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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日，我宿罗山村的淡竹山房，散文学会
新成立的创作基地，几个文友涂鸦，畅聊，兴
尽，一夜安睡。次日晨六时，推窗一看，眼底青
山，望着缓动的云雾，迅速出门，沿河边行数
十步，过桥，右转进山。道宽路平，左边道外
有农田层递而进，道旁皆芒秆，芦苇花在晨风
中轻摇，右边山沿，隔几十米就有一只蜂桶，
将山挖出一个小洞，蜂桶半里半外，桶下填着
石头，桶上盖着木板，有蜂飞进飞出。我知
道，这种野蜜，市场上极难买到。追着云雾的
方向走，耳旁只有秋虫声与脚步声，偶尔会有
山鸟长鸣数声。

每次回老家，都觉得可以去除腔中不少浊
气，晨走一小时，显然不过瘾，还应再去山里吸
氧。早餐后，我们去翰坂，那里是杭州市生态
康养村。

翰坂是百江镇最西部的一个行政村，与淳
安交界，与我家白水小村相距差不多有二十里
地，不过，从小到现在，我也只去过一次。文友
一直在问，翰坂，为什么有一个翰字？翰林之
翰？翰墨之翰？我几十年也没弄清楚，大家一
路上都在讨论这个翰字。

二

陪同我们的章锡灿副镇长提供给我一份
《翰坂微村志》，有这样的文字：

翰坂村有潘冯项徐刘赵等数十个姓氏，潘
冯两姓是已知最早的居民。据家谱记载，潘姓
是五代后汉乾祐年间（948—950）节度使潘琼
致仕后，由杭州隐居到此，潘姓迁入后，这里称
潘家，到宋代，潘家出了一个翰林，后回乡建
祠，把村名改为“翰邦”，意思是“出翰林的地
方”，再后来谐音成今名“翰坂”。

翰邦，出翰林的地方，真是太有诗意与文
化了。不过，我并不相信，两宋姓潘的翰林很
少，分水县（公元621年建县，1958年11月并入
桐庐县）的历史上也没有姓潘的翰林，但名称
总有来历。既然村名与潘姓有关，我需要找到

潘姓家谱。
翰坂村赵金峰书记，帮我找到了潘益林家

所藏的《分阳柳柏蒿峰翰邦潘氏宗谱》，这家谱
又名《潘坂潘氏宗谱》《荥阳潘氏宗谱》《潘氏宗
谱》，有明代三元及第的商辂所撰序，始修于宋
隆兴二年（1164），先后 11 次续谱，我看到的
谱，共五册，修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商辂
名气大得很，淳安人，连中三元的翰林，翰坂与
淳安交界，令人信服。翰坂潘氏家谱明确记
载，他们来自荥阳，天下潘姓出荥阳，联合国原
秘书长潘基文的祖宗也在那里，翰坂潘姓始祖
潘琼，后汉乾祐年间节度使，潘琼字君玉，号
翰邦。

原来，翰邦是潘琼的号。虽然查不到潘琼
这个节度使，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杭州隐
居，但古人以名或号来命名一个地方，却也常
见。范仲淹知睦州，睦州又称桐庐郡，范仲淹
在任上写了很多关于桐庐郡的诗，于是被人亲
切称为“范桐庐”；清代“萧山相国”朱凤标居住
的那个村，以前叫坛里金，朱凤标考中榜眼，人
们就将村名改为朱家坛村。

三

弄清楚了村名来历，就如掘到宝一样，不
管怎么说，既便从潘翰邦开始算起，这村也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望着满眼的青山与陡坡，
觉得这个“坂”字，表意还是很准确的，但我心
底还是认同“邦”字，翰邦，翰墨翰藻，文章文
采，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犹如一位千年文化
老人。

翰邦属浙西山区，整个村落呈不规则条带
状，零星分布于罗佛溪沿岸山垅中，村中古树
多，柏树、红枫、香榧、山核桃树到处都是，这里
是桐庐县山核桃的主产区之一，全村有山核桃
树四千余亩。

车子一直往深处山缝里钻，我们要去拜访
的一棵古树，据说是千年银杏，就在红坑山自
然村的山顶上。赵金峰一直在说刘秀避难千
年银杏树洞的故事。说是刘秀被王莽追杀，一
直避兵到这里的深山，追兵紧追至红坑山山
顶，刘秀与随从只好钻进那棵大银杏树的树身
洞内，追兵围着树转也没有发现，突然，银杏树
高处有个大酒坛一样的东西引起了追兵们的
注意，他们以为是什么秘密武器，连忙用箭射，

