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们头顶油纸伞，脚踏青石板，信步游
走在玉海古城的老街上，徜徉于青砖黛瓦的古
典建筑之间，时光仿佛瞬间穿越，一幅淡雅而
悠远的水墨画卷徐徐展开⋯⋯

千年古县瑞安，诞生在三国孙吴大帝治下
的赤乌二年。她北倚“太清仙域”大罗山，原名
叫罗阳，曾用名安阳、安固。

唐天复二年，几只白色的乌鸦从天空飞
来，栖于“邑之冠”集云山的集云阁上。白乌在
古代被视为祥瑞的象征，越王钱镠获悉后，立
即草拟了一份“信息快报”上奏朝廷。正值内
忧外患的唐昭宗，以为天垂异象于大唐，于是
批示下旨将县名安固改为“瑞安”。

意寓“天瑞地安”的美名沿用至今，且
因为历代乡贤名士的贡献加持而愈发厚重
灿烂。

这是一座书香氤氲、文风鼎盛的城市。一
缕书香，绵延千年。这座被一代名儒朱熹誉为

“东南邹鲁”的滨海小城有着“耕可致富，读可
荣身”的崇文重教优良传统。从帆游走出的

“一宿觉”永嘉大师，写下了被西竺誉为“东土

大乘经”的《证道歌》，是被禅林引用频次超过
《坛经》的禅宗经典。以此发端，从北宋邵公屿
上最早的私家藏书楼邵振阁，到浙江四大藏书
楼之一玉海楼；从永嘉学派思想传播中心仙岩
书院，到被誉为近代温州文明启动点的诒善祠
塾；从有着“中华进士第一村”美称的曹村镇，
到小沙巷口悬挂着“比户书声”匾额的振文坊
⋯⋯这一座座古老沧桑的藏书楼，一所所桃李
满园的新学堂，书写着瑞安人诗书继世的璀璨
历史，也见证着瑞安城“实学名邦”的名不虚
传。

这是一座宋韵流芳、追求雅致的城市。
宋韵流千载，瓯风传一脉。在哲学领域，以瑞
安先哲为主力军的北宋“皇祐三先生”“元丰
九先生”和南宋永嘉学派，首倡事功学说，启
迪实学思想，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在全国
学术界鼎足争鸣，成为宋韵文化的核心要义
与精髓。在戏曲领域，瑞安是诞生于北宋中
叶的百戏之祖——南戏的核心发源地，素有

“中国南戏故里”之称。高则诚所著的《琵琶
记》，上继宋元南戏，下开明清传奇，赢得明太

祖朱元璋“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的赞
美，既是宋韵曲艺之高峰，更是 13 世纪中国
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之一。列入省非遗项目的
瑞安高腔，有“南戏活化石”之美誉。在书画
领域，瑞安人从不缺乏“焚香点茶，挂画插花”
的文化趣味，这里有蒙元皇室趋之若鹜的界
画第一人王振鹏，有七岁以善书入翰林的明
代书宗姜立纲，有曲阜孔林孔子墓碑“大成至
圣文宣王墓”书写者黄养正⋯⋯作国画、习书
法，乃至听鼓词、斗蟋蟀，宋韵种种雅致生活，
瑞安人一样也不少。

这是一座山水形胜、鸾翔凤集的城市。黄
公望追随金月岩结蓬莱庵于圣井山西侧，并以
神来之笔绘就了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
首的《富春山居图》。袭封康乐公爵位的谢灵
运，游赤石、进帆海、登仙岩，使瑞安成为中国
山水诗的发源地之一。唐朝奇士马湘亦曾在
西岘山上观星凿井、筑庐炼丹，并在巉崖上留
下了“罚向人间作酒狂”等题刻，吸引历代文人
骚客争相登临而留下了蔚为壮观的逾百诗
篇。此外，乘木浮海入集云山面壁十年的藤萝

尊者，泛舟瑞安江写下“蓬莱定不远，正要一帆
风”的诗人陆游，拓建宝坛禅寺的民国四大高
僧之一谛闲法师等，都为瑞安大地留下了深深
印记⋯⋯

罗阳江、安固江、飞云江，只此碧水一江；
圣井山、福泉山、西岘山，皆是灵气仙山。瑞城
百里江山，宛如水墨画卷，自然之美与人文之
韵在这里完美融合——谁曾料想，这里就是

