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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池山上人
◎刘 武

最近翻看父亲的遗物，看到几年前父亲托人刻的一方印，上面刻
着“玉池山上人”几个字。我想起来这是父亲自取的号，以前就用过，
更早之前，我还拿这个号为他在凤凰网上注册了一个账号，不过父亲
从来没有用它登录过凤凰网，我倒是仍一直沿用着这个账号。

我不太清楚父亲什么时候开始用“玉池山上人”这个号，现在回
想起来，可见玉池山在他心中的位置。其实，父亲出生的老家川山
坪并不在玉池山上，它距玉池山大约十公里左右，站在老屋门前，抬
眼就能看到玉池山的主峰。

玉池山是汨罗最高的山，主峰达摩岭海拔将近800米，素有“三
山十洞八平湖”的美誉。我只在读小学时上过玉池山，当时学校搞
长途拉练加上学工学农，依稀记得好像是坐车到川山坪车站，然后
步行上山，在山上的一户农家住了大概一个星期。我住的那户人家
有个比我稍大一点的男孩，我跟着他到山上去放牛、砍柴，听他聊乡
里的趣事，以及他知道的历史故事，印象中他说过李世民、张阁老的
传说，让我觉得他挺博学多闻。

那段在玉池山度过的短暂日子一直存留在记忆中，温馨、有趣，
现在回想起来，也忘了具体住在哪里，当时也没有机会去山上的其
他地方转转，更没有爬过主峰。后来那么多年，我多次回到川山老
家，居然就没有动念去爬玉池山。

2018年5月中旬，也就是父亲去世前两个月，我开车带他回川山
上坟，完事后，我突然起念，跟他说要不一起上玉池山转转，父亲当即
点头说好啊。我用导航一看，开车到玉池山不过20分钟左右，但当时
已是下午4点半，我估摸怎么转一下也得一个来小时，而且父亲早已
约了以前的老同事在汨罗一起吃晚饭，这样，再赶回汨罗市区就有些
晚了。想到这里，我只好跟父亲商量说：“好像时间有点紧，会耽误吃
晚饭，那我们还是先回市里，下次有机会再一起去吧！”父亲倒也没有
什么意见，就很随和地说：“好吧，以后再去！”

那天，我们转身回到了汨罗市内。虽然第二天我又陪父亲去了
屈子祠、张谷英，但却再没有机会陪他一同上玉池山了，当时我们都
觉得还有时间和机会，却没想到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兑现了。

父亲去世后，我重新翻看他以前写的书与遗作，才发现玉池山反复
出现在他笔下，他对这座山是如此情有独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
他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热血奇男》，讲述王震、王首道等在抗日战争后
期，率领南下支队奔赴玉池山，领导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开展艰苦卓绝
的对敌斗争，建立湘阴人民抗日临时政府的故事。书中多处描绘了玉
池山巍峨峥嵘、秀美苍郁的风景，绘声绘色地勾画了玉池山的幽深、艰
险和古朴，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玉池山的长长画卷。

在他留下的长篇回忆录《乡土记忆》中，父亲就多次写到玉池
山，说儿时看到的玉池山是“神秘不解的”，有时漫山大火，连烧几
天，有时满眼浓雾，一片苍茫，九九重阳节前后，还有很多唱着“香
歌”、三步一跪上山朝拜的香客。1939年11月份日寇南下进攻岳阳
时，父亲当时5岁左右，就躲兵逃难第一次爬上玉池山，他们从西面
一个叫董家坝的地方上山。在书中他描写道：“上山的路陡得很，七
弯八窍，路边上的石头碰鼻子，一不小心摔下去就会粉身碎骨。麻
石路面有好几里路长，路面不宽，傍墈走往下看高得吓人。麻石路
的两边有好多奇离古怪的怪石，有雷打石，有虎穴坪，有狼牙岩，看
一眼都吓得肉麻。”

