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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
节，我来到瑶里旅游。

瑶里隶属于景德镇市浮梁县管
辖，地理位置十分独特，紧靠安徽的
祁门、休宁，与江西的婺源相邻，是古
代徽商进入江西省第一站。瑶里被人
誉为“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

瑶里是座历史文化名镇，据史料
记载，从西汉建镇开始，至今已有两
千年历史。之所以被称为“瓷之源”，
是因为瑶里从唐代中叶开始制作陶
瓷，景德镇“白如玉、薄如纸、明如
镜、声如磬”的瓷器原料，就是产于
瑶里的高岭土。之所以被称为“茶之
乡”，是因为瑶里周边的山峦起伏，
山上盛产优质茶叶。我想起了白居
易在《琵琶行》里的诗句：“前月浮梁
买茶去”，古时省内省外的茶叶客商
云集此地采购茶叶，唐代这里的茶
叶就享誉国内外。之所以被称为“林
之海”，是因为原始森林环绕瑶里，千
年古木遍山遍岭。

改革开放前，瑶里是位“养在深
闺人未识”的古典美女；改革开放后，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才掀起盖头露出
娇容。瑶里是人文景观、自然风光、革
命遗址三样齐全的国家四星级景区，
内涵丰富，实物众多，可以满足游客
的各种观赏需求。

我先来到古镇，见一条清澈见底
的瑶河从镇中穿过，瑶河里的水，来
自镇四周的大山中，没有被污染。清
水缓缓流着，可见河底黄褐色的鹅
卵石，可见欢快游弋的鱼虾。河两旁
是数十栋建于明清的徽派建筑。走
在青石铺就的街道上，似乎穿越时
光隧道，重回到古代川流不息、商贾

云集的古街。
瑶里古街长一千米，分为上街

头、中街头、下街头三部分，整条街道
弯弯曲曲，街头见不到街尾。民谣这
样描写这条街：“上街头，下街头，街
长不见头；丝绸缎，糖醋油，店面八百
九。”生动再现了唐诗中“浮梁歙州，
万国来求”的盛世景象。古街两边，店
铺依旧鳞次栉比地分布着，古门洞、
古窗棂、古牌楼、古货台，诠释着古街
的神韵。草药店、面筋店、铁匠铺、炭
烛铺、锡箔铺、修篾店等传统商铺与
现下时兴的小吃店、糕饼店交相辉
映。游客徜徉古街上，既可买到精美
的传统工艺制品，也可品尝到瑶里特
有的小吃、糕点。

古街两旁的徽派建筑，白墙黛
瓦，呈现一种古典之美，而高大的祠
堂又特别惹眼，最有代表性的是张氏
宗祠。张氏宗祠建于唐末，元代毁于
战火，现在的张氏宗祠兴建于明朝。
宗祠气势恢宏，拥有三堂两天井，占
地 1999 平方米，祠中的砖、木、石雕
十分精美。

古街上不但有多栋明清时期的
祠 堂 、民 居 ，给 人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1938 年初，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
新四军就在瑶里进行，陈毅曾在瑶
里召开新四军抗日动员大会。现在
在开会的地方建有纪念碑，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毅旧居，原名
敬义堂，修建于清朝嘉庆年间，现辟
为纪念馆。陈毅半身塑像正对着大
门，展室里挂满图片，展现那段峥嵘
岁月，反映那段可歌可泣艰苦卓绝
的斗争，现在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的基地。

瑶里周边风光旖旎，古迹众多，有
古徽州大道，有南山瀑布群，有原始
森林游览区，有古窑址，有青龙谷游
览区……由于时间有限，我选择去青
龙谷一游。

青龙谷，又称为“双龙溪”。我沿着
双龙溪堤岸漫步前行，走走停停，观赏
着双龙溪两旁风光。山路不陡，无须攀
爬。给我第一感觉就是溪里流淌有声
的水，清净无尘，树上不知名的鸟雀鸣
叫，真有点“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
人鸟相呼”的意境。由于山上都长着千
年古木，空气特别清新，我长长吸了一
口城市里难得享受到的清新空气，分明
感到有种清香味……

沿着溪水走，溪岸上长着古树老
藤，而这些古树都是珍贵的树种，有
楠木树，有榧子树等。这些树木高大
而挺拔，有的树要几人手拉手才能围
上树干。

有坡度的地方，自然形成瀑布，瀑
布跌下，经千百年形成一处处深潭。瀑
布洁白，深潭碧蓝，给人留下难忘印象
的是玉龙潭。玉龙潭水下石壁上有两
条龙的图案，两条玉龙栩栩如生，仿佛
在戏水，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潭水边还长满了野生桂花树和
一种名为“猴欢喜”小灌木。这种灌木，
每到秋天就会结出红彤彤的果子，猴
子们最喜欢来这里，一边采食果子，一
边戏水。我是春日到双龙溪的，未能见
着猴子采食“猴欢喜”果子的场面，我
想，那该是多么有趣的情景。