“孤云处士”王振鹏笔下活色生香的现实版《江
山胜览图》。无怪乎，才华横溢的弘一大师倾
慕瑞安“地殊幽胜”，发出了“人文之盛，驰誉遐
迩”的由衷赞叹。

先贤虽逝书留香，最是梨墨能致远。叶
适以习学之道，重振儒家实学之千年道统；高
明以一曲琵琶，成就中华戏剧之千古绝唱。
放眼云水云山，许逊早已拔宅飞升，巍峨石殿
依然矗立在圣井之巅；马湘亦已跨鹤成仙，紫
霞名山仍旧流传着美丽传说⋯⋯写不尽的罗
山故事，道不完的云江柔情，那是瑞邑大地上
绵延的不绝弦歌，那是游子心目中栖迟的诗
意家园！

恋上书香瑞安
邵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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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讲人情，扇有扇意。
每年夏天，都想对扇子，说几句心里

话。这些话，是和我有关的，扇子的往事，
今昔的感悟。

第一把，麦秆扇。三十多年前，月明星
稀，在旧屋的平顶，熟悉的院内，奶奶握一把，
爷爷握一把，父亲握一把，母亲握一把，我也
握一把。那时候，蚊子多，青蛙在百米开外的
稻田里早早登场，中气十足，提示一天的暑气
渐消，劳作的心灵通往驿站。停靠，停泊，停
下。而手中的轻摇没有停止，轻挥，快拍，抑
或片刻停留，都是扇子的状态，也是夏天生动
的表情。那样的场景，植入了我至今难忘的
民间故事、人生道理，尽管如海天片羽，却也
滋生了对生活对简单素雅的向往。

第二把，文创扇。四年前的盛夏，第
一次到扬州。酒店放好行李，便直奔东
关街而去。多彩的色，古意的街，生活的
烟火。那般色、香、味，是我眼中的扬州
氛围感。沿着街面走，在一家卖扇子的
店面前停下脚步，欣然入内，慢慢兜，细
细看，对那些扇子生出莫名的好感。原
来，好的东西，都很贵；原来，好的东西，
都低调内敛，蕴藏文化。店里有个姑娘
很客气，外称三妹。她一一介绍，不厌其

烦。虽然那次我下单挺多，但花费不算
多，满满的收获感。收获了美丽心情，也
收获了新鲜知识、他乡情义。以后每一
年，若是想送人清凉，送人祝福，便会想
起她家的扇子，像瘦西湖的风那般自然，
穿越而来，无遮无挡。

第三把，签名扇。和文化好歹接触了
十几年，在小城认识了一些文化人。他们
中，有人诗、书、画皆通。于是，夏天被他
人想起，某一天收到欢喜的字、欢喜的印，
自带个人气息，卷起一片文心。这一把
扇，就是古诗词中的故乡，就是那些不为
人知的僻远村庄。扇面展开时，袅袅炊烟
起；扇面收拢后，思绪不经意便飘向了岁
月之远。

又是一个红红火火的夏天。我在上班的
路上，在下班的途中，偶见不同的人拿着不同
的扇，扇子里外是各自的生活表情，也许艰
难，也许劳累，也许疲惫，却都包含着向上的
希冀，好比亘古不变的月升、日起、星耀。

花朵是大地的眼睛，成长是精神的皈
依。我拿着时间这把剪刀，又一次端坐在
一把扇子面前，裁裁剪剪过往的片段，如同
把一个个浮躁、焦虑、虚假的我装进涌动的
暗流，迎来扇意。

扇意
郑凌红

汽车行驶在蜿蜒的盘山路上，目之所及，
是绵延青山、悠悠碧水，还有或远或近的农人
农家⋯⋯同是看山看水，荆楚风光更显险峻壮
阔，和婉约的江南大为不同。

多元的风光，一如“诗祖”屈原的作品，瑰
丽多姿、雄奇浪漫，亦如他在辽阔的中国大地
上，留下的丰富印记，他的诞生地秭归，淳朴自
然；青年时期为官的荆州，质直厚重；流放时的
湘西，神秘丰沛；投江的汨罗，浩渺无边⋯⋯

究竟，什么才是屈原真正的模样？为什么
今时今日，屈原的“求索”“爱国”精神依然润泽
一方水土一方人？初夏，我们跟着中国报纸副
刊研究会主办的“寻根诗祖·问道宜昌——中
国文化记者宜昌行采访调研活动”，行走在长
江边的秭归县。

这座小城，被视作楚文化发源地之一，壮
丽的母亲河畔，一条名为香溪的支流，孕育着
一个叫乐平里的小小村庄。

寻访屈原，就从这里开始。

乐平里

初次听到“乐平里”三个字，不免觉得有些
亲切。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乐”与“平”都是极为
令人欣赏的。我们向往辛弃疾《清平乐·村居》里
淡然美好的意境；也认同孔夫子“智者乐水，仁者
乐山”那般对智慧和仁德的深刻体悟；更钦佩于
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泰然自若⋯⋯

