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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去浙江杭州的时候，天空下着
像浓雾一样的小雨。在站台向远方望
去，到处迷迷蒙蒙，让人对这座城市
产生无限遐想。

车子七拐八拐，来到江南名刹灵
隐寺附近，随后在北高峰门口往左一
拐驶上一条小道。随着一声“到了”，
大家抬头看去，前方一座白墙黛瓦的
二层小楼隐身在绿树丛中。我们一行
人拎着行李跳下车来，驻足小院门
前，“灵隐路白乐桥1号”的铭牌映入
眼帘。门口一侧，几株翠竹下是块巨
石，上面的“中国作家协会——杭州
创作之家”金色大字格外醒目。正是
丹桂飘香的季节，小院门口几棵桂树
散发阵阵香甜，令人陶醉。

晚上，刚要入睡。“咚、咚、咚
——”寺院的钟声响了，伴着星星点
点的灯光，穿过密林徐徐飘来。那钟
声浑厚、悠扬、淡定，仿佛向来客报
告一天的平安。

二

清晨，趁淡蓝色的雾涌来荡去
时，我走出小院想四处看看。出院门
路边便是茶园，郁郁葱葱的茶园顺着
山坡向远方蜿蜒伸去。山脚下，起早
的鸟儿在香樟树枝头飞来飞去，北红
尾鸲、大山雀清脆的歌声在旷野上飘
荡。茶园边上还有一块块菜地，小
葱、白萝卜、大白菜，一个赛一个水
灵，充满朝气的样子。间或有几名农
民在忙碌地担水、施肥和除草。

走上街头，朝四处望去，满眼都
是绿色，灵隐寺、北高峰和飞来峰掩
映在茫茫绿意中。顺着小路往前走，
高大的雪松矗立两边，仿佛手挽手为
行人带路。路边，时常会有炒制龙井
茶的商贩热情地向游人推销自家产
品。这时坐下来品尝一下地道的龙
井，也不失为杭州之行的一个意趣。

灵隐寺与创作之家相邻。灵隐寺
又名云林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

（公元326年）。它倚靠北高峰，面向
飞来峰。相传印度僧人慧理至此，认

为飞来峰是“仙灵所隐”之地，于是面
向此峰建起一座寺庙，取名灵隐寺。
在近 1700 年的历史岁月中，古寺历
尽坎坷，几度被毁战乱，几度浴火重
生，如今依然游人如织、香火旺盛。
灵隐寺前，一棵棵古松高耸云端，它
们应是这古刹风云的见证者。灵隐寺
旁小溪淙淙，清澈见底，一群小鱼在
水中游来游去，丝毫不理会熙来攘往
的人群。

三

回到创作之家，我又细细打量起
这方院落。院子里，一块巨石上镌刻
着巴金先生手书——“这真是我的
家。我忘不了在这里过的愉快的两个
星期。谢谢你们。巴金一九九〇年十
月十四日在杭州创作之家”。小楼的
天井处是一方鱼池，几十尾不大的鱼
在水中摇头摆尾，嬉戏玩耍。院里还有
几棵老樟树，枝繁叶茂，洒下一地绿

荫。几把藤椅围着茶几摆在树下，组成
了三五个人谈天的地方。此刻大家正
围坐在这里，翻看着各自的创作成果，
整个小院都仿佛弥漫着浓浓书香。

从工作人员那儿得知，创作之家
身世曲折、颇有历史。新中国成立后
不久，随着以丁玲为所长的中国作家

协会文学讲习所的诞生，在南方办一
所文学讲习所的设想也被提上议程。
经考察，确定在杭州西子湖畔选址设
立。最后，位于灵隐寺旁的孟庄被选
中。据说，孟庄曾是一位孟姓商人的
民宅，是他为了生产豆瓣酱而专门挑
选的地方。这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庭院
式建筑，依山傍水。占地不到一亩的
院落里，粉墙黛瓦的小楼透露出沉
稳、安逸，颇有不是桃源胜似桃源的
气质。1978 年，中国作协恢复运转，
刚刚调来作协机关工作的同志在清理
作协财务资料时，发现了中国作协在
上世纪 50 年代曾在杭州购买过拟设
立文学讲习所的房产收据以及当时地
方新闻报道此事的报纸。于是，遗落
在灵隐寺旁的孟庄被重新发现。经过
一番沟通与协调，它又重回中国作协
的怀抱，经改造装修后命名为“中国
作家协会——杭州创作之家”。1990
年春夏时节，杭州创作之家迎来了朱
子奇、草明等第一批作家的光顾。自
那以后，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
作家到这里度假、交流创作心得。创
作之家也为作家们提供无微不至的服
务，赢得了广泛赞誉。