那次，父亲随家人走了20多里地，在半山腰一个叫陈家山的地方
暂时安顿下来。两年后，在1941年9月份，父亲又第二次躲兵逃难，再
次来到玉池山上的陈家山。他描述说：“满山的竹子、参天的古树和
岩峰，几乎把整个的天尊都遮住了，西去的太阳已早早被丛山淹没
了，黑夜却比山下来得更早更深沉。挂在山腰中的陈家山，很难找出
一块平展的平地和屋场，田呀、屋呀、土呀，几乎都是挂在山壁上的。”

这年11月份，父亲又随家人第三次躲兵逃难，在玉池山上的陈
家山、董家坝、上施家冲躲了两个月，转年1月中旬才下山回家。到
1944年5月，父亲又再度躲兵逃难，四上玉池山，住在望塔洞一户乡
亲家。这时他对玉池山的印象更加深刻，他写道：“从望塔洞前行，
伸到你面前的，便是一条一级一级的梯级麻石登山路。这条乱石垒
砌起来的麻石小道，把你一步一步引进到近乎山顶高峰的玉池古
庙。这段梯级麻石小古道，大约要爬两个多小时，才能爬到直通古
庙大殿前的百步梯。”

这4次在玉池山躲避日寇侵袭的时间前后相加起来有大半年
多，可想而知，父亲对玉池山有多么熟悉、了解。更神奇、巧合的是，
第一次上山时，他就路遇同样逃难的我母亲一家人，之后过了15年，
他们又出人意料地在湘阴再度相逢。

可惜，这些事情父亲以前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如果没有他
留下的回忆录，这些故事就彻底消失在茫茫岁月和时空中了。此
外，在父亲亲手编好的诗集《罗江放歌》中，也有很多诗词、对联都与
玉池山有关。我粗略数了一下，共有9首诗词、两副对联是描写玉池
山的，其中最早的一首是1951年3月在望塔洞写的《登玉池山》，诗
中写道：“时鸟催春地去寒，桃红柳绿水淹滩。含珠竹笋婷婷立，丝
草栝松一路欢。”两个月后，他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玉池古寺》：

“寒寺依山小径长，佛光斜照读文章。方圆学子争相聚，风雨穿梭舞
步狂。”想来，1951年的这两个月，父亲又登上了玉池山，领略了新时
代玉池山的春色。

父亲最后一次吟咏玉池山是在2017年11月底，这是他来到北
京后写的，而且一连写了三首，一首题为《玉池山风物志》，另外两首
题为《玉池山》，其中一首写道：“雾涌摩天不见星，云腾拂地彼登
峰。溪清鸟语歌生态，林葱竹绿漫山兴。孤影兰田翻稻浪，羊肠小
道话耘耕。书声朗朗穿房过，墨迹斑斑风月情。”诗中描绘了玉池山
美丽的自然风光，抒发了他对那座熟悉的山的向往和怀念。

2019年8月8日父亲节，我开车回到老家拜祭父母。这次，我与老
兄、家人一起爬上玉池山，来到半山腰的玉池山庄，圆心中的一个心
愿。在山上，我遇到父亲以前的一位老同事，他那段时间一直在山上消
暑。他说2018年我父亲还在玉池山上与他见面聊过，说要到玉池山上
来住一段时间，还说到时要把当年的几位老同事都请来一起度假。

我站在山坡的高处，默默远望玉池山上苍翠的山峰、葱郁的竹林、
碧绿的田野和澄澈的水塘，仿佛看到父亲正悠然行走在这片风景中。
我知道，这里的“三山十洞八平湖”他都走过，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谙
熟，这儿的乡里乡亲他大都认识，其实，这就是他精神和灵魂的寄居之
地，难怪他会对这座大山如此钟情，如此热爱，如此恋恋不舍。

雅鲁藏布江的锋刃，在远古冰川的雪水里冷浸，
斩向喜玛拉雅山，劈出地球上最深的一条峡谷。印
度洋旋动暖湿气流，源源不断溯江而上，灌进峡谷，
造就林芝大地的郁郁葱葱，“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
娇莺恰恰啼”，林芝、拉萨一山之隔，浑然两重天地。

