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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覺寺位於北京西山，是一座遐邇聞名的千年
古剎。我曾多次到此觀賞。初冬時節，再次登臨
名寺，倍感親切。因為這次由當地友人張志東、
劉燕、韓志才夫婦安排並嚮導，可以更加仔細地
品味這座寺院的奇與美。
首先令人驚奇的，是大覺寺整體建築坐西朝東
排列，與大多數寺廟慣常的坐北朝南制式明顯不
同。此禪寺為遼代初建，已逾千載。遼代契丹人
有「朝日」的習俗，此寺迎着東方朝陽而建，更
顯吉祥和順，寓意美好。寺院依山勢而築，分
南、北、中三路。中路為主體，中軸線長400
米，自東迤西，分別為山門、碑亭、功德池、鐘
鼓樓、天王殿、大雄寶殿、無量壽佛殿、藏經
樓、舍利塔、龍潭、龍王堂，依次逐級遞進。我
們參觀時麗日晴空，風力不大，上午時分艷陽高
照，整條中軸線沐浴在鮮亮的華光之中，令人愜
意歡暢、暖意盈懷。
同樣讓人驚奇的，是幾處絕無僅有的獨特奇
觀。一叫老藤寄柏，指山門內功德池橋旁，有一
巨大古柏，上面有老藤，卻是從古柏下部樹幹分
枝部長出，頗為少見。二稱鼠李寄柏，指四宜堂
內那棵大柏樹，在一米高處分成兩個主幹，而在
分叉處居然長出一株鼠李樹，此異相令人驚歎。
三謂松柏抱塔，是說迦陵舍利塔被松柏環繞，枝
條生長傾往塔身方向，極似要緊緊抱住塔身，十
分奇特。
還有令人驚奇的，是記述大覺寺的歷代碑刻極
多，從最早的遼碑算起，還有宣德碑、正統敕諭
碑、正統碑、成化碑、迦陵碑、乾隆碑等等，歷
述大覺寺的變遷、風光和特色。同時，歷代題詠
大覺寺的詩文豐富多彩，尤其是清代多位皇帝青
睞此寺，不僅前來遊玩，還寫了不少頌詩。雍親
王胤禛對大覺寺清幽靜謐環境十分讚賞，遊覽後
寫詩曰：「翠微城外境，峰壑畫圖成。寺向雲邊
出，人從樹梢行。香台喧鳥語，禪室繞泉鳴。日
午松陰轉，鐘傳說偈聲。」另一位遊山玩水成性
的乾隆，則寫了多首詠大覺寺詩歌，其中《龍

潭》一詩云：「山半湧天池，淙泉吐龍口。其源
遠莫知，鬱葱疊網藪。不溢復不涸，自是靈明
守。像設坐嚴樓，致禮孚盈缶。利物神信能，格
誠吾何有？」他還為寺內憩雲軒、石橋、領要
亭、四宜堂等都題了詩。清代詩人納蘭性德曾居
住於西山，也寫有讚大覺寺詩詞。近代文人俞平
伯、朱自清、陳寅恪、郭沫若、冰心等也仰慕大
覺寺風采，前來遊覽、寄情、抒懷。值得一提的
是，大覺寺所在地，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
的游擊區，平西革命根據地的前哨陣地。當年，
這座古剎也曾是中共地下黨、八路軍、游擊隊、
武工隊的聯絡接頭地點和活動場所，還曾是國民
抗日軍司令部和中共北平市委展開工作的所在
地。這一飽經風霜的千年古廟，還為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革命鬥爭作出過貢獻，成為紅色基地之
一，也是一大奇跡。
大覺寺不僅奇，而且美。雖然步入冬季，功德