可“乐平里”又是陌生的。翻开中国的版
图，甚至是湖北省地图，她都只是一个非常小
的点。

要来到这里并不方便，走完高速公路后，
是一段曲折的盘山路，一个小时的路程不算平
坦，好在风景灵动迷人——每绕过一个弯，就
像打开一幅幅出自不同流派的山水画，时而

“ 巫 峡 两 岸 水 悠 悠 ”，时 而“ 峡 到 西 陵 气 混
茫”⋯⋯

也许，千百年后的我们难以定论，究竟是
屈原、李白、杜甫、孟浩然、陆游写就了千里江
山，还是巧夺天工的大自然画作了如梦如画的
诗句。

大巴终于停下。
走过一座不长的索桥，村里的小广场上，

乐声悠扬，一种浓烈的热情扑面而来：村民的

穿着是鲜艳的，当地特色的舞蹈舞狮是喧闹
的，还有塞入我们手中的那个脐橙也是黄澄澄
的⋯⋯与重庆相邻，这里的确有几分巴蜀之地
的热辣直率。

年复一年，这个地理上“与世隔绝”的村庄
不断地吸引八方来客，人们怀着朝圣的心，循
着一位遥远的先辈而来。

位于湖北省秭归县西北边境的乐平里村，
被认为是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故乡，因
此，她也被称作屈原村。

相传公元前 340 年，屈原就诞生在这里。
秭归为屈原的诞生地，最早源于东晋袁山松

《宜都山川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
屈原之乡里也。”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里也
引用了袁山松秭归说。唐代文学家沈亚之在

《屈原外传》引《江陵志》说：“屈原故宅在秭归
乡，北有女须庙，至今捣衣石尚存。”

沿着一段山道拾级而上，我们的目的地是
屈原庙。据传这是自唐代以来就修建的庙宇，
栉风沐雨，风采风流犹在，现仍保留“三闾八
景”遗迹，与那些不朽篇章交相辉映。

诗社

走完山道，我们在屈原庙前的空地上稍作
休憩。

眼前，是屈原雕像，遗世独立，一棵亭亭如
盖的黄连树相伴；远眺四周，青山巍巍。我就
是在这里，偶遇了黄家兆老人。

提到乐平里与屈原，诗是绕不开的话题。
这里依然保留着纪念屈原最古老的诗社——
三闾骚坛。相传明清时期，乐平里的一批乡
绅、贡生、秀才自发组织成立骚坛诗社，绵延
400 多年，留下了百余位明清时期诗人的诗
稿，从清嘉庆以来的历任社长都有名可查。

这个偏僻的村子何以与诗紧紧相依数百
年，至今仍以诗社出名？更令我诧异的是，如
今三闾骚坛的成员纳入了不少当地农民，他们
热心农事，也醉心创作，是什么在支持他们？

只有小学文化的黄家兆谈起与屈原的渊
源，如数家珍，他自豪地认为：“我们与屈原同
山同水，便会有相通的情感。”

的确，屈原的作品传承创新了“赋比兴”的
传统，摇曳着花草万物——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惟草
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朝饮木兰之坠露
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他用“香草
美人”，寄托高洁品格与纯洁志趣；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涔阳
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九歌·湘君》）、“乘舲
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九章·涉江》）、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招魂》）⋯⋯他善于描
写楚国山水，直抒胸臆。

如今，相隔 2000 多年，在屈原的故乡，一
位老农的讲述，又让我回到遥远的课堂：南宋
进士吴仁杰在其《离骚草木疏》中，指出屈原作
品里“以譬君子”的芳草嘉木共计44种。

仅《离骚》中出现的“香草”，就包括木兰、宿
莽、申椒、菌桂、蕙、茝、兰、留夷、揭车、杜衡、秋
菊、木根等。有学者认为，屈原作品中香草花
卉、虫鱼禽兽、山水泉石、日月星辰等等意象，客
观上受到了南国楚地自然条件的决定，气候、
山水对楚辞的艺术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些学生时代的知识，突然鲜活了起来。
黄家兆说，尽管，不少屈原的作品在流放期间
所写，写的并非是诞生地秭归。但他依然认
为，正是这般崇山峻岭、浩荡辽阔，培育了屈原
与后人从自然风物中汲取灵感、寄托情怀的文
化基因。

这也是为什么，斗转星移，万物更迭，千百
年后的我们却依然能从诗人笔下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中感悟高洁品格和爱国情怀。

