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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宣城，自然是要去敬亭山。
敬亭山坐落在安徽省宣城市

城北水阳江畔。实话实说，此山
并不高旷，缺乏一座名山应该具
备的视觉冲击力。但“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只要开列出那些
吟咏过敬亭山的历代名人，足够
叫人惊讶。谢朓、李白、白居
易、杜牧、韩愈、刘禹锡、王
维、孟浩然、李商隐、颜真卿、
苏东坡、梅尧臣、欧阳修、范仲
淹、汤显祖、姚鼐等，如此一长
串的名单，哪个不是声名赫赫？
特别是李白先后七次登临敬亭
山，留有诗作45首，其中《独坐
敬亭山》成为千古绝唱：“众鸟高
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
厌，只有敬亭山。”

穿过矗立山口的敬亭山仿古
建筑门坊，一步步踏着古昭亭幽
绿的台阶而上。山中并无独特景
点。庐山有险峰，黄山有奇松，
都是以天下绝景著称于世。敬亭
山没有嵯峨峥嵘的奇石怪岩，没
有苍翠馥郁的青松古柏，没有柔
婉的溪流、清洌的山泉和如霆如
雷的飞瀑……平平常常的敬亭
山，却让李白发出“相看两不
厌”的感慨。

太白独坐楼——敬亭山之灵
魂。当年李白是否在此独坐，已
无从查考，只能想象当年李白

“独坐”此地，看着朝夕相处的群
鸟一只只高飞远去，天空中最后
一片白云也悠然飘走，万物都消
失得无影无踪，天地间一片肃
静。“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其空旷寂
寥的世界，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
强烈的孤独寂寞之情。

禅家有妙语：先是见山是
山、见水是水；再是见山不是
山，见水不是水。李白在此逗留
的两年间，纵意游历、探奇、酬
唱、怀想……用浸透生命力和情
感浓度的生花梦笔，发现并赋予
这方山水横亘千古的诗情画意。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两
句诗表现出来的已不只是对敬亭
山的无限钟爱，在诗人眼里，敬
亭山完全人格化了，它不再是观
赏的对象，而是自己相看“不
厌”的最亲密的朋友。诗人使用
的是“只有”这样朴素无华的口
语，却极有表现力，它以山之有
情，反衬出人之无情。

站在太白楼上，向远处眺
望，虽隔千年，隐隐中却有一种

“人生相逢路八千，却因雾锁不相
逢”的奇妙感觉。想象当年，诗
人就是从这里出发，遍游皖南山
水佳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
蓉”的黄山他到过，“天河挂绿
水，秀出九芙蓉”的九华山他爬
过，“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
的石壁山他登过，“水急客舟疾，
山花拂面香”的石台秋浦河他亲
历过，“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
里”的宣城清溪他欣赏过，“槛外
一条溪，几回流碎月”的新安练
江他目睹过……屐履所及，皆有

吟咏，奠定了唐朝山水诗的文学
史地位。

敬 亭 山 上 有 一 亭 —— 望 江
亭。亭上有一楹联：仰观俯察，
山色水光，眼前恰似江城画；古
往今来，骚人墨客，耳际依然李
谢吟。这其中的谢，是指谢朓。
当年，年仅32岁的谢朓因遭政敌
谗毁，被迫离开京城，赴宣城就
任地方长官。

谢朓到了宣城，即被“望山
白云里，望水平原外”的山城景
色深深吸引。其在 《宣城郡内登
望》中写道：“寒城一以眺，平楚
正苍然。山积陵阳阻，溪流春谷

泉。威纡距遥甸，巉岩带远天。
切切阴风暮，桑柘起寒烟。”诗人
在郡内登高望远，暮色中，陵阳
山绵延起伏，春谷水曲折蜿蜒，
山水之间，屋舍人烟时隐时现，
一幅苍茫辽阔的冬日水墨宣城图
就呈现在眼前。“既欢怀禄情，复
协沧洲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
此遇。”谢朓在宣城起楼筑亭，公
务之暇，每每游憩于此，春赏

“余雪映山”，夏吟“木转成帷”，
秋诵“荷渐如盖”，冬瞰“峥嵘平
陆”。宣城秀丽的山水激发了谢朓
的诗情，慰藉了他的心灵。

200 多年后，53 岁的李白穿
越漫长的时空，风尘仆仆，来赴
奇山异水的盛宴。无论是“相看
两不厌”的敬亭山，还是“池花
春映日”的谢公亭、“绿竹助秋
声”的宛溪馆……凡当年谢朓登
临览观之所，李白一一前往凭
吊，他愿与谢朓心灵相逢。以屐
履为笔，以文辞写心，以情感着
色，描绘着这方灵山秀水。敬亭
山这才有了“江南诗山”的美号。

