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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福泉山寻访福泉山
■刘筱静

稻谷的清香

■金 洁

择校

■高振千

原以为名山秀川都远在千里之外，细细寻

访，家乡可去之处极多：人文的、山水的、趣味

的。陶山，便是集山水与人文为一体的好去

处。横跨陶山、桐浦的福泉山，已开辟条条车

道，通往白云深处。深山之巅有福祉——天下

第二十八福地。

夏日的清晨，福泉山便在晨曦中掀开迷人

的面纱。山道盘旋狭窄陡峭，富有经验的司机

把握好手里的方向盘，流动的车辆流畅的线

路，与大山的节拍相吻合；绿意写满山野，山坡

上草木承受江南的梅雨滋润，焕发青春，山中

的芦苇长势汹涌，在蓝天下潇洒地招手。途经

一条岔道，往右驶去，迂回上山，一路上不见民

房山民，不见车辆。通往山顶上的鱼形的水泥

山道，极像双色太极图阴阳图中的一部分，在

蓝天白云下意味深长。抵达山顶,竟有稀疏几

间民房，海拔已达500米了。

此处便是磨岩殿了。

远远望去，石屋垒成的磨岩殿凭空临风，

三面几近于悬崖，两个大石头屹立于山头，光

滑而圆润，朝东的一面刻有“磨岩”二字，南边有

一石门，上边刻有“磨岩殿”三字，两侧刻有对联

“磨岩磨励志心恒别就，福泉福常在心诚即

施”。周边建成了平台，从平台俯视，三面均为

陡坡，下面盘山公路蜿蜒曲折，远处隐约可见桐

溪水库。我们惊诧于它的独孤和空灵了。我

感觉到了一股清风袭来，荡涤去山脚下的暑气

俗气。此处当年为陶公、杨府二尊神像暂居之

所，2006年重修福泉寺之后，神像重返旧址。

旧址便是南朝“山中宰相”陶弘景炼丹之

所——福泉寺了。

从磨岩可以驱车前往另一座山上的福泉

寺，依旧是弯曲的山道岔道，接近十八亩水库

时，山路尚未铺成，只有黄泥和粗石铺就的单行

道，坎坷不平，一边是悬崖，一路没有护栏，水库

边是一条有坡度的小道，车子必须开足马力冲

上去。寻访之路颇为坎坷。据说，若是从陶山

方向上来，得步行40分钟方可抵达福泉寺。

然而这十八亩水库着实迷人，高山之巅，

镶嵌在群山之间，承接日月天土之精华，蓝天

倒影在水面，白云在湖面悠然漂过，纯净得像

西藏姑娘的眼睛。一路上，我们叹为观止的是

这海拔 570 米的山里竟藏有此般纯净的天

池。难怪陶公会择址此地隐居采药炼丹。

福泉寺，依山而建，就坐落在这奇山秀水

之间。此处为道观，我们了解到了福泉山的历

史、道教文化的精粹以及陶弘景在此隐居的故

事。我们还参观了福泉寺，找到了几处仅存的

历史遗留。路过了种玉畦，来到了炼丹崖。“百

尺悬崖欲上难，陶公在此炼金丹”（稼翁《炼丹

崖》），炼丹崖名不虚传。一侧已安装围栏，下

面是万丈深渊白云谷。想象当年陶公端坐此

地，面向空灵的天宇，隔谷远眺香炉峰，题诗：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

持赠君”，领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这“究竟真实”一定是妙不可言。如今，山

野里筑建了“炼丹亭”，以此纪念陶公。

迂回下山，来到桐溪水库小憩，在临水的

浮桥上，回望福泉山，白云般的心境不由自主

地怡悦起来！

走过许多地方，类似到达某某机场的声音

听到过不少次。但是，当听到飞机广播：咸阳

国际机场到了，我竟有些许激动。

据史料记载：从西周开始至少有 13 个朝

代建都咸阳，它们分别是秦、西汉、新莽、前赵、

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西晋、东汉等。

又有人将大夏王朝（在今陕西境内）、武则天建

立的武周政权、黄巢起义建立的大齐政权、李

