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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有个
“小西藏”

史海 钩沉 一蓑烟雨任平生

谪居黄州短短四年间，苏东
坡心怀百姓苍生，灭蝗抗

洪设孤儿院；心系天地宇宙，探
索生命寻求意义。他为大宋和
历史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诗词、散文和书法无一不缔造艺
术之巅峰，堪称生命之巨献。

●向日葵
“财务自由”，是前些年开始流行的一

句网络用语，由此演绎出各种“自由”，诸
如“买花自由”“买菜自由”等，衣食住行无
不可以套用这样的说辞。更有甚者，把各
种“自由”排列起来，从最底端的“买菜自
由”到最顶端的“买房自由”，像金字塔一
般。于是，有人惶恐，感叹：“连最底端的

‘买菜自由’都还没实现。”每每看到这些，
我都哭笑不得。我以为，这些所谓的“自
由”，折射出的是对物质的贪欲，与“自由”
无关。

歌王王洛宾的歌，有这么一句歌词：
“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其实，财
务上的贫富与自由并不成正比。有一对
姐妹，父亲是离休干部，在旁人的眼里，她
们生活安逸，并不差钱。后来，九十多岁
的父亲病重，姐妹就开始争夺父亲的存
款，为了钱反目成仇。认真想想，老父亲
留下的钱恐怕并不能带给她们“财务自
由”，这样的争夺反而失去了用钱也无法
买来的亲情。

另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令我敬重，老
人的妻子因身体原因，无法工作，家庭的重
担都由老人一人承担。妻子的娘家是大户
人家，祖上留下很多房产，后来房子拆迁，
妻子的兄弟们想要老人放弃拆迁补偿款，
老人很干脆地签字了，他说：“那本来就不
是我的。”老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却因种种
原因没能享受到更好的待遇，老人始终无
怨无悔。这位老人是我好友的父亲，退休
后一直生活在老家。有一次，好友寄了一
大包老人亲手做的香椿干给我。吃着香味
扑鼻的香椿干，我想到每次见到老人，老人
眼神里的安详、淡然，他那从心底流出的微
笑——妥妥是“自由”的味道。

明朝正德年间，王阳明被贬谪到荒蛮
之地贵州龙场。没有住的房子，王阳明自
己搭了个草棚，却遮不了风挡不了雨，后
来，他找到了一个山洞，住到了山洞里。没
有吃的，王阳明自己开垦土地耕种。如此
环境，用现在“财务自由”的标准来衡量，不
但没有一丝半毫的自由，简直是生不如
死。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王阳明有
了“龙场悟道”，其思想的光芒直至今日依
然熠熠发光。我认为，“龙场悟道”是王阳
明对“自由”的一次极致诠释。

前几年，一位朋友在一次活动中获赠
了一张某景区的酒店使用券，朋友邀我一
同去玩。可笑的是，我住在那奢华精致的
酒店里，却一夜未眠。看来，我要的只是睡
眠，与床是否豪华并无半点关系。人们常
常不停地追逐更华丽的“床”，更大的“房
子”，却忘了自己需要的其实只是“睡眠”。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
满腹。”对物质的追求要有度，无穷尽地追
求物质，往往会使人陷入无尽的烦恼和痛
苦中，还可能物极必反，如此说来，“财务自
由”实则无自由。

●任平
看书时，读到大画家黄永玉在人

生黑暗时刻给全家在墙上画了一扇
窗，窗外阳光和煦……不禁感叹，画
家这是给岁月里的黯淡寄了一张暖
意融融的明信片啊，细看，似乎还能
看见上面写着：把悲伤过成诗，失意
时勿忘形。

我想，每个人的人生都有黯淡时
刻，自亦有许多充满阳光、充满诗意
的时刻。以三月来说，我们遇见三月
遇见春，那晓风微雨总是带着诗意
的，就连每一丝气息，都满是诗意。
那么，如果给这样的诗意时刻也寄上
一张明信片，应该写上什么字句呢？

自然，三月是令人欣喜的美好时
节，倘我们以其为背景畅想诗意，眼
里、心里又会浮现出怎样的一幅画
呢？春日暖阳，花香扑鼻，蝴蝶“撞”
进怀里，绿的、红的、紫的、粉的、青的
……缤纷的颜色尽情地迷我们的
眼。各种声音也渐渐响起，池塘冒起

“咕咚”，鱼儿跃起又落下，溅起一声
“哗”，鸟儿啾啾，虫儿叽叽……那些
声音钻进我们的耳朵，那么轻，又那
么重。它轻得在我们的心里，一丝一
丝，化成柔情，化成惊喜，以至于我们
不得不屏神静气，生怕惊扰半分；它
又是那么重，重得让我们的心，一不
小心就沉醉，无法自拔，终是失了力
气。

