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识庐山
□高晓春

庐山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明
珠，镶嵌在风景秀丽的九江大地
上。关于庐山可追溯到新石器时
代就有人类活动生存，最早记载
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
河渠书》中，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

深秋时节，我们随《高邮日报》走四方旅行社
组团踏上了这片让我心驰神往的山脉，眼前的庐
山，山峦叠障，峰岭连绵，瀑布飞耀，俊云妙雾，奇
花异草，美不胜收。吸一口空气，清心舒坦。我感
叹，在这天然氧吧中，我终于卸下市井的疲倦和
如织的心事，好好享受大自然的馈赠了。

庐山不愧有“千古文化名山”的雅称。光是庐
山南麓的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悬崖峭壁上，就高高
耸立着庐山第一奇观五老峰，直刺云端。步入绿草
如茵的园中，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的《庐山三峡桥
图》赏心悦目。傍道而行，由茶圣陆羽提笔命名的

“天下第六泉”引起我的兴致。我快步上前，捧了一
握潺潺的泉水，冲洗脸颊，提神清凉。不远处，古朴
沧桑的观音桥傲立于草木茂盛的山坳上。导游说，
走上观音桥，就能相好运。我思忖，人生活得健健
康康、平平安安的就是最大的好运和福报。

1924年，蒋介石和宋美龄曾在观音桥边修
行宫，当作避暑胜地。透过险峻地势的中正行
宫，路边许多幅民国政要的照片，右侧两棵茂盛
的“夫妻树”、斑驳的警卫楼以及那锈蚀的拴犬
桩，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当年声势浩大又戒备森
严的影子，如今早已物是人非了。

走出森林公园，右拐弯的路前方，耸立着十
米高的东晋陶渊明巨大石雕。陶公手捻胡须，颔
首微笑，仪态飘逸，目视山林。他曾隐居庐山，

“田园诗祖”旷达淡泊的人生，那享有盛名的五
言诗言犹在耳。

第二天，我们乘庐山观光车，绕过 396道弯
至山街上，街两边有许多异域风情的别墅，街上
游客众多，山风吹拂，空气愈加清心，感觉比山
下愈加凉爽。

一行人穿过波光潋滟的芦林湖，在导游的
带领下，我们来到庐山革命遗址———芦林一号
毛泽东同志旧居。这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苍松
翠柏苍劲参天，鲜花异草芳菲葱茏，吸引众多游
客，由著名书法家启功书写的“庐山博物馆”五
个金色大字格外醒目，馆中陈列着庐山的历史
地域文化，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名人雅士游玩
庐山所留下踪迹的图展，大约三千多人，司马
迁、王羲之、李白、白居易、苏轼、朱熹、朱元璋、
刘基、徐霞客、李四光……以诗文词赋居多，书
画作品少许。缓步馆中，拍照的、默看的、私语的
构成了馆内丰富多彩的图画。往右侧走，是当年
毛主席在这里办公、休息的地方，简朴的房间中
，陈列着办公桌、沙发、卧床和书籍。1961年中央

工作会议和 1970中共九届二
中会会在此召开，我走出博物
馆，眺望不远处的庐山会议旧
址，回忆起那段灰暗的时光，脑
海浮现出耿直的彭老总……

晚餐后我们散步，来到被称为世界湿地公
园的牯岭镇上。徜徉街头，商铺林立，游人如织，
巨大的广场上，山民跳着广场舞，广播传来流行
歌；车鸣声、吆喝声、嘈杂声声声入耳，一个美
丽、富庶的山上小镇尽收眼底。仰望苍穹，天上
的星星和参差的灯光交相辉映，宛若郭沫若笔
下的《天上的街市》……

下榻在“美国学堂”中，躺在床上竟毫无睡
意，甲午战争失败后，八国联军将庐山作为避暑
山庄，修建异国风情的别墅，来休养生息，从业
经商。像庐山上比比皆是的建筑群，只是晚清政
府签署《南京条约》后丧权辱国的一个缩影。

第三天我们迎着晨曦，沿着迤逦不断的青山
往“仙人洞”方向走，陡峭的山坡，蜿蜒的小路，让
我们时而拾级攀登，时而俯瞰甬道。途中峰谷连
绵，奇石颇多，飞来石似老鹰坠翅，三角石一块三
角……路旁松柏葳蕤，苍翠郁葱，花草姿彩纷纭，
竹木绿荫匝地……黄龙洞瀑布飞流直下，险峰岩
峭壁山险壑深，望江亭江水涛声阵阵……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风光旖旎，让我叹为观止。