离开创作之家的前夜，我在二楼
推开窗户再次聆听古刹钟声，任凭窗

外飘来的桂花香气把我包围。冥冥之
中，这花香、书香仿佛飘过灵隐寺，
向远方奔去，我想，这人间天堂又多
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左上图：灵隐寺。
上图：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中国作

家协会——杭州创作之家。

灵隐寺畔觅文心
马 克

灵隐寺畔觅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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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之美，美在姿态、美在气
质，它既有夏季吐绿的蓬勃生机，
也有秋季摇曳的金黄璀璨。自古以
来，银杏就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西
汉时期《上林赋》中“沙棠栎槠，华
枫枰栌”的枰即为银杏，司马相如形
容其“夸条直畅，实叶葰楙”。宋代
苏轼也曾写道：“四壁峰山，满目清秀
如画。”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经典的造
园著作、明代《长物志》中提到“银杏
株叶扶疏，新绿时最可爱”。郭沫若先
生曾言“亭亭最是公孙树，挺立乾坤
亿万年”，并把它称作“东方的圣者”

“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可
见，银杏为世人呈现的不仅是视觉之
美，更是根植于人内心的精神象征。

银杏作为中国的特有树种，不
独为中国人所喜爱，也在历史长河
中被引进到欧美以及日本、朝鲜等

地，并作为绿化树种广泛使用，受
到世界人民欢迎。银杏东渡日本约
在7世纪至8世纪中叶，在那里，银
杏也被称作“希望的使者”，深受日
本人民喜爱。英国的皇家植物园邱
园和荷兰的乌得勒支植物园均栽植
银杏。在美国，从华盛顿、肯塔基
州开始，银杏如今已遍及纽约州、
加利福尼亚州等20余个州。

据 《中国树木志》 记载，银杏
生于古生代。它以旺盛而持久的生

命力在地球上存活至今，在提高空
气质量、涵养水源、抗辐射等方面
发挥着作用，具有较高的综合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银杏具有很强的生
态适应性，它的根系相当发达，分
布较深，且固土能力强，具有耐旱
瘠薄的特性；银杏病虫害较少，寿
命长，是效果良好的绿化树种。此
外，它抗污染和抗辐射的能力较
强，在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
的破坏之后，它作为最早生发出来

的植物，以其旺盛活力唤醒了这片
受创的土地。目前，银杏作为增强
碳汇能力的优良树种，在固碳释
氧、降低碳排放方面具有显著作用。

银杏还有良好的经济价值。除
了对银杏叶、果等的药用价值开
发，银杏木材也因质地好、纹理
直，素来有“银香木”的美称。此
外，通过银杏与其他农作物之间的
互补互作，开发银杏与其他作物的
混合栽培模式，还可以充分发挥银
杏在生态经济方面的价值。

纵观银杏的发展，它既为世人
展现了独特的美学价值，也蕴含着
长寿的基因密码，发挥着自身的药
用价值，助力人类健康事业的发
展，还为改善环境贡献着独特力
量。又逢金九银十，何不与银杏来
一场美丽邂逅？

金秋话银杏金秋话银杏
陈陈 亚亚

听朋友说，李坑是江西地区
“小桥流水人家”的代表。而我恰
恰对小桥流水式的诗意生活充满
了向往，于是一拍即合，驱车前
往李坑。

李坑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
县秋口镇。我们从婺源县城出
发，大约30分钟车程便到达目的
地。李坑群山环抱，给我感觉像
是一个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地方。
正是由于“无人识”而没有受到外
界纷扰，这个古村静谧又安详。
村口，伫立着高大的牌坊，牌坊
顶部镌刻着两个大字：“李坑”。
进了村口，只见一条清澈小溪像
一管长长的墨笔，沿着中街路往
前轻轻一挑，便弯弯曲曲地将两
岸的徽派建筑轮廓画了出来，成
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画卷。

