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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初次上福泉山，是十二年前。

当时，我和几位好友因慕名福泉山半山

腰的农家乐，遂同前往。我们驱车沿着

新修筑的蜿蜒山路，直抵农家乐门口。

那时，从陶山沙门溪通往上山的公路，也

只修建至农家乐所在的位置。

我们下了车，为眼前壮丽的山景而

欢呼：茂密的林木，苍翠的绿色，层层叠

叠的山峦。大家觉得离用晚餐时间还

早，便兴致勃勃地往山上攀登。一路上，

山风徐徐，溪水潺潺，时闻鸟声和蝉声。

约行半小时，我们便来到了一座古老的

寺院前。寺院背靠青山，石墙坚固，石柱

巍峨，青瓦熠熠生辉，掩映于高大笔直的

水杉之间，显得格外庄严。踏入寺门，寺

院分为前后三进，左右各有廊道。我恍

然，原来这就是我年少时爷爷、奶奶常提

起的福泉寺，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敬意。

寺院中的一位老者热情地接待了我

们，与我们聊起了有关福泉寺的往事。

从他口中得知：福泉山最早名为青嶂峰，

后因陶弘景辞官，隐居此山中修炼得道，

这座山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二十八福

地”。山中至今仍留存着他修道时的多

处胜迹。我们在寺院中逗留了一个多小

时，细细品味着历史上的厚重，随后起身

按原路返回农家乐，而福泉山，在我心中

留下了一份神秘感。

时隔多年，当我再次来到福泉山，是

加入陶山诗会后。陶山诗会曾组织过一

次福泉山采风活动，可惜我当时身在外

地，未能参与。后来，时常听诗友们谈起

福泉山，加之深受“山中宰相”陶弘景那

句“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的吸引，我

便下定决心再上福泉山。

那是晴朗的秋日，我约上从前的那几

位好友，一大早专程驱车前往福泉山。据

了解，近十年来，福泉山在当地政府和民

众的共同努力下，已修建了多条便捷的上

山公路。这些公路不仅直接通往福泉寺，

直达山上的各个景点，而且将直达福泉山

海拔最高点950米的盘古楼尖。

我们从桐溪风景区盘山公路上山，

进入了福泉山森林公园，途经几处山村

和十八亩水库。沿途，我们领略了磨岩

顶的巍峨、合岩山的雄浑、聚仙台的神

秘、风动岩的灵动、狮子岩的威猛、神龟

探海的深邃、丹凤问天的优雅、引龙出洞

的奇幻、红崖菇群的绚丽，以及双象巡山

的庄重。这些岩石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看似静止，却蕴含着岁月的痕迹和无尽

的生命力。福泉山上的每一处景点，都

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让我们深深

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力量，为之震

撼。

福泉山中有许多风景与人文有关，

尤其是福泉山的前八景和后八景，大都

是为了纪念陶弘景修道而命名，如白云

岭、真诰岩、炼丹亭、种玉畦、升仙台等，

每一处都好像在讲述着古老而动人的故

事。我们从各处的碑文中，对陶弘景的

传奇人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心怀天

下，忧国忧民，同时又多才多艺，能书善

画，精通琴棋。他的诸多著作和书画作

品，如《本草经集注》《药总诀》《集金丹黄

白方》《山居图》《二牛图》《瘗鹤铭》等，成

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当我们再次来到福

泉寺时，我不由自主地合掌祈福：愿天下

太平，百姓安康。

我们置身在福泉山森林公园之中，

宛如行走在世外桃源。弥漫的云雾，多

姿的山岩，五彩的山林，清澈的溪流，还

有那悬崖峭壁，沟壑幽静，飞瀑深潭，鸟

鸣于空，回声悠长，都是那么古朴自然，

有着原始生态的气息。我们尽情地呼吸

着清新的空气，聆听着山风的轻吟，思想

仿佛得到了沉淀，心灵得到了洗涤，让人

觉得分外纯朴、平静、舒坦。

站在福泉山高处俯瞰山下，金色的

稻田，绿色簇拥的村庄，隐约可见的飞云

江，被淡淡雾气笼罩着，仿佛就是一幅绝