常忆起幼时的我，在三月的微风
花语里，满山遍野地跑，喜欢在各色
纸上写下一些美好的话语，再折成千
纸鹤，做成风铃，听风轻扬时，风铃那
一声声清脆的叮叮当，常常让我听得
入了神，像是做梦一般，忘了时间。
尤喜欢躺在软软的草地上，头枕着手
臂，闭上眼——光，带着三月的气息

在眼皮上跳动，一点一点，“砰”一下，
跌进了梦里，于是，梦，也醉了。

那些充满诗意的时刻总是令人
那般欢喜。某一刻，忽地想到，生活中
不仅有美好，倘若接下来遇见的不是
美好呢？心中会不会升起一股不一
样的情绪？或许会怨恨夏的烘烤、秋
的萧瑟、冬的凄冷……正如我，总是
巴不得四季如春，每天都是三月天呢！

然则世间怎会总有这般好的事，
再者，即便有这样好的事情，难保我
们的心会一如既往地欢喜。

一日闲读，读到东晋的葛洪说：
“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露卧星
下，不眠中见肩。”劝诫人们要顺四时
而适。也常听得人说：“看花开花落，
荣辱不惊，望云卷云舒，去留无意。”这
些都暗示了一种人生境界——适度。

无论悲喜，无论欢忧，都能做到
适度，适可而止，不忘形，这种生活态
度无疑是明智的。悲时想着泰戈尔
的“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
美”，喜时想着“人间得意，千红百紫，
转头春尽”，《论语》中也有“过犹不
及”之说，这是一种智慧。这样想来，
生命之根当是扎得更深了。

想起父亲年轻时曾有一次喝醉
酒住进医院。母亲告诉我，当兽医的
父亲把乡里一户人家生病快死的猪
给治好了，受到了邻里乡亲的夸赞，
当场就有人拜父亲为师，父亲收了徒
弟，一高兴，就多喝了两杯，喝到胃出
血。阿公说父亲这是“得意时翘了尾
巴”。母亲也说：“父亲忘了形，都不
知道一加一等于几了。”

人一忘形就容易失了“本心”，读
过私塾的阿公常这样说。本心一失，
自然就乱了，无法安身。我想，这个
世界有各色味道，有寒有暑，有欢有
忧，寒暑来时心不忧，欢忧来时心有
度——如此，则身心安。

如三月那般的时日，是我们生命
中最美好的景致，它带着微风、带着
细雨、带着柔情、带着诗意而来，落在
我们的眼里、心里，一圈一圈，开出一
朵一朵的花来，走过，定当有暗香拂
身。这样的日子实在令人欢愉，那
么，如果此时要给如三月般的人生诗
意寄上一张明信片，应写上怎样人间
烟火气的字句呢？我想，“感恩诗意
勿忘形”应是最好的寄语吧！

●洪琦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

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哪怕壮志难
酬客居异乡，他依然笑傲江湖，笑傲
人生，笑傲历史。

嘉祐元年，苏轼从眉山奔向帝
京，一去风流唯少年，金榜题名天下
知。怎料命运弄人，获朝野赞誉之时
亦是遭谤之日，元丰二年八月十八
日，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乌台诗
案”祸从天降。

一个个漫长孤寂的日夜，他蜷身
于面积不大的百尺深井中，遥望井
口，两眼无光，遍体鳞伤。元丰二年
岁末，被关押了一百三十天的苏轼获
无罪释放，贬任黄州团练副使。乌台
黑狱成了苏轼精神的炼狱，他终于领
教了朝堂的黑暗和大宋政坛的深浅。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
低”，苏轼踏着漫天残雪走出监狱，尘
满面，鬓微霜。古老的驿道上，苏轼苏
迈父子二人被解差押着，策马径向萧
索之地黄州进发。曾经鲜衣怒马的少
年如今已至不惑之年，却无衣锦还乡
之荣耀，唯余流落他乡的狼狈。淮河
一水相隔，从此物非人非，“回头梁楚
郊，永与中原隔”。山长路遥人稀，寂
寞涌上心头，苏轼却还能淡然一笑：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初到黄州，苏轼父子暂居城中

“定惠院”（定慧院）禅房内。二月初
一漫步院中，忽见杂花满山处有一株
本长于蜀地的海棠春风含笑。目睹
故乡名贵之花零落成泥碾作尘，苏轼
化身为花，洒落一地的悲伤，仰天长
啸：“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
目”。夜晚，苏轼徘徊在园林中，晓月
当空，竹声萧萧，孤雁徘徊，形单影
只，回望汴梁城万千繁华，唯独没有
他的立足之地，他傲然一笑：“拣尽寒
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春寒料峭，
冷寒的何止是桐枝和沙洲？