沿小溪流淌的方向，我们踩
着青石板漫步李坑的街巷。从明
清两代一路走来的栋栋民居沿溪
而建，依山而立，粉墙黛瓦，参
差错落，像一幅幅连绵不断的
画，一寸寸铺展在视野中。因受
徽文化影响，村中几乎随处可见
徽派建筑。这些房屋总体布局依
山就势，构思精巧，自然得体；
平面布局规模灵活，变幻无穷；
空间结构和利用上则造型丰富，
马头墙、小青瓦是标志性文化元
素。石雕、木雕、砖雕，工艺精
湛；格扇门窗、方柱石基，古朴
斑驳。古民居四周均用封火墙围
起，宅院进门为前庭，中设天
井，后设厅堂。深宅里多住着一
个庞大的家族，子孙繁衍不息，
房屋进深也就不断延伸，故村中
有“三十六天井，七十二槛窗”之
说，而“李坑”也正是一个李姓聚
居的古村落。

深宅大院装满了故事，而临
溪的众多民居则长满了诗意。每
户院中，几乎都有一个用竹篱圈
建的小菜园，翠绿的竹管纵横写
意，引来汩汩山泉，滋养着园中
的各种蔬菜及五颜六色的鲜花，
使小院人家平添生机。有的院中
还有暗河流经，清澈的溪水在狭
仄的青石缝间流过，淙淙作响。
石凳上，老翁和老妪轻摇蒲扇
聊着天。石凳旁、花丛下，卧着
一只大黄狗，微闭双目，悠闲地
打量街面上的行人。几只山雀在
院门口华荫如盖的樟树上清脆地
叫着。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屋内
墙上挂着泛黄的古画，客厅内摆
放着实木桌椅，一切都古色古
香，让人深刻感受到传统民俗和
文化在普通百姓家庭中的坚守和
传承。静谧的日子，悠闲的时
光，简单的生活，让人体味到这
里和善淳朴的民风以及安详古
雅的氛围。

李坑以溪流著称，村内街巷
溪水贯通，九曲十弯，或明或
隐，或宽或窄，唯一相同的，就
是溪水清澈见底：不但水底游鳞
可数，甚至可以查出水草的叶
瓣。几名农妇在溪边浣洗，背影
被涟漪荡漾开去，像极了一幅
画。溪边的古树搭出了一片荫
凉，几只竹排就像随意泼上去的
墨点，诠释着水乡的情致。有水
便有桥，桥是古村的经纬。李坑
的桥，材质因地制宜，石、木、
砖，各种溪桥数十座，将两岸民

居揽于怀中。村民肩锹荷担，四
季从桥上走过，踩的是石板，赏
的是风景：小溪两岸富有层次感
的徽派建筑鳞次栉比，彰显东方
建筑美学；檐下挂着串串大红灯
笼，使宁静的古村豁然有了喜庆
的味道；几只简易的竹筏从桥下
吱呀吱呀摇过，欸乃声声，给古
村平添几许古韵。四周的青山雾
气苍茫，与跨溪之桥相映成趣。
到李坑是不能不喝茶的，每一座
小桥的两岸，准有几家茶楼，一
帘茶幌、一个石桌、一柄茶壶、
几张藤椅，便是一家茶楼的惬
意。这里的茶，茶汤浅绿，澄澈
泛青，清淡回甘，与古村的风格
极为相配。坐下，喝茶，在缕缕
茶香与拂面而来的樟林香气中，
听老者娓娓讲述面前这座石桥的
前世今生……

李坑自古文风鼎盛，从宋至
清，仕官富贾达百人，更有“一门
九进士，六部四尚书”的盛事。至
今，村中仍可看见“昌荣万代”的
匾额。巨贾名流留下的财富不仅
仅是眼前的徽派建筑，更有与众
不同的胸襟：古村的高宅都削去
一角，因为在李坑人的意识里，
自家屋角过高过长，会对邻里造
成不利影响，于是便有了“李坑
屋角削一半”的说法。这让我联想
到皖南桐城著名的“六尺巷”典
故：“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
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
当年秦始皇”。而村中的一副楹
联，则进一步写照了这种胸怀：

“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中存一
点子种孙耕”。

“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
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走出
李坑，站在高坡之上回望，满目
青山之间，小桥、流水、人家；
天光云影之下，粉墙、青砖、黛
瓦。我深深膺服于古村的绝美，
更感叹于古村的胸怀：不与凡尘
争长短，独对春秋敞心扉。

下图：李坑村风光。
韩加君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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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9月8日晚，位于保加
利亚首都的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灯
火通明，洋溢着浓浓节日气氛——
2022中国文化旅游周暨“天涯共此
时”中秋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关
昕、保加利亚旅游部迪米特洛夫、
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洪海以及
在保华侨华人、保加利亚各界友好
人士等出席活动。

保加利亚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
是中国在中东欧国家建立的首家文
化中心，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宁波市
人民政府合作共建，承担国情宣
介、文化活动、人文对话、教学培
训、旅游推介等职能。

