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詩詞裏看「夏至」
「夏至陰生景漸催，百年已半亦堪哀。葺

鱗不入龍螭夢，鎩羽何勞燕雀猜。雨砌蟬花
粘碧草，風簷螢火出蒼苔。細觀景物宜消
遣，寥落兼無濁酒杯。」這是明朝劉基的
《夏日雜興》，詩人借夏至節氣，抒發了自
己雜亂的心境和難抑的悲憫，讀後如臨夏至
節氣的陰雨天氣。
夏至，是二十四節氣之一，也是最早被確

定的一個節氣。夏至這天，白天最長，夜間
最短，代表的寓意是炎熱將至，開始有暴
雨、梅雨、高溫桑拿天氣。雖然是烈日炎
炎，但古往今來的詩人們卻文思泉湧，留下
了許許多多美好的「夏至詩」。
「長夏村墟風日清，簷牙燕雀已生成。蝶

衣曬粉花枝舞，蛛網添絲屋角晴。落落疏簾
邀月影，嘈嘈虛枕納溪聲。久斑兩鬢如霜
雪，直欲漁樵過此生。」這是宋代張耒《夏
日三首》中的其中一首，本詩通過夏日午夜
燕雀、蝴蝶、蜘蛛等意象的描寫表現了詩人
對清淨、安寧生活的喜愛。抒發了詩人淡泊

名利、厭惡世俗，想要歸隱田園的情懷。
唐代賈弇的《孟夏》詩中道：「江南孟夏

天，慈竹筍如編。蜃氣為樓閣，蛙聲作管
弦。」詩說一進入夏天，慈竹長得密集而有
序，遠望雲氣如樓閣，幻同似境，耳邊還有
青蛙奏樂，夏天真是迷人啊。
「符菉玉搔頭，艾虎青絲鬢。一曲清歌倒

酒蓮，尚有香蒲暈。角簟碧紗廚，揮扇消煩
悶。唯有先生心地涼，不怕炎曦近。」宋代
史浩的《永遇樂．夏至》，描寫了詩人夏日
的情景，天炎暑熱，詩人揮扇解煩悶，卻又
在末尾告訴我們：只有先生心中涼快，不怕
這暑氣的天。宋代范成大的《夏至》詩，讀
來輕鬆愉快：「李核垂腰祝饐，粽絲繫臂扶
羸。節物競隨鄉俗，老翁閒伴兒嬉。」夏至
和端午相去不遠，所以，范成大的夏至日，
還用粽絲繫臂，祈求健康。夏至這天，生活
十分閒適，君不見，那老翁伴着孫輩玩得很
開心嗎？宋朝蘇轍的《夏至後得雨》：「天
惟不窮人，旱甚雨輒至。麥乾春澤匝，禾槁

夏雷墜。一年失二雨，廩實真不繼。我窮本
人窮，得飽天所畀。奪祿十五年，有田穎川
涘。躬耕力不足，分獲中自愧。余功治室
廬，棄積沾狗彘。久養無用身，未識彼天
意。」說的是老天不會讓人永遠貧窮，乾旱
久了，雨就來了，麥子乾了，春雨就下下來
了。我是無用之人，無力躬耕，卻還享受着
收穫，實在慚愧。
同樣寫雨，唐代詩人劉禹錫的《竹枝

詞》，卻借用夏至以後雷陣雨驟來疾去的天
氣，寫出了另一種景象：「楊柳青青江水
平，聞郎岸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
是無晴卻有晴。」
夏至，雖已進入炎夏，但在詩人的筆下卻

透着無限美好。唐朝權德輿《夏至日作》
云：「璇樞無停運，四序相錯行。寄言赫曦
景，今日一陰生。」還有唐代韋應物的《夏
至避暑北池》：「晝晷已雲極，宵漏自此
長。」這些詩作都對「夏至」這個節氣進行
了傳神的描述，讀來如臨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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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個粗枝大葉的人，自己
用的東西到處亂丟。平日裏找個
什麼東西，經常把家裏翻個底朝
天。如果不是母親幫他打理，或
許每天都會出現穿反褂子、穿錯
襪子之類的事。所以在我的印象
中，父親是極為粗線條的，不拘
小節，連感情也是粗糙的。正因
為如此，父愛也經常被我忽略
掉。記憶中，父親從來沒有像母
親那樣細膩溫柔地愛過兒女，好
像他也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特
別深刻的事。
這個印象直到前不久才徹底被

