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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来潮州，就被这里的
“潮人”所吸引。

历史上的潮人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
就是其中的一位。韩愈不是潮州
人，在元和十四年因为唐宪宗迎
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得罪
了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当时
的潮州属蛮荒之地，偏僻落后，
韩愈在潮州为官只有八个月，却
恶溪除鳄，释放奴婢，兴办乡
校，他为官一方，造福百姓。潮
州之所以能成为岭东的文化中
心，韩愈延学兴教功不可没。潮
州百姓为纪念韩愈，将山水改姓
韩，有了韩江、韩山。韩愈字昌
黎，便有了昌黎路，有了昌黎小
学，韩山上则有韩文公祠。

来到潮州，不去拜谒韩愈这
位历史潮人，就像到了北京不去
登长城一样遗憾。顾不得天气炎
热，我们一行兴致盎然地去往韩
文公祠，与这潮人相逢。

韩文公祠依山而建，层次分
明，前落是韩祠的主体，后落是
侍郎阁。拾级而上，面前的石阶
共有 51 级，是纪念韩愈 51 岁时
到潮州，可见潮州人对韩愈的敬
仰之情，每个细节都不含糊。石
阶平台上竖着一座高大的石雕牌
楼，匾额上书“韩文公祠”。据
记载，旧的石牌坊是明朝天顺年
间所建，可惜早已损毁，牌坊上
的对联倒是留传了下来：佛骨谪
来，岭海因而增重；鳄鱼徙去，
江河自此澄清。

正殿左侧有碑刻“功不在禹

下”，出自韩愈自己的文章，是
韩愈称赞孟子的话，被后人反过
来赞美了他。他来潮州之后除以
上功绩，还积极发展农桑，修筑
水渠，引水治水，其功若古代的
大禹。

对于韩愈的评价，最为世人
熟知的是宋代苏轼撰写的一篇碑
文 《潮 州 昌 黎 伯 韩 文 公 庙 碑
记》，这是苏轼应潮州郡守王涤
之邀而写。文中苏轼将韩愈比作
浩然正气的化身，因而能够做到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
下法”。只是，这块碑历经三番
五次损毁，没法还原苏体真容
了。为此，潮州市文联的陈主席
组织人手，借助高科技，从苏轼
的所有字帖中拆分出偏旁部首，
用了一年多时间，用电脑“还
原”了碑文。

木雕中的潮人

潮州有先贤治学思想的引
领，后世对教学育人尤为重视。
潮州湘桥区意溪中学就是典型代
表。这个学校虽是乡村中学，却
把传承民族文化作为教学的必修
课，坚持统筹兼顾、寓教于乐，
有效地整合校内外资源，制订详
实可行的训练和教学计划，开展
舞龙舞狮、武术、大锣鼓教学、
科研、竞赛、文化交流，拓展多
元化校园传统文化特色活动的探
讨和交流，让龙狮、武术、大锣
鼓这些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得更深
更广。

说来有趣，在卷帙浩繁的
《辞海》 中，要查出“木”雕一
词，必须贯以“潮”字方可查
到。“潮州木雕”成为了专有名
词，可见其专业性之强，影响力
之大。据史料载，潮州木雕在唐
宋时已初具规模，至明清而日臻
完美，如今仍保持旺盛的生命
力。潮州木雕也有非常鲜明的风
格，其形式有圆雕、沉雕、浮
雕，更能展示艺术魅力的是多层
次的镂空雕，堪称高端艺术品。
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卓越的创
造，是那种穿透、镂空、多层次
的“通雕”。

在潮州工艺美术馆，我欣赏
到了木雕大师辜柳希的作品，他
的通雕吸收了圆雕、浮雕、阴刻
以及绘画的长处，融汇成为一种

独特的艺术形式，他还善于把曲
折复杂的故事在一个画面上，有
条不紊地联系起来，既照顾到叙
事的明了完整，又照顾到造型的
单纯概括，既能给人一目了然的
印象，又经得起仔细玩味赏品。
人物和环境的处理，亦实亦虚，
像极了散文与小说的文体，一实
一虚，决非自然的仿造，他借用
一门一柱一树一石的简单物象，
让我们观者在脑海里驰骋遐想。
而且，辜柳希大师的构图不受透
视法则的约束，人物加以适当的
变形，不强调纵深的真实感，讲
究的是疏密匀称，穿插联结，紧
凑结实，是木雕艺术的精品。

除过艺术观赏，潮州木雕密
切联系着日常实用生活的各个方
面，更适应百姓的思想感情和审
美上的需要。在潮州，不管是

“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民居之
陋，随处可见木雕艺术的存在。
所以，潮州还有“木雕城”之誉
称。