不知谁第一个将林芝喻为“江南”，此后一直为
世人乐道，林芝自个儿也颇为受用。可仔细想来，林
芝喻“江南”，实在是“错！错！错！”

江南的桃红，开在历代诗人笔下。然而，世间桃
花宫，舍了林芝波密，还有何处？江南早春的桃花，不
过是波密桃花宫的仙子饱读一个冬天的诗书之后，为
在桃花节上一展绝代风华，飞到范仲淹的洞庭一湖、
白居易的浔阳江头、张继的姑苏城外、苏轼的西子湖
畔，彩排《春光美》，待到熟练了，趁一个雨疏风骤的夜
晚潜回波密，用过的花瓣来不及归还，弃了一地落红，
只传语暗恋的梨花公子代为照料江南风景。

春天气嘘嘘跟着赶过来，到得波密，已是人间四
月天。回到自己的宫殿，桃花仙子哪还是江南时小家
碧玉倚人墙角，只说些吴侬软语，仙子齐端端疯使劲，
搅翻了桃花宫的染房，泼出波密六十里桃花沟花团锦
簇。花海只容身段柔软的青草进来，铺一块绿毯，飞
花在草尖上跳着欢快的踢踏。藏式民居殷勤伺候桃
花仙子的一日三餐，无意中成了画中点睛之笔。

天地如此默契。小山头豢养的几朵白云，安安
静静地趴在山的肩头，一边为桃花仙舞布景，一边捉
住溜走的花香，还有那花丛里撞了腰、“呀拉索！呀
拉索！！”拉长了的不曾雕琢的女高声。伟岸魁梧的
雪山找到最好的位置，兴奋地做背景墙。天空毫不
掩饰自己的喜悦，先点亮太阳，再跑到李白的诗里拖
过来一块“伤心碧”，嵌在穹顶上，天空明镜美美地映
着这幅《千秋绝艳图》。

江南不分季节放纵绿的恣意，不过，几时见过的
江南柳，不是病如林黛玉，弱不禁风？林芝呢，用它
特殊的山川珍藏着华夏最大、最好的原始森林，苍龙
头枕色季拉山“隔绝与交流之门”，眺望布达拉宫，龙
尾翘进波密米堆冰川，游走三百公里。

丛林里，树上生出树，叶上长出草，犹如一个小
家庭，聚居成森林大家族。清幽的空气提着龙须草
挂满枝条，本无一棵柳树的森林，龙须轻拂，以为误
入走不到头的柳林。粗壮的藤条从树下攀到树顶，

这棵树爬到那棵树，又从树顶倒垂下来，交错缠绕，
织成连环小绿窗。云杉、雪杉、青冈挺立的风头，二
十五层的大厦都只能自称小弟。树的根须像木板，
伸入泥里，仿佛大树一头向天，一头长入地下。苔藓
仰慕森林的王者之范，替树根裹一层厚厚的毛绒，恰
如替出征的将士打好绑腿。

蓝天被树枝划成了碎片，树干堵住阳光，阳光在
大树间跳转，回照着绿叶的明翠。松茸肆无忌惮地
疯生疯长，做了人们桌上的佳肴，也做成动物们的甜
品。云豹、藏狐、羚羊、弥猴毫不客气将这里封为领
地，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北纬30度线穿过林芝，将鲁朗挂牌为“神仙居住的
地方”。当年文成公主和亲，一路上对家的思念渐行渐
浓，到了这里，她说：“这是一个叫人不想家的地方”。

天空冲洗得锃蓝，云朵浆洗得洁白，碧穹闲在
那，乐得有工夫施展手艺，拿着白云玩起儿时的橡皮
泥，时而捏一个骏马行空，时而捏一个蛟龙出海，再
不然一边吹着忽哨一边赶飞一行白鹭，雪山受天空
情绪的影响，终日里酣态可掬衬着温雅的鲁朗。

