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境

心香一瓣

从仙居县城往西驱车 24 公里，大约过
40 分钟，就到了皤滩古镇，距古镇 1 公里的
地方便是桐江书院。自从八年前我初到皤
滩工作后，这段路我已开了无数遍，不夸张
地说，仙居山乡的四时乐趣，全藏在这一路
上的景色里了。

宋儒吕祖谦曾说：“儒生往往依山林,即
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山溪之
间，常是文人儒士向往的学习之所。桐江书
院也不例外。山林点翠，山环水抱，“一水护
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到了这里，王
安石曾见过的清幽之貌好像也有了画面。
书院门口，一弯小溪悠然蜿蜒，脚步声在状
元桥上回荡，仿佛叩响了历史的文化长廊，
令人心生敬畏。

《续文献通考》上记述：“桐江书院在仙
居县西四十五里，宋方斫本唐方干之裔，居
台州，朱熹尝书鼎山堂扁遗之，元皇庆中，其
孙志道建书院以祀公。”有宋以来，浙南地
区书院繁多，由家族出资修建的情况也不少
见。书院的“桐江”之名，正来自仙居方氏先
祖唐朝诗人方干的家乡桐庐。

方干怀才不遇，隐居在绍兴镜湖之畔。
人称方干“任情于渔钓，似无心于仕宦”，

“似”一字很微妙，隐遁，更像是无奈之举。
“山阴钓叟无知己，窥镜挦多鬓欲空”，好在
湖光山色大抵还是治愈了他。

这便是越地山水的佳美之处。当《世说
新语》以一则“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
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
上，若云兴霞蔚。’”将这方山水展现得淋漓
尽致后，以镜湖为中心的越地风物就成为诗
人们绕不过去的思归之地、慰藉之所。在方
干所处的唐一代，镜湖之名更胜于西湖。

如果方干的足迹止步于此，那么故事大
概要和其前的王羲之、谢灵运、贺知章、元稹
及其后的陆游、徐渭这些被镜湖治愈的大诗
人们没什么两样了。但在卷帙浩繁的史料

中，我还是偶得了一寸惊喜。
据家乡方志记载，方干曾来过仙居县，

并对这里的景色赞誉有加。邀他来的人据
说是其好友孙郃。孙郃是乐安（今仙居）人，
在乾宁年间中进士，他和方干的交好，现有
史料中俯拾即是，方干的遗诗就曾由孙郃整
理，《玄英先生传》也是孙郃所写。这么看
来，方干受邀来仙居一说，确有其事。

能让久居镜湖的方干被折服，证明了仙居
明山秀水的魅力。方干不会想到，他与仙居的
这次小小相遇，后来竟然激起了历史的回响。

然桐江书院能闻名、被纪念，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王十朋和朱熹的分别到访。“文公访
道地，殿元受业家。”如今桐江书院正门的石柱
上还镌刻着这样一副楹联。在鹅湖书院，朱熹
曾与陆九渊激烈辩论，而桐江书院记下的，却
是他和王十朋的隔空相惜，二人分别给书院留
下了“鼎山堂”和“东南道学世家”的匾额。

“鼎山堂”今天还挂在书院正门檐下，“东
南道学世家”却在历史烟云中不知所踪。但
功绩不会随字迹的淡去而减弱，纪念不会因
匾额的消失而停止，每回雨后雾漫青山时，我
都觉得桐江书院的文气更浓了。它自山林间
升起，向远方扩散，它带着山林的清新，却比
起山雾的朦胧缥缈，显得更实在可感。

仙居这块自然朴茂之地，曾在山水间浸
渍着最初的灵气，却匮乏文教之风，直到县
令陈襄倡道，人始知学，文气大增。良好的
文化氛围一旦形成，益处是亘古绵长的——
由宋至明，仙居境内人才辈出，不曾间断。

在刚到仙居任上的《初至乐安述怀》诗
中，陈襄曾这么说：

水逐云根动，山紫马首青。
下车蓬绕膝，拂几鸟窥檑。
吏老鹑衣结，民贫菜色冥。
疮痍伤未起，矧忍渎邦刑。
一个民穷吏老之地，要想改观，靠的还

得是教化，这是陈襄的思考。

如果说陈襄面对的困境是无人读书，那
么到了朱熹的时代，则是太功利。“所谓太学
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
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学
校贡举私议》）”在朱熹看来，科举的弊端积
重难返，官学已偏离教育初衷，书院将代替
学校尽到这个责任。桐江书院自然也承载
了这样的期待。