顛覆。那天，我在老屋的角落裏
發現了一個小木箱。母親說：
「那裏面是你爸收藏的寶貝
呢！」我的好奇心瞬間爆滿，那
樣粗手大腳的父親還會收藏東
西？裏面會不會有什麼傳家寶？
在我的強烈要求下，母親同意打
開木箱。
我把木箱上的灰塵輕輕擦拭

掉，看到上面斑駁的歲月之痕，
油漆剝落得厲害，木箱呈現出老
舊之態。抖落了一層歲月風塵，
我看到木箱裏面的東西整整齊齊
碼放着。沒有什麼傳家寶，就是
父親珍藏的一些在他看來有意義
的東西。
一摞書信，用細繩綑紮着，放
在木箱的最上層。打開來看，全
都是我上大學時寫的家書。大學
期間，我經常寫信給父母。母親
不會寫信，都是父親給我寫回
信。父親的回信早已不知所終，
卻沒想到我的信他卻一封不拉地
珍藏着。看到這些信，我心中的
震動着實不小，一向粗糙的父親
竟然還有如此細膩的一面，可見
他對兒子的愛。我翻看着這些舊
書信，曾經的歲月又一次湧上心

頭，不由感慨橫生。我對母親
說：「我那裏一封手寫信都找不
到了，現在這樣的信幾乎都沒蹤
影了，我爸這些算是『珍藏版』
了！」
說完，我忽然覺得，父親的愛

不也是珍藏版嗎？父愛不動聲色
地躲在角落裏，平日裏被我們完
全忽略漠視，殊不知，這種愛更
為深沉博大，一直以「珍藏版」
的形式被悄悄隱藏起來。待我們
發現時，才陡然覺得這種愛其實
那麼珍貴，那麼值得珍惜！
父親的木箱裏還有一些老照

片，有一張古老的全家福，還是
黑白照片，那是我們全家第一次
照全家福。老照片顏色昏黃，有
些模糊了，但我卻清楚地看到了
愛的痕跡。還有幾張照片，父親
也珍藏着：姐姐結婚時的照片，
我在大學門口的照片，妹妹剛參
加工作後的照片。摩挲着這些照
片，我終於觸摸到父親多年裏藏
在粗糙強硬外表下的柔軟內心。
父親還有些收藏，真是讓我哭笑

不得。那是多年前，父親節剛剛被
人們熟悉，我們姐弟幾個商量着，
父親節都要給父親買禮物。我給父
親買的是一個小收音機，姐姐買的
是衣服，妹妹買的是鞋子。第一次
過父親節的父親，幸福得有些忘乎
所以，於是把裝收音機和鞋子的包
裝盒以及衣服的包裝袋都珍藏起
來。母親用溫柔的口氣說：「你爸
這老東西看着像馬大哈，其實可有
心呢！」
這一次，我重新認識了父愛。
可能每一份愛，都有你不了解的
「珍藏版」。這份「珍藏版」的
愛，一直在默默付出，無論你是
否能感知到。「珍藏版」父愛，
值得我永遠珍藏！