雪线下的鲁朗林海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花开时
节的杜鹃，像发了疯似的，密密麻麻往雪山上冲，也
像雪山赶着如潮水般奔流下山。到了秋日，密林里
不知是狼毒花还是白桦树，一声呼喊：“晒秋咯！”，山
山响应，树树跟随，火红、褐丹、金黄、玫紫、墨绿，纷
纷和着色调。岚雾是百年老店的裁缝，亲手缝件林
海坎肩，穿上，脱下，瞧着哪儿不对劲，改一改，又穿
上。一脱一穿之间，林海风姿绰约。

绵延的草甸如人工修剪过，小溪在青青黄黄的草
丛里跳跃。小木桥“咚咚”唱着童谣，木栅栏划着艺术
方格，方格里，黑牦牛，棕色马，吃几口又歇几下，一副
不愁吃不愁穿的样子，绵羊在草地开成白花。

置身鲁朗，不想问今夕何夕。空寂的夜晚，清风
吹着牧笛，满天的星星打着荧光灯来寻你。屏住气，
就能窃听到织女和牛郎隔着银河的关切。林鹃漱着
夜露唤醒的鲁朗，西岭的雪山，还在噙着半弯没有消
化的明月，东山的紫云，却在诱着朝晖出来斜放礼
花。倒是镇上那一汪翡翠，不想耽误工夫，忙碌地抓
一把灌木丛细心擦洗幢幢藏家小木屋。

如果只顾了眼福，而疏远了口福，那是在鲁朗离谱
的事。就在你投宿的藏家，点一份石锅鸡，沽一吊当地

的青棵酒，或者搬一件拉萨啤酒，喝啤酒，西藏没你这
种一厅一厅的喝法，都是一件一件地搬呢。不是什么
石都可以做石锅，唯有墨脱的“皂石”，且须在采石处用
一块整石砍凿成锅，也只有门巴族的藏胞工匠揽得了
这个瓷器活，稍稍用力不匀，皂石便被凿成窟窿。雪山
之水藏香鸡，林海天麻手掌参，一锅馋涎欲滴的石锅
鸡，吃得你口里嗬着“鲜“，心里疑着自己成了“仙”。

江南的山，只可称作丘。江南人明白，常在嘴里
哼哼：“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
已白了头”。林芝南迦巴瓦峰却在《中国地理》杂志

“中国最美山峰”评选中点了状元。曾几何时，喜玛
拉雅山脉并肩念青唐古拉山脉，一路排山倒海般向
东突进，横断山脉摸不准它们的来意，跳将出来阻
挡，“五千仞岳上摩天”的南迦巴瓦峰二话没说，夺过
喜玛拉雅山最东处的旗杆，降伏缠斗中的喜玛拉雅
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和横断山脉，也锁住了青藏高
原前行的大脚，并将它们的蛮劲反推回去，青藏高原
隆起层层山浪，南迦巴瓦峰赢得“众山之父”的尊
号。南迦巴瓦峰威加海内，喜玛拉雅山脉、念青唐古
拉山脉的驰道上，座座山峰策马而来，高原上演着

“万国衣冠拜冕旒”，齐齐观赏它修造一座山从赤道
到两极的四季同在的玄妙世界。

美若天仙的雅鲁藏布江，一门心思只想嫁了南
迦巴瓦峰，天天挥舞着天青色的水袖，为它献演“雅
鲁藏布江大拐弯”的世界地理绝技。络绎不绝的脚
步仰慕它的遗世独立，跋山涉水而来，像下一个笃信
自己能赢的赌局，可它那如“直刺天空的长矛”头颅，
总是隐于诡谲的岚雾，从不轻易让人见识穿刺云天
的惊艳，隔着积云传话“我醉欲眠卿且去”。偶尔，它
拂开流云，蘸着阳光的色彩涂抹自己的王冠，瞬间

“雷电如火燃烧”，但也只是瞬间，流云神速将它罩
住。饶是如此，属于它的那种惊世骇俗，让人醉得无
可救药。人们膜拜它的叱咤风云，谁也不知它那一
滴浊泪，滴成了那拉措。