“前面就是仙人洞了！”循声望见山岩上石
刻的“仙人洞”，跨入洞口，置身有些黯淡的洞
内，抬头仰望，这是自然形成的石洞，其形似人
手，又称之“佛手岩”，洞高约七八米，深度约十
四五米，殿内有八仙之一的吕纯阳（洞宾）石雕
像，传说他在此得道成仙。雕像上方汩汩泉水沿
石而降，颇有仙气。《后汉书》记载千年不竭的

“一滴泉”在此得到印证。洞的东侧有“太上老
君”殿，堂中一炷馨香袅袅，旁边两位女道人侍
立，时不时地有钟声敲响。相传老聃曾传道于
此，其五千言的《道德经》传颂人间。驻足洞中，
草木芊芊莽莽，泉水泠泠淙淙，云霞飘飘渺渺，
空气清心，山风徐徐，人来人往，仿佛置身于人
间仙境，我被这美景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我伫立在山脚下，要和这“匡庐奇秀甲天下
山”告别了，仰望着雄伟壮观的历史文化名山，
唏嘘不已，囿于旅程，一些景观也只是走马观
花，真是“难识庐山真面目”了。可欣慰的是，我
们相识了，就会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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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初恋地
□姚正安

四川青神县不大。人口少，只 20万；面积
小，仅 386平方公里。

可别忘了，“浓缩的都是精华”。
青神县生态资源独特，一条岷江穿境而过。

东山、西山隔江对峙。山绵绵，水汤汤，茂茂森
林，苍苍翠竹，有桂林山水之神韵。

青神的历史悠久，这可不是导游们常用的
套话，可以说任何一个旅游景点都可以套上“历
史悠久”的帽子。于青神，其悠久是有史实依据
的。青神县的县名，就很了得。青神是第一代蜀
王蚕丛的故里，因蚕丛“衣青衣导民蚕事，民皆
神之”而得名。李白有诗云：“蚕丛及鱼凫 /开国
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塞通人烟。”
这不是诗人的想象，是史实的记录。司马迁的
《史记》亦有记载，蚕丛氏是蜀山氏的始祖。蜀地
之“蜀”，原指桑树上的野生蚕，后经人工驯养而
成蚕。料想蚕丛在养蚕事业上作出过贡献，因而
其部落称之为“蚕丛氏”。青神设县时间也很悠
远，距今 1500多年。朝代更迭，战乱不断，区划
调整频繁，或县或区，青神得以保留，盖蚕丛之
功也。

更让青神人津津乐道的是文化，是东坡文
化。苏东坡的外婆在青神，苏东坡求学在青神，
初恋亦在青神。青神县旗帜鲜明地打出旅游广
告“青神———苏东坡初恋的地方”，是恰如其分
的。东坡初恋地，成了青神的文化名片。

有人说，这些都是青神人附会而成，史书并
没有明确记录。

是的，《宋史》苏轼传里没有如此记录。平心
而论，这些民间传播的趣味性内容，不可能写入
煌煌正史中。即使是林语堂撰写的《苏东坡传》
也很少涉猎，仅在《苏东坡传卷一童年与青年第
四章应试》里，有下面一段文字：

（在丁母忧的日子里），东坡常到青神岳家

去，青神位于美丽的山
区，有清溪深池，山巅有
佛寺，涉足其间，令人有
游仙寻异超然尘世之
感。东坡常与岳家叔伯
表弟兄等前往庙中游历，坐在瑞藻桥附近的堤
防上，以野外餐饮为乐。在夏季的夜晚，他坐在
茅屋之外，吃瓜子和炒蚕豆。岳家为大家庭：有
岳父王方，两个叔叔及其妻子儿女。在岳家三十
二个人之中，有一个小姐名唤“二十七娘”，是命
定与苏东坡不可分的。

这是一部苏东坡传记里涉及其岳家最多的
文字。从中，我们可以获取很多信息。苏东坡的
岳家在青神。其与岳家人感情甚好。苏东坡与

“二十七娘”早就相熟，说是青梅竹马也未尝不
可。苏东坡十六岁成婚，丁母忧也仅仅二十出
头。这个“二十七娘”就是与苏东坡相依为命、与
第一任妻子王弗为堂姊妹的王闰之。在家中排
行二十七，人称“二十七娘”。

巧合的是，《三字经》中也有一个“二十七”，
乃“苏明允，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
悔迟”。这里的“苏明允”即苏东坡的父亲苏洵，
说苏洵直至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

公公与儿媳都以“二十七”载入历史，不是
很有趣吗？

史书上对苏东坡的生活没有更多记载。然
而，青神人依照生活逻辑与事情发展规律作出
合理的推测和抒写也是在情在理的。

苏东坡的外婆在青神，东坡常去青神不足
为奇。东坡的外婆与王方家是邻村，且王方乃
青神中岩书院主讲，东坡作为读书的种子，前
去游学拜师也是情理之中的。东坡敏而好学，
天资聪颖，得到王方赏识，以女许之，再正常不
过了。况且王弗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与东坡相

