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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的时候就曾到过西安碑林，穿
行在碑石间，呼吸着久远的风烟便以为自
己受到洗礼，从此也文化起来了。这都是
因了这座石质图书馆，汇集了远古的流
变，谁若想添些笔下功力就必须匍匐碑
下，才能体会到文字源远的魅力。

然而，当我又一次踏进碑林大院，我
惊诧地意识到，这里不仅仅是书法家的宝
地，那一通通石碑还承载着凝固的记忆，
中华民族何以浩浩荡荡，秘密可能都在这
些石碑里了。

播撒传统

走过窄窄的泮水池，穿过一道古朴的
牌坊，我远远看见了那座标志性的碑亭，
上有林则徐被发配新疆路经西安写下的

“碑林”二字，如今已深深镌刻到世人脑
海了。

这通巨大的方碑是由 4 块高约 3 米的
青石合围而成的，碑顶是灵芝云纹簇拥的
双层花冠，碑底有三层石台，所以也称之
为石台孝经。当年唐玄宗为教育官吏遵行
孝道，选石勒碑，讲经释疑，还是下了番
功夫的。这通碑最初竖立在汇集了学界泰
斗的国子监，到了宋元祐二年又迁到文庙
的正中位置。从此这方碑刻便驻立于此，
目睹了1600多年的风风雨雨，不动声色地
播撒着温润的传统。

碑文用隶书撰写，唐玄宗还在文后题
曰：“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
亲自刻注，垂范将来。”那字迹，风华雍
容。唐玄宗还对孝经作了注释，用小隶刻
在正句之后。想那皇上对自己的书法和注
释是格外自信的，曾把孝经拓片发到每个

家庭，期望人人存怀孝心，家家洋溢孝
道，齐家才能治国。

碑面上刻有整齐的方格，当初皇帝是
直接用朱砂一笔一画写到碑上的，而不是
在桌上写好一字一字摹刻上去的。我想这
方巍峨的方碑，不论平放地面，还是高高
竖起，洋洋洒洒五千余字，体现了大唐的
气魄。

尊崇孝悌，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
缘由，人们对孝道的尊崇始终不减，所以
历朝历代都把孝经碑视为国宝而加以推
崇。也许就是上天的佑护，20世纪50年代
碑林曾发生大火，把文庙大成殿焚为灰
烬，但仅仅几步之遥的孝经亭却毫发无
损，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了。

展现睿智

我小心绕过石台，迎面是一间横在园
区的廊房，明清风格的挑檐和窗扉涂着朱
红，护佑着令人牵挂的一组珍藏。这里的
碑石与我记忆中的碑刻完全不同，不是一
块块立于地上，而是一块块森森然连成了
长廊。碑林人告诉我，这就是元祐年间与
孝经碑一同迁来的开成石经。

这开成石经好生了得，绝对算得上国
宝中的国宝了，不仅仅因为这 114 块石碑
距今已有1600多年，而是镌刻的内容乃是
中华文脉的核心篇章，十二经，一百六十
卷，六十五万字，几乎收入了全部的经典
著述。

碑林人说，开成石经的意义怎样估量
都不为过。

厚重的开成石经历经多次战乱劫难，
几经躲避才得以完整保留，不能不说是个

令人欣慰的奇迹。唯有的遗憾是明代嘉靖
年间的关中大地震，一下震裂了 44 块石
碑，尽管后来一一修弥，却依然让人摇头
怜惜。我走近看到，明朝人对那石经格外
珍惜，用细石米浆将碎碑进行了黏结，还
对缺损的字迹依据拓片另刻小碑补缀。那
些补缺之碑孤立看去，谁也不知什么意
思，只有对应原碑才能知晓本来的文义。

我与碑林人细聊发现，国人对开成石
经的崇敬是深入骨髓的。历史上多个时刻
碑林曾经沦为兵营，在兵戈铁马面前所有
遗存都可能成为粉齑，但在这处大院里，
长戈铁矛与碑石同立，士兵们常常抱着刀
枪在石碑间席地而卧，当集合的号角一
响，翻身跃起便会向外冲去，枪头却从没
碰破一字，所有碑面也不见一处刀枪磕碰
的痕迹，这不能不说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宝
贝，在沙场征伐的将士眼里依然不可亵
渎。这恰恰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睿智。

记录历史

穿过石经屋便进入了又一个碑廊，这
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名碑堂，看到那些如雷
贯耳的书法大师的碑刻，读字如遇仙人，
读文如沐春风，好像那大师穿袍戴冠长髯
飘逸在讲述文字的奥妙，任何读书人不能
不对这些碑碣顶礼膜拜。