在皤滩乡任职的几年里，我来过桐江书
院很多次，尤其是在值守的日子里，傍晚若无
事，一个人出去走走，下意识地就到了书院。
基层工作事物繁复，忙碌之余，来书院既能让
我静心修身，也可沉气悟事。朱熹曾说：“今
且造一小书院，以为往来干事休息之处，它时
亦可藏书宴坐。”朱文公创建、讲学过的书院
众多，“小书院”想来指的也不是桐江书院，但
不管怎样，桐江书院确实成了我的小小憩
处。书院之建，本欲造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
斯民。空旷的书院无言，但先贤的思想穿过
历史长河，到我心里时，回响是震耳欲聋的。
院内历史留痕，院外市声喧哗，古往今来，读
书格物，明理践行，为的不都是济苍生，安黎
元，守护这安定的生活、热闹的市声吗？

文气的传承离不开作为载体的书院，多
年修缮后，2003 年，桐江书院正式向公众开
放，此后，其内部陈设亦在不断更新。到了
2022 年，书院内又新增了御史文化展厅，用
以介绍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和历朝仙居籍
御史的履历。

仙居多御史，御史都清正，这是史料中
清晰可见的。将御史文化展纳入桐江书院，
我以为颇有巧思，无论是被赞为“铁面冰心”
的李一瀚，还是敢忤逆首辅的应大猷，又或
是和严嵩父子斗智斗勇的吴时来，他们都用
坦荡无隐、光风霁月的品格回应了前辈办
学、讲学时的期待。

寒来暑往，星移物换，山水苍茫间，文气
赓续长。

书院里的文气
姚加胜

金华山有一处废弃采石场，莫名其妙地走红，还被美其名
为“小冰岛”。

在金华这片热土上，从来不缺“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
石成金”的传奇故事，义乌世界小商品之都如是，横店中国影
视城如是，难道景点也是？

秋冬之交，天气时晴时雨，虽算不上登山赏景的好时
机，但我兴致盎然，要去云雾缭绕的金华山里探访 “小
冰岛”。

下了车，眼前是一片碎石场。我环顾四周，雨蒙蒙雾蒙
蒙，偌大的平地上，一艘搁浅的巨舟横亘其上，黝黑的船身上
脱帆的桅杆齐齐地耸立着，孤独中透着几分任性。

我们走过被“搁浅”的巨大的捕鲸船，小雨渐止，抬头见到
不远处的山头轻雾飘渺，如梦似幻，云雾天地间，山色有无
中。及至走进，薄雾渐渐散去，只见眼前的山有些特别，是典
型的石灰岩，通体犹如黑炭，突兀起伏，棱角分明，寸草未生，
裸露的岩石峭壁被雨水淋湿后，显现出亮晶晶的黝黑，就像健
美运动员块块隆起的肌肉。

低头看是一片宁静的湖泊。整个湖泊呈现出蓝绿色，
风起时微波荡漾，风止时温润沉静，倒映着湖畔的黑山，似
一对相依相伴的情侣，任时光不经意间流逝，徐徐变老。

山岩旁边除了清湖就是空地，显得特别空旷。这些土地
也都是黑色的，同样没有什么植被。这样的情景是怎么形成
的呢？原来这里以前是一个水泥厂的采矿区，后来废弃，留下
了有棱有角的岩壁和开采时留下的水坑，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的岩壁和清湖。

几年前，一个电影剧组发现了这里，把它作为拍摄取景
地，并根据剧情在山下搭建了一系列布景。电影拍摄结束后，
剧组走了，但这些布景留了下来。人们来到这里，不仅可以看
到黝黑的山体，还可以看到湖边排列整齐的小木屋、巨大的捕
鲸船、绚烂的彩绘墙⋯⋯在以绿色为主的江南水乡，让很多人
不由自主地想起北欧来，于是称之为“小冰岛”。

我没去过冰岛，无法评价这个称谓是否确切。世界之冰
岛位于欧洲西北部，处于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格陵兰海之间。
据说一千多年前，爱尔兰的移民到达时，发觉那里的土地实在
不适合人类居住生活，就把它称作“冷冰冰的岛”。