据介绍，本次活动共有“望月
思乡”“月舞诗酒茶”“月下江山”“岁
月尽好”四大内容板块。活动从节
日缘由开篇，将各地中秋习俗与经
典咏月诗词解析相结合，让人们在
咏诗词、品月饼、观影像、赏皓月
中感受中秋节的文化内涵，并为

“同一轮明月”举杯祝愿。
品“瓷韵”，访“海丝文化”；

品“帆韵”，享“海湾风情”；品“禅
韵”，礼“海天佛国”；品“茶韵”，
尝“海鲜美味”……作为保加利亚
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的共建方之
一，宁波市以图片展形式向在场嘉
宾亮出“四海四韵”海洋旅游特色产
品，展示“海丝古港 微笑宁波”文
旅品牌形象。

据悉，本次活动还与 2022 年
“海外中国旅游文化周”活动相结
合。2022 年“海外中国旅游文化
周”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
作局、人民网主办，全球中国文化
中心同步举办。在未来一个月，活
动将推出“非遗减贫”“乡村振兴”

“城市建设”“黄河文化”“丝路文
旅”五大专题板块，通过专题展
览、图文展示、视频展映、研讨交
流等形式，全景展现中国城乡的绚
丽画卷。

（谢舒奕 项芳丽）

明月同赏，文化共传——

保加利亚上演“中国节”

游茅岩河，需分两个阶段进行，
即平湖游和漂流游。

平湖游的起点是苦竹河。
苦竹河边，并无消瘦的竹，树也

少见，而且算不上粗壮，唯有那些看
似纤弱的草本植物，穿岩凿壁，顽强
生长。凝视它们，不经意地，给人一
丝发自内心的振奋。游船经过之处，
但见绝壁峭立，飞瀑流泉，鱼欢鸟
唱，分外惬意。

突然，“血门沟”三个如血的大字
映入眼帘。这才想起导游刚才的介
绍：茅岩河自古为茅岗土司的领地。元
末明初，土家族最有影响的首领覃垕
就在这一带组织山民抵抗侵略。覃垕
炮台、擦耳沟、覃垕枪杆、七年寨……
可以说茅岩河边每一处山水洞寨、地
名掌故，都与覃垕王紧密相连。

站在船顶，迎着来自远古的风，
一时间，号角吹响，吼声震天，我看
到一队人马从深山峡谷中奔腾而出。
那位骑着高头大马、英姿飒爽、冲锋
在前的，可就是覃垕王？在他的感召
下，我也跃跃欲试，成了600年前一
名勇敢的土家战士……

“哟嗬嗬——”是谁把我从梦中惊
醒？

定神一看，一叶小舟从旁边轻快
掠过。划船的是如山的土家阿哥，坐
船的是如水的土家阿妹。小小船舱盛
满了柔情蜜意。

如果说平湖游带给我们的是一种
恬静舒畅，漂流游则让我们体验到了

什么是激情四溢。
很快，与我们同行的4只橡皮艇

出发了。
身边水声潺潺，时而欢快，时而轻

缓，宛如一支优美的乐曲。寻子滩、黑
蛇湾、仙女沐浴等景点一漂而过……

这就到了“鬼门关”。只见水流湍
急，漩涡不断。尖叫声中，我们忽而
随艇冲上云霄，忽而又一落千丈，既
兴奋不已，又惊恐万分。此刻，风在
呼啸，浪在怒吼，小艇如浪花中的一
片树叶，急速向前飞漂……

不知何时，崖壁上出现一条深嵌
的小石径。难道这就是昔日逆水行舟
时，纤夫们拉船用的纤道？如今，纤
夫和排佬已不复存在，惟有那深沉而
粗狂的号子还在河谷回荡；土家人的
不屈不挠还在继承发扬，并将成为一
种永恒铭刻在崖壁上，流淌在茅岩河
中……

最美不过“水洞子瀑布”。抬头仰
望，一股水流从数十米高的山洞喷射
而出，绸缎般顺崖而下，时开时合，
似碎玉遍山，如摧冰下滑。或许是疲
倦了吧，到了后来，它就不顾一切地
从悬崖一头跌落。结果，在临河边演
绎成一片壮丽的景观。那场面、那气
势，令人赞叹不已。

就这样，我们一路大呼小叫，顺
茅岩河漂流而下……

上图：游人在湖南省张家界市茅
岩河风景区体验水上漂流项目。

新华社发 吴勇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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