●王國梁

父愛「珍藏版」

歷史與空間
●唐寶洪

凝望西普陀

鳳谷的憧憬

「普陀」者，乃觀世音修行的淨土也，意為
「光明山」、「美麗的小白花」。地處福建西部
上杭城郊的西普陀，與浙江東普陀、廈門南普
陀、長春北普陀合稱為中國佛教的「四大禪
宗」，其餘三間均名播中外，香火鼎旺，而上杭
西普陀卻「養在深閨人未識」，寺廟頹敗，香火
稀落，且廢墟滿目，淒涼無比。
透過歷史的千年風雨，透過紙漬斑黃的滄桑
記載，凝望：上杭於宋淳化五年（994年）設
縣，「沒有上杭城，先有普陀寺」，建於宋盛於
明的普陀寺，與踞於雲霧繚繞之半山顛的上圓山
雲峰寺，以及如今供有閩省最高大如來佛像的七
峰山大佛寺，同在西普陀山景區域內，同系臨
濟，連成一派，形成明代閩、粵、贛三省邊區最
大佛教聖地，僧眾竟達千餘，農禪兩旺。清同治
甲子年所修縣誌及民國丘復所撰縣誌，謂西陀山
「向極壯麗」，四周「岡巒回互，磅礴無際」，
寺中「長松茂草」，「荊花灼耀於內，榕樹檬密
於外」，堪稱「天下名勝之境」。
凝望西普陀，由此凝望一個與西普陀結下不
解之緣的凡人——宏肖居士。宏肖居士上百次
地深入西普陀，踏遍青山尋覓跡，窺到此處淵源
悠長的佛教文化，保存完好的原始生態環境、風
光旖旎情趣橫生的自然風景，這些，吸引着眾多
海內外想在此處頤生養壽的華人、華僑，他乃辭
去令人羨慕的公職，苦心旨意，矢志弘揚「西普
陀」。
近日，我和幾位文友走進西普陀，凝望西普
陀，感受西普陀。年輕貌美的導遊小姐繪聲繪色
地講起「白蛇出水」的傳說。某年，天大旱，莊
稼枯得枝殘葉敗，人畜渴得奄奄待斃，西普陀香
林大師憂心如焚。他連續七天七夜禪坐於蓮花
座，虔誠祈求上蒼降雨。此情此景，感動了一條
修煉千年的大白蛇，白蛇奮力鑽入一巨岩中，鑽
了七天七夜，終於在岩壁上鑽出一個洞罅，一股
山泉汩汩不絕地噴濺而出，歡快地湧向山澗溝
壑。泉水救活了莊稼、人畜，鄉民感恩香林大師
慈悲心懷，此後年年都在白蛇出水的那天——
農曆四月十八，家家戶戶焚香祭拜，共祈平安、
福祉……
走不多久，一大片楓林組合成巨大的方陣，
迎迓我們迫不及待的腳步。這裏的楓樹都成雙成

對親昵地站在一起，枝葉相連，根脈相依，活似
永結同心的知音伴侶，令人好生羨慕。或許，這
裏曾發生過感天動地的、悽美的愛情故事，讓楓
林深受感染。或許，這裏的一棵棵老樹曾見證過
一番番悲歡離合，要不，古樹垂下的粗藤為何盤
根錯節地纏在一起？要不，為何有兩束老藤交結
成一個碩大的少林寺的「少」字？至於這個愛情
故事的具體情節，早已飄散在歷史的風塵裏，後
人只能從楓林、古藤，從不着一字只長滿蒼苔的
岩壘，去遐思、解讀……
雲峰寺原藏有精美絕倫的兩尊宋代石佛，惜
已失竊。離雲峰寺不遠，有兩處珍貴的古
蹟——香林塔和金玉頂。
香林塔，臨濟派開山祖師香林大師遺骨塔。
香林大師圓寂後，眾弟子信徒於明崇禎五年
（1632年）在海拔930米的風水寶地修建此塔。
塔內又有小塔，小塔裏珍藏有大師的舍利。塔的
中間留有一個小孔，以便讓陽光把舍利照耀得祥
光閃閃。
我們來到規模宏大的香林塔，塔頂的一角被

撬開一個大窟窿，塔身似有風雨飄搖之感，塔裏
早已空空如也，塔碑漬跡斑斑，字體斑駁依稀可
辨。塔的四周苔鮮、香草、落葉零落一地，或仆
或臥着幾塊刻滿字跡的古碑，塔前的兩塊石龍
旗，虔誠地守護着香林塔。塔前有一放生池，池
裏的水早已乾涸，當年人們放生的魚兒也不知游
向何方。宏肖居士告訴我們：清初，西普陀成為
抗清據點，清兵在付出慘重代價攻佔西普陀後，
在此大肆燒殺搶掠，不僅生靈塗炭，血流成河，
連寺廟都被夷為廢墟；其後，遠近貪婪之徒頻頻
撬盜此處值錢物什，使此地風物遭到更徹底的毀
殄。迄今西普陀尚存有依稀可辨的寺廟遺址餘
處。我凝望着香林塔，我的心靈深深地震撼了：
一代高僧，一生積德揚善，怎能料到人間的兵燹
和貪婪的欲壑？據說，在當年僧眾練武的殿子湖
畔以及瀑布山頭，時有三道極強的光柱騰空而
起，持續好幾分鐘，令人觸目驚心。或謂此乃香
林大師在超度亡靈，在戒示世人勿貪勿暴。
然而，人心的貪婪怎一個「戒」字了得？西
普陀的書堂寺本是僧眾研修佛學之淨地，卻因寺
大門前的一株桃樹而上演血的悲劇。這株桃樹向
崖而生，桃兒成熟時節，常常有人冒着生命危險