池略有薄冰，但金魚在水下仍然暢游。多隻黑白
色肥貓，在暖陽下的石階上安靜休憩，任憑遊客
擼摸，毫不畏人。這一動物與人類和諧相處的景
象，使古寺溢滿生氣。無量殿前，左右各有一株
高大銀杏樹，其中一株已生長千年，相傳為遼代
所植，被美譽為白果王。樹幹極粗壯，需6人擁
抱方可合圍。旺發時濃蔭可遮蔽半個院落，真可
稱為古銀杏樹之王者。由於季節關係，黃色銀杏
葉多已從樹枝上脫落，但仍覆蓋於大樹四周，形
成金燦燦的一大片，美極啦。此樹高25米，胸徑
7.5米，當年乾隆也吟詩大加讚頌：「古柯不計數
人圍，葉茂孫枝緣蔭肥。世外滄桑閱如幻，開山
大定記依稀。」這棵銀杏王是大覺寺之最，也是
西山之最，在全國也可名列前茅。儘管2020年新
冠肺炎肆虐，北京嚴控平靜後，深秋時節仍有仰
慕遊人紛至沓來，戴着口罩觀賞古銀杏樹金葉齊
發的壯觀美景。金黃色的銀杏葉，早已構成了大
覺禪寺的標誌性景觀。
大覺寺不只秋天美不勝收，春季更為俊俏端

麗，這應該得益於寺內的大玉蘭樹。寺內南路有

一座四宜堂，取意春夏秋冬四時皆宜，乾隆對此
堂頗感興趣，題詩云：「佛殿邊旁精舍存，肅贍
聖藻勒楣軒。四宜春夏秋冬景，了識色空生滅
源。」詩的水平不高，但點出了四宜堂名的緣
由。堂內有高達10多米的玉蘭樹，相傳是清代雍
正年間由本寺迦陵禪師從四川引進栽種，樹齡達
300多年。由於年代久遠，樹冠長得碩大無朋、冠
蓋如雲。每年春天清明前後，玉蘭花次第綻放，
綴滿全樹，潔白壯麗，令人無不讚歎。我曾多次
在玉蘭盛開時節，長途跋涉50公里，從北京東南
趕往西北，就為了一睹大覺寺白玉蘭的絕色芳
容。現在四宜堂前布置了一些茶座，旅客可以邊
品香茗清茶，邊賞玉蘭佳花，更加自由瀟灑。春
色宜人的大覺寺，不僅玉蘭飄香，其他各種春季
開放的花朵，也漸次萌發吐艷，五顏六色，使大
覺寺青春勃發、靚雅醉人。古寺新花，組成了大
覺寺春天的大美景色。
一千年來，大覺寺經歷過諸多坎坷，多次破敗
損毀。但度過劫波，又重新一次次地恢復元氣。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多次撥款，不斷修繕大覺寺
古建築，騰退了原先在此辦公的林學院校舍，造
就成一處全面開放的旅遊景點，既恢復保護了文
物古蹟，又在修舊如舊的原則下，拓展了新的內
容，使全寺煥然一新，迸發出新的生命力。陪同
我的幾位友人，都是大覺寺所在地蘇家垞鎮的居
民，對這座歷經磨難、今天重獲新生的家鄉古
寺，有深厚的感情。我們在舍利塔前合影留念，
祝願大覺寺的明天更加光明燦爛，成為中外朋友
喜愛的旅遊勝地。大覺寺現在已升格為全國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地位進一步提高，將受到更好的
維修保護，使其永葆青春，彪炳於世界東方，服
務於全人類。

話說1942年6月2日為黃君珏
30 歲生日，面對敵人步步緊
逼，她決定「寧死不當俘虜」，
縱身跳下萬丈懸崖，與出生僅3
個多月的兒子永別。
山西左權麻田西山上，太行

新聞烈士紀念碑上鐫刻一段鮮為
人知的歷史：有人以筆為槍不幸
中彈、有人臨危不懼縱身跳崖；
1942年日本侵略者大掃蕩，40
多名新華社新聞工作者壯烈犧
牲，書寫中國新聞史上最為悲壯
一頁。
在太行山深處的莊子嶺「道
士帽」山深處，有一個不大的山
洞，有兩三平方米，前面是一條
很窄的小路，上面是峭壁，下面
為懸崖。由於道路陡峭，附近又
有十餘個山洞，長期以來黃君珏
到底從哪裏跳崖不能確定。與黃
君珏一起藏身此洞的還有兩名女
同事，她們不幸被兇殘的敵人用
刺刀挑殺，其中譯電員王健犧牲
時年僅16歲。
離山洞最近的人煙便是「八
路軍母親」李才清的故居。屋內
老物件、老照片、獎狀、碑刻等
無聲訴說着這位太行女傑對八路
軍的恩情。李才清老人去世後，
她的孫輩、重孫輩仍有人在這裏
生活。
在敵人掃蕩下，為縮小目