瓷器里的潮人

因为对潮州的不甚了解，所
以听说潮州是“瓷都”时，我不
免有些惊讶。殊不知，唐代潮州
已生产青白釉瓷器，至宋代，城
东的笔架山水东窑生产规模更
大。因为市郊有飞天燕瓷土矿，
资源丰富，品质优良，构成了潮
州瓷器发展的先天条件。如今，
潮瓷的出口量是景德镇瓷器的两

倍多。潮州瓷最大的特点在于泥
料洁白无瑕，器物具有简洁典雅
之美，在中国瓷器领域有其重要
地位，再加上工艺师们善于创
新，每个阶段都能出现创新，令
潮瓷一直能贴合时代审美趋势。

值得一提的，潮州的手拉朱
泥壶，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演
化有序，是潮州陶瓷业的一大奇
葩。从清代中期，潮州朱泥壶便
独具一格，经 300 余年，特别是
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改进，潮州
手拉壶工艺师的制壶技术和选
料、制泥工艺发生了质的飞跃，
本地制作手拉壶的泥料及工艺水
准，不仅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逐渐赶超宜兴紫砂壶，成
就了一大批工艺大师。牌坊街明
德园的谢华便是代表人物，谢师
傅所带的徒弟中，竟然是些十八
九岁的少男少女。与他们同龄的

“00 后 ” 们 ， 大 多 整 天 戴 着 耳
机，抱着手机听歌打游戏，可眼
前的这些孩子在大师的指点下，
每天沉浸在陶泥里，心无旁骛。

朱泥壶的塑造技艺采用的是
古老手拉方法，运用手指按一块
放在自动转盘上的泥，将泥料自
下向上伸延且内外翻转。因为转
盘是做圆周运动，所以朱泥壶最
终的形状也只能是圆润谦儒的，
只不过在这些少男少女的手指一
伸一收之中，它又会呈现出圆无
一相的情况来。所以，每一把朱
泥壶，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帮热
衷于陶泥，在泥陶的方寸天地飞
扬的学徒们，实在“潮”得与众
不同。

正应了那句“到广不到潮，
枉费走一遭。”此行，让我见证
了潮州人杰地灵，“潮人”辈出。

（温亚军，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著有《西风烈》《硬雪》等
作品；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部
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日、俄、法
等语言出版。）

潮 州 潮 人
温亚军

很 久 以 前 就 听 说 了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
来不看岳”的说法，使我
充满了对黄山的向往。终
于有机会和朋友们一起结
伴游黄山，也算圆了我的
那个梦。

从 汤 口 镇 的 宾 馆 出
发 ， 很 快 就 到 了 黄 山 脚
下 ， 山 里 的 空 气 非 常 清
新，满眼的绿色让我们感
到黄山触手可及。山道蜿
蜒曲折，透过车窗，看到
的要么是悬崖峭壁，要么
是遍布峰壑的黄山松，在
一次次的峰回路转后，我
们终于来到了云谷寺。

上了缆车，缆车在空
中慢慢升腾，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漫无边际的真正的
林 海 。 破 石 而 生 的 黄 山
松，盘结于危岩峭壁之上，挺立于陡崖深壑之
中，或雄壮挺拔，或婀娜多姿，显示出了顽强的
生命力。

跟着缆车前行，黄山渐渐向我们敞开了怀
抱，昨天还是烟雨蒙蒙，今日天已放晴，天空显
得格外的蓝，远远望去，几乎不夹杂一丝云彩，
与蓝天相接处便是黄山层层叠叠、连绵不绝的山
峰，那样的气势足以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下了缆车，我们开始徒步上山，一路曲折上
行，景色也是千变万化。开始时是遍山的松树，
黄山的松树果然身姿奇特，树干婀娜、树冠葱
郁，大概是黄山特殊地质和气候原因吧，所有的
松树都向阳而生，造成了很多松树都只长半侧的
奇特身形。有趣的是，并非黄山所有的松树都叫
做黄山松，只有在海拔800米以上生长的松树才叫
做黄山松，但不管哪种松树都具备温婉优美的身
姿。

路边都是盈盈的绿色，山花不多，只是偶尔
的，有一两簇映山红零星地绽放，和残雪一起点
缀在一派碧绿之间，打破了其间色彩的贫乏，很
是养眼。间或有鸟儿从头顶扑翅飞过，惊起林间
残雪一阵扑簌。

随着不断攀高，愈见黄山真面目了，山道边
偶见清冽的泉水汩汩地冒出，汇成小溪，飞溅在
乱石间穿行，流向远方。向脚下方看去，沟壑深
深，石壁陡立；向对面望去，黄山群峰巍峨，陡
峭峻拔。峭岩绝壁，布满了岁月刻凿在岩壁上的
皱褶，有的山峰清晰可见，有的则是薄雾缭绕，
似笼罩着轻盈的纱，在阳光的映照下，挺秀端美。