百无聊赖的孤独中，苏轼心底堆
积的困惑几近将他吞噬。他走到定
慧院旁的安国寺中，听晨钟暮鼓，静
坐参禅，下棋悟道。兴许是道家和佛
家的智慧给予他生命的点化，苏轼日
趋从容镇定。然此消彼长，刚从精神
的困惑中走出，苏轼又面临一家人几
乎无米下锅的生活困境。所幸挚友

马梦得千里奔赴而来，向黄州太守徐
君猷请领了城东一片大约百余步长
的废弃军营地以供耕作。苏轼见之
即喜，思白居易之《步东坡》，遂将此
处称为“东坡”。

自那日起，苏轼开启了为五斗米
折腰的生活。所幸，他无须“摧眉折
腰事权贵”，只是臣服于土地。土地
是最伟大的自然之书，不仅还他五谷
丰登、岁稔年丰，更许他自由快乐、安
然自立。他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
从土地中走来，又重做一介农夫，似
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点，但实际上谁都
不可能再回到原点了。

元丰五年初雪，苏轼在东坡田园
旁筑起了以“东坡雪堂”命名的五房
堂舍，墙上亲绘森林、河流、渔夫的雪
景，自号“东坡居士”。马梦得、朱寿
昌、辩才禅师、道潜和尚、陈季常、米
芾等故友新交蜂拥而至，齐聚“东坡
雪堂”。冬日的残阳与友人们共同见
证了命运的神来之笔——苏轼凤凰
涅槃，苏东坡浴火重生。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苏轼用
随遇而安应对人生逆境，乐观旷达。
对酒当歌，千古绝唱信手拈来——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浮世万
千，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苏东坡坦
然笑纳，宠辱不惊。人生风雨尚不足
惧，更遑论自然风雨，他自是安之若
素，“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生”。

踏雨归来，烛光摇曳，冷夜凄清，
幸有浊酒相伴。苏东坡以书信尺牍
记录生活，在孤独中对话陶渊明。他
捧读《归去来辞》，叹年华易逝岁月蹉
跎，满怀抱负无处施展，此时唯有大
江大河方能抚慰他无处安放的灵魂。

放下书卷，走向长江边。苏东坡
初游赤壁，观大江东流千年不竭，叹
古今英雄无一安在，他感叹道：“大江
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回想
过往种种，他顿悟生命之实相与妙
谛，万物之变化与奥秘。眼前的赤壁
鲜活起来，它不再仅仅是巨石崖壁，
而是一座将历史固化的无字碑。长
江边，赤壁前，苏东坡发出了响彻天
地的天籁之音“赤壁三唱”，饱含对生
命和历史的感悟。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谪
居黄州短短四年间，苏东坡心怀百姓
苍生，灭蝗抗洪设孤儿院；心系天地
宇宙，探索生命寻求意义。他为大宋
和历史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诗
词、散文和书法无一不缔造艺术之巅
峰，堪称生命之巨献。所有失去的终
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了，这是命运对苏
东坡的补偿和馈赠。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
雨也无晴。”去时刀光剑影，归来笑傲
江湖，诗酒趁年华！

●张江毅
同安西坑村地处厦漳泉交界处，距岛内五十公里左右，海拔近一

千米，被不少人称为“厦门小西藏”。村民以种植和制作茶叶为生，一
到茶叶生长的季节，漫山皆青翠，而制茶之时，又一路茶香。从山顶俯
视，觉得茶园坡缓，而真正面对茶山，又觉是迎面而来。每逢节假日，
都会有不少人特地前来，喝一杯茶，吸几口高山空气。在中国众多消
失的村庄中，它也是一个，就在今年六月，该村完成整村搬迁，未来走
向，令人期待。

人生 感悟

给“诗意”寄张明信片

如三月那般的时日，是我们
生命中最美好的景致，这

样的日子实在令人欢愉，如果
此时要给如三月般的人生诗意
寄上一张明信片，应写上怎样
人间烟火气的字句呢？我想，

“感恩诗意勿忘形”应是最好的
寄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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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入地，在恩施成仙人在 旅途

奇绝险峻的地质环境让恩施成了世界
凉都，避暑胜地。来到这里，你可以

下到深达百米的地缝中，行走于300米高
处的悬空栈道上，也可以宅在峡谷近旁
的民宿中，看云卷云舒、日升日落，让自
己逍遥成仙。

●黄橙
恩施是“大器晚成”的旅游景点，20年前还

养在深闺人未识，是中法岩溶洞联合科考队掀开
了恩施大峡谷的神秘面纱。亿万年的地质运动，
造就了她集峰柱、绝壁、地缝、天坑、溶洞于一身
的神奇地貌。奇绝险峻的地质环境让恩施成了
世界凉都，避暑胜地。来到这里，你可以下到深
达百米的地缝中，行走于300米高处的悬空栈道
上，也可以宅在峡谷近旁的民宿中，看云卷云舒、
日升日落，让自己逍遥成仙。