標，減少犧牲，新華社人員化整
為零分散隱蔽。黃君珏帶領韓醫
生、電務科譯電員王健等曾經過
李才清家，但她看到這裏傷員較
多，不想給老大娘添麻煩。6月

2日，她們隱蔽在了這個山洞
中。然而不幸的是，黃君珏三人
藏身的山洞被侵華日軍發現，狡
猾的敵人不敢進洞搜索，卻在洞
口架柴放火，濃煙頓時彌漫整個
山洞；危急關頭，黃君珏毅然衝
出洞口，舉槍打死兩個敵人；隨
後縱身跳下山崖，那天她 30
歲。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學者何
歌勁有此一說：「黃君珏同志以
死殉國，寧死不當俘虜，一直戰
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她是人民
的堅強戰士。」
白天，侵華日軍常闖進李才

清家問話，但她聽不懂也不吭
聲。鬼子見問不出東西，一腳把
她踹在地上，由於石頭房點不
着，臨走時還氣急敗壞地點燃家
裏的一堆柴火。晚上日軍不出來
時，李才清用被子把門窗堵上，
熬粥熬藥，帶上柿子炒麵，給山
洞裏的傷員們送。
幾十年後，黃君珏兒子黃繼
佑來到莊子嶺，在洞口長久佇
立，淚水無聲流淌，默哀良久他
在洞口照一張相，以作為永久的
紀念。黃繼佑出生三天，便被寄
養在老鄉家，母親犧牲時他只有
3個多月大，之後他的名字由王
子倖改為黃繼佑（母親原名叫黃
維祐），希望他可繼承母親遺
志；有一張父母合照，此為黃繼
佑見到的最珍貴的母親遺物；直
到大姑將此張合影送給他，他才
看到母親容貌：瓜子臉、短髮、
端莊秀美，眼睛裏透露聰穎堅毅
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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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史最悲壯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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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醉寫《將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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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覺寺的奇與美

詩情畫意

愛妻許紫煙，親手釀製的三壇桂花酒，
已經被李白和他的兩個好友：岑勳、元丹
丘喝光了。時值三更，下山沽酒的酒僮還
沒有返回，李白向兩位好友提議：到月夜
林中走走。
在湖北安州白兆山一大片松柏林深處，

李白高大俊朗的身軀，被月光裁下一段長
長的剪影。眼前，天宇高潔，微雲欲散，
月光如銀，松柏靜立。岑勳和元丹丘隨同
李白攀上桃花岩，李白極目遠眺，激情滿
懷，在星空下，不時發出陣陣浩嘆！這是
在中國文學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夜
晚。唐代大詩人李白，和千里同他相會的
兩位道友岑勳、元丹丘開懷暢飲並留下千
古絕唱的一個美好夜晚。時間就在大唐開
元十三年（公元735年）夏曆八月十三。
月夜，白桃山深處不時傳來幾隻孤獨而

又清亮的鳥鳴，似有空谷傳響之感。李白
站在桃花岩上，對兩個好友說，「余小
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
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
陸，人生得意，盡在此地！元丹丘接過李
白的話說道：「太白兄，君居此聖地，何
故再訪長安？」李白嘆道：「我很糾結！
出世入世，不得兩全，徘徊彷徨。細思
量，何止我一人！三國時，曹孟德南征途
中，與文官武將月夜同飲，寫下《短歌
行》，實在是他糾結內心的袒露！」接
着，李白吟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青青子衿，悠
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李白停
了片刻，對二位好友說，「曹孟德胸懷寬
廣，廣攬人才，『山不厭高，水不厭

深』，令人景仰！」
站在桃花岩下方的岑勳，仰頭插開李白

話題，問到：「當年仁兄仗劍遠遊，離開
家鄉綿州江油，在峨眉山、青城山訪道，
何其快哉！而當下可否還想到峨眉山月，
再回竇圌山，『出入畫屏中』？」李白搖
頭，順口說：「我寄愁心與明月，怕忘
『思君不見下渝州』啊！」忽然，山腳下
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原來是酒僮沽酒而
歸。李白連忙拉着兩位好友，說道：「酒
喝乾，再斟滿！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
後千載名！」
三人急匆匆離開白兆山桃花岩，魚貫走

