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道茅山
□朱禄山

说到茅山，最早还是小时候，从大人们口中

常说的“茅山的菩萨照远不照近”这句俗语中接

触到。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对这

句话产生了疑问：茅山是道教圣地，道教尊奉的

是真君、祖师，何来菩萨？菩萨是佛教对修炼成

正果者的尊称，难不成茅山上也有佛教寺庙？

“茅山的菩萨”为什么会“照远不照近”？茅山给

了我太多的疑问，问道茅山，是我的期盼。

前几天，我和几位老同志因事去了镇江的

句容。事情办完后时间宽裕，我向几位同行者提

议，道教圣地茅山就在句容，我们何不顺道上茅

山玩一下。大家欣然同意，于是我们怀着朝圣的

心情，驱车奔向茅山。终于有了一次问道茅山、

亲近茅山的机会。

当我们的车刚进入茅山景区入口处，映入

眼帘的是几个高大圆石柱构建的牌坊，两边镌

刻着“第一福地，第八洞天”。我顿时惊叹不已，

这洞天福地可是道家信仰的神仙居住的地方，

它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茅山能排

到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绝不是信口开河瞎吹出

来的，一定有根据可寻。我对同行们说，我们此

行不枉，值得。

上茅山有两种方式：一是沿着山道步行，据

说需要走2小时左右才能到达山顶；二是乘坐景

区的中巴，只需二十分钟，可直至山顶。于是我们

每人花35元，乘坐游客接待中心的中巴登山。

中巴车司机是个中年人，当我们上车后，他

正坐在驾驶座上玩手机。由于急迫上茅山的心

情，还没等几分钟，就有人催开车。司机抬头看

了一下钟，不急不缓地说：“还有5分钟才开车

呢，请稍等一会儿。”趁着司机说话的机会，我赶

忙向他询问了诸如茅山有多高、茅山道士、茅山

景点、茅山菩萨等问题。这一问还真被我打开了

一个话匣子。这位司机立即放下手机，如数家珍

似地回答了我的有关提问。他自豪地告诉我们：

茅山是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又是一座道教

名山，是道教上清派发源地。茅山主峰海拔

372.5米，其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森林景观以及

革命历史遗迹融为一体，每天都有大量海内外

的游客到茅山旅游观光朝圣。在他的介绍中，我

之前有关“茅山的菩萨照远不照近”的疑惑也有

了答案。他娓娓而道：昔日茅山的神仙极为灵

验，四方善男信女蜂拥而至，每年的除夕夜，争

抢供奉头香，祈求运通财丰安康，每求必应。传

说很久以前，苏北有位绅士，从小随父母于每年

除夕之前，赶到茅山在新旧年更迭之时，向三茅

祖师进香、祈祷，从不间断。后来他父母先后离

世，他依然前往，供奉不断。有一年，他家中有

事，难以脱身，待事情处理完毕，已是除夕夜了，

无论如何也赶不到茅山进香了。于是他就在自

家的庭院中摆设香案，放上供果，当他正准备燃

烛焚香时，谁知香烛已自燃了。他见此神奇情

景，连忙跪地祈祷，闭目思过。影影绰绰中，三茅

祖师竟降临香案前接受他的朝拜。这奇事很快

就传到社会上，于是就有了茅山菩萨“照远”的

说法。“不照近”也有缘由，这“不”，原为“卜”，后

被人们念白了，讹传为“不”。传说有一木匠在外

做活，突然感到心中烦躁，坐卧不安。他想起人

们常说茅山的菩萨灵验。于是就放下手中的活

计，直奔茅山，在茅山祖师神像前烧香、磕头、卜

卦。结果卦中说他家中眼前有灾难。他急忙赶

转回家。到家时天色已晚，家中只有老娘一人。

他就问娘：“家中有没有出事？”他娘回道：“没出

事。”木匠儿子说：“没出事就好，我这几天做活，

心神不宁，去茅山求签，菩萨说家中有……”这

时窗外正好来个小偷，想趁夜进屋偷盗。刚听到

这里，小偷做贼心虚，以为自己的偷盗行为，菩

萨早已预知，以为菩萨说家中有贼，便吓得急忙

逃跑，慌忙中跌了一跤，惊动了木匠，追出门外，

小偷已逃远了，这就是“卜照近”的传说。这两段

传说合在一起就成了“茅山的菩萨照远卜（不）

照近”。至于“茅山菩萨”的称呼由来，那是普通

善男信女分不清道教、佛教，只要是神像都统称

为“菩萨”。听到这里，我之前的疑惑顿开，对这

位中巴司机热情好客、知识渊博、善于言谈感到

由衷佩服。

中巴车经过无数个陡坡和急转，将我们带

到茅山主峰———大茅峰上的九霄万福宫，这里

是人们朝山敬香的必到之处。迎面是一座城门

似的山门，正额书“茅山道院”4个黄色大字，道

教的神秘感立即在我心中腾起。上攀20余级石