我们一边攀爬，一边赏景，颇有些目不暇接
之感，以形命名的黑虎松，紧密依偎的连理松等
等，每棵都独具美丽，让人叹为观止。登上始信
峰，向远处眺望，千峰竞秀，美不胜收，真是黄
山峰海，无处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奇松
怪石，相映成趣。位于北海的梦笔生花、“喜鹊登
梅”（仙人指路）、老僧采药、苏武牧羊、飞来石
等奇观，在人们的想象中，块块冥顽不灵的石头
凭空有了精灵般鲜活的生命。

终于踏上了光明顶，眺望鳌鱼背、莲花峰，除了
慨叹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外，已经无法再用词语来形
容了。据说黄山一年之中有云雾的天气达200多天，
偏偏这天天气出奇的好，无缘见到千变万化、波澜
壮阔的云海，心中甚是遗憾。但转念一想虽然没有
看到云海，却已足以让我留连忘返了。遗憾有时也
是种期待，期待着下次的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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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熟悉之地无风景，
我也概莫能外。

看了电影 《飘洋过海来爱
你》 后，片中纯朴地道的纤夫
形象，逶迤绵延的峡谷溪流，惊
心动魄的绝壁险滩，涉水拉纤漂
流的号子声，吊脚楼里新娘的哭
嫁歌，溪畔巴人祭祀跳起的“撤
尔嗬”……让人回味悠长，对这
个真实爱情故事的发生地愈发心
驰神往。

趁着有时间，乘坐长江游轮
顺流而下，直奔湖北省巴东县神
农溪景区。行至巴东境内，转乘
一艘小船逆流前行。当“神农
溪”三个遒劲大字跃入眼帘时，
电影中那一帧帧神农溪美景也随
之真实地在眼前铺展开来，不由
心沉意醉，恍若进入世外仙境。

全长约60公里的神农溪，溪
水幽平，一点不逊色千岛湖。溪
中穿行，已不见古铜色赤身的土
家汉子纤缆勒肩，一步一个脚印
拽舟而行的原始古朴，也没了滩
边鹅卵彩石堆砌、浅水鱼虾相逐
的荒野逸趣，更未逢着陆游笔下

“暂借清溪伴钓翁，沙边微雨湿
孤蓬”的寄情山水者。

期许与现实总是有些距离
的。正暗自感叹时，一身土家族
服饰的妹子介绍说：“神农溪原
来是一条无名小溪，因源于神农
帝采药神农架大森林下而得名。
三峡大坝建成后，库区蓄水致使
神农溪河段水位上升 100 多米。
曾经的激流、险滩，还有部分古
栈道、悬棺等景点，都被淹没于
水下了。”

瞬间，好奇之火又被点燃。
船继续向前，船尾拉溅出朵

朵浪花。仰望两岸，山峦叠翠、
林木莽莽，悬崖陡壁不时奔于额
前。侧耳聆听，轰响的船音中，
还传来啾啾鸟鸣，杂夹三两声的
猿啼。当船行至龙昌洞峡，土家
族妹子手指一处山崖缝隙，“快
看，那就是悬棺，是古代巴人用
智慧和双手创造的一种丧葬奇
迹。古代巴人死后为何将身躯凿
崖以葬，千百年来一直是个待解
的谜……”

土家族女孩声情并茂地解说
着景点，而我的思绪，已不由自
主地飘飞到了鹰潭龙虎山崖墓。
25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古越人
坚信：“弥高者以为至孝，高葬
者必有好报”。经受了太多的战
争和灾害之苦的古人，梦寐以求
的就是宁静和太平，用崖葬将祖

先安葬于凌空绝壁之上，让逝者
在一个青山环抱、碧水环绕、宁
静幽美的环境中永得安息，也算
是对逝者生前遗憾的一种弥补
吧。

船行至溪之源头，游人纷纷
离船上岸，陶醉于土家族风情音
乐剧 《巴山恋》。而我则钟情于
神农溪秀美的自然风光，一个人
漫步岸边，搜寻着诗圣杜甫笔下

“迢迢水出走长蛇，怀抱江村在
野牙。一叶兰舟龙洞府，数间茅
屋野人家”的别样景致。

未行多远，便见两条“豌豆
角”小舟停于溪旁，渔夫正在撒
网捕鱼。远处，青山如黛、云雾
缭绕，土家村寨若隐若现。山高
林密处传来时而高亢时而婉转的
山歌，虽听不懂歌唱的内容，但
那拖着长长尾音的“伙计”却清
晰入耳。大概，这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土家族山民在歌唱他
们惯常的听风赏月、看兽走鱼游
的自在生活吧。