金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温适中，当然不会
如冰岛这般冷冰冰，是个十分宜居宜游的好地方。“小冰岛”的

“火”看似阴差阳错，细细品味，却又在情理之中。
但几年下来，日晒雨淋，当时作为道具的木屋木船开始

腐烂，随时面临坍塌，矿区近百米的高边坡浮石也摇摇欲
坠，不得已，去年开始对“小冰岛”实施了改造升级。保留了
这艘巨大的捕鲸船，矿石湖泊也焕然一新⋯⋯

走出“小冰岛”，远眺秋冬之交的金华山，只见重峦叠嶂、
层林尽染。附近的九龙村，似披上了一层袅袅青烟。走进村
里，阡陌交通，屋舍俨然，听得见潺潺流水，鸟雀鸣涧，又有鸡
犬相闻，笑语寒暄。

据说九龙村本来无名，因为常年干旱，庄稼歉收，就取
名“西湖”，祈愿能像杭州西湖一样美丽温润。但叫了很多
年，仍然干旱少雨。有一年过了半年也没下一滴雨，田地
干涸，面临颗粒无收，无奈全村人跪地向上天祈雨。真诚
的祈祷终被玉皇大帝听见，于是派了九条龙来降雨，九条
龙降雨完毕，发现当地有个巨大的龙珠，便饶有兴致地玩
了起来，竟然误了回去交差的时间，遭玉皇大帝惩罚，变成
了九座山头。奇怪的是，从此这里风调雨顺，为感念九龙
的恩情，大家将村名更名为九龙村。

“小冰岛”就是附近的一座山头。这里原是一座历史悠久
的矿山——九龙矿。在当地村民的记忆里，九龙村从宋朝开
始就以砍柴烧石灰为生，改革开放后，他们利用九龙矿石资源
优势创办了水泥厂，年产水泥从上万吨到百万吨，当时的村民
大多在水泥厂上班，而年轻人就靠拉矿石、搞运输为生，收入
相当可观，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但尘土飞扬的矿山给环境带来了恶劣影响，一些人还患
上了石肺病，早早离开了人世。后来水泥厂关停，再后来矿区
也关停了。村庄是安静了下来，但原本的富裕村没几年就变
成了经济薄弱村。

不知从何时起，不断有游客上来询问矿山遗址，大抵是年
轻人，他们沉浸在那冷冽粗犷的风景中，“咔咔咔”地拍出几组
照片，欣喜地分享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更多游客寻踪而来，
就为一睹“小冰岛”的“芳容”。

这也让当地人生动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也可以探索出“靠山吃山”不一
样的发展内涵。现在，当地还在以矿山遗址文化为核心，合力
打造艺术美学空间、国家潜水基地、石村商业区、轻奢露营住
宿综合体、文创咖啡茶饮、大地艺术装置等业态。

送走机械轰鸣的采石声，迎来四方游客的欢笑声，已经走
红的“小冰岛”还能更红一些吗？

走红的“小冰岛”
陈公炎

布面油画 《城》 井士剑

冬日。太阳快要落山
回光把天空再一次打开
那么亮，那么白

我在荒树下
打坐，冥想
对着树
我第一次知道了
树的身体里也有那么多的泪水
那么深的渴意
对着树，我知道了
一棵树不被人注意的
隐忍、悲悯

这是多么暖的发现

从幽暗中生长
进入茫茫天地的白

冬日
洛 水

这年头，如果你问一个姑娘或小伙子
找对象有什么要求，得到的答案虽然五花
八门，但有一点都是相同的，这就是“人长
得帅”或“漂亮”。有些人比较含蓄，看不上
的不说人家丑，而是“没有眼缘”。什么叫

“眼缘”，就是看着舒服，其实说白了也是
“漂亮”。

历史上，魏晋是看颜值的巅峰时期。
《世说新语》“容止篇”中记载：美男子潘岳
每次出游，都遭众妇人围堵，掷果盈车。
而丑男左太冲，也想效仿潘岳，却遭“群妪
齐共乱唾之”，灰溜溜逃走。帅哥遭围堵
可以理解，但只因某人长相丑陋，就朝他
吐唾沫，这就过分了。况且左太冲是谁？
就是那个后来写出名扬天下的《三都赋》、
使得一时之间“洛阳纸贵”的左思。颜值
不够，只能才华来凑。要不然怎么生存？
更惨的是卫玠，生得一副好皮囊，无奈身
体孱弱，每次出行都是“大堵车”现场，最
后不堪妇人之扰而一病不起。