美的秋色画卷，不禁让我想起范仲淹的

词句“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当我再

次回望沐浴在秋日晚霞中的福泉山时，

不由心生敬畏——福泉山，因陶弘景贤

士的传奇而显得神奇、悠远、深邃。

从福泉山回来，许是心有感触，我一

气呵成，写下了福泉山前八景、后八景共

十六首七绝和一首七律。七律《游福泉

山森林公园》如下：

福泉圣境九州闻，峰峻岩奇游客欣。

若问山中何气魄，只缘岭上有浮云。

峭崖雾霭烟波泛，深壑松声岫色分。

弘景开山成始祖，千秋敬仰赋诗文。

以记探幽，不负此行。

南京很是熟悉了，这次春节重温南

京，本打算刻意避开人流，专取小众文化

景点。当我做攻略时，妹妹补充说了一

句，镇江也不错，开车只要一小时多。

一语惊醒梦中人，诗文中熟悉的镇

江竟在咫尺之远。提起镇江，它的相关

词条在脑海中鱼贯蹦出：香醋，京口北固

亭，沈括，米芾。特别是水漫金山寺，更

是妇孺皆知。法海和尚看出许仙脸上有

妖气，便把许仙关在金山寺；白娘子为了

救许仙，便水漫金山，但最终不敌法海而

被镇在雷峰塔。

南朝四百八十寺，在众多寺庙中，金

山寺因水漫金山传说而闻名遐迩。寺庙

依山而建，寺内殿宇栉比，各抱地势，有

“金山寺裹山，见寺，见塔，不见山”之

说。见过的寺庙不计其数，庄严肃穆是

共性，但金碧辉煌的金山寺，结构更是一

绝。亭台相连，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盘

盘焉囷囷焉，在每个楼阁之间，我都要停

歇一会，消化眼前风景。进寺庙忌讳拍

照，但移步换景时的每一帧画面，那颜

色，那结构，巧夺天工，我还是情不自禁

举起相机。

跟许多游客一样，慕名而来就是一

睹法海相关的风景。小小的法海洞人满

为患，没想到法力无边的法海慈眉善目，

修行之地又是如此局促。吃惊之余很快

了悟，真正修行跟条件无关。

山顶“江天一览”亭是远眺长江的最

佳观景台，石碑上“江天一览”四个大字

乃康熙墨宝。据说当年康熙登临此处，

看到长江浩浩汤汤，长天一色，情之所

系，挥毫泼墨。而今的长江，虽不见大江

东去浪淘尽的气魄，但江面平阔，依然是

形胜之地。宋徽宗时定名曰“镇江”，顾

名思义，镇住江口之意也。之前称“京

口”，就像一个人乳名或昵称，反为更多

人千呼万唤，甚至古诗文也喜欢喊它“京

口”。

京口瓜洲一水间。远眺一水之隔的

瓜洲，那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地方，但

今天行程紧凑，凝望片刻且做游过。《芙

蓉楼送辛渐》的芙蓉楼相去不远，跟着导

航，走了两条路线，都被告知前方修路。

因为赶着去北固亭，只能失之交臂，留一

片冰心在玉壶。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作

为镇住江口的要塞，风云多变。《水浒传》

《三国演义》关于吴国的故事，基本以这

里为背景。拾级而上，写着“甘露寺是刘

备招亲地方”的小红旗一路挂过去。酒

香不怕巷子深，片片红旗，如此盛情，夹

道欢迎，似乎温馨提醒游客不要顾此失

彼，记得北固楼边上还有甘露寺哦。

一路激动不已，就是为那个熟谙在诗

文中的北固亭，于是我径直奔向北固楼。

南宋偏居一隅，北伐是爱国词人辛弃疾的

执着，1204年，他65岁，被重新启用，担任

镇江知府，之前二十年得不到朝廷重用。

镇江作为南宋前线，辛弃疾精心准备，但

不冒进。期间，他多次登上北固亭，遥想

当年在这里建功立业的风流人物，一位是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一位是让

他喊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长江

浩荡，往事随流水，千古江山早已无觅英

雄孙仲谋处，一切仅是想当年而已。历史

喜欢捉弄人，被辛弃疾用两首词捧红的北

固楼，竟然没有容纳他理想的一席之地。

尽管他以元嘉草草赢得仓皇北顾的史实

告诫当朝者，千万不能草率北伐，但不被

韩侂胄采用，任职一年半便被调离。

古人好登楼，可以目极千里思接千

载，辛弃疾登斯楼也，叩问悠悠长江，千

古兴亡多少事，感极而悲者矣。而我，太

平盛世女子，在天朗气清时再次凭栏远

眺，长江横陈，江水浩渺，倍觉神清气爽、

心旷神怡。唐代诗人王湾停靠北固山，