结果，箭身带出了铺天纷飞的大马蜂，马蜂们
将追兵螫得嗷嗷乱叫，抱头鼠窜，刘秀得以避
过兵害。

古道蜿蜒而上，长在岩缝里的青冈树、莲
香木，虬枝乱舞，粗壮顽强，除了赞叹还是赞
叹。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在与淳安县临岐镇
右源村交界的山岗上，终于见到了这棵千年银
杏，雷击不倒，火烧不死，我绕树细观。树身确
有大洞，好几个人可以钻进，得几个人才能合
抱，底部树心，裸露出一大片干枯的树身，已呈
木板状、古铜色，如受伤过的沧桑老人，然而，
整株银杏青翠可掬，冲天而上，树叶间挂着无
数的银杏果，生机与活力勃发于每一枝叶上。

树旁有银杏亭，伫立亭间，朝树身上望，大
树底部至数十米高处又生两粗枝，粗枝早已成
家立业变成主干，再旁逸生枝，枝又生细枝，它
们在如此阔大的天地间，枝枝相交，枝枝相互，
叶叶相挨，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们的肆意
伸展。

树到底有多古？树身写着林业部门的鉴
定：二百七十年。千年银杏，我看过不少，山东
日照莒县城西浮来山上那棵古银杏，中国最古
老，据说已近四千年。科学必须相信，但传说
也不是空穴来风，看着树底部又长出的新树，
我心里想着，眼前这棵乾隆年间的树，如何能
将刘秀的故事联系起来，两千年，不太可能，但
眼前之树是老树的后生，应该可能：红坑山上
的这棵古银杏，在潘翰邦来隐居之前就挺立于
此了，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突遭雷击而烧毁，数
百年后，风雨又唤醒了它的子孙，于是重新开
始绽放，直到我的拜访。从这个角度说，称其
千年银杏，也不为过。

边感慨边坐在树洞边乘凉，山风不时从背
后吹拂，待湿衣渐渐干了后，我们起身，朝这位
年轻的老树又看了看，转身下山，我要去山脚
下看那座罗佛庙。

四

我家门前的罗佛溪，就发源在翰邦村最高
的枝笔尖东坡，它自海拔九百多米高的山上汩
汩流出，一路向东逶迤曲折而来，穿百江，冲进
分水江，再奔腾向前，汇入富春江。

与潘翰邦们相比，罗佛庙的历史更悠久，
它供奉的是唐朝的罗万象。

宋代大型道教丛书《云笈七签》上说，罗万
象，不知何所人，有文学，明天文，尤精于《易》，
节操奇特，惟布衣游天下。南宋金华人王象之
编的《舆地纪胜》引晏殊的《类要》这样说：唐罗
万象者分水县人也，隐于紫罗山，李德裕使人
召之，闻之，更移入深山，依白云而居，终身
不出。

长庆二年（822）9 月，李德裕因牛李之争
被外放为浙西观察使，他在这个任上差不多有
四年时间，按此推算，罗万象大约生活于唐穆
宗、敬宗时期。光绪《分水县志·仙释》载：“罗
万象，唐时官御史，有政声。后弃官隐于分水
紫罗山，筑白云亭以居。”紫罗山，就在桐庐瑶
琳镇与分水镇界上。《全唐诗外编》、《严陵集》
卷二，均收有罗万象的一首名《白云亭》的诗：

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刚被
世人知住处，不如依旧再移居。

我进罗佛庙看白云真人，他一脸慈祥，安
详无限。这位以荷叶为衣，以松花为食，只愿
闲居的罗真人，在翰邦一住就是千年，山风不
动白云低，云在庙门水在溪，翰邦真是好地方。

五

一群文友坐在罗佛庙边的翰墨山庄喝茶
聊天。

我细看“翰邦八景诗”，诗由清朝金镕撰，
刘谦次韵，共两组十六首。这十六首八景诗，
给我展示了一个阔大的想象空间。两位清人
笔下的翰邦八景分别是：蒿峰书舍，东辉禅院，
仙洞云深，鸡山雪积，双溪夜钓，五垅朝耕，雁
塔秋声，龙潭春涨。

书舍、禅院、雁塔，早已烟尘散尽。仙洞、
鸡山、双溪、龙潭，依然还在，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春夏秋冬，山水长在，只是多
了一些现时的情景，五垅在哪里？翰邦村的六
个自然村皆有可能是，天光微明，在布谷鸟的
啼鸣中，农人与他心爱的黄牛早就在田野中劳
作了。