瑶里，确是一处旅游的好去处，怪
不得有人说：“天下瑶池，地上瑶里”，神
仙到此也会着迷。朋友们！若感兴趣，到
瑶里走一趟，当一回地上神仙吧！

瑶里风光 糖蔗
杨达寿

黄金棒子挂满了屋梁
晚稻充盈了空腹的谷仓
最后的一阵秋风送来悄悄话
别忘了带走红得发紫的蔗娘
让闲得心硬的辊子再次苏醒
逼出储存一世的玉液琼浆

炉膛不全是为了一日三餐发威
面对那些哼着小曲眼泪的悲壮
没有生前的豪言
也没有死后的壮语
众釜忍受炙烤演一场崇高的涅槃

也许早就领受了神的旨意
决计提炼出的金黄显现农人的心愿
运往神州各地兑现一个民族的神话
为乌伤传承千年的美食装点门面
去暖房里慰藉千千万万的妇人
去包厢里佐料千家万户的舌尖
还可能会去茶座里加入诗友的队列
在诗词曲赋的节律平仄里注入灵感

为了一些平凡而崇高的畅想
不去听初冬真假难辨的呢喃
听一排排前赴后继的最后唱和
撕不碎的旧梦又会栖息字里行间

有一样东西，人人都怕。啥？病！
各种各样的毛病，形形色色的杂

症，是够折磨人的。疾病，是生活辣辣
的忠告，是生命悄悄的提醒，也是身
体发出的声声警报，在告诉你不可掉
以轻心。而不少病，则是魔鬼发出的
狞笑。透过疾病这面镜子，一个人可
以发现人生的苦短、岁月的艰难和命
运的多舛。这时候，你便会发觉亲情
友情的可贵，就会感到以前不遗余力
追求的名利地位是多么可笑和不值，
从而对生命中的重与轻、贵与贱可能
会有一种全新的认知。这时你就有可
能深刻认识到：每一次醒过来的天
明，是很多人永远再不能实现的梦寐
以求！没有如意的人生，只有看开的
生活。珍惜生命，珍视眼前，这才是实
实在在的事。这时你就会深切感受
到：生命来来往往，人生匆匆忙忙，来
日并不方长，弹指花落叶黄！这时就
会深省：从前不知活着好，昔日不懂
命重要！以前总是想拥有更多，想得
到的就拼命抓住不放，得不到的也不
会轻易放下，随着生命的磨难，病痛
的产生，就越来越懂得放手放下放
弃。就会重新诠释快乐的意义，真正
读懂幸福的含义。

过去生过病，现在生着病，我最
恨的是慢性病，根本不可能“病来如
山倒，病去如抽丝”，往往软缠硬磨，
完全是钝刀子割肉，虽痛，也只能痛

在心里，放在肚里，只有真正的同病
之人方知其中滋味。同病相怜，那也
是一种知音呀！

人有时候有过辉煌反而不好，一
向身体好，突然病了，辉煌瞬间变灰
黄，反而叫人受不了。崖前的青松有
时真不及风中的秀竹，前者易折，后
者虽经风雨折磨，却有韧劲。

“穷人不生病，好比交大运。”儿
时母亲的话现在常响在耳畔。但人吃
五谷，必有百病，是没法子的事。其
实，生病是世界上最糟的事，但也会
有一点半缕的益处。大凡人去医院
走一趟，目睹血淋淋、惨兮兮的镜
头，多少总得想通一些。生病了，男
人显得比女人脆弱，中国男人生活
得又过于沉重和劳累，积羽成舟，蚌
病成珠，一下病了，倒可以窥见本身
的弱点，把许多东西看淡一些。我们
需要有一种投身事业的超脱，因为
人生是一门投入的学问，也是一门
超脱的艺术。超脱给予人生精彩的
一笔，使人生的画面活了起来。人还
是需要有那么一点超脱精神的。唯
此，一个人才能对事对物对人对己
看得透、想得开、识得破，生活才不
会成为一种负担。须知幸福不只是

“有”：有房有车有钱；其实，更多的
快乐还是“无”：无忧无虑无病灾。而
后者才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是
首要的，是第一位的。没有这个前