就连魏武帝曹操，本以武力征伐天下，
但他见匈奴使者时，居然怕自己不够帅，而
派手下一个美男子崔季珪冒充自己，演绎
了一场“床头捉刀人”的好戏。

时代发展了几千年，爱美之心依然蓬勃。
毋庸讳言，本人就是外貌协会会员。

平时出去旅游拍照，拿着相机遇到美女帅
哥，会连追几里地跟随拍摄。追剧，除了
故事情节好看，我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剧
中第一男女主角要够帅够好看，否则再好
的故事我都会弃剧。本来看剧就图个愉
悦，长得有碍观瞻，会使这种愉悦感大打
折扣。我的一句名言是：除了美，什么都
可以抵挡。

之前看到一个新闻，一位在杭州湖
滨银泰执勤的警察在网上帅出了圈，很
多人以“找路问讯”为由，行“合影拍照”
之实。很多网友表示：为了这，高低得去
杭州一趟了。这简直是现代版的“看杀
卫玠”。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心理学老师
调侃得很好，他说，读到研究生（那个年
代研究生还不多）的女孩，大多是长得丑
的，因为漂亮的女孩把时间都花在谈恋
爱上了，想好好学习也很难静下心来。
当时虽然不服气，也不得不承认有几分
道理。

受过了高等教育，我深知评判一个人，
有很多维度：学识、气度、精神、品质、心
灵。但很多时候，这些自认为重要的东西
在面对美丽外表的时候，确实会变得不堪
一击。

中学的时候，老师讲《巴黎圣母院》，
说卡西莫多才是小说中最美的角色。我
看了之后不以为然。尽管“卡西莫多”对
埃斯梅拉达一往情深、忠心耿耿，尽管埃
斯梅拉达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但
是，她会因为卡西莫多的“心灵美”而选择
嫁给他吗？

即使是具有伟大的人道主义浪漫主
义情怀的雨果，深谙美丑之道，对外表帅
气的弗比斯充满鄙夷和不屑，对可怜的敲
钟人倾注了很多怜惜和同情，但他，最终
也没有勇气让自己笔下的女主角爱上卡
西莫多。

恐怕只有尝到过“蛇蝎美女”之毒的
人才会痛改前非，心灵美的探寻之路远比
想象中的要悠长艰难得多。常常，“心灵
美最重要”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后才能幡然
醒悟的。

爱美
王若冰

屐处留痕

富春山在哪里呢？
对于一些绝美的地方，我总觉得它一定

在远方。比如可可托海，它在遥远遥远的北
疆；比如拖拉海大漠胡杨林，它在遥远遥远的
格尔木；比如北极村，它在遥远遥远的雪乡漠
河⋯⋯不一而足。但这些无疑都在远方，甚
至就在天边。

但富春山不在远方，更不在天边。富春
山就在眼前，在身边，几乎触手可及。其实对
于像我身处青海内陆的人而言，在地理空间
上富春山还是个很遥远的地方，但内心里却
一直有着这样的错觉，也是好生奇怪。

若要用一句话来说富春山水，富春山水
就是一幅巨型的江南水墨画。仅此足也，其
他则都是多余，皆是赘言。

那天早上我和几位作家朋友一起穿过一
条茂密的林荫道，向着富春江边走去。一路
上大家前前后后，零零散散，自由行走，时而
拍照留影，时而谈笑风生，好不惬意。走着走
着我猛一抬头，竟然已经来到了富春江边！

眼前的景致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微雨过
后天气有些淡淡的湿润朦胧，不像高原上那
些透亮清澈，一眼望穿的壮阔风景，相反总有
些看不穿看不透的感觉。此时，一条不大不
小的轮船从眼前意杨林枝叶间透露出的江水
彼岸缓缓驶来，驶向开阔的江面⋯⋯天哪，这
不就是一幅活灵活现，近在眼前的江南山水
画吗！

