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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梅
李陶 摄

余深爱大自然的秀丽，喜出游，每
每流连于名山大川壮阔的景色里，忘己
而魂飞，得其乐而悠然。半生历名山奇
洞曾住仙人者，细点不下十个。仙人驻
足的名山洞府自然风光旖旎，那是肯定
的。然当世曰仙人洞者，若以名气格局
论，我以为当推庐山仙人洞为首。伟人
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
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
峰。”那首七绝，足以助它凌绝顶，雄居
仙人洞之首，无洞可与其争锋。

癸卯年的夏，又逢厄尔尼诺现象
再次“调戏”地球，气候热成烘炉，火正
旺。本想小隐隐于乡的我也躲不过炎
热对人类的公平，实在抵不过山里清
凉自然气候的诱惑，遂拿上本唐诗，随
市作协采访团上云开山脉采风，顺道
消夏来了。

粤西云开山脉北部有个地方叫深
镇，那里有一处绿野仙景，山峰绵绵，
老林密密，泉水涌涌。地势海拔千余
米，清清湍流如倾，溪窄折而弯，瀑布
散而多，高抛低泄，碧水莹莹。最喜溪
边绿如茵，蝶舞鸟鸣勾精魂，尤是勾人
的是从前这座山，山上有个洞，传说洞
里住着老神仙吕洞宾。

于是，在这个酷热的夏天里，夹在
一群青春阳光的文友中，我来了，来到
了高凉城北七十里外的仙人洞。初入
景区，天气清凉的感觉令我连声喊

“爽”。正午时分，景区十五公里外气
温39度，入得山来，仅26度。人间事真
是无比较则无伤害，我亲爱的朋友，酷
暑盛夏里有这么个让人凉得“爽歪歪”
的好去处，你安能静若处子，不心动？

踏翠上山，尽是青绿，百年老树，
枝藤互缠，盘根错节分不清你我他。
半山竹林依山势而层叠，长枝细叶则
随风而摇曳，泛起绿浪如波，碧波连连
绵绵，立高处小亭观之，怎会不心旷神
怡？更有那珍稀植物禾雀花，连片连
片成阴。资料介绍说，禾雀花怒放时
酷似群群禾花雀嬉戏枝头，欢乐纠缠
打闹，互不服气地粘成一串串悬挂藤
蔓上，互相勾连下垂，如万鸟栖枝，形
神兼备，令人叫绝。惜为春景，夏藏深
闺。看来都是天热惹的祸，我恨自己
此行无缘一观而仰天扼腕！

此山不甚高，最高海拔1380米，我
还是有信心征服它的。于是鼓起勇
气，挺起腰板，沿着林荫下的溪边栈
道，以一副我不服老我怕谁的气势，尾
随这群活力四射文友，缓缓溯溪向
上。好在溪水清冽，高抛低缓，千回百
转，令我总是顾于观景而忘疲。

山峦窄溪兜兜转，清波湍急晶莹
莹。越浅石，叮叮咚咚似琴韵，弦音
妙，游客不忍高声语，唯恐惊扰操琴
人。再攀登，瀑布如练泻深潭，水花溅
射如泼珠。那边厢，声响如擂鼓，游人
交谈需伏耳。涟漪处，水清无鱼绿如
许，蓝天白云倒影现。临瀑布，曰天
河、曰晌水、曰腾龙。白练凌空欺顽
石，岩披青苔历千年。真是一步一景
观，一转一惊奇。如此美水靓山俊景，
让仙人不动凡心？有点难！

沿盘旋栈道上得半山林荫处，抬

头猛见溪边平坡有组铜铸像，仙人端
坐相对弈，旁立一凡人。趋前细看，原
来是我的根子老乡潘茂名在观两仙人
下棋。潘茂名是西晋时期人士，青年
时立志学医济世，遍访名山大寺。他
曾邂逅道士下棋，拜其为师学炼丹和
养生之法。后又上茅山向道士张玄宾
学医。因宅心仁厚，被仙人传授医
术。他回高州后，遇瘟疫，带领道人炼
丹制药，救万民于水火，最终成仙。为
纪念茂名善行，从此神州大地有了个
茂名县，即当今茂名市的前身矣。

再攀登，仙人洞现眼前。洞内，立
仙像三尊，泉水静静流淌。也许是吕
洞宾的恩赐吧，山上清泉长年不息。
众泉汇聚，集流成溪，涌涌抵山下，润
泽人间！

下山了。夜幕下的景区正是热闹
沸腾的时分。

广场上，民族歌舞正翩翩，演员游
客手牵手，围着火堆转圈圈，那是年轻
人的乐事。我生性好静，遂远离人群，
独自漫步向溪边。觅一青石发呆，遥
望头顶那把镰刀弯，竭力想象着古人
望月的意境，静享今月照我之柔情。

山野的晚风是凉的，可爱的是风
中还夹有果香，沁人肺脾。七月将过，
弦月似弓。心一动，文思涌，随风吟出
一首打油来，既如此，用它来为仙人洞
采风作个结吧，也是应景的：入住仙人
谷，置身仙人洞。山风拂夏夜，月影朦
胧中。