冬日天短，此时西边的太阳
越走越淡，敬亭山如蒙上一层薄
薄的轻纱。我沿着小径往山下
走，耳边是归鸟悠然的脆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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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人自古好读书也好藏书，藏书
文化在宁波城市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留下许多读书藏书的佳话，也留下了藏
书楼。在宁波慈城，就有一座像天一阁
这样举世闻名的藏书楼——抱珠楼。

与想象中高大耸立的藏书楼不同，
宁波抱珠楼的门面非常不起眼。始平路
6 号门牌下，半遮半掩一道木门，门上
另有一块铜牌，上书：“抱珠楼”。这里
就是清末举人冯本怀集毕生之力修葺的
藏书楼。

抱珠楼依小山丘抱珠山而建，高高
的马头墙、精致的木梁雕刻、造型考究的
楼梯、结实的楼板，处处透露出一股雅致
的书卷气息。冯本怀中举后，开始抄书、
撰书、刻书，并收集各种善本珍本，精刻
当地地方文献，一同归于楼中。这让抱珠
楼一举成名，极盛时藏书曾达数万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冯本怀后人把
残存藏书全部捐赠给杭州西泠印社，房
屋也变了用途，昔日书楼渐被遗忘，书
香亦不再。直到2005年，宁波抱珠楼被
发现存世并公开报道，在各级政府及冯
本怀后人——作家冯骥才的支持和推动
下，2018年，抱珠楼复兴项目启动。

抱珠藏玉，复旧履新。2022 年 7
月，宁波抱珠楼正式开馆，以“从空向
满”的理念广纳众藏。焕新后的抱珠楼
不仅保留了清淡素雅的传统风格，还将
现代建筑风格融入其中，灵动交织，相
映成趣。其中最为醒目的，莫过于穹顶
木构建筑——螺旋藻井四面亭。银灰色
的穹顶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犹如一
颗珍珠，蕴含“河蚌含珠”的美好寓
意。“2018 年，当我们带着方案到天
津，向冯骥才先生作专题汇报后，冯先
生对我们的方案很认可。”设计师王灏
说，其中关于门头的设计，有两个方
案，冯骥才选择了新式门头。

作为文保建筑，抱珠山房原来的结
构被保留下来，但设计团队对其进行了
重新布置，加入了现代建筑结构，并引
入完全独立于老结构的“藏书箱子”概

念。浮碧书库则使用混凝土结构，具
有恒温恒湿功能，以满足藏书库的防
火性能要求。在公共空间上，设计团
队也做了很多创新，走心细节尽显于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每一步楼梯
发出的脆响，仿佛是打着节拍讲述这
里曾经的辉煌。“我们希望用建筑唤醒
大家共同的文化记忆，希望大家走进
抱珠楼有新的感觉和感悟，能与老房
子和谐共处。”王灏说。

“抱珠楼重启，对保护和传承历史
文化遗产具有积极意义。它不仅仅是
一个图书馆，更是人民的空间。希望
大家不仅能走进抱珠楼读书，也能把
自己喜欢的书放在里面，共同参与建
设。”冯骥才说。

在宁波文史专家钱文华看来，抱
珠楼项目不仅是一个古建筑的恢复，
更是彰显慈城历史文化底蕴的标志性
项目，见证了以冯氏家族为代表的慈

城人重视读书育人的优良家风传统。
2022 年的“书香宁波日”正逢宁

波抱珠楼开馆第100天，杭州西泠印社
与抱珠楼再续前缘，将藏书赠予抱珠
楼。本次捐赠涵盖了名人书法作品、
史书典籍等内容，大多数是典藏本，
极为珍贵。抱珠楼则开辟了一个书架
分区“翰墨流芳”，用于存放西泠印社
所赠书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私家藏书楼
是慈城耕读文化的典型体现，是地域
特色的浓厚缩影，也是时代发展的深
刻记忆。未来，抱珠楼将承载文化展
陈、公共阅览、文化创意等多元功
能，最大限度激活‘众藏、共享’这
一属性，我们会全力将其打造成具有
影响力的文化地标。”宁波市江北区委
常委、慈城镇党委书记余宁说。

下图：宁波抱珠楼外景。

卓 璇摄

百年藏书抱珠楼
张落雁 卓 璇

冬季旅游，最美莫过于赏
雪。江西庐山雪景，铺琼砌玉，
堪称一绝。前些日子，我游览庐
山，一场大雪簌簌飘落，整个庐
山顷刻变成雾凇、雨凇相映成辉
的银色王国。步入其中，凝神静
气，远处隐约空蒙，近处清雅肃
静，犹如来到一个瑶池仙境般的
神话世界，给人无尽遐思。