自成起义建立的大顺政权也纳入咸阳建都范

畴，这样又使在咸阳建都的王朝增至17个，时

间长达1200多年。

正史也好，牵强也罢，反正都已成为历史，

经过几千年时间长河的洗礼，历史上的人和事

都如过眼云烟。但是，咸阳成了我国古代皇帝

最集中的地方，浓缩着华夏历史宫廷文化的精

华。出了机场，秦砖汉瓦的气味扑鼻而来，让

我们兴奋不已！

我们先去了乾陵——武则天与李治的坟

墓，观看武则天的无字碑。它是用一块巨石雕

凿而成，给人以凝重厚实浑然一体的美感，碑

额未题碑名，碑上也没有任何文字。在阳光的

照耀下，除整个塔身黑糊糊与隐约有点凹凸纹

路外，不论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比其他石塔有

什么特别之处。据说，在当时，碑首雕刻了 8

条螭龙，巧妙地缠绕在一起，鳞甲分明，栩栩如

生。碑两侧有升龙图，各有一条腾空飞舞的巨

龙，线刻而成，龙腾若翔。碑座阳面还有线刻

的狮马图，其马屈蹄俯首，温顺可爱；雄狮昂首

怒目，十分威严。

武则天无字碑闻名遐迩。这块武则天精

心设计并树立的无字碑在整个乾陵陵园的石

雕中，不仅因处于显著位置而引人注目，更以

其精湛的雕刻艺术，独特的风姿韵味，以及种

种神奇的传说而备受青睐。游客们到乾陵来，

几乎都在无字碑前驻足凝眸，摄影留念，指点

评说。无字碑在无数游人眼中不仅是乾陵的

象征，更是女皇武则天的象征。无字碑上为何

无字？民间有三种说法：一是武则天立“无字

碑”用以夸耀自己，表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

表达；二是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

重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三是武则天是

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立“无字碑”将功过是非

让后人去评论。

随后，我们去了秦始皇兵马俑。秦兵马俑

被列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如果将秦兵马俑

按兵、马、俑现有排列形式推算，这三个坑的武

士俑可能有 7000 件，战车 l00 辆，战马 l00

匹。可以想见，2000多年前横扫六国，统一全

国，所向披靡的秦国军队是如何的威武强大。

陶俑身材高大，一般在 1.8 米左右，形态各异，

表情逼真，无一雷同，体现了秦代高超的雕塑

技艺。从外表看，秦兵马俑整体风格浑厚，健

美、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

韵均有差异。从中可以看出秦兵来自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人物性格也不尽相同，每一个秦

兵马俑都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咸阳之行，让我梦回皇帝

时代的岁月。这就是一座都

城的记忆，兴衰中

上演着地久天长。

7 月 18 日上午，我市义务教育阶

段 7 所直属学校第四批招生现场电脑

摇号在市政会议中心进行。我也来到

现场，只为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瑞安

浓烈的择校氛围。

电脑摇号于上午 9 时开始，可一

大早会场外面就里三层外三层被挤得

水泄不通，全副武装的特警尽力维持

秩序忙得不可开交。尽管明确规定凭

票进场，可仍有不少无票人员挤在门

口摆好架势企图“乘虚而入”，无奈工

作人员严格把关使之无法实施“偷袭”