有些去过的、路过的，相忘在流光。林芝，你浸
入了我的血液，从此，这一生都会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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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你可否不说“江南”？
◎万岳斌

晨曦初起的时候，不宽的水面泛出淡青的光泽。
借助飘忽的光亮，可见遍布两岸的那些红色屋顶和葡
萄园。一群飞鸟从头顶掠过，仿佛把天际拉到了近
前，天和地的距离已经不再那么遥远。微风掠过水
面，缓缓升起来，丝丝缕缕拂过我的脸颊，感觉出别样
的温润和舒适。河水低吟浅唱，如同唱诗班悠扬的音
韵，温软地注入我的肌肤，游走于骨骼和灵肉之间。
站在岸边看一川逝水，审视这条河的来路与去向。举
目远眺，很想一眼看清它的源头和终端。这条穿越时
空的长河，按照自己的节奏与方式朝前流去。透过动
荡的波纹，我看到了浪花里绚烂的光泽。

眼前这条河名叫莱茵河，缠绕在阿尔卑斯山北麓
一条柔软泛亮的彩带。

翻译三番五次聊到这条河流，执意邀我到松软的
河床走走看看，体验一把欧洲河流特有的秉性和风
情。这位学者四十开外，个头不高，头上毛发稀疏枯
黄，眼袋鼓鼓囊囊，岁月的沧桑，刻在那张黄褐色脸上。

他是德籍华人，毕业于国内外国语学院，像众多
“漂族”一样，在北京打拼几年，结婚生子后，举家漂到
欧洲。一晃20年过去，成了地道的“德国通”。依照
他姓氏汉语拼音第一个大写字母，我称其L先生。

L先生饶有兴趣向我介绍莱茵河畔一座魅力四
射的城市——波恩。他说，波恩拥有2000多年历史，
被人们称作莱茵河浪漫之门。每年4月底前后，街道
两旁的樱花树绚丽夺目，粉色花瓣层层叠叠，犹如燃
烧的火焰。花开花落，幽香飘忽，游人们尽情享受一
份温馨和浪漫。可惜，眼下不到樱花绽放的季节。

L酷爱樱花，只要说到这种花卉，眼里放出奇异
的光芒。他的老家位于中国江南水乡，那儿有个千亩
野生樱花园。每到春天，樱花竞相开放，樱花园成了
孩子们的欢乐世界。微风吹拂，花朵随风而舞，地面
铺出淡粉色花径。伙伴们追逐飘舞的花瓣，欢快的笑
声，回荡在山谷之中。L深有感触地说，相比波恩，中
国樱花的花期略长一些，显示低调、含蓄、内敛、坚毅
气质。樱花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寓意热烈、高尚、积
极向上的乐观态度。L把樱花比作人的生命，花开花
飞，生命历程呈现灿烂辉煌。

L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中西文化研究和交流，竭
尽所能向来自国内的专业考察团队传递西方国家先
进理念和文化精髓。聊到企业文化时，他对中国石化

“人本、责任、诚信、精细、创新、共赢”企业核心价值理

念赞不绝口，为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能源化工巨头感
到骄傲和自豪。

他知道我来自中国石化，所在企业位于悠久历史
的湘北巴陵大地。一代代励精图治的巴陵石化工匠，
像樱花一样绽放，燃烧自己的生命，在这块沃土上，建
成技术领先，产能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的热塑橡胶生
产研发基地，产品畅销亚洲和欧美。这些是我们见面
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他讶异地看着我的眼睛，竖起
两个大拇指。

一段时间相处下来，我同L成了朋友，讨论问题，
敞开胸怀。一天，他给我讲述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
事：一个樱花烂漫的季节，一对德国夫妻到中国旅游，
从孤儿院收养了一个不满周岁的男孩子，给予这个幼
小生命超越国界和血缘的亲情。孩子健康成长，长大
后品学兼优，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德国爸爸妈妈去
世后，他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踏上回国寻
亲之路，应聘为一家困难重重的大型民营企业总经
理，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才智，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实现
良性循环。博士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病故20多年
母亲的墓地和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父亲。真相大
白，这家企业董事长，就是他的生身父亲。