攀樹摘桃，結果有兩人先後墜崖喪身。有感於
此，此後這株桃樹年年只開花不結果。我們遊覽
西普陀的這個時節，正是桃兒豐收的季節，但書
堂寺門前的桃樹卻依然不掛一果，讓我嗟嘆不
已。
導遊把我們帶回雲峰寺，我們在雲峰寺用過

午膳之後，就向金玉頂攀去。金玉頂為西普陀山
主峰，峰頂雲霧繚繞。只見一座莊嚴卻簡樸、厚
重卻頹敗的建築兀立浩浩山風之中。這是歷代高
僧坐禪閉關之所，我沒見到高僧，倒是看見歷代
高僧留在石碑塊上的銘刻之文。
歷史，在這裏凝滯了，我凝望着東零西散地

俯伏在荒草斜陽中的殘碑斷石，彷彿聽到走過春
秋冬夏、閱遍枯榮興衰的山風在凝凝噎噎地訴說
着世事的滄桑。
返歸的路上，導遊指點着或近或遠的「合掌

拜佛」、「神猴望佛」、「張飛斷橋」、「僧人
練武場」等景點，我們聽得如癡如醉。正走間，
一道瀑布勢如奔龍，飛花濺玉，一瀉而下，碰在
岩壁上，跌宕多姿，騰起的水汽飄蕩開去，如
煙、如霧，如塵，似乎要把我們帶入一種神秘的
境界。瀑布底有一石，石酷似一僧臉像。許是瀑
泉的味無窮，人們不斷地發出讚歎，而石僧的臉
上也開始流露出會意的笑容且開口欲言。
我們還看見了「白蛇出水」傳說的衍生之

地。在半山腰下與我們捉迷藏的水就是從這裏流
下去的。
回到山腳下，忽然下起了大雨。避雨時，我
佇立着，凝眸注視西普陀山，凝望她磅礴無際的
襟懷，凝望她超脫的悟性，凝望她原汁原味的生
態森林，凝望她那異常清新的空氣，凝望楓樹生
生世世成雙成對、香林塔舍利閃閃發光、古桃樹
只開花不結果、殿子湖光柱騰空等留待後人解讀
的千古之謎……
猛覺得，西普陀正一臉燦然地凝望世間煙

雲，與我相看兩不厭。

●魏以進

生活點滴

古典瞬間 ●魏有花趙素仲作品
詩情畫意

早秋還好，明淨美麗，深秋了，能不悲哀嗎？
「鏡裏朱顏，愁邊白髮，光陰暗催人老。縱有千
金，千金難買年少。」李叔同在教學期間，給了學
生知識學問外，也如父親一樣給學生道德的教育。
李叔同最不能接受學生的遲到，最珍惜光陰，他的
友人和學生均有回憶，李叔同對遲到的人懲罰，對
準時學生劉質平欣喜教導。
李叔同對守時也許有些固執和不近人情了。名
演員歐陽予倩在一篇文章中記：「一次，李叔同與
他相約早晨8點正在李寓所會見，但他因故遲了5
分鐘，李叔同拒絕會見，在窗前對他說『我現在沒
有工夫了，改天再約吧。』」我也固執於守時，但
也容許有15分鐘的遲到（一笑）。

珍惜光陰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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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鴻

一個小地方，即使名不見經傳，若依靠
文化的裝點，便有了靈氣，
從小溪塔出發，乘大巴，不過一個半小

時，便到了宜都五眼泉鄉的九鳳谷。原本
一條布滿水流落差的山澗，加上兩旁的綠
樹紅花與峭壁山石，冠以文化內涵，借力
三峽，九鳳谷由此而得名。詩意名稱的背
後，是美好的憧憬與嚮往。宜都歷史悠
久，春秋戰國時期縣境屬楚地，秦時縣域
屬南郡。後雖不斷變故，但始終沒有脫離
江水的脈絡。
進了大門，沿一條瀝青小路往裏走，滿
眼的綠隨之撲面而來，自然清新，沒有一
絲雕琢的痕跡。見慣了粉塵和尾氣之後，
純淨與天然就顯得尤為可貴。山是自然的
山，水是原本的水，只是多了裝飾和人文
的附加。穿越時空，小橋流水，還有茅屋
下的人家，花滿蹊，小狗在側。
一路蜿蜒，來到了第一個水流落差書寫

