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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出发，作了一次
湘赣之游，行程中有三清山。

进入三清山，走在盘山
道上，犹如进入奇石怪松天
然博物馆。首先，三清山的
石都不是光洁完整的，上面
布满纵横交错的裂纹和缝
隙，其中生长松柏。有一突
兀峻峰，像一古代簪花仕
女，面目清秀，发髻高耸，
口鼻眼睛都看得很清楚。

像动物的石头最多，其
中两只猴子和一尊骆驼最为
生动，猴子是一大一小，大
猴仰头上望，小猴依偎在大
猴身前。骆驼是双峰驼子，
憨态可掬，伸着长长的脖
子，如在长途跋涉。再往上
攀登，转过一处绝壁，蓦地
看见悬崖下有一山石，如盛
开的莲花，花瓣花蕊都有。
距离这朵莲花不远，更有一
处奇景，如女子的双峰，太
不可思议了。

三 清 山 算 不 上 松 柏 茂
密、遮天蔽日，成散兵状分

布，有的长在山顶，有的生
在悬崖绝壁，有的长在光溜
溜的大石头上，有的自身便
有奇形怪状，有的与山石构
成奇妙画面……三清山的松
比举世闻名的黄山迎客松更
多了许多形状，变化万千。

攀登到一定高度以后，需
要走悬空栈道。三清山的悬空
栈道有两个特点，一是险，栈
道全程建在陡峭的崖壁上，下
面是一眼望不到底的峡谷和
深渊。人走在上面，身在山外，
悬在空中，当天细雨蒙蒙，云
雾缭绕，御风驾雾，有飘飘欲
仙的感觉。二是高和长，平均
高度海拔 1600 米，全长 3000
多米，随山势而迂回蜿蜒，走
在栈桥上忽而在山左，忽而又
到了山右，刚才相遇擦肩而过
的一群人，一会又在对面栈道
上出现，仿佛在大山里走迷
宫、捉迷藏，妙趣横生。

隔空与对面栈道上的人
喊话，回声渺渺，幽深久远，听
来如天上人语，十分奇妙。

奇石怪松三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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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山怪石。

楼群、树影、大桥、云朵，
还有水面上闪闪的银星，倒映
的衬景铺展在宽阔的河面，安
详而宁静，这是辽河，穿城而
过，城市因为有了一条大河，
更加水润和饱满。

我 时 常 于 午 后 或 者 黄
昏，去辽河边的湿地公园，
一坐就是很久。

大河泱泱，几乎看不出水
流的方向。无风时，它静若处
子，起风了，水面的波浪随着
风向起伏，摇摆不定，仿佛整
个世界也跟着动荡起来。事实
上，它是一路向西，流入渤海
湾的。目送着辽河在我的眼前
静静地追着硕大的夕阳而去。

我喜欢这条河穿城而过
时的雍容和优雅，但更爱它
抵达辽河入海口展示出来的
原始的涵养和野性的美，那
是万千生灵的天堂，尤其春
天的辽河口，太热闹了。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辽
河入海口的春天，我选择“潮”
字，既不浮夸，也没辱没。

先是“风潮”。地处风口
浪尖上的辽河入海口，当来
自内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大风
裹挟着寒流，日日夜夜地吹
拂，硬生生用冰雪锁住了一
条大河，也锁住了潮涨潮落
的海浪，让大海一退再退，
退到天边。

千里冰封的辽河入海口
一进入 2 月，风力不减，却不
知不觉中少了冷厉刺骨之势。
蠢蠢欲动的河水，鼓胀着积蓄
一个冬天的憋屈，冲破冰层，
掀起了又一个“潮”——冰潮。

辽阔而坚固的冰雪世界
开始坍塌、碎裂、碰撞，仿佛一

场 盛 大 的 出
征 ，铁 马 冰 河
浩 浩 荡 荡 ，所
向披靡地扑入
大 海 的 怀 抱 。
有的冰排被挤
压 到 岸 边 ，犹
如银龙护佑着
堤 岸 ，那 些 耸
立如山堆积如
仓 的 冰 排 ，被
一波一波的浪
头掏空了五脏六腑，留下泥沙
混杂的遗骸，裸露在河床上，
过不了几天，连这样的遗骸也
融入了大地，新的苇芽便开始
破土而出……

其实，在辽河口，比冰潮
更早抵达的，是北归的“鸟
潮”。丹顶鹤、东方白鹳、天鹅、
大雁、黑嘴鸥……200多种鸟
类，“封书欲寄天涯意，海水风
涛不计程”地飞越千山万水，
在辽河口湿地栖息或者中转。