看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千年之

隔，景色如故。紧挨着北固楼的，是多景

楼，相传为孙尚香的梳妆楼，也是宋代苏

轼、米芾等文人游目骋怀、吟诗作赋的去

处，匾额“长江江山第一楼”为米芾题

字。在这里，我又一次远眺，把长江看了

个够，装满一眼回去。

晚上要赶回南京，在西津渡文化街区

速度走过。古街小巷酒旗风，有古朴广告

之风，写着镇江三怪。香醋摆不坏，面锅

里煮锅盖，肴肉不当菜，这三怪让中午的

一顿锅盖面见全了。当时我不解为何叫

锅盖面，径直到透明的厨房，一口大锅里，

一块杉木做的锅盖在沉沉浮浮，据说这锅

盖，使面条更有韧性。是否如此不得而

知，但嗜“面”如命的我觉得不虚此“吃”。

踏入一间镇江恒顺香醋老字号店，“一座

让你吃醋的城市”广告语赫然入目。这座

城市，历史悠久，典故众多，名人辈出，再

提一下刘义庆、刘勰，萧统、沈括等人，这

人杰地灵的，怎能不让人吃醋呢？

“飞云江水浪千顷，滚滚浪花淘英

雄，瑞安地灵出人杰……”每当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温州鼓词代表性传承

人阮世池用地道的瑞安话唱的鼓词在耳

旁响起时，我的思绪就会飞到往昔的岁

月里。

我最早听鼓词是在十来岁光景，父亲

带我去乡下叔叔家拜年，听闻邻村有个比

较富裕的人家做寿，请了唱词人唱一本

戏，父亲和叔叔都非常兴奋，在那个文化

生活贫乏的年代，听唱词是农家最高级的

享受啊！叔叔和堂兄晚饭都来不及吃，早

早地扛着长凳去那人家抢位置了，父亲坐

在门口和邻居拉家常，趁这个档口，我在

叔叔家翻箱倒柜，从稻谷堆里找出“番薯

枣”“炒豌豆”这些我母亲不让我吃的东

西，在阁楼上吃个痛快，等父亲叫我去听

唱词时，我两只口袋里装满这些零食，心

里乐不可支。

唱词的地方，在五开间的大屋里，外

面有一个很大的道坦，道坦上空挂着一张

很大的帆布，帆布底下坐着乌泱泱的人。

隔远就看见叔叔招呼我们：“快来！快

来！在唱开篇，马上唱正本了。”我一抬

头，屋子中堂宽阔的石阶上摆着一张桌

子，桌子旁边摆着牛筋琴、扁鼓、三粒板及

小抱月，有一个小后生正打着板子咿呀咿

呀地唱着，台下那些头上梳着发髻，身上

穿着过年才舍得穿的大襟衣裳的老妇人，

正在吃炒豌豆或瓜子，嗡嗡地说着家长里

短；那些脸上黑黢黢的庄稼汉，正抽着旱

烟筒，不时地鼓起腮帮子喷出一股烟来，

然后惬意地提溜着那口气；更热闹的是孩

子们，借着煤气灯的光亮，几个人围成一

圈正在玩猜豌豆的游戏……

“先生来了！先生来了！”随着大家的

叫声，整个场子瞬时安静了下来，大家的

目光都聚集在台上。一位50多岁身穿长

衫的瘦男子登台了，他鞠了一个躬，坐了

下来，他那兰花指捏着鼓签在牛筋琴上轻

轻地敲击着，清脆悦耳的声音便在会场上

空荡漾开来，所有的人都屏气凝神，等待

着他开腔。“春风啊！杨柳啊，万千条，六

亿啊，神州尽舜尧啊……”刹那间，台下掌

声雷动，这掌声中也有我用小手拍出的一

份，我竟忘了吃零食。

先生那天唱的曲目叫《孟丽君》，讲述

才女孟丽君与皇甫少华经历悲欢离合、最

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当唱到孟丽

君的父亲孟士元因征南失利被俘，被奸臣

诬陷为私通外敌，致使全家面临危险时，

先生连续不断击打扁鼓，咚咚咚、咚咚咚，

响遏行云，接着自问：“啊呀！啊呀呀！这

可如何是好？”这几句话，先生是卷起舌头

用普通话陈述的，这种在瑞安话中掺以普

通话，文白相间，听起来韵味十足，雅致清

新；当叙述孟丽君女扮男装，化名郦君玉，

并最终考取状元时，先生打着竹板，一字

一句，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掷地有声，仿

佛化身为雌雄同体的孟丽君，我被迷住

了，大家都被迷住了。那天晚上我竟然没

有倚靠在父亲怀中睡着，回家时口袋里的

零食还是满满的。

从此，我喜欢上了鼓词，喜欢上地道

的瑞安唱腔，喜欢悠扬的牛筋琴声，喜欢

打板的韵味独白……倘若家附近有唱词

的消息，我都会拿着小板凳，坐到人家道

坦，在一群老人中，听上一晚，尽管场地非

常简陋，尤其是夏天，蚊子纷扰，汗臭袭

人，但都阻挡不了我听唱词的脚步。

我17岁时到塘口一家工厂上班，要坐

轮船前往，船上各种江湖买卖，还有盲人

唱鼓词，有一次听得入迷，竟然坐到仙岩

去了，下船后只好徒步折返，足足走了一