见，一见钟情，相处日
深，终成眷属，古诗文
里比比皆是。

青神人寻着历史足
迹作出一些富有魅力的

描述，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为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

历史或写于简帛，或勒于竹石。口耳相传也
是历史存续的形式。

“东坡初恋地”是一个十分温馨而浪漫的文
化符号，标注着一段美好的历史。

我们一行在青神，本欲观瞻中岩寺，流连东
坡读书台。可惜我们去前不久，一场大风刮倒了
山中树木，毁坏了道路。我们只在中岩山“唤鱼
池”旁停留少许，随着想象之风，神游名刹古寺。

苏东坡是一座文学的高峰，贾平凹称之为
“文旦”。不用说青神，全国能企及者能有几何。
青神没有出现东坡级文学大师，但他们显然从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等优美的诗文里得到灵性启
发，在艺术上颇有创新创造。

艺术门类繁多，文学仅是其一类，但各类艺
术之间总是相通的。

到青神千万不要忘了走一走神木馆和竹艺
城。

这是青神人宋氏和陈氏两位企业家的私人
藏馆。

神木馆内那些千百年的乌木，其价值之昂
贵让你瞠目结舌。那些以乌木为载体，精雕细刻
的雕塑，满满当当铺排了四层楼，让你叹为观
止。一方方、一块块乌木本已结束生命，是艺术
创作使它们散发超乎本性的生命活力。青神县
文化局负责人告诉我们，这是宋氏倾其几十年
创业所得投资建设的，并且以神木馆为依托，建

设一个多功能的旅游园区。
我不得不佩服这位不知大名的企业家的独

特眼光。企业家财富的分配与使用有多种途径，
或消费或投资或留诸子孙，或用于文化事业。这
位企业家穷数年积蓄，建设神木馆，给青神建起
了一座艺术山峰，他的财富将是永恒的。

一竿竹子，本也平常，即使到了郑板桥笔
下，也只是象征意义的平面艺术。但在陈先生手
中，那些长于深山之中的竹子，却有了别样的生
命表达。他把竹片破为竹丝，其厚几许未曾考
究，盖与蚕丝相仿佛，正所谓薄若蝉翼、柔似素
绢，将竹丝染成各种颜色，编织成形式各异、内
容丰富的艺术品。有一幅孔子竹丝图，不细心观
看，还以为出自哪位丹青大师之手。陈先生凭借
其精湛的技艺，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可，被授予艺
术大师称号。陈大师不满足于现状，收藏世界各
地的竹制品，包括自己的精品力作，建成一座占
地 90亩、含有竹编艺术博物馆在内的竹艺城。
博物馆内色彩斑斓、琳琅满目。我与同行嘀咕，
这要值多少钱啊？同行说，这哪是钱能够衡量
的。我为我的俗气而赧羞。

陈先生亲自为我们讲解，那神色，那举止，
充满自信和豪气。不由他不自豪，他的作品作为
国礼走出国门，他每年免费为当地培训数以千
计的青年员工，他拿出劳动所得建一座私家藏
馆，使竹编艺术得以流传。哪一件不令人称道，
哪一件不让人羡慕，哪一件不是利国利民利于
世道人心之壮举。

我不懂乌木及其雕刻，也不懂竹编艺术，只
能述其皮毛之皮毛。但我从两座私家艺术馆，悟
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对艺术不懈追求
的心劲。

青神，水清山秀人聪慧。藉此，假以时日，突
兀而起东坡级的艺术家不是不可能的。

书香永恒
□施正荣

现在经常读到报刊杂志关于读书的文章，
有的报刊还辟读书专版、专刊，奉劝社会各界的
人们养成读书的良好习惯。

在知识创新、信息革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时代，要适应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大潮，那就
必须读书学习，下决心来一场“读书革命”。现
在厌倦读书、懒于读书，甚至不读书的不乏其
人。你劝他读书，他肯定说工作繁忙，没有时
间。你如果留意观察，他正在玩电脑游戏，手机
微信，吹牛闲聊，掼蛋赌博。遇到一些无原则的
交际，有请必到，有酒必喝，有舞必跳。贪图享
乐，经常沉醉于酒桌之上，满脸红光，头晕脑胀。
有的甚至做出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有些人
信奉的是有权就有一切，有钱就有一切，知识贫
乏，精神空虚。即使需要资料，好像电脑上早就
为他准备好了，无需动脑筋。有的人甚至到了离
开稿子都不知道如何讲话的可悲地步，更谈不
上引经据典了。有报道说，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只能算“有钱人”，有的人没有时间读
书，因而感到精神空虚。