为了保护辽河口万千生
灵的家园，盘锦人以“退养
还湿”的决绝，放弃利益，
大步地后退着，这片越来越
广袤的湿地，迎来了它的又
一个高潮——孕育潮。

1 万多只黑嘴鸥的繁殖
地，南小河担负起名副其实
的产床。与此同时，蓬勃的万
物，在冰雪消融的辽河入海
口，奋力地为新生命的诞生
准备着、忙碌着。雏鸟破壳，
苇芽簇拥着新鲜的生命；在
海潮一遍一遍冲刷之下，翅
碱蓬开始为天下众生铺展了
红地毯，走红毯的海潮，让一
个观潮的人，感受到了沧海
桑田的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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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辽宁盘锦的辽河入海口处，大潮
漫滩后，弯弯曲曲的潮沟形成美丽的冰凌
景观。 胡婧怡 宗树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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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学校寻校寻根之旅
杨本科杨本科

在传统文化中，“根”这个字很大
程度上可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比如海外华裔青少年回国学习叫作

“寻根之旅”，支持海外华文教育的事
业叫“留根工程”，老乡会、同学会、
宗亲会的成立，也莫不如此。但是

“根”并不是从来就有的，需要一代代
的人深深耕耘，默默奉献。

家国情怀

有句老话：“宁卖祖宗田，不卖祖
宗言。”中国人常常会使用自己的家乡
话作为沟通媒介。一个人在群体里是
否被接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
共同语言，这有双重含义——相同的
语言 （或者说方言） 和共同熟悉的文
化背景。在泰国工作时，常常有老华
侨问我，你会说“中国话”吗？这时
候他所问的“中国话”是“中国的
话”。如果你回答会，他们往往会追
问，你会客家话、粤语、福建话还是
海南话？这样的提问直观展现了海外
华人的家国情怀。

当初华人“下南洋”，到一个陌生的
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找侨团，泰国的华
侨报德善堂当年给初到泰国的人很多
帮助，所以泰国华人圈里有“喝了报德
善堂第一碗粥”的说法。

艰难办学

在交通不便、创业艰难的时代，
为了建立起基于共同语言的情感连
接，有组织的华文教育必要性就凸显
出来。据了解，泰国的华文教学至少
有 200 年历史，早期海外华校也学

《三字经》等蒙学课本，跟国内并无二
致。学费是由具有雄厚资本的侨团领
袖和热心的家长赞助来的，物资上的

缺乏并不是最大的困难。
2011年，我受派来到董里府中华

学校任教，这所学校是当地福建会馆
于1909年建立的。中文校长王华凤介
绍说，上世纪60年代，学校是华校却
不能教中文，政府隔三岔五便来学校
盘查，主要盘查中文教师和开中文课
的学生，也担心教授中文的老师和学
中文的学生的政治背景。有时候老师
和学生把中文课本伪装起来，甚至是
师生一起躲起来，等政府检查人员走
后，再接着回到学校上课。因为是华
裔，一位教中文的女老师很难拿到泰
国政府的执教许可，又加上泰国政府
不停地来学校检查，华文教师的生活
异常拮据。为了维持生计，她在离中
华学校不远的菜市场旁边租了一间小
房子，每天下午放学之后，给学生补
习中文，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
补贴家用。

2019 年，我再次受派来到被誉
为“泰南心脏”的合艾市工作，在
泰国南部有 9 所“海外华文教育示范
学 校 ”， 合 艾 便 有 3 家 。“ 合 艾
（HAD YAI） ”这个城市名转写自泰

文发音，HAD 在泰文中是“沙滩”
的意思，YAI在泰文中是“大”的意
思，泰国的语法中定语需要后置，
所以合艾这个城市名字的含义就是

“大沙滩”。想一想，这个名字超级
有意思，一边是印度洋，一边是太
平洋，就是一个大沙滩。现在看来
那里的风景很美，但在过去，是一
个生产力很落后的地方，往往并不
适合生存。泰国的热带草木里蚊虫
很多，出去转一圈，蚊子多得可以
把你抬起来。

据合艾国光中学校史记载，合艾的
华文教育始于1923年，当时人数30人
左右，在私塾里学习。1924 年，为了满
足当地华侨华人的教育需求，大慈善家

徐锦荣老先生在合艾宪法路与第四街
交界处，捐献了一块地皮。为此，当地
华侨特别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并兴
建了一间学校，命名为“中华益群学
校”，次年开始招生。1935年，学校因故
停办，后来经过谢枢泗先生和委员会
的共同努力，学校始得复办再开。不曾
想，可怕的 1938 年来了，泰国政府迫

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关闭了 273
所华校。也正是在这一年，曼谷黄魂初
级中学、中华学校、新民学校归国成立
暹罗联立育侨中学，后来发展成为中
国第一所国立华侨中学，也就是现在
的海南华侨中学。

根根相连

1945 年，日军的炮火刚刚熄灭，
合艾潮州会馆、福建会馆、海南会
馆、广肇会馆和客家会馆就联合向当
局申请兴办“中华学校”，这一申请获
得了批准，当地华人社会为之一振。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原有教学
场地就显得窄小了，徐锦荣在现在国
光学校附近又捐赠了一块地皮。他捐

赠地皮的时候都是有附加条件的——
如果哪一天这块地皮不再用于教育用
途，国家可以无偿收回。1953年，学
校因触犯教育部有关教授外文 （华
文） 条例而被查封，执教执照也被吊
销。1968 年，合艾国光校友会成立，
并成立筹办委员会，发起复校运动。
泰国政府以无先例可循 （即“尚未有