提，全部等于零！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

方。”苏东坡讲的是静养静心静思对病
的好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
浩然更把病中的滋味说到了家。生病到
底是坏事，让人失去很多。但生病是人
们对生命的一种体验，是对人生的一种
咀嚼。永远走马平川，岂知山道崎岖？如
同“养儿方知父母恩”的认识一样，病中
也会感到生活的美好似锦，如果说是黄
连树下弹琴，到底也有几分苦涩中的余
甜。疾病的痛苦，也使人深刻地体味做
人的道理，更深切地理解生命。疾病有
时还是清醒剂，告诉你人生犹如马拉松
赛跑，不是百米冲刺，需要一张一弛。

疾病还是对情义的考验。热恋中的
男女有以小病来做“试金石”，测试真
情假意的。而“久病床前无孝子”，更是
现实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生了病，是
命运的戏弄，朋友的慢慢疏远，亲戚的
渐渐淡然，这本不足为怪。大家都公
务、家务、事务缠身，生病之人也要有
一点包容之心才好。况且，很多东西可
以替代，惟有身体谁也代替不了。生了
病，别人的关心只是安慰，有人可以当
良方，有人却无济于事，只有想通一
些，看淡一点，才是良药。况且老来生
病，也是一种常态，与病为伍，与病同
行，甚至学会与病交友，则是一种逆来
顺受、委曲求全，也算是一种生活态度
和一种精神境界吧！

关于生病这件事

小区里，石榴花恣肆地绽放，一朵一
朵大红的花儿，勾魂摄魄，韵味无穷。若
是照着样子印染一段丝质面料，做围巾，
做纱裙，那种美艳堪当曼妙绝伦不可方
物。“红配绿，丑得哭”，那是早已过时的
审美观。艳俗的抑或极度沉闷的色彩，若
是你的气质肤色足以托得起它，定会产
生意想不到的感观效果。大俗，终究演绎
出了大雅。也指那一树绽放的石榴花。

石榴花期长，从五月到七月，日日夜
夜不知疲倦地开，明媚鲜妍地开。走到近
前，它的萼亦是相当的好看，颇有气势的
那种，仿佛一只一只的酒盅，厚重，有力，
和花的颜色一样，纯正的中国红。萼以及
花，点缀于青枝绿叶间，相当的上镜，异
乎寻常的入画。我想不到该拿怎样的语
言去描摹去表达，想起韩愈的诗，“五月
榴花照眼明”；还有苏轼的词，“微雨过，
小荷翻，榴花开欲燃”。

采摘来的石榴花，加明矾捣碎，可以
染指甲。我没有尝试过，想来如此这般染
成的指甲一定好看。古时，爱美女子将石
榴花捣汁染布，做成红裙。于网络上看
到，今年五月受聘担任首批中国农民丰
收节推广大使的李子柒，一个年幼时因
为家庭变故吃过很多苦的女子，她拿葡
萄皮染布做成的连衣裙，穿在身上，紫衣
飘飘，和长长的头发一起飞扬。那份美丽
里，镌刻着本真自然，隐约间可见千山和
万水。这就是纯天然的力量，这就是来自
自然界里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各色草木
的力量。古时拿石榴花染成的衣裙，当也
是别有一番风情，在风中，在四季，在一
个又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演绎着它们不
一样的小宇宙小传奇。

石榴是善于经营自己的生命的。开
花时，把花开得艳丽妖娆，兼之仪态万
方；结果时，把果结得蓬蓬勃勃，丰硕得
令众生心存妒意。它拼尽全力，让生命的
每一个阶段都向高处飞扬，把美推向极
致。在这样健康向上的生命面前，没有谁
不油然而生敬慕之心。

把石榴皮撕开，只撕开一小块，房顶
上开的天窗似的。透过天窗看见外面的
一线亮光，恰好，有鸟飞过来，有云飘过
来。动静之间，皆是风景。恰似石榴撕开
皮的那一小块有限的显露——艳红饱满
的一小块石榴籽，大面积的石榴皮依然
紧紧地包裹着。那是一件雕饰，一件艺术
品，可以远观，亦可以近赏，大方，端庄，
耐人寻味，可供消磨大把大把的好时光。

看够了，把外皮撕掉大半，准备一只
干净小碗，拿手把籽一点一点地抠进碗
里，再撕皮再抠籽，直至整个石榴的籽都
抠进了碗里。那份光华灿烂，让人眼前豁
然明亮。满眼都是艳红的宝石，一粒一
粒，润泽，剔透，晶莹，闪耀。拿调羹一下
一下地舀起，送进嘴里，唇齿轻抿，舌尖
辗转，汁液四下洇开，那感觉如同涂在略
微潮湿的丝棉上的胭脂，在绵延，在流
淌。那份鲜，那份甜，那份美，兼之更有一
份销魂，无声地由咽喉抵达胃囊，抵达每
一处神经末梢。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张开了，无声地享受着甘甜如蜜的汁
液的滋养。