事实上，我们认真回想
自己的一天有多少业余时
间被无情地浪费掉了，这个
数字将会让你惊奇，你更会
发现那些杰出的人，正是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用
在了有用的地方，他们才出类拔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上小学时我就喜欢读
一些课外的书籍。上学放学，走在乡间的小路
上边走边看，有时聚精会神之时被泥垡子绊
倒，或是跨到田沟里，或是被同学将书抢走。尤
其是晚上睡觉前总喜欢拿一本书读读，那时还
背诵了几本业务书籍。记得最惊心的是一天晚
上，将小煤油灯点燃放在床头的墙洞里，依在
床上读书，打瞌睡时将小煤油灯碰翻了，差点
引起一场大火。后来我奶奶看着我，等我看书
看困倦了赶紧将小油灯拿走。那时晚上看书只
有煤油灯，灯光昏暗，既模糊又费力。“文革”前
我家有不少书籍，“文革”期间被造反派们当作

“四旧”“毒草”付之一炬，多么可惜啊。那时，我
还偷偷地向下放干部子女和知青借一些所谓
的“禁书”看，用读书的愉悦驱赶内心的焦虑，
从书里寻找乐趣。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
党校学习期间，看到党校图书馆那么多书籍，
我如获至宝，拚命地借书看，每到暑寒假，都要
挑几本名著阅读。多年来我养成了读书的习
惯，闲暇时不打扑克，不玩游戏，找一本书看
看，有时应酬或乘车，自己带一本书翻翻，全是
兴趣所至。读书的时候，心里便感到一种沉甸
甸的充实。书被莎士比亚称为“全人类的营养
品”。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
书，人们是在读书中发现自己，联想自己，检查

自己，提升自己。”我相信，一个对书籍敬而远之
的现代人，无论怎样包装自己，总会难得潇洒起
来的。

读书，能激发有志者热血沸腾，横下心来读
几本书必有好处。我在扬州游览宋夹城时，看到
了城内的“宋城书坊”，宋代风格，走进去，书香
扑面而来。扬州图书馆专门在宋夹城建了一座
自助借书亭，方便游客和市民在静谧的风景下
阅读。亭上有一条醒目的标语“读书使人快乐，
知识增长财富”。在美丽的风景下，如果你留意
的话，就会看到有人在绿荫下聚精会神读书的
身影。我曾经见到一位姑娘坐在绿荫下手捧一
本书，我留心一看，是一本外文书籍，她旁若无
人地静静阅读。有一次到邮城，在水部楼后的凉
亭上，也看到有人坐在那里静静地阅读。看来到
处都书香弥漫，这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啊！读
书使人优美，无需动刀弄剪地整容、涂脂抹粉地
化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专注地读书。工作之
余，捧一本书，闲闲地翻开书页，那扑面而来的

书香里，更有一种文字里的
清新之气，让你感受到文字
的馨香。此刻，静静地阅读，
内心唯有放松与享受，魅力
也就降临在你的双眸，你就

更加光艳夺目。
读书是趣事、乐事、雅事。鲁迅先生比喻说，

读书就像打麻将一样，对于真正的赌徒，追求的
不是赚钱，而是摸牌摸出的无限趣味。善于阅读
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热爱阅读则折射出一个
人的品位和修养。退休之后是静下心来读书看
报的最好时日，很多人将退休视为人生“第二
春”，当成真正享受生活的开始。书是心灵的记
忆，爱读书的人是不会寂寞的，总有一种静默随
之而来。读书可以充实退休之后的生活，发展身
心，消除你的非分之想。读书让你收获心灵的愉
悦，读书让你忘记生活的艰辛与坎坷，读书学习
让你成为一个真正快乐健康的老者。

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人之差异在于业余
时间。”时间就是海绵里的水，在工作岗位上，尽
心尽责做事，挤出时间读书。少应酬，少喝酒，打
开一卷书来，闻着淡淡的书香，开始心灵之旅。

“人间自是有书痴，此事不关名与利。”扬州个园
内的楹联大多与读书有关，如“传家无别法非耕
即读，裕后有良图惟俭与勤”“几百年人家无非
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家余风月四时乐，
大美有味是读书”等名联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生活因收获而精彩。以书为友，人生因读书
而美丽。让我们的思想在阅读的享受中变得充
实而深刻，心灵在阅读的体验中变得高尚而丰
富，让书香魅力人生，让读书幸福世界。书香醇
厚而悠远，书香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