这一次的翰邦行，匆匆而过。下一回，我
一定会再来翰邦，找个依山傍水的农家，住上
一晚，躺在竹椅上，看蓝天，看流云，看繁星，
什么也不想。罗佛庙传出的低缓梵音，沐过
古银杏的和煦山风，入我耳，沐我脸，我酣然
入眠。

我们去“翰邦”
陆春祥

吾土吾情

艺境

明亮的眼睛，在眼前闪动，她们若天使，给病床上的
我，无比的信心、无穷的温暖、无尽的力量。

信心温暖力量，这是常人的常态。人一旦病倒床
上，无力感陡然降临，曾有的钢铁心气，刹那间冷却进
鸣叫的仪器中⋯⋯今年上半年，我在医院通过胃肠镜
检查发现：食管等部位分别长有肿块。医生建议我抓
紧手术治疗。在冷静直面病况之余，我决定兼顾好工
作、身体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时候去医院接受手术
治疗。

8 月初至 11 月初，年度任务需我赴外地展开工作。
这一去三个月，去时杭州花红绿水荡漾，归来水城秋深
长空碧蓝。

在家人着急催促中，放下一切事务，我赴医院就
诊。人们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入口扫码进诊室扫码，
到任何一处皆须扫码。

门诊大楼外，我静心入序，排队向前，通过亮绿码、
行程码、测体温后，进入大厅。医保卡、病历本、挂号
单⋯⋯跨大厅，入电梯，上门诊大厅三楼，按照指定的候
诊区入坐等待。

抬头望去，消化科专家就诊室的走廊上站着、走着、
坐着很多人，或互相交流，或锁眉思考，或焦虑踱步⋯⋯
尤其是消化科主任就诊室门口。在值班护士的协调下，
就医者按序候诊。这护士双眉卧柳叶，眼睛闪着亲和的
亮光。

我看见，第一个患者从主任诊室出来，脸上表情很
轻松；第二个病人出来，表情从容；第三个病人出来
了，表情平静⋯⋯轮到我入诊时，主任的眼神充满关
心和热情，“你有什么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
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一一作了回复。主任仔细
全面地问诊后，从容地浏览相关检查报告单，一番深
思熟虑后，非常和气耐心地告诉我：下步可选择的治
疗方案和利弊分析，以及每种治疗方案的具体程序和
操作办法⋯⋯

我 选 定 治 疗 方 案 后 ，眼 中 透 出 亮 光 的 主 任 ，和
声细语地向我交代住院手术治疗的相关要求、流程
做法。

眼前医者的平静平和，让本有万千负担的思想愁
云，在这充满理解信任的氛围阳光中，如春风鼓荡卷去
阴霾，我和家人术前对病况的惶恐不安，荡然无存。

信心满满里，一切按要求行事。术前夜，遵医嘱：
禁食、抽血、做心电图、测血压、服药⋯⋯夜已深，只见
我的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主任来了，带着全天手术刚刚
结束的满脸疲惫，微笑对我，这是专门对我的术前进行
心理疏导，对术前医学相关准备落实情况详细查询说
明⋯⋯

手术当天 7 时 40 分，我躺在病床上，右侧手臂正
进行着静脉滴注，输液瓶里承载着我生命的养分和希
望⋯⋯护士、手术医生、麻醉医生都来了，并相继进行术
前医学准备。

戴着口罩的我，望着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望着一个
个忙碌的身影，感激感动。我轻轻弱弱发音：“谢谢你们
啊⋯⋯”

“不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双明亮的眼睛真诚
地对我说。感激中我眼眶湿了，没看清医者是谁，那明
亮的眼睛深刻铭记！术后我清醒过来，躺在病床上，
被医院工作人员推回病房。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总
在脑海流动闪亮，总在床前流走闪亮。他们是主治
医 生 ，是 年 轻 护 士 ，还 是 无 名 护 工 ？ 我 不 知 是 在 梦
中，还是在病床上，仿佛看到救治我的主任，夜深人
静时悄悄检查我的病况⋯⋯熄灯后的病区光线很暗
很弱，我在亲人的陪护下，很想起身送送头发花白、背
已 不 再 挺 直 的 主 任 ⋯⋯ 主 任 一 个 手 势 坚 决 地 制 止
了。“今天刚手术完，绝对不能下地，卧床休息，放松心
情，有什么不舒服就及时联系。”说着说着，他轻轻退
出了我的病房。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天气很好，床区很静，我恢复很好。心静若水，思