阶首先进入灵官殿，再过藏经楼，沿阶而上就到

了主体建筑太元宝殿。殿内正中神台上供奉着

道教茅山派创教祖师三茅真君贴金塑像，四值

功曹分列左右。殿的两侧神台上，有马善、温良、

赵公明、岳飞四大元帅，手执法器，威立镇守。看

到此，我有一疑问冒出：岳飞是南宋时期的抗金

名将，那么在这之前，是谁在此镇守呢？虽有疑

问，也只有放在心里，生怕嘴里说出，亵渎神灵，

随他去吧。出太元宝殿，殿后平地上有一整石块

垒成的平台，平台上还有小巧精致的石牌坊，正

反两面各镌刻着“三天门”、“飞升台”，相传此处

是当年大茅真君茅盈登仙飞升之处。站在这里，

一股敬畏、神秘之感从心底溢出，有一种穿越千

年时光的感觉和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恍惚。

台后还有其他殿宇建筑，均依山借势，层层而

上。最高处，有回廊护栏，供游人行走，栏下凌

空，漫步其上，极目远眺，万千景象尽收眼底，不

愧是道教的修身养性之圣地。

第二站，中巴将我们载到坐落在积金峰南

腰的元符万宁宫景点。下车步行过一个斜道，

一座牌坊式的山门映入眼帘，门楣上镌刻着

“睹星门”三个大字。我惊奇地发现，这山门并

不与元符万宁宫的门一个朝向，有明显的夹角。

据说“歪门邪道”就是指的这里的宫门与山道特

别之处。过了山门，就来到元符万宁宫，只见其

檐下有一匾额，上书“敇赐元符万宁宫”。这里最
值得一提的是宫内安放了一座高99尺、重106

吨的露天老子铜像，据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

高的一座老子铜像，难怪从几里远的地方就能

看到。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是世界文化名人，

铜像安放在此，是适得其所。当我们走到铜像的

基座边，有一种震慑感扑面而来。我沿着一道道

石阶，登上老子神像基座，放眼四周，好像一下

子就感悟到经过千百年来传承、延续的道教文

化魅力。

茅山有“山美、道圣、洞奇”之特色，景区内，

奇岩怪石林立，大小溶洞迂回，灵泉圣池棋布，

曲涧溪流纵横。因时间关系，我们只好就近步行

探访了仙人洞，但从中已感受到亿万年造化、巧

夺天工的自然景观。

游览过上述几个景点后，我们坐观光车下

山，去瞻仰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茅山因地势险

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新四军进入

茅山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创

建了敌后根据地，是全国六大山地抗日根据地

之一。在这里曾有许多英雄先烈为革命事业抛

头颅、洒热血，为民族解放、抗战胜利做出了贡

献，所以在这里建碑纪念。纪念碑坐落在茅山北

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宏伟的三门石牌坊，

正面坊额上镌刻“浩气长存”四个金色大字，背

面坊额上则刻有“世界一绝”。穿过石牌坊，我们

就进入一个开阔的广场，两旁的苍松翠柏，郁郁

葱葱。广场中间有陈毅、粟裕两位将军的骑马雕

塑。雕塑后面是沿着山坡建成的石阶，石阶分好

几组，有三百多级，十分壮观。高36米、宽6米

的纪念碑就矗立在小山顶上。看着碑身正面镌

刻着“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九个金光大字，庄

严肃穆之情油然而生，不由使我们缅怀起先烈

们的英雄壮举，倍感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远离战争，珍爱和平，构建和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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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门打开
□卞荣中

那个周六的天气很热。下午三点多钟的时

间，孙女儿还在午后的熟睡之中，趁着这当口，我

将心爱的小赛车推出家门，骑进了烈日里。我要去

看看城北当铺，那个戴着“国保”光环的历史遗存。

想看当铺，缘于她修缮竣工的信息已经发

布。历经风雨浸蚀的老旧当铺模样我曾多次去

看过，凭心而论，我觉得一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的名衔实在与之难以匹配。不过是清朝中期