被查封的学校复校”），没有批准这一
申请。委员会就收购了当地一家名为

“财雅”的学校，并将全校师生迁移至
合艾国光学校校舍上课，而后又将学
校更名为“合艾国光学校”。由五属会
馆代表、合艾国光校友代表和徐锦荣
遗产办事处代表联合组成国光校董
会，共同管理。1987年，方志雄先生
荣任国光校董事会董事长后，便积极
为重建国光中学而四处奔走，并成立
建校委员会，拟定重建全部计划，以
便更进一步为发展校政培植人才，把
国光中学建成为一所泰南有名的学
府，为合艾华侨历史写下新篇章。

合艾国光学校现已向政府申请注
册为“合艾国光学校教育慈善会”。截
至2016年去世，方志雄老先生共为这
所学校募集资金近1.65亿泰铢。2008
年，国光中学向孔子学院总部申请成
立了孔子课堂，在侨团和各级部门的
支持下，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
优秀的孔子课堂之一。这所学校默默
矗立了90多年，它并不需要认同，但
是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总算让持续付出
的人看到了更好的未来。

在泰国南部，像这样的学校还有
很多，像方志雄这样的前辈也还有很
多很多，只有极少数人“有幸”被记
住了。为海外华文教育事业默默付
出的人，就像一条“根”，为了将绿
叶送往高处，在黑暗里提供养分，
有时候甚至连绿叶都不知道他们的
存在。

先侨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归国
后，我继续从事华文教育工作。在海
南省侨务办公室和我所在单位领导支
持下，我们同众多海外华校建立了联
系，共同做好华文教育工作。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我们有一些海外学生
没能再回来学习，一位泰国学生在写
给老师的信中提到，“两年前，我迫不
及待要去中国留学，早早收拾好了行
李，里面有我的衣服，也有很多给老
师和同学的礼物。但是由于疫情，这
些东西还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没能送
给我的老师和同学，我很想念他们。”
还有一些外派的华文教师在疫情中克
服 各 种 困 难 ， 为 留 住 华 文 教 育 的

“根”继续付出。但我相信，困难即将
过去，根与根即将在华文教育的大地
里紧紧握在一起。

题图据网络

在艺术乡村——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水东
镇前进村的广场上、古镇街巷里，当地村民们
手持飘龙、金龙和雄狮舞起来，划起了色彩缤
纷的旱船，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村民驻足观看。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村里自发成立的舞龙队、
舞狮队和旱船队总要热闹一番。表演中，他们
闪转腾挪、扭挥仰跳，为家门口的乡亲们和远
道而来的游客们奉献了一场原汁原味、颇具特
色的传统民俗表演，寄托着对新一年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安康顺意的美好祝福。

图为在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前进
村，舞龙的村民们。

李晓红 章念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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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拥月牙泉
伊 豆

漠风掠过长空，天地为之喧腾，犹
如万千只海螺一齐吹响。鸣沙山，没有
比这更灵动更富诗意的名字了。当金字
塔般壮丽的鸣沙山，在大片金黄的芦苇
簇拥下，走进我虚幻与真实的梦境时，
那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
朽的大漠胡杨，以它铁血的肩膀，正在
为我撑起一片高远的蓝天。

我迈开双腿，以虔诚的身姿，躬身与
向往已久的大漠零距离接触。登上山顶，
揽视9月蔚蓝的苍穹。广袤无垠的大漠波
起云拥，好似一架行云流水的千古鸣琴，
弹拨大海的排浪。风的手紧握那支如椽大
笔，一次又一次改写大漠的模样。

极目远眺，敦煌古城就在眼前，脚下
却是浩浩千里的雄奇
大漠。夕照的余晖，勾
勒出大漠柔软的线条，
连绵的山峦，像一座座
高耸的金字塔。芦苇在
风的抒情里，捧出马背
民族的血气方刚与似
水柔情。我的目光朝着
鸣沙山北麓飞奔而去，
举世闻名的月牙泉，就
静卧于那片绿洲中。

这里曾经必定是

清波碧浪，白云下，徜徉成群的牛羊。岸
上，无边的青草卷起欢乐的浪，一浪逐过
一浪。投入眼帘的是一组古朴雅静、错落
有致的建筑群，掩映在蓊郁的林木中。

沙与泉，彼此相拥，彼此血脉相
连。每天，携手日月星辰，笑面风刀霜
剑。患难与共，不离不弃！谁的生命如
此执着，如此辽阔，如此纯美？我默立
于“汉渥洼池”石碑前，遥想汉武帝得
天马于此的情景，心好似被某种神秘的
力量牵引。月牙泉如一枚洁月、一弯笑
唇、一方碧玉，一往情深地终日静卧流
沙的臂弯里，与千年的芦苇絮絮低语。

愿这盈盈水眸，永远清清如许，浸润
西域略显荒凉的版图，苍绿人们的梦境。

据网络月牙泉。月牙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