進桃花岩酒家堂屋，重拾酒樽。謫仙詩人
李白站起身來，高高地舉起酒樽，大聲說
道：「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
不復還，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
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
對月！來來來，再乾一杯！」三人一飲而
盡。元丹丘接着站起身來提酒。他說道：
「三年前，太白兄32歲，意氣風發，我們
在嵩山一同喝酒，仁兄說過一句話，後來
被廣為傳誦，『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
髮弄扁舟！』」「來來來，喝酒，喝
酒！」三人又乾了一杯。
酒杯剛剛放下，李白嘆道：「大道如青

天，獨我不得出！我李白自信，天生我才
必有用。治國安邦，為萬世開太平，捨我
其誰！斟酒，斟酒！」酒酣耳熱，李白豪
情萬丈！高高舉起碩大的酒樽，繼續大聲
說道：「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
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鐘鼓
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古來聖賢

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
樂，斗酒十千恣歡謔。」說到這裏，李白
回過頭望了一眼準備倒酒的店家，以渾厚
的男中音繼續高聲說到：「主人何為言少
錢，逕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啊！」
「好詩，好詩！」岑勳和元丹丘齊聲喝
彩！
李白再一次把酒樽中的佳醞一飲而盡，

高聲說道：「快快快，拿筆來！」李白揮
起如椽大筆，用滴着濃墨的狼毫，在酒桌
上狂草三個大字：《將進酒》……
璀璨如同晨星一樣的中國古典詩歌《將

進酒》，在白兆山桃花源酒家的堂屋裏，
在松樹油燃燒着的辟辟啪啪的響聲的午夜
裏，橫空出世了。

來鴻

老去的三輪車
姥姥還年輕的時候，也不算是年輕，是
我小的時候，那時我印象中姥姥是年輕
的，頭髮烏黑，身子硬朗，能一口氣騎車
半小時到集市上去趕集。那輛又新又大的
三輪車可是載着我、姐姐和弟弟三個小大
人。
三輪車承載了我的童年時光，它載着我
去了許多地方。在我的認知中，姥姥是不
會老的，就像那輛永遠不知疲倦的三輪
車。怎料今年秋天不知怎的姥姥連摔三個
跟頭，當時鼻子磕破了，左眼被摔得烏
青，遠遠看去彷彿是「熊貓的眼睛」。電
話那邊的我聽了心一陣陣地抽痛，母親氣
呼呼地在電話裏說你姥是越老越不聽話，
今天都摔了三個跟頭了，讓她在家休息我
們給她買着吃她還不聽，非要騎着三輪車
出去，說着說着電話那邊就有了哭泣聲，
責怪姥姥的不聽話又埋怨自己沒有照顧好
老人。母親鮮少發火，她是家裏的老大，
她這麼多年已經習慣了解決各種事情，唯
獨姥姥的不聽話，讓她回天無力，母親平
常幹活也不能時時刻刻陪伴，出了這樣的
事，她認為是她作為女兒的失職。後來母

親和小姨商量着暫時將姥姥那輛老舊的三
輪車藏起來，等姥姥身體好點再騎。
姥姥的腿腳越來越不靈便，常常蹬一會

車就沒了力氣，那輛車子也如姥姥身體一
般老舊，給她買個電動車代步，她又執拗
地說自己學不會，可每逢家裏有幾個蘋
果、香蕉、橘子之類的水果，她還是蹬着
那要了她半條命的車子來一趟，無論說多
少次她都不聽，我知道，無論我們多麼
大，在姥姥眼裏始終是個孩子，還需要被
疼愛。
姥姥現在一個人生活，多少有些孤單，

她會時常蹬着老舊的三輪車出沒在老人多
的地方說說話談談心。很多時候母親去姥
姥家看望她的時候，找不到姥姥，母親就
會滿街找。
母親說過，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小時候的她出去玩，姥姥是挨家挨戶找
她，現在是她挨家挨戶找姥姥，在漫長的
歲月中，她成了姥姥，姥姥成了她。或許
歲月會讓人容顏老去，會讓人記憶模糊，
但是姥姥對我們後輩的愛，卻在歲月中愈
發地厚重綿長。