的一个商事产物，似乎没有太多的文化内涵，说

是保护较好，规模较为完整，但在我眼里，未经

修缮时的状态无非就是一堆杂乱景象，我无法

从中解读出她存在的意义。那天顶着烈日带着

勃勃的兴致而去，无非是想获得修缮以后新设的

各种信息载体的引导解读，毕竟这是家乡的历史

遗存。就像家里藏着几本书，你却不知道是什么

书，放在什么地方，那未免有些尴尬和愧疚。

但是没有如愿。当铺的门是关着的。临街的

一爿墙，在老城区低矮的建筑面前，显示出一种

异常庄重的磅礴大气，彰然昭示着它存在的价

值和意义。但是镶嵌在墙上的那扇门却关着。我

进不去。我在门前行，想离开却又不忍，进去看

一看的欲望像天气一样地热。我期待着那扇门

突然打开，让我欣赏到里面的世界，但是终于没

有。这期间，街对面一位热情的老板娘似乎看出

了我的失望和无奈，主动地和我聊了起来。她坚

定地告诉我里边肯定有人，而且不只一个。但她

同时坚定地和我一同疑问：为什么不开门呢？我

苦笑着，道了谢，骑上车走了。

孙女儿很快就会醒来，我得回去陪陪她。平

时工作太忙，我对这个小生命的成长多有亏欠。

周六周日，是我唯一可以陪她共同成长的时间，

所以，我不想再在那条以其狭窄展示其古朴的

老街上等待。我本想在她午睡的时间里做一些

自己想做和该做的，在生命传递的未来和文化

传承的历史之间兼收果实。但世事如此，不能两

全也是常有的，所以我必须面对选择。好在我的

心情依然显得平静，尽管

日头的热度不减。我甚至

为那位或两位门里的同

志着想，他们一定是因为

某些特殊的原因，才会在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间段闭门谢客的。他们也很

想有更多的人从那扇门走进去，转一转，看一

看，评一评，议一议，让他们为高邮有这样的“凝

固的历史”而感叹和自豪。这样想着，我倒不是

原谅他们了，而是给予理解。

我在这座古城里骑行着。照耀着她的阳光，

呼吸着她的空气，聆听着时间从她的身体里轻

轻踱过的曼妙声音。7000年的文明史、2100多

年的建制史、1000多年的建城史，就这么一秒

一秒地走了过来。文明的因子和文化的气息在

这座城市的每一格空间里流淌着，我从骨子里

爱着她。一个有着深厚文明传承和文化积淀的

城市，必定有着自己独特的品位，就像一位内修

充分的女子身体里透射出来的迷人气质一样，让

人醉读不休。高楼大厦可以被无数个城市复制，

但文明特征和文化特性就像世界上的树叶一样，

永远不会相同。譬如盂城驿、譬如龙虬庄、更譬如

那散发着幽幽泥土芳香的古运河，也譬如今天我

未能如愿入门的当铺。生于斯，是一种幸运和幸

福，理当珍视和珍惜。但是，理性的感想和感性的

生活总是有些反差的。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总会启

示我们需要从其他的层面去认识和解读。

去年秋风乍起时，我去一个镇上执行公务。

回程中，我突然想去龙虬庄遗址看看。之前我没

有目读过这个村庄，但神交已久。那次“突然”，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镇上一位主要领导在