它是那样完整清晰，无论山水远近高低

搭配，浓淡干湿变化，还是构图描摹刻画，一
切都是那样的合乎画之道、心之法、手之技，
完全就是一幅水墨画呀！而这完全都是现成
的，既然如此这般还要画家们劳神费力画画
作甚？

我急忙端起手机咔嚓咔嚓一口气拍了好
几张发给了身在青海远方的爱人，还发去信
息：猜猜看，这是画还是景？爱人随即回复：
那当然就是画啦！哈哈，竟然蒙过了老派师
范生，从教 30 年，不乏机灵慧眼的她！我看
了又看这几张照片，跟画的确没有太大区
别！但又觉得缺点什么，跟艺术本身还是有
着不小的距离。这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仅仅是眼前和照片里这山这水还
远远不足以抓住富春山水活的灵魂。艺术
是有活的灵魂的。它不仅仅是物。而无论
眼前和照片里呈现出的大多就是物而已。
这里没有或者少了创作者鲜活生动的精神
力量和审美元素的充沛注入，缺乏深远的意
境和跃动的张力，僵硬不活，局促不开，是单
调乏味的。

而作为人，作为一个多少有点人文修养
的人，我们总不能止于眼前的物，满足于眼前
的景，心灵深处，还有情怀寄托，有诗与远方。

如此，富春山水的灵魂，富春山水的诗与
远方又在何处呢？就在百般焦虑之间，瞬间
又是喜上心头——他不在远方，就在黄公望
旷世巨作《富春山居图》里！

对于说不完的《富春山居图》我知之甚

少，注定是说不好的。何况富阳宝地人杰地
灵，人才济济，一旦破绽露馅还不笑掉方家大
牙？！那就惜墨如金，少说为佳。我想，《富春
山居图》就像《红楼梦》都是天才巨匠们创作
的人类巅峰之作，就是人文精神艺术呈现之
大全，他们包罗万象，浩瀚无际，高度概括提
炼并呈现了艺术的表象与本质，精神与情感，
审美与思想的精髓，几乎都是无法超越的巍
然高峰。他们像一块巨型的精神化石标本供
放在那儿，就独自成立了，完满了，无人可及，
无人撼动，是永恒不朽的。

近年来对于《富春山居图》的研究探讨已
经蔚然成风，赫然一门“显学”。在此建议有
心有意者还是多多欣赏揣摩《富春山居图》，
原作自然难得一见，更何况现如今一分为二，
身处两岸，唯有遗憾和喟叹！但复制精美的

《富春山居图》还是不难找见的，其心愿大致
还是可以实现的。

而作为一位诗人，最令我激动者莫过于
前些年著名诗人翟永明以《富春山居图》为创
作的灵感源泉，竟然跟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
图》同样耗时三年，悉心创作的650行长诗巨
作《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在这首长诗中，诗
人往还于当下与过去之间、出入于现实与画
卷内外，以个人真实的和想象的行旅为主线，
串联起当代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蒙太奇画面，
简直就是世俗而丰赡的现代版“《富春山居
图》”。

尤为可贵的是长诗以一个现代诗人独具

的慧眼和高超的手艺全新释读了黄公望和
《富春山居图》以及现时代宇宙星辰般苍茫辽
阔、深邃悠远、纷繁驳杂的精神世界，想必开
卷有益，有心有意者不妨读读。无论欣赏黄
公望画作《富春山居图》还是阅读翟永明诗歌

《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对于提升对富春山水
灵魂和气质神韵的审美认知还是大有裨益
的。

也就是说要想真正走进富春山水灵魂之
深处，有必要将读山读水和读画读诗（包括其
他一些写富春山水的古诗）结合起来，这样你
眼前的山水不再仅仅是“物”的山水，更是艺
术的山水，人文的山水，让你渐次走过“看山
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
山依然是山，看水依然是水”循环往复，曲折
有致的审美旅程。也许经过这样人文与山水
反复的互读、互证的互文，你才有可能读懂富
春山水，读懂《富春山居图》。

好了，山水与诗画同样奥妙无穷，难以言
说。对于富春山水的话题就此打住吧，因为
我对它依旧所知甚少，不敢妄言。但无论如
何，我还会再来富阳，因为如诗如画的富春山
水在这里。

富春山水在诗画
曹有云

富春山水在诗画
曹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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