我从名碑屋出来便去了存放石刻的展
室，其中，昭陵六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我知道，这六骏石刻本来立在昭陵前
的祭厅里，从上世纪初遗留的一张照片
上，还可以透过破败的大门看到战马在凄
风中嘶鸣。

传说六骏石刻是唐太宗授意大画家阎

立本所绘，又由阎立生所刻，肌理健硕，
忠诚威武，把战马的形与神镌刻得栩栩如
生，洋溢着满满的盛唐风华。唐太宗还亲
写赞诗，由书法家欧阳询丹书于上，可谓
名画、名刻、名碑、名书于一身，只可惜
那丹书早已被风雨剥蚀了。但我站在马
前，依然能听到战马嘶鸣的昂扬，看到天
马奔驰的潇洒，听到箭簇如雨的呼啸。有
记载说，当年毕加索见到六骏石刻图册直
呼：形象艺术的滥觞应该源自这里的。

我从碑林出来看到熙熙攘攘拥在门口
的游客，自然为古城存有碑林而骄傲了，
以前多是学子进院观摩，现在大量游客纷
至沓来。

现在的展品只是院藏的 1/3，大量的
碑刻还躺在仓房里。千百年来这些移来的
展碑时有修缮，但当年立碑和倒扶补缀只
是用碎石渣支稳，三合土填充，中间多是
空的，稍有灾难袭来碑林人就紧张得坐卧
不安。我想，的确应该赶快扩展碑林的展
区了，为它们开辟一个安全的居所，这些
历经颠沛的千年遗存绝不能在我们手上再
生遗憾了。

（阿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
剧家协会会员、第五届陕西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著有散文集《大秦之道》《饺子啊
饺子》，获曹禺戏剧文学奖。）

碑林之石
阿 莹

皖南古村落多显徽
派建筑风格。通往桃花
潭的路就是通过这样一
个青砖黛瓦的小巷，缓
缓伸向青弋江西岸。

江水浅缓，江岸萋
萋。几株青檀粗壮的主
干 上 生 长 着 细 长 的 叶 ，
如同嫁接的岁月。青檀
旁，一边是李白的白色
塑 像 ， 一 边 是 镌 刻 着

“桃花潭”三个大字的巨
型石碑。顺着李白的视
线，我们看到了江对面
的万村渡口，看到了肃
穆寂静的古村落。

哗哗的流水声，与
掠 过 江 面 的 鸟 鸣 交 汇
着，有些长歌短调的韵
味。或许还会有雨，水
面氤氲着淡淡的薄雾，
有如一袭白纱。雾里的山，犹如李思训的山水
画，浸染着撩人心绪的背景。

渡船划开墨青色的江面，浪花里泛起醇香一
叠。我似乎看到了李白直立于梭子船头，面色凝
重，沧桑的眼眸浅含泪水。正是暮春的雨日，丝
丝缕缕的江南雨浸透窄窄的船舷，浸透李白的脸
颊，浸透青弋江的蒙蒙天空。汪伦亦是冒雨站立
在岸边，踏着皖南特有的黄梅声调，挥手别友
人。歌声渐远，江面渐阔，无数滴春雨落在江面
合成一首呜咽的神曲。李白情不自禁，和着江水
拍打船舷的节拍，似吟似唱，一首 《赠汪伦》 就
此流传千古。

船在现实和梦境中穿行，人在幻想和本源中
游离，千年时光仿佛就在一江之隔。远去的李白
可曾想到，这千年之间会有那么多追寻他足迹的
人，于相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空，入着同样的
梦境。遗憾的是当年的桃花潭已经不见了，水面
更宽的青弋江把桃花潭揽入了自己的怀抱。于
是，潭江联袂，一如当年李白和汪伦神交一样，
呈给世人一段新的奇缘。

江的对岸是万村，这便是当年有万家酒店的
地方，上得岸来最迫切的心愿当是寻找酒店的所
在。多少年来，“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
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这几句耳熟能详
的话语充盈着脑海，桃花潭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
神往的地方。李白好游，饱览名川大山，十里桃
花于他并不稀奇，然有万家酒店的地方却是不曾
见过的，于是接到汪伦的邀请，李白舍弃“相看
两不厌”的敬亭山，欣欣然就来了。