庐山又称匡山、匡庐，地处
江西省北部、九江市南，耸立在
鄱阳湖与长江之滨，以雄、奇、
险、秀闻名。相传周朝时有匡氏
七兄弟上山修道，结庐为舍，庐
山由此得名，自古享有“匡庐奇
秀甲天下”之美誉。每年入冬
后，一到12月中旬，庐山山下葱
绿如常，山上却开始下雪，纷纷
扬扬的细雪蹁跹飞旋，为天地编
织着一件玲珑剔透的轻纱。往往
一夜间，漫山遍野便笼罩在一片
洁白晶莹之中了。到了春节前
后，便是大雪纷飞，天被弥漫
了，地被遮盖了，山林和树木被
吞没了，整个宇宙都是白茫茫
的，蔚为壮观。此时的气温已经
很低，雪不再融化，皑皑白雪压
弯了树枝，湿漉漉的叶子凝成雾
凇，一簇簇怒放的“白花”在寒
风中互相撞击，宛如在奏一曲动
听的音乐。

车 在 盘 山 公 路 蜿 蜒 前 行 ，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景观
尽收眼底。群峰、林木、楼台全
都穿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虽然
没有北国那“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的壮美，却有一种江南的楚
楚风韵。车窗外不断闪过的雪
花，弥漫长空，像千团柳絮轻轻
地落，像万片鹅毛缓慢地飞，令
人喜出望外。

爬上白茫茫的山际，来到被
誉为“天上街市”的牯岭街，这

里已是迷蒙如梦。雪中庐山出奇
的静，如琴湖深邃如明镜。亭台
楼阁全都凝霜挂雪，吸引众多游
人前来欣赏。山岭在蓝天的衬托
下，晶莹剔透，那种素美让人生
不出一丝一毫对于严冬的悲凉情
绪。想当年明代诗人王世懋心慕
庐山已久，在赴任福建途经九江
时，正是大雪飘飞时节，待雪后
放晴，他踏着积雪登上了山，只
见日出磅礴，云海翻腾，雪凇晶
莹，群峰在冬日的照射下熠熠生
辉，不禁诗兴大发，吟出一首五
绝 《庐山雪》：“朝日照积雪，庐
山如白云。始知灵境杳，不与众
山群。树色空中断，泉声天半
闻。千崖冰玉里，何处着匡君。”

雾凇使庐山山顶变成了一座
巍峨的水晶宫，雪景与云海交相
辉映，琼枝玉树美不胜收。漫步
雪地中，大家兴致勃勃地观赏雾

凇景观，纷纷拍照留念，小朋友
们欢快地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
仗，尽情享受冰雪带来的种种情
趣。自天桥向左侧石级路前行至
仙人洞，为一段长约 1.5 公里的
秀丽山谷，这便是锦绣谷，相传
为晋代东方名僧慧远采撷花卉和
草药处。冬季的锦绣谷冰花盛
开，树枝被无数冰晶包裹，洁白
通透，就像是成片的银色珊瑚林
从海底移植到了这里。一阵寒风
吹来，枝头白色的雪沫像烟雾般
抖落，山林愈发显得空灵澄澈。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冬日
庐山分外妖娆。流连在这纯净的
琉璃世界，看着梦一般的雪景，
周身被雪花簇拥，心灵被洗涤的
感觉油然而生。

上图：江西庐山风景区雪景
旖旎。

陈思伟摄 （人民图片）

庐山邂逅江南雪
钟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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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跑马溜溜”的四川省康定城
出发，翻越冰雪覆盖的折多山垭口，
穿过鲜花盛开的塔公草原，黄昏时
分，终于抵达这个以草原命名的高原
小镇。

一

塔公镇坐落在木雅圣地景区，海
拔约 3750 米，举头可见雅拉雪山。
镇子不大，却精致干净，临街都是三
四层的楼房，装饰有木雅藏族的文化
符号，整齐排列向前延伸。去往新都
桥的川藏线贯穿镇子，恰似小镇伸出
的两条长臂，一头挽着青藏高原，一
头牵着四川盆地。绚丽的晚霞照在红
白相间的藏式建筑上，散发出明快又
热烈的色彩。街道两旁，酒店、旅
馆、商铺应有尽有，一块块招牌在阳
光下鲜亮耀眼；两排漂亮的莲花路灯
直通镇外，一面国旗飘扬在某机关的
大门外。整个镇子传统又时尚，温馨
又宁静，完全没有“一片孤城万仞
山”的落寞苍凉。

正惊异于小镇黄昏的宁静，一大
群牧归的牦牛悠闲地走进镇里，走进
不知谁家的牛圈。它们黑黑的身影连
成一片，远望如黑色的潮水涌进街
巷。即使见了来往的汽车，它们也不
惊不诧、不急不躁，一副吃饱喝足后
的慵懒之态，同时也摆足了塔公草原
主人的派头，在我们这些贸然闯入的
远客面前不卑不亢。