个半小时。

前几年，瑞安电视台每天晚上6点钟

有半小时的鼓词节目，我会早早地吃好晚

饭，盘坐在沙发上，一边吃着水果，一边听

着鼓词，陶陶然也！倘若哪天有事没听，

我竟会非常失落。

随着各种新式娱乐接踵而至，渐渐

地，我也少有时间听鼓词了。然而前不

久，听到瑞安鼓词名家陈春兰参加全国曲

艺比赛得大奖并且发布鼓词教学教材《温

州鼓词基础入门与提高》的消息，我心里

舒爽了好久好久！

梅是报春的使者。春寒料峭的时节，

公园内、街道边、小区里的梅花已悄然开

放，空气中弥漫着淡淡幽香，引得路人驻

足观赏、拍照。此情此景，令我想起毛主

席的诗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

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于是，效仿

古人踏雪寻梅的风雅，赏梅的念头蠢蠢欲

动。此时，好友令敏刚好从曹村镇许岙村

发来梅园春景的照片，我和妻子一拍即

合，决定驱车前往观赏。

曹村镇素有“文都武乡”之称，自南宋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至明成祖永乐二

年（1404年），200多年间共出了82名进

士，名噪一时，有“中华第一进士村”之誉。

快到梅园时，要经过一座道观，名为

莲花观，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听说与明朝

首辅张璁（民间多称之“张阁老”）还有一

段渊源。据传，张阁老早年未取得功名

时，曾前往圣井石殿许府真君处求梦，梦

见自己眼睛被挖出钉在树上，被吓出一身

冷汗，事隔多年后他高中进士并成为内阁

首辅，想起当年的恶梦凶兆气不打一处

来，于是决定带兵捣毁石殿。谁知途经旧

庙（即莲花观）时，忽见一老道拦住去路，

问明缘由后，老道哈哈大笑：“一‘木’加一

‘目’不就是‘相’字？而今你高居相位不

正应验了这个梦吗？”张阁老这才恍然大

悟，于是改兴师问罪为虔诚祭拜，并捐资

在道观前的道路入口处建一座牌坊致谢。

晌午后到达梅园。此时的梅园风和

日丽，春风拂面，早已掩不住满园春色。

你看——那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姹紫

嫣红，看得人眼花缭乱。园中游人如织，

他们在梅林中穿梭、嬉戏、拍照打卡，欢声

笑语在园中回荡。瑞安种植梅花历史悠

久，且品种繁多，据乾隆《瑞安县志》记载，

梅花品种有白梅、红梅、绿萼梅和粉碟梅

等，此处应有尽有。

各种各样的梅花尽情绽放，美不胜

收，有红彤彤的，有粉扑扑的，还有洁白无

瑕、晶莹剔透的，花香扑鼻。一阵微风吹

过，树下已是落英缤纷，些许花瓣飘落在

溪水中不停地打转，摄影爱好者们迫不及

待地举起镜头，“咔嚓”一声抓拍下花瓣飘

落的精彩瞬间。

古人爱梅，不乏咏梅的传世佳作。我

独爱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那“遥知不是

雪，为有暗香来”的神韵，也崇拜南宋爱国

诗人陆游那“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

故”的高洁；欣赏“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

清气满乾坤”的风骨，也喜欢“梅须逊雪三

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和“梅花香自苦寒

来”等诗句中的哲理韵味，梅花的美总是

夹杂着浓郁的文化味。

梅园旁边是百草园和马坦文化园，百

草园内有花、有草、有菜，农耕气息浓厚，

绿意婆娑，春色撩人；马坦文化园内设置

梅花桩、习武场、比武擂台和了旺大师纪

念堂等场所，洋溢着尚武精神。

梅园还润物无声地融入了独具江南

特色的“小桥流水”，仿佛听一段流淌的

“江南小曲”。循着淙淙溪水，可见一座横

跨于溪流之上的双跨石板桥，桥身长2.4

米、宽1.4米、高2.7米，古朴简陋，尽显沧

桑，名曰“纱帽桥”。我想，这也跟“进士文

化”息息相关吧！

一座让人吃醋的城市
■张秀玲

福泉山探幽
■素郡

午后“梅”好时光
■林南斌

我爱听鼓词
■葛亦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