L感慨不已，言辞恳切要我写出来。离开德国那
天，L将我送到机场，临别时给我大大的拥抱，深情地
告诉我，他迟早会回去的，回到那片美丽的樱花林。

指间太宽，年华太瘦，转眼几年过去，我以L和那
位博士为原型，辅以自身心路历程，创作出长篇小说

《樱花雨》，描写两代人动人心魄的情感故事，塑造一
批百折不挠,、敢于创新、锐意进取的90后人物形象。

《樱花雨》历经春秋四载，前后修改打磨50多遍，
并请两位朋友勘误。漫长的创作历程，我同作品人物
已然融为一体，我们同呼吸、共挣扎，一道叹息和流
泪，分享事业成功的快意和爱情甜蜜。

创作《樱花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逝去的那些人
和事，并未真正离开或者消亡，而在另外一个时空开始
新的旅程。樱花生命短暂，却化作为一方春泥，人活世
上，如能像樱花那样奉献芳华，此生应当无悔了。

怒放的生命
◎张逸云

永远的快乐
◎贾 丽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欧
阳修这句话可谓道出了我的心声。在我看来，
每多读一本书，我的眼前就多打开了一扇窗
户，通过这扇窗户,我可以看到一幅色彩迷人的
画卷，可以呼吸到清新的新鲜空气；每多读一
本书，我的脚下就多开拓了一条道路，自由自
在漫步在书香盈盈的路径，我的心灵那么自由
自在，那么欢畅。

我爱好多多，或许每个年龄段的爱好不尽
相同，会有变化，而读书并乐在其中，是我最大
的永远不变的爱好。

读书之乐，乐在过程。记得年轻的时候，我
想读书、爱读书却无书可读，有一次，我好不容
易借到了一本《青春之歌》，为了不影响家人的
休息，我搬个小凳子坐在路灯下，借助幽暗的路
灯灯光，读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才发现被蚊子
咬了一身的坨，当时，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中，完
全感觉不到热，也感觉不到蚊虫叮咬。那时候，
家里哪有闲钱买书？所以，看的书借得多买得
少。能够借到一本心仪的书，对于我是一件很
幸福的事情，快快地读完，很多天都会沉浸在回
味中，咂摸幸福。工作以后，我渐渐地开始买
书，每个月都要勒紧裤腰带买几本书，往往去书
店一待就是大半天，在书店，遨游在浩瀚的书海
中，想读哪一本就读哪一本，会有一种秒变富翁
的感觉。而如果买上一杯咖啡，边喝咖啡边读
书，那更是一种美妙的享受。近些年，每次去书
店，我有了一个好伙伴——我女儿，我们母女两
差不多每个月要去书店两次，大部分时候，我们
会各读各的书，有时候会同读一本书，回家的路
上会交流读书心得。

读书之乐，乐在怡情。读书时读到妙处，
我会激情万丈。我会为“问君能更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案叫绝，会为“不知江
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怅惘感叹不已，
会一次次漫步在《围城》里，领略钱钟书的智
慧。读书，让我有了更多的高人朋友，他们就
是曹雪芹、金庸、拜伦、雪莱，徜徉在他们用心
血凝成的文字里，妙处难与君说。

不得不感慨，在我的一生里，书是良师益
友，它让我明白很多事理；书是不可或缺的精
神食粮，它一次次让无聊的日子充满了乐趣。
对于读书，莎士比亚曾精辟地论述：“书籍是全
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象没有
阳光……”是的，读书让我总是如沫春风，如沫
阳光。

互联网时代，读书的人似乎少了，手机似
乎越来越重要了，但我还是喜欢拿起一本书，
或在阳台倚窗而坐，或躺在床头，静心阅读。
当然，手机上也可以读书，但我的手机上的阅
读，更多的是新闻，读文学、读史书，我还是喜
欢读纸质的书。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保持阅读的习惯，
也是一种放慢脚步的方式。用书香润泽心灵，
用书香镀膜时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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