就在上岸不远的村口，我们看到了万家酒店
的遗址。时代久矣，老酒飘香的万家酒店早已不
复当年的繁华，遗存的是一座如同水墨落了颜色
的旧屋架，尽显沧桑。站在逼仄的巷道里，心绪
里瞬间便有了些凝重，就像惟恐两边没有了顶盖
的砖墙随时倒坍下来一般。通过有些倾斜的窗口
窥望酒店的阁楼，似乎窥探到了万村的一个千古
谎言。恍惚间，耳边似乎还传来汪伦虔诚的解
释：“桃花者，实乃潭名；万家者，乃店主姓
万。”

历史把这段对话升华为文化，于是这文化便
也成了历史。

李白成就了汪伦，让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乡
间豪士千古留名，妇孺皆知；李白成就了桃花
潭，让一处江南山水成了风雅之地，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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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又到了银杏叶泛黄的季
节，来一场“金叶十里”的浪漫之
旅吧。

翻过六八古道，便到了天泉景
区。浙江长兴县小浦八都岕的十里
银杏长廊便呈现在眼前。远远望
去，一棵棵高大的银杏树上，长满
了金黄色的叶子，满树的金黄，满
地的金黄，仿佛进入了一个金色的
童话世界。

身处此境，心情为之一振，格
外地舒展起来。原本灰暗的天空，
也变得明朗了许多。顾不得翻山越
岭的疲惫，沿山路蜿蜒而下，一路
赏秋。

“金天金地金世界，银杏长廊画
中游”，此时的八都岕，是一年中最
为靓丽斑斓的时候。3万多株银杏错
落有致，散落在蜿蜒而下的山路两
旁，绵延 10公里，金灿成一片，与
古朴村庄的粉墙黛瓦为伴，给人一
种夺魂摄魄的震撼之美。

沿路而下，一幅溢满江南乡村
气息的金色油画徐徐铺开。满树金
黄的银杏散布于山村的各个角落，
远远望去，粉墙黛瓦间，点缀着一
树树的金黄，非常靓丽。正是这一
片片的银杏黄，一路渲染，点亮了
深秋的小山村。古老的民宅浸没在
一片金色之中，屋顶、墙头、路
面，尽是银杏叶的覆盖，如诗如
画，如梦如幻。

最早知道银杏，是在初中课文
上郭沫若的散文《银杏》，他将银杏
称之为中国的“国树”。江南一带的
银杏，多栽于寺庙之中，普通民居
的屋前院后很少栽植。而八都岕人
把银杏当作“圣树”“风水树”，广
为种植。

“八都岕”这个“岕”字，音同

“界”，是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据
当 地 人 解 释 ， 上 为 “ 山 ”， 下 为

“ 人 ”， 一 撇 为 “ 水 ”， 一 竖 为
“路”。小桥流水人家，青山绿水幽
径，一个“岕”字形象地概括了八
都岕的地貌特点。

临近中午，走过许家桥，忽见
路边有一偌大的院子，几株银杏满
树金黄，张开金灿灿的笑容，秋风
拂过，几片金黄色的叶子从树上飘
落，宛如一只只金色蝴蝶在空中翩
翩起舞，欢迎我们远道而来。

午后的天空，一扫早上来时的
灰暗，变得明媚起来。金黄色的银
杏叶，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是呈现

出一种独特的美，黄得耀眼，黄得
明亮，黄得舒畅。那种黄，是闪亮
活泼的黄，是纯洁靓丽的黄，是晶
莹剔透的黄，令人心旷神怡。

山路两旁厚厚的落叶，仿佛铺
上了一条金色的地毯，踩在上面便
响起细微的“沙沙”声。微风吹

过，片片黄叶随风而动，格外浪漫。
红风衣、红褂袄、红围巾，是

金黄世界中最抢色、最靓丽的颜
色。一个个女游客身着红外衣，系
着红围巾，成了银杏林中一道最靓
丽的风景。

每一处老宅前，每一片银杏林
里，都有女游客们最耀眼的身影。
她们有的背靠银杏树，仰望蓝天；
有的端坐台阶上，低头静思；有的
雀呼跳跃，活力四射；有的飘撒黄
叶，在落叶缤纷中，尽显浪漫……
色彩绚丽的她们，忘情地投身自
然，将她们的青春靓丽融入浓浓的
秋色之中。这样的画面，何尝不是