浮城誌

1906年李叔同到日本留學，當年中國在日留學
生人數達8,000多人。1907年發生了一件日本政
府迫害中韓留學生的不合理規範，以「性行不
良」、「成績不良」等15個莫須有的罪名，令中
韓留學生動輒受迫害，面對如此境況，李叔同寫
了兩首七絕，這是第一首。詩的開首兩句慨嘆祖
國境內一片死寂，連雞犬之聲也不相聞，山河已
遭劫難。縱然如此，仍有如蓮花一樣出污泥而不
染的鬥士，如彌勒松一般挺拔。
由於當時有一名30歲的留日學生陳天華對日本
當局的橫蠻迫害很激奮，為表示抗議，留下遺
書，在東京大森海灣蹈海自殺。陳天華的行為引
起留學生強烈震動，引致千餘人憤而集體歸國，
也引出了第二首的《初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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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居停滬上，承蒙該市文史研究館領
導相邀，隨同進出了一趟杜公館。這地方
名頭很響，當地的老年人大都知道，是舊
時代「聞人」杜月笙的宅邸。從市區驅車
走高架一路駛往嘉定，抵達長達十里的西
雲樓商業街，步行跨過一處小橋流水，推
開斑駁的木門進入，便見一幢二層清水紅
牆的石庫門樓房，其右側有一幢三層高
樓，前者係杜月笙會客、議事之處，後者
是他及幾房家眷的住所。
踏足杜公館，真有一種穿越歷史隧道的

感覺。它早在1926年建成，位於法租界的
華格臬路180號，與上海灘另兩位大亨黃
金榮、張嘯林比鄰；解放後收歸公有，路
名及門牌編為寧海西路236號，曾先後被
京劇團、工廠及公司佔用。上世紀末，那
一帶房子因規劃建設延中綠地將被拆除，
加拿大華商黃修志聞訊，斥資買下那棟傳
統磚木結構的樓房，請人將磚瓦、地板、
樑木、門窗乃至護牆板、樓梯扶手等，全

數拆卸後逐件編號，運往蘇州同里的倉庫
妥為保存。2015年，西雲樓這個老上海特
色的文化休閒街區興建時，黃老先生慨然
同意將那些建築及裝飾部件運回，由工匠
悉心拼裝恢復，使得杜公館易地再現。可
惜的是，那棟用於居住的三層樓房屬鋼筋
水泥結構，無法拆卸遷建，只得按原樣仿
造。
杜公館的外表氣派，內部精緻，大門和

窗戶各有西式羅馬立柱和石雕，門廊、窗
楣卻雕刻着中國古老的麒麟和鳳凰圖案。
從一樓大廳到二樓房間，隨處可見這種中
西合璧的設計匠心及裝飾風格。
主持西雲樓商業街項目開發的陸樸鴒先

生一邊引領參觀，一邊詳細講解：當年，
黃金榮知悉杜月笙要建宅邸，說「送儂一
隻廳」，所以大客廳天花板上那組巨大的
楠木雕花大樑來自黃的饋贈；公館落成
後，民國初期曾任大總統的黎元洪客居旬
日，讓人寫下楹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

杜城南五尺天」相贈，掛在大廳正中；
1927年國民黨發動「四．一二政變」前
夕，上海工人領袖、中共黨員汪壽華在大
廳門口被打昏裝進麻袋，送往他處殺害；
1931年東北「九．一八事變」發生，1937
年淞滬「八．一三抗戰」爆發，二樓會客
室和會議室形成決策，捐獻銀元數十萬支
援軍隊抗戰，領銜組織民眾後援團體……
這位幫會大老的政治傾向有錯，而國難當
頭時卻是「閒話一句」，恪守民族大義
的。
杜公館復建前後，陸樸鴒先生蒐集大量

實物、文獻和圖片，並在二樓闢室展示其
中一部分，以反映公館主人那奇特而複雜
的人生。杜月笙與京劇名伶姚玉蘭的長女
杜美如曾數度從海外返滬，造訪這座幼時
熟悉的宅邸，每每激動得熱淚盈眶。杜家
的後人們，還在籌劃了卻家族的一樁心
願。內情不便透露，讀者諸君明年不妨留
意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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