黄家兆特意介绍眼前这棵黄连树，这是自
打他出生起，便生长在村里的大树，枝繁叶茂，
就像一位无言的老者，默默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这方人。

说罢，他又递来为黄连树创作的小诗，情
真意切跃然纸上——

《读三闾屈原庙前黄连树》
不老黄连树 身修绿艳妆
枝繁餐雨露 蒂固御风霜
盛夏焦阳烈 擎天酷暑凉
虬根盘峻岭 守望屈公堂

端午

抵达乐平里时，已是农历五月十一，端午
刚过。

可听说屈原故里一直保留着“三个端午”
的习俗。一打听，当地百姓津津乐道，讲述起
这个在他们眼中堪比“过年”的节日。

在秭归县，人们往往从农历四月底就开始
为端午忙碌——泡糯米、杀鸡鸭、扫庭院、备锣
鼓、修龙舟⋯⋯到了五月初五“头端午”这天，
人们开始包粽子、煮鸡蛋、吃大蒜、喝雄黄酒，
把白艾和菖蒲用红纸条扎成束后悬挂在门前。

农历五月十五这天被称作“大端午”，各家
各户备下佳肴接女儿、女婿回家同享，人们划
龙舟、投粽子、办诗会，一直持续到农历五月二
十五日“末端午”，前后长达20天。

热闹而不失庄重的氛围中，祭祀屈原是当
地端午习俗中多次举行的重要仪式。

在当地，每逢龙舟竞渡，舟下水前的“龙舟
披红”仪式，第一个环节就是要祭祀先祖屈原；
正式开赛前，人们又将龙船划至江心，向江水
中抛撒粽子，特殊的祭祀仪式世代相沿至今。

还有人饶有兴致地和我们介绍起秭归的
粽子，三角形的粽身，寓意屈原棱角分明、不圆
不滑、忠贞不移、刚直不阿的品质。至今，乐平
里还流传着一首《粽子歌》，简单的歌词，正是
屈原人格和遭遇的真实写照：

“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洁白，半世熬煎。”
读过、听过这些民间习俗，我们仿佛穿越

历史烟尘，感知汨罗江畔的屈原，听闻楚都沦
陷之时，心中是何等的悲愤；我们也仿佛看到，
屈原投江自尽后，沿岸百姓引舟相救，并向江
水中抛撒食物的动人场景⋯⋯屈原与端午的
渊源，更是沿着滚滚江水，流向大江南北。

“四时八节”，节气是自然节律变化的标
记，更是文化和历史积淀的集合。年年岁岁，
身处各地的中国人，都选择在龙舟竞渡和粽叶
飘香之时保留这些传统，为了纪念屈原，更为
了延续那心系苍生的情怀、刚正不阿的品性。

我们拾级而上，最后抵达村子的至高处——
屈原庙，诗社的成员身着长衫，在当地一位非
遗传承人的带领下吟诵祭祀。每逢端午时节，
诗社成员都要聚集于此，完整的吟诵往往长达
一两个小时。

来自天南海北的我们，未必能直接听懂方
言颂词，但我们又分明看见字里行间、青山两
岸、长江之畔，无不浸润着依然鲜活的爱国主
义精神。

屈原故里寻屈原
陈 宁

故乡的河，倒映着日月星辰
在父母身上，在我身上
流过。昨夜今晨，一路流淌
改变了的，是她的速度和长度
改变不了的，是她的颜色和厚重

故乡的河，藏着包容与爱
如清风拂面，蜿蜒至心间
传递至四方，驮载着亘古的基因
不饶人的岁月，不磨灭的记忆
一路远行，涓涓细流，终成海的模样

故乡的河，是命脉和乡愁之根
是参天大树营养汲取之源
如今，故乡的河越走越遥远
而流经城市的河已然长大
大到可以从故乡的河身上游过

故乡的河
也 木

那年，村庄的老路丢了。这本来是轰动全村的一件
大事。可是，居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或者说，人们发
现了，也关注了，但也别无他法了。

这件事大概发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具体哪一年，
我记不清了。村里要安装自来水，水管要经过村庄，经过
村庄的方式，别无选择，就是挖路埋管。把进出村庄的几
条石头路从中间挖开，将水管埋入路底，然后再填埋石
料，接着用水泥浇筑路面。

这也是村庄的一件大事，许多人都很兴奋，终于盼到
了自来水，终于不用到水井或大溪里挑水了。这是多好
的事啊！与此相比，老路存在的价值，似乎没那么大了。
工程动工时，村民只能听从技术员和泥水师傅的安排，挖
路面，撬石头，埋水管，浇水泥，一道道工序，进行得顺理
成章。