前想后，猛然清醒：如果医患都能换位思考，都有同理
心，患者多多理解医护人员的情怀、知识、操守和医学
科学的局限性等，医护人员多多理解患者的痛苦、无
奈、期盼和人性的局限性等，医患关系是否可以循着向
更暖向更正向更科学向更理性向更平和的方向更好地
发展？

我思绪飞扬：信任是双明亮的眼睛，医者仁心有双
明亮的眼睛，善良的人们都应有双明亮的眼睛。这世界
有无数双明亮的眼睛，这世界阳光明媚万紫千红总是
春，这世界真让我心生无限美好！

明亮的眼睛
潘育萍

一只白鹭从云山飞过
惊醒了仙人们的晨课
你攀崖而上 在峭壁一刀一刀刻下
恋人的模样
你说，愿生生世世变成崖柏
与山涧长相厮守

我沿着白鹭飞翔的方向
在神仙们颔首低眉的地方
寻不到李白梦游天姥的石枕
也听不到 你留在山风中的
那些缠绵情话
只触摸到亿万年火山喷发后
一双双湿淋淋的黑眼睛
怒目圆睁

一只白鹭从神仙居飞过
羽毛轻轻划破
你我与太白醉饮的梦河
盛开出带血的
彼岸莲花

白鹭从神仙居飞过
崔砺金

国画 《王维辋川诗意图》 童中焘 作

抿一口埋藏了十八个冬的九九“女儿
红”，啜一杯黄酒奶茶，吮一根黄酒棒冰，来一
场体验脱口秀，浅尝慢饮间，千年古镇的时光
便氤氲在这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烟火气里⋯⋯
黄酒小镇，在袅袅酒香中感悟着别样的诗和
远方。

一杯清茗品日月，半壶老酒醉人生。黄
酒、葡萄酒和啤酒是世界三大酿造古酒，而唯
有黄酒源于中国，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种之
一。黄酒既是中国历史经典特产，更是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

我们的远古先民们在贮存采集到的植物
时，无意中得到了天然生成的口味淡薄的酒，
即古代的醴。那时还没有酿酒、饮酒的器具，
也不会有意识地制造曲糵。万年上山文化遗

址、九千年嵊州小黄山遗址和七千年河姆渡文
化遗址等考古发现中，均有人工栽培稻谷、陶
酒器遗存和米酒的痕迹。五千年良渚文化遗
址出土文物中，与玉琮等精美玉礼器同样令人
震撼的，是实证了我们祖先已经将酒业提升到
相当程度的肖形酒器、象形酒器。

以绍兴黄酒为代表的麦曲稻米酒是黄酒
历史上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酒类产品。早在
吴越之战时，越王勾践出师伐吴前以酒赏士，
留下“一壶解遣三军醉”的千古美谈。东晋时
期，中国书圣王羲之在兰亭黄酒会友，曲水流
觞，留下传颂千古的名篇《兰亭集序》。“越酒行
天下”使绍兴酒享受高光荣耀，1915年巴拿马
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让绍兴酒因此
走向世界，有道是：“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

酒万里香。”
历史上，对绍兴黄酒还有不少美称：有称

为“老酒”的，如南宋诗人陆游的好友范成大，
在《食罢书字》一诗中云“扪腹蛮茶快，扶头老
酒中”；有比作“名士”的，如清代著名诗人袁枚
说“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
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
质愈厚⋯⋯余常称绍兴为名士”；有喻为“福
水”的，如鲁迅作品中时有“福人饮福水”之句；
还有直呼为“绍兴”的，如清梁绍壬的《两般秋
雨庵随笔》说“绍兴酒各省通行吾乡之呼者，直
曰：‘绍兴’”，《师友尺牍偶存》说，“他读着友人
来信，感到写得绝妙，便拍着桌子叫道：快拿绍
兴来喝”——正可谓：酒因绍兴而名，绍兴因酒
而传。

近来，黄酒业界号角声声：大国工匠、中
国酿酒大师、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兼董事长胡志明，中国酿酒大师、浙江塔
牌绍兴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兴祥，被省文
旅厅推荐申报为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80 后的浙江圣塔绍兴酒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金金，在“互联网+”领域，先
行布局，其中抖音号“咕咕的小镇美食”播放
量已逾千万，更吸引粉丝慕名陆续来到黄酒
小镇⋯⋯

时在壬寅年冬，绍兴市社科联在省社科联
的支持指导下，启动编撰重大文化工程项目

“绍兴黄酒文化研究”丛书。相信浸润了中华
文明悠长醇香的国酿，定能再一次“酿得万里
香”。

“老酒”溢新香
屠关雄 毛建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