一种至善至美的风景。
“碧云天，黄叶地”，八都岕的

银杏黄，别有一番美丽。我随手捡
起一片飘落的黄叶，满心期待地夹
进书中，让它成为一枚记录美丽之
行的书签。

下图：游客穿行在银杏树间。

金叶十里美如画
许国华文/图

凤凰，多么神秘而令人憧憬的
名字。只要一听到她的名字，就让
我心生向往，忍不住亲近。凤凰西
南，有一山酷似展翅而飞的凤凰，
古城因此而得名。

风凰古城位于湖南西部边陲，
风光旖旎，如诗如画，处处弥漫着
古朴且浪漫的气息。行走在古城的
青山碧水之间，徜徉于不尽的湘西
风情之中，移步换景，举目成趣，
令人陶醉不已。

晨曦微照，沱江润润的水气扑
面而来。红色砂岩砌成的城墙伫立
岸边，犹如一座不朽的丰碑，镌刻
着往昔的刀光剑影；南华山衬着古
老的城楼，极具塞北苍劲之风。远
处的山峦萦绕着一层薄雾，片片山
林在雾霭中时隐时现。一栋栋古建
筑临江耸立，共同见证着古城的沧
桑和繁荣。

沱江穿城而过，缓缓流淌，江
水清澈可鉴，宛若碧绿的飘带，给
古城平添了一种空灵的韵味。漫步
江边，只见吊脚楼一半悬于沱江之
上，由根根木柱支撑，一半依地势
先用石头砌基，用木板搭楼。飞檐
翘角，层瓦如鳞，掩衬于群山薄雾
之间，倒映于碧江清流之上，沿江
连绵不断，错落有致。那和谐、淡
雅的意境，仿佛从唐诗宋词或水墨
画中氤氲而出。

轻舟浮动，虹桥斜横，古朴的
跳岩横贯江心。这跳岩，一个个石
墩互不连接，不是桥却起着桥的作
用。走在上面，我不禁胆战心惊，
却见迎面一位女子疾步而来，如履
平地，身后还背着竹篓，孩子安然
熟睡。江边，几位姑娘聚在一块，
捣衣，淘米，洗菜，忙碌的身影在
水波里荡漾，阵阵杵声与欢声笑语
交织跌宕。

凤凰街道不宽，曾经名人辈出

的小巷，都是青石板铺就，纵横交
错成小巷的血脉，厚重的青石板，
似一个个音符在小巷深处浅吟低
唱。街道两旁富有民族韵味的店铺
一家挨着一家，很多店铺门口挂的
招牌都是印染布做的。摩肩接踵的
游人也遮挡不住幽深的巷子透着的
那份宁静。参天的古树描绘着历史
的画卷，古老的店铺讲述着久远的
往事。虚掩的门扉，木质的窗格，
雕梁画栋的图案，都是一幅幅怀旧
的老照片。我流连于湘西市井的画
卷里，望着巷子攒动的人影，让人
产生时光倒流的感觉，仿佛一不留
神就会与之擦肩而过。累了，乏
了，随便找个木椅，坐下歇歇。顿
时觉得这里是一个可以安放灵魂，
可以托付华年的地方，看似烟尘弥
漫，却又将一切置身度外。

凤凰的出名，离不开沈从文先
生，他曾用最美妙的文笔写出 《边
城》，倾倒无数读者，更让凤凰成了
谜一样的传奇。大凡去凤凰古城的
人，都是因为沈从文。走进凤凰古
城，才可能真正理解沈从文和他笔

下的故事。
在一条小巷子里，我找到了沈

从文的故居。一座历经风雨的百年
老宅就在眼前，像一抹永不褪色的
风景。天地间一片亘古的肃穆，奔
腾的血液在寂静中渐渐舒缓平和。
此时的老宅无比辽阔，辽阔得可以
容纳万千世界；又无比深邃，深邃
得只剩下时光的影子。抚摸书房临
窗的书桌，就好像先生刚刚来过，
又才刚刚离开，敬仰之情油然而
生。告别先生的故居，我去拜谒先
生的墓地。先生的墓地背山面水，
绿树环抱，清幽静谧。“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短短的碑铭，启迪后人。

这只飞落在沱江畔的凤凰，风
姿绰约，美得像一首诗。许多人都
顺着沈从文的笔，前来古城寻幽探
胜。我深陷这场美丽的相遇，感受
凤凰的前世今生，陶醉于古城的山
水人文，让我欲罢不能，不舍离
去。离开古城时，忍不住回头张
望，凤凰古城依旧倒映在清浅的江
水中，美轮美奂，摇曳生姿……

我看见了凤凰
尘 土

凤凰古城 来自网络凤凰古城 来自网络

碑林亭 来自网络

西安碑林博物馆 来自网络 行天下

阿 莹 郭红松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