是上帝的粗心，还是别有用心
每年总是少给忠平社一个夜
365个昼伴着364个夜
不，是366个昼吧
因为每年正月廿一这天
居然来了两个昼

花船摇醒第一个昼
几十壮汉以汗汇河
粤西第一花船下水前行
庞大的身躯过完四个门首
浅滩、急流，是船的命运
吆喝声、鞭炮声，狂风骤雨阵阵

火把点燃第二个昼
流动的火拍打燃烧的堤
燃烧的堤涌着狂欢的浪
花船奔向一条光的河流
火能载舟，火又覆舟
十里长河十里火
堆堆光花向天开

少了夜的忠平社
还有什么妖魔鬼怪敢出来呢
那几十个壮汉
把它们摇得浑身颤抖
畏缩，在花船里绝望
驶过阵阵火浪，把罪恶终结

燃烧吧！沙田人的热情
早已把忠平社的夜卷起
一炬点燃
昼连昼
灿若星河

归乡人
■陈毅艺

乡愁易滋诗情，
乡思易生诗兴，
不曾离乡的人，
永远不懂还乡人的心境！

每逢春节返乡前夕，
心情总有如初恋，
每当车轮滚滚绝尘高速路上，
心头更如万马奔腾！

那种对故乡的热切期盼，
不会因人的年龄而缓慢，
反而因你的成熟而增长。
那种对故园的眷恋向往
永远有如怀春少女之心。
对老家又爱又怯又牵挂，
远隔千里也当一步之遥，
恨不得猛地扑进故乡的怀抱！

故乡在前方，
老家在粤西，
我已把一年的思念写进四季，
把对亲友天长地久的爱，
满满写进诗中，
放进沉甸甸的行囊里，
作为新年佳节的贺礼！

诗人归乡，
无法将乡愁留白，
祈求岁月原谅我浅薄的表达：
就让我把情思——
留给村里的小芳吧！
就让我把情诗——
写进故乡大地的芬芳吧，
留给春天涌来水东湾的浪吧！

今年3月初，我们跟随旅游团到华东
6市游玩，第一站是苏州。苏州园林堪称
我国园林的典范，中国著名的四大名园，
这里占了两个，即拙政园和留园。前些年
我曾游玩过拙政园，这次游的留园，正合
我心意。

起初我老是在想，为什么叫留园呢？
听了导游的介绍，才知道这名字也是挺有
意思的。明万历年间的 1593 年，曾任工
部营缮郎中的徐泰时，是主管建筑方面的
官员，因官场纷争便辞官回到苏州建造此
园，最初名字叫东园。后来，他的后人将
此园卖给了清代著名画家刘恕，因是刘家
的园林，改名刘园。到了清末同治年间，
常州富商盛康（即后来成为清代著名实业
家盛宣怀的父亲）又购得此园，他以“长留
天地间”的寓意，改名为留园，这名字一直
沿用至今。由于留园三易其主，又不断扩
改完善，解放后也进行了修复，使留园更
具观赏性和历史意义，还被联合国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

留园的园门很小，很不起眼，但当你
进入此园时，会顿时眼界大开。长廊、漏
窗、庭院、假山、水榭等设计，将有限空间
造出层次感，体现了江南园林的“移步换
景”的精髓。“五峰仙馆”又叫楠木厅，厅堂
宽敞华丽，是园中很有特色的客厅，木柱
是用金丝楠木做的，很有气派。墙上挂有

一幅用大理石打磨出来的圆形泼墨山水
画，山水风云和太阳等图像，气势磅礴，十
分逼真。画幅直径有1.4米宽，厚度15毫
米，那时要从遥远的云南苍山运到这里，
真不知当时是怎样做到的。书画艺术不
仅是园林的点缀，更是江南文脉的缩影。
馆中挂有对联：“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
骚取幽，读庄取达，读汉文取坚，最有味卷
中岁月；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结，
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定自称花里神
仙。”这园还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如唐
寅、祝枝山、俞樾、何绍基、康有为、郑之谦
等人的作品。这里还有389方书条石，镌
刻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

“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等名帖，共刻
了数百件书法作品，数量是苏州园林中最
多的，充分体现了留园的园林文化特色。

江南园林善于用太湖石造景，这里的
“冠云峰”是块北宋花石纲遗珍，是留园的
核心景观之一。这块6米多高的太湖石，
独对苍穹，气势恢宏。它集太湖石“瘦、
皱、漏、透”于一体，从不同角度就能看到
不同的景物，可以看到鹰头、乌龟和其他
一些动物。这里两侧还有“瑞云”“岫云”
两座石峰，如侍女低眉，衬得冠云峰愈发
清癯孤高。据介绍，在苏州园林中，这块

“冠云峰”太湖石名列第一，是太湖奇石中
的珍品，十分难得。

留园还种有很多珍贵的花木，据说有
140多种，根据不同的季节、色香等特点，
使景观四季变化，丰富多彩。园里就种有
10 多个品种的茶花，目前正是茶花盛开
的季节，它们是留园的一道靓丽景观。茶
花与亭台楼阁、假山、水池的巧妙结合，营
造出很有诗意的氛围。这是我在其他园
林中从未看到的。我们还看到一棵明代
的银杏树，与留园同岁，见证了留园的风
风雨雨，至今依然苍劲。留园的盆景园规
模宏大，造型奇特，苍老古朴，千姿百态，
惟妙惟肖，也令人赏心悦目。

游罢留园，我很有感慨。江南园林真
不愧是我国园林的杰出代表，更是一部展
示中国传统文化和园林艺术精粹的百科全
书。人们参观学习，也是传承苏州园林的
艺术的体现。现在全国各地都兴建了很多
园林，而且造园的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家
乡旁边的吴川市，不少家庭的园林也很有
特色。而茂名高州的杨幸注，他开创了粤
西地区建江南园林的先河，花了5年时间，
建造了一个比留园面积还大的“凤凰园”，
建园所用的太湖石就达40多万吨，百吨重
的太湖石用大型起重机才能吊装到位，“凤
凰园”已成了我们当地的一个热门景点。
相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艺术追
求的目标会更加明确，造园艺术也会越来
越高，定会涌现出更多更美的“留园”。

忠平社
少一个夜

■长风

高州有个仙人洞

留园印象 ■朱宴修

■陈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