民宿是网上约好的，无需急于投
宿。我们流连镇外，期待在这个晴朗
的黄昏，能够一睹雅拉雪山“日照金
山”的风采。

二

镇外有小河流过，跳跃的浪花不
时辉映出耀眼的波光。小河与镇子间

是一座足球场大小的广场，广场边就
是千年古刹塔公寺。塔公寺是甘孜藏
族自治州著名的萨迦派 （花教） 寺
庙，也是康巴地区藏民朝拜的圣地之
一，素有“小大昭寺”之称。

佛寺目前暂时没有对外开放，我
们只能徘徊在外边的小广场，出神地
打量夕阳下金光闪闪的寺庙屋顶，翘
望那些高出于红墙的佛塔塔身与塔
尖。寺院旁高耸着一座山峰，应该是
塔公镇的制高点，山巅建有一座圆润
洁白的佛塔，在晚霞的映衬下，显得
庄严肃穆。佛塔四周的五彩经幡，在
傍晚的山风中猎猎招展，昭示着塔公
草原的吉祥幸福。还有一条长长的栈
道，自下而上通向斜阳暖照的山顶，
只是由于同样没有开放，我们不得不
打消上去观山景、转佛塔的念头。

没想在我们之前，早有几位摄影
者在路边选好了最佳位置调好了镜

头，颇有耐心地遥望远方的雅拉雪
山，静静地等待晚霞的嬗变。

随着太阳西沉，晚霞渐渐燃烧起
来，将天上的云朵变成玫瑰的浪漫色
彩。近处的草原也受到了感染，渐渐
从金黄变成了火红，如一片燃烧的
海。而在更远的东方，在一片起伏的
群山之上，银色的雪峰也被涂上了胭
脂色。此刻的雅拉雪山，楚楚如刚出
浴之女神，尽显高贵典雅的神韵和光
彩照人的风采。

美好的时光总是有限的。太阳隐
到西山后面去了，天空的云彩渐渐暗
淡，雅拉雪山随之消隐了光彩，只将波
涛般起伏的曼妙剪影留在东山之上。

正在惆怅间，却见一轮上弦月升
起于夜空，弯弯的造型可爱动人；月
亮四周布满了星星，令人感觉近在咫
尺，仿佛伸手可摘。草原在月色星光
下沉沉酣睡，远远望去一片朦胧，深
邃又神秘。

三

夜晚，镇子上的街灯分外明亮，
将高原小镇映照得一片辉煌。我们来
到预定好的民宿，藏汉文对照的霓虹
灯店招已在闪烁。这是家充满藏族风
情的客栈，底楼是吧台、客堂和厨
房，上面两层是十多间客房。

客栈女主人叫尼玛拉姆，一位能
干端庄的中年藏族女人，经营这家旅
店已有多年，见到我们立刻笑意盈盈
地迎了上来，麻利地安排我们登记入
住，整个过程并无多少语言交流，却
能感受到她的细心。

进门时，顺便参观了一下尼玛拉
姆家的客堂。客堂位于大门左侧，面
积不大却装饰精美，墙壁上挂有一幅
幅精美的唐卡、一只只锃亮的铜器。
客堂里摆放着曲尺形沙发，茶几上挤
挤挨挨的，摆满了牛肉干、青稞饼、
炒花生和水果、饮料等。此时的电视
机正播送着当地藏族歌舞节目，翩跹
的舞姿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木雅藏家
的富足安康得到生动体现。

走进布置成标准客房、开了空调
和电热毯的房间，一阵温暖的归家感
觉令我们感到舒心。推开窗户向外望
去，镇子上的藏式小楼鳞次栉比，大
小院子一个挨一个，一只只红灯笼远
近闪烁。远处飘来悠扬的琴声，听上
去是藏族 《祝酒歌》 的旋律，那里，
篝火晚会正热烈地进行着。

这时，尼玛拉姆又敲开房门，手
里端着刚蒸好的牦牛肉包子，叫我们
一定要品尝；男主人也拿来两瓶青稞
酒，一定要送给我们。却之不恭只好
收下，我谢了夫妻俩的盛情，向他们
致以节日的问候，女主人也道了声：

“旅途愉快，扎西德勒！”
次日一早，我们依依不舍地挥别

塔公草原以及这个草原深处的高原小
镇。我知道这个季节所见的高原小
镇，并非是它鲜花盛开、水草丰茂的
最美样子。但我们依然会记住它，记
住它晚霞中温馨宁静的神韵，记住它
古老而现代的别样风情，还有藏家人
待客的淳朴和真情。

上图：塔公草原美景。
游金华摄 （人民图片）

左图：牧民的牛羊在塔公草原悠
闲食草。 李隆德摄 （人民图片）

草原上的塔公
朱仲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