几分钟前跟我畅谈过龙虬庄的“前景”。本土文

化的发展，只有参与者，没有边缘人。我总是带

着这么一种理想介入到能够参与的活动中去。

从车上下了地，一种说不出来的神圣感立刻浸

入全身。我且走且看，很快入角。其实，进口的那

道门做得倒很朴素。我也

没见有人把守，脚步就这

么逛荡着进去了。正当我

放眼游走时，一声大吼着

实吓了我一跳：“干什么

的？”我寻声望去，一位收拾环境的老者正在不远

处盯视着我。我移步跟前，笑嘻嘻地对老人解释

道：“我从镇上刚过来，不是来游玩的，只想看一

看环境，而后给镇上的领导们提点建议。”没有想

到的是，老人似乎因戒备或我的不守规矩而没有

平息怒气，依然极其大声地对我喝斥：“我不管你

是哪里的，又没得哪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想进去

就要买票的！”哦！买票！我倒是真的在口袋里掏

了掏，后来悻悻地走了，一声没吭。我没带钱。

有备而来，带了钱，但门没开。无备而往，没

有钱，但有门难进。我丧失了两次机会，都在情

绪非常饱满的状态下。我不怨别人，也绝无指责

之意，只觉得自己可笑。

一扇门何等重要！关着，内外各自成为一个

独立的世界。外面的风光如何？里边的景致怎

样？只有身处那个世界里的人知道。打开，整个

世界顿时合二为一，遍体通透，仿佛天地之间，

无缝无隙，无遮无挡，让人自由驰骋，了无遗憾。

其实，看当铺，去龙虬，原本是想通过进一道门，

打开另一道门。———用文化的力量打开自己的

心门。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人总是首先活在精神

世界里，而后才是物质。人会感觉累，感觉伤痛，

感觉不满，感觉沮丧……人会排斥、会愤怒、会

谩骂、会指责……人也会自满、会诋毁、会妒忌，

甚至会犯罪……心门打开了，世界就被装在了

心里，其容量一定会无限地扩大。在无限的心的

海洋里，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得到

包容。每一个人的心门都能打开或被打开，这个

世界会是怎样地和谐安详！

心门是沉重的，人人如此。有的人一生紧

闭，有的人半开半合，有的人借着文化的力量全

然开启。生活之得失，生存之难易，生命之明暗，

一切有赖于我们的心门开启与否，敞开到何种

状态。当铺之门、龙虬庄之门，不过是物理之门，

简单的物理力量可以轻松地将其打开。但心门

的打开绝非是手指一点之功。走进城北当铺，走

进龙虬庄，或者曾经走进盂城驿，走进运河古

道，走进文游台，走进王氏纪念馆……走进一切

将这座千年古城修炼得底蕴十足、魅力四射的存

在之中，无非就是想从中吸取到自己需要得到的

营养而已。她们比阳光、空气、水分和柴米油盐对

我有着更深层次的价值。都说一方水土一方人，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如果视这些文化大餐如虚

无，且不说我们已经愧对祖先，就怕连我们自己

也应当自惭了，更何况我们还如何面对后人。

把门打开吧，并请宽容地对待那些渴望进

入者。文化需要传播，文化需要传承、文化需要再

创造。打开一切能打开之门，让更多的人、更多的

元素走进来，融进来，也让更多的文化价值从那

些开启的门中扩散出去，这个城市一定会显得更

加美丽。爱家乡几乎是一种天性。但我之所以执

着地热爱我的家乡，是因为她不仅是我的衣胞之

地，更因为她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

历史遗存。这些财富在现实阳光的照耀下，伴随

着时光的流淌，越来越被更多的父老乡亲认知。

这种现象是迷人也是感人的，谁都没有理由忽

略。一个城市的大门全部敞开，一定会让更多的

人心门打开。打开心门的人，也肯定会创造出更

多值得留存和传承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

但是也别像我那样，在准备阶段的逻辑已

经混乱的情况下，要想美美地吃到文化大餐，那

是免不了要碰壁的。不过，吃亏之后的我倒是有

个愿望：如果我的手里头握着一张小小的卡片，

在我家乡的地盘上，不管什么时候去什么景点，

都能一划而进，那一定会免了我许多的尴尬，了

却我更多的心愿。

只要门开着。

同名趣闻
□吴继原

生活中，同名同姓者屡见不鲜，在我所接触

的人物圈子中，因为同名同姓，大家也不时传出

一些轶闻趣事，听来让人忍俊不禁。

社区的李老爷子，退休前是我们小镇上派

出所所长。他平时作风正派，工作认真，为人谦

逊，很受大家尊重，我与他算是忘年交了，他平

时有什么知心话儿都愿意告诉我。

一日，我在与李老爷子闲聊时，他就向我

说起了他的一次“特殊”办案经历。他说：那天，

他接到辖区陈堡村村民的报案，称有人聚赌，后

参赌者人赃俱获……在赶赴现场初审聚赌涉

案人员时，其中有一人油腔滑调，百般抵赖，尤

其是在问及姓名时，对方居然说其姓李名

甚———竟然与李老爷子姓名一模一样，并连续

报称其名三四遍。这让平时不轻易发火的李老

爷子大为恼怒。他当即抽出巴掌狠狠拍在桌案

上。在李老爷子看来，这是对他人生极大污辱。

因为自己干了大半辈子公安，办案无数，向来勤

勤恳恳……想不到如今自己的名节会被这个赌

徒给“玷污”了。

在李老爷子巴掌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后，没

想到，对方居然声调更高，仍执意称自己生不改

姓、死不改名，名字就叫“李某某”，与李老爷子

名字一个样。这不禁让李老爷子及在场其他人

愣住了……僵持了好一会儿。办事精练的李老

爷子情绪缓和下来，于是，他根据对方提供的地

址信息，与其所在村治保主任取得了联系，村治

保主任赴现场辨认后，证实其所说情况属实。原

来，此人确系该村村民，名字真叫“李某某”，与

李老爷子一字不差……。

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被审讯的人会与

审讯他的派出所所长同名同姓！鉴于事实，在此

案审理完毕后，案卷上，李老爷子只好与涉案人

居然一字不差同样署名“李某某”，只是笔迹不

同，签名的落款位置不同而已。这也成了李老爷

子办案无数中最值得回味的一宗“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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