晚归，行走在路上，看见一树艳若霞
光的石榴花，在月光和灯光的照耀下，恍
惚间，一株石榴树，成了她。她是他的伊
人，被我无意间遇到的他的伊人。想起一
句让人感怀的话语——你在路上随便碰
到的一个路人，都是别人做梦都想见到
的人。耳畔，霍尊情意绵绵地唱，“……夜
静谧/窗纱微微亮/拂袖起舞于梦中妩
媚/相思蔓上心扉/犹眷恋/梨花泪/静画
红妆等谁归。”月光皎洁的夜晚，星星齐
聚的夜晚，画着红妆的那株石榴树，是否
在等待，等待她朝思暮想的伊人？

喜欢一句诗，“当年拚却醉颜红”。石
榴树，其花是醉颜，萼是醉颜，沉甸甸的
石榴外皮是醉颜，剥开后内里的籽亦是
醉颜。醉颜，拚却，就是这般放达和潇洒，
痛快如斯，酣畅淋漓。一个自律的人，其
生命中，这样的时光甚是鲜见；因为鲜
见，偶一为之，更显珍贵。若是细究，里面
定是深藏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无限情
义。情义是什么？是山高，是海深，是不思
量自难忘，是暗夜里独饮一杯忘情水，是
为了某个人可以豁出命地一切皆可抛
两肋能插刀……

湖南洞庭湖畔的岳阳楼，与武昌黄鹤楼、南
昌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明代万历年间
岳阳楼重修后，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
记》。此事的背景颇为复杂。

重修岳阳楼的滕宗谅（990—1047），字子
京，河南洛阳人，与范仲淹为同年进士。此人喜
结交朋友，且出手慷慨，常一掷千金。

庆历三年（1043）九月，监察御史梁坚弹劾
滕宗谅之前担任泾州（今甘肃泾川）知州时，“用
过官钱（公用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
侵欺入己。”仁宗皇帝委派太常博士燕度，筹划
将滕宗谅从庆州带到邠州（今陕西彬县）接受调
查。滕宗谅闻讯，“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
名”，将登记公用钱使用情况的账簿统统烧掉
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挪用了十六万贯公用钱，
只称在泾州任上时，因为招待“诸部属羌之长千
余人”，才动用了三千贯公用钱。

以滕宗谅花钱豪爽的性格，加上交游又广，
经手花出去的公用钱，肯定不止区区三千贯。但
究竟花了多少钱，又花在了哪些人身上？却成了
一笔糊涂账，因为账本都被他烧掉了。

该如何处置滕宗谅呢？朝廷出现了两种对
立的意见。时任枢密使的杜衍力主严惩，“欲深
罪滕宗谅”。他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滕宗
谅滥用公款且焚烧账本，显然是对国法的挑战。

参知政事范仲淹与谏官欧阳修则力争从宽
处理，毕竟滕宗谅并无贪赃入己的铁证，以公用
钱“馈赠游士故人”也是本朝惯例。范仲淹还提
出，我以前担任泾州知州时也是这么做的，如果
有罪，将我“一处定断，以正典刑”。

宋仁宗权衡再三，听从范仲淹意见，对滕宗
谅从轻发落，夺一官（降一级官阶），调往虢州
（今河南灵宝），时为庆历四年（1044）正月。

但是，这个处理决定，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
拱辰的强烈反对。他上书说：“今滕宗谅在边，盗
用公使钱，不俟具狱，止削一官，皆以谓所坐太
轻，未合至公。”又说，如果不对滕宗谅严肃处
理，自己就辞职不干了。

其他御史也“执坚奏劾宗谅不已”。最后，宋
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月
份重新下诏，“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当时的
岳州，是一个蛮荒之地，但滕宗谅并不计较穷山
恶水，上任不久，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并决
定重新修葺岳阳楼。

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而是采用了
“众筹”的办法——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
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
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
欠款的债主，如果愿将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
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
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滕宗谅亲手掌管这笔巨款，“自掌之，不设
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尽管王拱
辰仍然盯住他不放，认为他从中捞了不少油水，
可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岳阳楼建成后，滕宗谅请老朋友范仲淹写
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而他原先那宗
滥用公款的案子，几乎不再有人提及了。

《岳阳楼记》之背景
俞剑明

◆史海钩沉

◆汉诗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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