计划，于是更多人站在外面踮脚伸脖

往里张望，脸上写满焦急与烦躁。我

好不容易拨开聚集在门口的人群，快

步走进会场。会场前面早已座无虚

席，我只好识趣地在后面找了个位置

坐下。会场纪律很好，没有人随意走

动，也没有人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大

家都在心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

不一会儿，准备工作就绪，主持人

宣布摇号开始，大家不约而同将目光

投向台上的电子显示屏。第一个进

行摇号的是我们学校，要从 496 名学

生中摇出 140 名。每摇出一个号，台

下就一阵激动，等 10 个号按先后顺

序出现在屏幕上时，主持人一一报出

相应的学生姓名，虽然我看不到摇中

者的脸部表情，但我还是忍不住猜

想，此刻他们心里不仅仅只是如释重

负吧？

我的一个同事带着她表弟的孩

子参加我们学校的摇号，这会儿正坐

在我旁边，只见她目不转睛盯着电子

屏幕，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时间

一分一秒过去，摇出的号一个接着一

个，眼看名额所剩无几，却迟迟不见

亲戚孩子的名字，同事凑过来跟我嘀

咕起来，说是不是名字排在后面的摇

中概率会比较小。瞧她那紧张兮兮

的样子，我笑着揶揄道：“疑似神经过

敏。”直至 140 个号全出来了，同事也

没看到亲戚孩子的姓名，便一脸沮丧

地耷拉着脑袋离开会场。接着好些有

着同样“遭遇”的也都留下一声叹息，

然后纷纷失落离席。

摇号还在继续进行，其余 6 所直

属学校也先后完成摇号程序。几家欢

喜几家愁，摇中的自然喜笑颜开，没

摇中的尽管也属意料之中，但仍掩饰

不住失望，或许在他们看来，摇中一

所好学校，就意味着孩子赢在起跑线

上吧？

作为一名教师，我对教育公平有

着更深的理解。其实无论家长还是教

师，都不愿意看到愈演愈烈的择校

热。多么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均

衡教育不再是一句空话！

老家屋前的一段水泥路上，铺晒

着厚厚的黄灿灿稻谷，走近时闻到一

股曾经熟悉的味道，温热阳光中透露

出裹着的湿气，那种新收稻谷在烈日

下翻晒的浓郁清香。哦，又到了夏收

时节了。

这勾起我年少时参加生产队夏收

的记忆。

天刚蒙蒙亮起床，睡眼惺忪极不

情愿地跟着大人去割稻。粗壮的青稻

秆托起弯弯的稻穗，枯黄的稻叶上还

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脚踩着滑溜溜

的泥土，半蹲着身子与大人一起挥舞

镰刀，在镰刀锯水稻声中慢慢前行，留

下一双双深深浅浅的脚印，被随后割

倒的一行行稻子覆盖。

虽然比大人少割了两株，但是容不

得偷懒，否则会挡住后面人的前进；也

不像大人有板有眼有节奏地持之以恒，

常常憋着劲埋头猛割一阵，然后直起身

子等待后面人赶来，如此这般反复，到

田头也是累得腰酸背疼。红彤彤的太

阳在挥镰中不知什么时候冉冉升起，变

得越来越刺眼越来越威猛，待挥汗如雨

时，田里的稻子已经整齐摆放着。

接下来要支起“打稻机船”。底盘

大人竖着背起来就像一张帆，脱粒机

往往要两个大人抬着的，还有几块夹

板则放在箩筐里挑着，除了脱粒机的

挂钩、齿轮、轴承和滚筒上支架及锯齿

是铁的，其他都是木头的，装搭起来犹

如一只小船。在田里行驶时，需要两

个人在前面奋力地拉着。

大人打稻时，小孩就左右开弓搬稻

子，而且要奔跑着搬，生怕大人手中空

着。如果田中无水、泥土板结的尚好，跑

起来也轻松干爽；如果碰上烂泥田，深一

脚浅一脚吃力地奔波不说，那全身的湿

漉漉更分不清楚哪是汗水哪是泥水。

脱粒机在滚动，齿轮的衔接和摩

擦发出笨重的吵闹声响，随着稻穗与

快速旋转的滚筒亲密接触，一粒粒稻

谷纷纷射向“船舱”。在顺势而下的

稻秆、稻叶混杂中，那一颗颗饱满的金

色谷粒，清清爽爽地躺着，显得尤其可

爱。“船舱”的稻谷满了，要用畚斗舀

出，由于稻秆和稻叶的缠绕，拨拉稻谷

也很费周折，再小心翼翼地送入箩筐。

稻谷指定身强力壮的大人源源不

断地送去晒谷场，收工时每人还要挑

一担回去，小孩则用小箩筐挑稻谷。

人困马乏、饥肠辘辘，迈过一个又一个

的水沟沟，光脚踩着滚烫的石头，还要

挑着两箩筐沉甸甸的稻谷，那种辛苦

没亲身体验难以感受。

这些稻谷还要在晒谷场上经妇女

们的细心呵护。她们顶着炎炎烈日，将

一只只箩筐的湿稻谷铺晒在竹席上，用

竹耙先把其中的稻秆和稻叶搜出来，再

用大竹筛滤下谷粒；翻晒一阵过后，又

用扫帚将残留的稻叶归拢，用小竹筛留

下谷粒。然后不断地翻晒，直至彻底干

燥，最后还要用风车扇清除秕谷、尘土，

或被征购或碾米或储藏。

当然，受农业机械化生产代替的，

以往夏收的全家出动不复存在。但

是，那稻谷的味道在过去、现在依旧未

能改变，粮食背后的故事又有多少人

知道？又有多少人珍惜日益减少的粮

田和白花花的饭粒？

烈日当空，热浪滚滚，午后还是情

不自禁地走向田野。一眼望去，成片

成片的水稻黄了，收割机在不远处来

回奔跑；在农田不断被蚕食的今天，老

家这里还保留着比较完好的天井垟产

粮区。

站在树荫下久久凝望这片魂牵梦

绕的美丽田野。微微凉风中送来缕缕

稻谷的清香，夹杂着湿润的泥土气息，

仍然还是那么熟悉。

■包建程

咸阳记忆

磨岩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