村庄里的那些老路，年代应该很悠久了。妹妹的公
公是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他可以证明老路有多老。路
面是清一色的溪石，中间一行呈长方形，大小均匀，左右
对称，很有规则地组合而成，垒得稳固精致。儿时听大人
说，中间这行石头是“路心”。爷爷平时喜欢借此训导我
们：“走路走路心，读书动脑筋。”

老路年长日久，风吹日晒，不仅人走，牛羊、鸡鸭鹅狗
猫等动物也要走。那些石头在岁月里变了颜色，有的变
黄发褐，有的光滑发亮，有的磨损变形。这是被一双双大
大小小的脚打磨出来的底色。被牛蹄踩过的石头，有的
歪斜着，有的已松动。人们大抵可以从中判断出老路的
年代时光。

那时，我每天走着老路去上学。学校办在村庄的祠
堂里，我在那儿读小学四、五年级。从家里出来，走的是
一条石头路，路宽约一米多，两边是一座座房屋。没有正
式的路名，笼统叫前岗路，有一段坡度的叫前岗岭。下
坡，路经卫生所，拐过书院埂弄，就到学校了。我的脚从
每块石头上踩过，每块石头都有我的鞋印足迹。哪块石
头牢固，哪块石头松动，我心里有数。

那时的老路是多么幸福。一群群小孩在石头路上跑
过。在石头路上跑步的速度与泥路不一样，不小心会绊
倒。但小伙伴们已经习惯了，一个个轻盈矫健，跑得飞
快，如履平地，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第一名就
靠在泥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等待落后同学赶上来。老
路石头听到了我们儿时欢快的笑声。但也难免有哭声，
那是个别小孩走路不慎，摔倒在石头路上，摔痛了手脚，
严重的还摔破流血。模糊的泪水里，夹着对石头的怨
恨。大人安慰小孩的办法，就是哄骗：“这该死的石头
路，我要用锄头把它挖掉。”小孩听到大人要挖路，也就破
涕为笑了。

那时的老路知道村庄的秘密。每当春天，村民肩扛
犁耙赶着老牛经过老路，走向田野时，石头就知道一年的
春耕开始了。田间收割稻谷时，一担担稻谷从老路的石
头上踏过，每一块石头都称过稻谷的重量。哪一年丰收，
哪一年歉收，石头掂量得最清楚。石头的负重，就是稻谷
的总重。家里的许多秘密，老路都掌握。一桶桶井水，带
着朝晖或晚霞从老路的石头上挑来，倒入许多家水缸。
从挑水的来回次数看，老路知道了水缸盛水的秘密。哪
家的水缸已满，哪家的水缸还差一担水。那些石头被井
水清洗过几遍，变得油光发亮。

还有更为幸福的秘密，老路替人保密。一对对恋人
的悄悄话，被老路的石头听得清清楚楚。当听到一些热
恋中的男女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时，石头也觉得害羞。
当偶尔发生不快，老路也会替恋人担忧。最后看到肩并
肩手挽手走回家时，老路便放心了。轻盈的脚步，如欢快
的鼓点，敲打在光滑的石头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恋人的
幸福就是老路的幸福，老路会把祝福送给村庄里所有的
恋人。

再后来，慢慢地，村庄再没有一条像样的老路了。村
庄里的电瓶车、汽车逐渐增多，经常听到人们嘴边挂着

“交通”两个字。两个轮子或四个轮子的车子已不需要老
路的石头，需要的是平坦笔直的水泥路。

老路的丢失，我多少有些留恋和伤感。没想到，前
三年又有了新消息。在村支部工作的妹妹告诉我，村庄
被列入浙江省古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要重新修复一些
老路。

村里选了一条 3 公里多长的老路，把中间的水泥路
修建成石板路，以便车辆过往通行。我知道，恢复老路已
不现实，重做石头“路心”更不现实。但总算路上有“石
板”了，与水泥路面相比，已经接近“路心”了。老路的丢
失是村庄发展的需要。但也不否认，我们很多时候，往往
踩不到“路心”，丢失的不是石头路，而是村庄的“路心”。
如今，那颗丢失的“路心”又找回来了。

初夏时节，万木葱茏。走在修复过的新路上，我感到
古村的脉搏在跳动，新韵的气息在律动。

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原始的老路已少见，新路
的感觉也不错。我知道，家乡的老路没有丢，还在村庄
与人朝夕相处。只不过如今变了模样，老路不老，路心
尚存。

村庄的老路
毛长明

村庄的老路
毛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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