张之初，朱熹自
命洞主，主持书院教学，他不断邀请多
方学者来讲学，以增添学子们的见识。
其中，有一个人如约而至，令朱熹惊喜
万分，这就是心学掌门陆九渊。

陆九渊讲演的题目：“君子喻于
义，小人喻于利”，讲到深处，朱
熹感动得泪流满面，令人记下内
容，刻石铭记。

这段轶事，与古希腊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名
言 ：“ 我 爱 吾 师 ，
但 我 更 爱 真
理 ”， 有 异
曲 同 工
之

妙。真正的读书人追求真理，尊重知
识，绝不应以人废言。我反对你的观
点，但绝不会无视你的研究。后世之
人，常把百年争辩的理学和心学视为水
火不容，其实，朱熹与陆九渊在学术上
都具有严谨的学风和宽阔的胸怀，他们
一代宗师的视野和气度已经超越了俗世
间孰是孰非的狭隘争执。这才是读书人
应有的胸襟。

书院之魂

站在独对亭前的枕流桥上，我
陷入沉思。此处遥对五老峰，悬崖
峻削，下临深涧，溪流湍急。一夜
山雨，涛声震耳。朱熹那首富有
哲理的诗篇涌上心头：“问渠哪
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官员考察完
白鹿洞书院后，德席瓦尔这
样评述：“为了全人类和
将来，要保护文化和自
然。我非常喜欢这个地
方 。” 吉 姆·桑 塞 尓
说：“我希望我们的
学校也有如此学习
和反思的环境。
谢谢你们给我
的回顾！”

白鹿洞书院：

读书人心灵的殿堂
本报记者 田晓明

孔望山，位于连云港市西南方，因公元前525年孔子登临此山眺望大海而得名，但长
期以来“养在深闺人未识”。

1981年考古专家来此考证孔望山上的摩崖造像石刻，发现比敦煌石刻要早 200多年，
《人民日报海外版》特向海内外郑重报道了这一古迹的发现。这是继西汉马王堆、秦始皇
兵马俑之后，第三次向世界发布重大考古消息，从而使孔望山“一举成名天下知”。

1994年，我曾有幸一睹孔望山风采。今年11月，我时隔20年再登孔望山。
这次登山，与上次的感觉大不同，上次是匆匆而过，走马观花，这一次我们就住在孔

望山脚下的宾馆，早上晨练，即可登山览景，看得仔仔细细，真真切切，一饱眼福。
摩崖造像石刻是核心景点，1800多年前的巨幅汉代浮雕共有雕像115尊，最大的高1.1

米，最小的仅10厘米，造型生动，栩栩如生。石刻以佛教为主题，其中一幅雕了一只奄奄
一息的老虎，旁边一个人用竹子戳破自己的喉咙，扑在即将锇死的老虎身上，用自己的鲜
血和肉体救活老虎，这便是佛祖释迦牟尼“舍身饲虎”的传说。释迦牟尼因大慈大悲救活
老虎，来世转为佛祖。还有一幅是释迦牟尼圆寂时的情景，众佛家弟子围在释迦牟尼的遗
体旁痛哭流涕，更有一个仰在地上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他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伽什，他

“因公出差”未能赶上佛祖的遗体告别仪式而悲痛欲绝。因年代久远，摩崖造像石刻的版
权属于谁，已无法查考，但如此传世之作，肯定是出自当时一位了不起的大雕刻家之手。

孔望山山坡上立着两块不同凡响的巨石。秦始皇当年来到孔望山，面对山脚下的滚滚

波涛，“立石为门”，指定这
两块巨石为“秦东门”，即秦
王朝的东大门。如今大海东去
百余里，沧海变桑田，游人感叹
不已。

这两块巨石除担当东大门重责，
还各自有着自己的故事。其中一块在
东汉时期被雕刻成一座石象。它是我国
至今发现的雕刻得最完美最古老的古石
象。它不同于一般的透雕（精雕）手法，而是
采用圆雕（浮雕）技艺，刻出石象的轮廓，使石
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更显得气势不凡。石象
背部雕有“象石”二字，字体像篆书，又像隶书，字
里行间反映了东汉时期篆书向隶书演变的痕迹。
石象腹部还雕刻了一位俊俏的手执鞭子的驯象姑
娘，笑意盈盈，呼之欲出。她头戴丁字型头饰，是典型
的汉代姑娘服饰，这应是当代时装设计师研究古代服饰
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面对美丽的“石中人”——汉代姑
娘，我们的思绪穿越到了遥远的汉代。另一块巨石其貌不
扬，很像馒头，故称“馒头石”。尽管它长相平平，却受到当地
一些人崇拜，一些老人、妇女抱着生病的孩子前来拜它为“干
娘”，据说拜它为干娘能祛病消灾，如果把小孩的衣服脱下来从
裂开的石缝穿过去更能逢凶化吉。

山顶上孔子与两位弟子眺望大海的石雕是孔望山的点睛之
笔。只见银须飘动的孔子望着大海，神采飞扬，正在发表他的高
见，两位弟子则认真倾听，若有所思。面对笔祖，我们这些“笔杆
子”纷纷在孔子像前合影留念。

山腰间有一个专供游人休息的凉亭和平台，一群大妈在此载歌载
舞。她们热情好客，得知我们远道而来，热情地邀请我们与她们一同手拉
手跳起圆圈舞，一曲下来，身上沁出汗水，登山疲劳一扫而空。

不远处还有一个广场，中老年人身穿武术服装，伴随着音乐击剑、打太极
拳，别有一番风景。当年佛教名山，如今百姓休闲场所，老百姓才是孔望山主。

到了孔望山，能让人真正理解什么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虽然它海拔
只有 123米，却名扬四海，享誉中外。1988年，国务院将孔望山摩崖造像石刻列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象和龙洞庵中的圆柏被定为“一级文物”。

教育家叶圣陶说过，“一篇东西只读一两遍总是不济事的，不妨在细细咀嚼之
后，再来一贯到底地读它几遍，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欣赏”。读山如读书，我已两次登
上孔望山，但此山厚重、多彩、景深、意浓，将来有机会我还会再游孔望山。

再 登 孔 望 山
李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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