恩施大峡谷全长108千米，面积300平方千
米。坐客运缆车6分钟就可以到达山上的第一
个景点——石芽迷宫。石芽迷宫属岩溶石芽地
貌，错落无序、高低不平，若不按路标走，极易陷
入阵中不见出路。穿越石芽迷宫，就可以在风光
无限的绝壁栈道上漫步400多米，这样云中漫步
的惬意在别处是很难获得的。

恩施大峡谷最令人神往的是其“镇谷之
宝”——孤立于峰林之间的“一炷香”，这根喀斯
特石柱高97米，最小直径仅4米，堪称奇迹般的
存在，许多人试图破解它屹立千万年不倒的秘
密。窃以为，它迟早是会倒的，只是我们正处于
它屹立不倒的年代。

如果“一炷香”倒了，距它不远的“母子石”极
有可能升格为恩施大峡谷的“镇谷之宝”。“母子
石”是高约25米的孤峰岩体，风霜雨雪彻底塑造
了它的顶部，右边酷似妇人头像，左边小岩块则
如婴儿，遥望极像土家族女子正在亲吻自己的小
宝贝。这深情的一吻，让坚硬冰冷的叠峰翠谷一
下子有了人间的温情。

云龙地缝曾是云龙河的一段，以暗河形式沉
睡地下千万年，后因顶部不断被侵蚀，最终坍塌，
地缝得以面世。行走于U形谷底，仰望悬崖峭
壁，犹如刀砍斧削一般，不时出现的瀑布凌空而
下，或气势磅礴、或姿态飘逸，极具美感。岩溶钟

乳石在峭壁上拼出奇异的图案，有的似鸟兽，有
的像“傩戏大剧场”，更绝的是居然拼出了一个硕
大的“福”字。总之，只要你想象力丰富，这云龙
地缝就是一本天书，足够你琢磨一些日子。

在地质学家眼里，流经恩施全域的清江犹如
雕塑大师的巧手，所经之处都留下了令人叹为观
止的喀斯特地貌，包括恩施大峡谷、腾龙洞等。
500多万年前清江改道遗留下的古河床，也因此
成了极有科研价值的露天地质博物馆，近年来被
徒步爱好者发掘，迅速晋升为“中国最美的徒步
线路”之一。

清江古河床总长9.7公里，完全处于原始状
态，沿途风光雄奇秀美。过了好汉坡接连有三个
穿洞，被称为“一龙门”“二龙门”“三龙门”，这三
个穿洞长短不一，形态各异，洞壁有流水冲刷的
印痕，地面的水潭倒影真是拍摄武侠片的理想之
地。人在明暗之间穿梭，有昼夜交替的错觉。

传说这里方圆十里无人烟，实地考察此言虚
了。在与“三龙门”对峙的山腰上，有“独家寨”的
旗帜飘扬于神秘的洞口，穿过洞口别有天地，草
坡之上有土家木楼一座，坐在板凳上抽烟的男主
人说，几十年前他在这无人山区建了房子，原以
为从此孤寂一生，没料到近几年一条徒步旅行线
路经过寨前，独家寨的神秘面纱也被悄然掀开。

走在巨石密布的古河床中间，只要低头就能
在岩石上辨识出激流常年冲刷留下的印痕，长满
青苔的崖壁宛若扭曲的千层饼一样，感觉眼前的
一切都是亿万年积累下来的“年轮”，不免感叹：
哪怕你坚硬如石，也一样要接受挤压、坍塌，甚至
粉身碎骨的命运。永恒这个词汇，不过是相对于
短暂而言的时间概念。

梭布垭石林形成于4.6亿年前的奥陶纪时代，
比侏罗纪恐龙还要古老。正因为古老，梭布垭石
林才如此与众不同，层层叠叠的“溶纹”和高悬于
石崖之上的“戴冠”，构成了它的主要特色，穿行其
间，恍若神游亿年岁月写就的“石简长卷”，强烈激
发人们视觉上的兴奋。最不可思议的是绝壁上圆
弧状纹路，像极了制陶时用工具在旋转的黏土坯
上压出的旋纹。世界上最惊心动魄的地壳运动，
其结果呈现出来的竟然是如此波澜不惊。

在恩施旅行，最考验人的是体力，每天各种
翻山越岭，忽雨忽晴的天气也像在戏弄人，好在
每个景点都各具特色，身体累极，心情悦极。大
自然鬼斧神工，这样奇妙的恩施，你来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