成的小瀑布前面。上下之間的距離不過十
來米，可飛瀉而下，也別有一番韻味。說
到瀑布，我們會情不自禁地想起李白的詩
句。飄逸，壯觀，還有灑脫，都是忙碌之
中的人們所嚮往的自由境界。稱之為白
練，色塊，矩形，都不免失之偏頗。其
實，它也有生命，有情感，有靈氣。不是
麼？聆聽，會有心跳，三步並作兩步。
繼續前行，來到一個小坡頂。頂上有一

塊平地，綠樹叢中藏着一簇黃色的花。黃
綠相間，酷似一幅簡潔的水墨丹青。大自

然是一個作畫的高手，線條絕不多餘，三
筆兩筆便成傳世之作。住在城裏的人，終
日與灰色相伴，倘若到了這裏，會流連忘
返。幾個着連衣裙的女孩跑進樹叢，搔首
弄姿，用手機拍個不停。青春雖好，可轉
瞬即逝，欲美顏，定格在藍天白雲下。一
隻小鳥被驚起，撲騰翅膀，向遠處衝去。
還有紅花。滿眼葱蘢之中，三朵兩朵盛
開的花很是耀眼。眾多的陪襯，紅花便有
了脫俗之感。雖艷陽高照，可遊人如織，
都想先睹為快。也是，現在出門，盡在看
人讓人，景本身反倒退居其次。若駐足觀
賞，有可能擋住了後面的人前行，於是流
連便成了奢望。匆匆而來，急急而去，正
常得再普通不過。單一的大背景下，有一
些亮點，真是難能可貴。那個滿頭銀髮的
老奶奶倒是不為所動，獨自在一邊靜立，
用手輕輕撫摸一株小草，若有所思，拿起
長鏡頭按下快門。看那情形，青絲變白
髮，估計只是為了那心中的夢。憧憬也是
一種追求，路人也許不諳此道。
快到山頂了，又一瀑布凸現。外形和規
模雖小，倒也不失風範和格調。水不在
深，有動則靈。雖有雕飾，水卻是真。從
谷底走到這裏，累自不必說，有了這一泓
清水，抑鬱瞬間煙消雲散。無論是遠觀還
是近看，都有嶄新的感覺在心頭。越往
上，人愈少。無限風光在險峰，上山的路
就是一種歷練，濾去塵埃，留下潔淨，還
有意志堅定者。古詩中描寫瀑布者甚多，

只是未曾見到摹其反面的。一分為二，辯
證地看，水是真君子，或方或圓，或急或
緩，形狀變換，初心不改。一對年輕人走
近岩壁，在簾簾飛瀑中漫步，雙手伸開，
作比翼狀，回頭者甚眾。拋開面具，在山
水間放飛青春，也是一種難得的回歸。假
以時日，永葆活力，才算得上真性情。
山頂可謂風光畢現，盡然還有一人工湖

存在。綠茵茵的水，藍藍的天，思忖是否
桃花源移植於此。停下腳步，凝神，沉
思，調整呼吸，把握節奏，心中的歌忽揚
一片。遺憾的是我不會作曲，在旋律中融
入現實的奔月，也許會把此時的光照送上
九天。九是數字之尊，在鳳谷中停留，也
是一種超越。邊上一孩童在母親的牽引
下，一搖一擺地向前追趕一隻回頭的白色
小狗。小狗作齜牙咧嘴狀，彷彿甚為生
氣，不屑與幼稚為伍。一陣風吹過，小狗
跑開，只留下孩童咧嘴傻笑。那也是一種
憧憬。
宜都，三國時期的要地，故地增添了新

顏，不僅僅是吸引眼球，還有光大。時光
推移，為了現實的功利，包裝，就有了底
蘊和出處。稍作休整，回望，九鳳谷盡收
眼底。滿目葱蘢，群山連綿，是景區，更
是港灣。換一方向，依山而行，下了山，
心依舊在回味，期待着下次的腳步。
若是人文景觀，一眼足矣。真到了詩意
中的九鳳谷，花開時，便是一種心底的憧
憬，人生的仰望。

詩詞偶拾 ●熊建軍

順着風 六月的莊稼
葱鬱心頭
稻穀、玉米、高粱
都在攢動
黃瓜和豆角攀登枝架
高高掛起幸福

所有思緒像鷹翱翔
快意在酒杯醇芳
石榴花踮起腳尖
遠眺

生機勃勃迷亂了雙眼
這個時節 正在構思
一個縱深的故事

六月的寫意

●●西普陀山的雲峰寺西普陀山的雲峰寺。。 作者提供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