流连于水光山色，肩挎相机
的我一时竟忘了举起，多多地拍
下这满溪的美好。好在，美景已
然摄入心中。

神龙溪，带着向往而来，满
载眷恋而归。

下图：神农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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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是 一 个 梦 ， 在 时 光 的 轮 回
中，不知烙下多少的思念与企盼。初
到苏州，一点也不觉得陌生，粉墙黛
瓦，小桥流水，绿杨垂柳，古井深
巷，都像恋了几世的情人，此生不曾
相见，却早已在心中影影绰绰。因
此，与其说我与苏州是一场邂逅，不
如说我是在出走多少年后，回到苏州。

我是清晨回到苏州的。
薄 凉 的 阳 光 从 河 对 岸 的 屋 檐 之

上，慢慢地洒过来，洒在碧绿的河水
里，也投向斑驳的粉墙上。此时的阳
光像一枝毛笔，在苏州的宣纸上，写
下一个飘逸如行云的字——静。静是
一条穿越时光的隧道，一眨眼的功
夫，整个人就好像回到了古时的城
池，周围的一切都古色古香。

是什么样的磁场和力量，会让一
个人不顾一切地从喧哗走向静谧？

有几个讲着吴侬软语的妇女，手
里端着木盆，木盆里随意装着一些衣
物。河道两岸留有一些埠头，皆用古
老的石头砌成。那些妇女，就在这些
埠头上，捣着衣物，偶尔闲聊几句，
偶尔也嬉笑几声。河道里掀起一层层
水波，碧绿绿的，渐次跌宕开来，便
拉开了整个苏州城的安闲时光。

河里开始有船驶来。
船 是 旧 时 的 乌 篷 船 ， 没 有 发 动

机，也就没有了轰鸣。最初划船的是
一个中年的男子，他一边划船，一边
往河面上打量着什么。偶尔有一些飘
着的塑料瓶子或垃圾袋，他便用绑着
网兜的竹竿将之打捞上来，然后装进
船上的箩筐里。长长的河道上，他重
复着这样的动作。或许，苏州的清雅
与灵韵能够得以保存，与这样的呵护
是密不可分的。在苏州，好像每个人
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惊扰了历史，也
怕打破了原本拥有的烟火之气。

在苏州行走，最好是坐船。苏州
在水上，水的滋润生成了苏州的主要
性格。穿行于水上，就好像穿行于画
卷之中，两岸的老房子以及前方的石
拱桥，都是水墨点缀。

又有两只船划来，一只船上坐着
一对情侣，穿着清朝时的新郎新娘

装，而另一只船上则是两名换着各种
角度按着快门的摄影师。一个个镜
头，定格的不是他们的模样，而是苏
州的古典以及忘却光阴的爱情。

在苏州，坐船无疑是行走的最佳
方式，却决不是唯一的选择。

一个人在平江路上的街道或小巷
中慢慢行走，又是另外一番味道。一
切都慢下来了，刚来时，甚至会感觉
慢得有点让人着急。有些院落的门虚
掩着，偷偷从门缝中往里瞄一眼，却
看到偌大的一个庭院里，只有一个老
人躺在藤椅上小憩，旁边放着一壶
茶。也有一些老人围坐在河边，泡着
茶，收音机里播放的是苏州的昆曲。
时不时，老人们也会跟着哼唱几句，
好像人世间的纷繁与杂乱都与他们无
关。他们将苏州活成了典型而地道的
江南，也让世人见证了最古老的中国。

很奇怪的是，平江路的街道和无
数条巷子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都觉
得不够，也不觉得疲惫。苏州是一座
永远不会让人厌倦的城市，也是一座
长着故乡模样的城市。回到苏州，心
情是放松的，是欢愉的，整颗心都是

属于苏州的。
这样的时光过得很慢，慢得像是

从石缝间一点点浸润出来的水；这样
的时光也过得很快，快得让人来不及
防备，已悄然从画卷之中溜走。

当夜幕悄无声息地降临苏州时，
平江河上已没有了船，河的两岸升起
了红彤彤的灯笼，在暮色中格外抢
眼，有古典，有柔情，有诗意，也给
人温暖。苏州的夜，像一个温暖的
家，或是一张母亲的脸，让人感到熟
悉与亲切。

我是四川人，吃辣是一种嗜好，
可谓无辣不欢，奇怪的是，吃起苏式
菜来，却没有半点的不喜欢，反而很
享受那份细腻与精致。渐渐有点醉意
了，醉在苏州的远古柔情与寻常日子
里……

朋友说，苏州日子，就是吃饱喝
足。

我非常赞成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
苏州的味道。对于一座城而言，还有
比这更好的存在方式么？

还未离开，已满是思念。
上图：苏州风光 来自网络

回到回到苏州苏州
范 宇

行天下

潮州风景 来自网络

潮州古城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