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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风捉

天上的云，地上的稼穑

◎ 书岱说

“山行鸡犬寂无哗，寒溜湾环更
几家？岳色压檐残雪在，柴门日午落
松 花 。”—— 郢 自 小 即 熟 诵 清 王
苹《黑水湾》诗，感“岳色”一语，尤状
物入妙。

1985 年秋，侍父授课留坝江
口，其处万峰攒叠，逼人眉宇，父询
何词可状，郢举对以“岳色压檐”。然
诗句储胸虽久，其地则未尝一到。今
得片暇，乃偕友西行访此黑水湾焉。

“黑水”村以湾名，其名始见于
明嘉靖《泰山志》：“黑水湾，在岳之
西。”知由来甚久。询诸故老，湾在村
之北端，积水成泊，阔可数亩，水色
黝黑，故而名之。俗有牛王饮水湾中
之说。今已湮塞。此地本属幽僻山
村，自清初辟九省驿道，“其一西南
自三娘娘庙，由宁阳界入（泰安）县
境，经东向、夏张、天平店至大新
庄，与东来之路合而为一”（《重修泰

安县志》卷五）。村为驿路所经，渐次
繁盛。村南有客店多家，官旅来驻甚
众。因村路硗确难行，道光间泰安知
县徐宗干尝平治之，其《浴儿》诗
云：“黑水除新患（自注：泰山西南黑
水湾，道路崎岖，是月兴工平治，酧
夙愿也）。”即此。其村旁有大槐，径
可数围，其下有地二分，为“接官迎
诏”处。有丰碑记其事，惜被村民凿
为石槽，文不可考。旧驿道在村河道
之西，前系土路，自小岭（方言读若
小俩）下易为石板，旧时小轮车轧
之，辘辘作响。今多压盖，仅村西残
存一段，略见旧迹。

村中一溪萦纡，溪桥数架，其村
南墙侧立一碑，名曰《重修崇德桥
记》，清 光 绪 八 年（1882 年）二 月
立，邑廪膳生徐伯廉撰文并书。中
云：“吾庄旧有崇德桥一座，石栏雕
槛，掩映于垂杨绿柳之中；画桥碧

阴，□□□□□□。虽非地当孔
衢，实为一庄扼要。乃于庚辰岁，山
水横决，中空桥梁，尽行折断，庄之
人甚为不便焉。幸有好义诸公，倡
首创□□□□□修，石梁之断者换
之，桥底之碎者整之，坝头之鼓者正
之。又复新置迎水、逆水，务以浑坚
朴牢为事。工起于正月中旬，竣于
□□□□□旬，首事人嘱予为文以
记之，予喜其不废前善而成功之速
也，遂走笔而书于石。”所记光绪五
年（1880 年）山水为灾事，史志不
录 ，碑 可 补 缺 。因 嘱 李 生 元 熙 备
录之。

今村落颇经改造，东部已易为
重楼，格局非复其旧。惟檐头岳
色，风貌犹故，因系以诗云：“山
屐 闲 行 到 泊 湾 ， 纡 村 一 涧 碧 相
连。压檐岳色诗家境，牵我吟情四
十年。”

处暑，天气晴，气温 17 到 28
摄氏度。

刮了一夜的风，把邻居家楼前
留 来 做 种 的 那 根 老 丝 瓜 刮 到 地
上了。

处暑这天，暑气顿消，气温明
显 降 下 来 了 ， 17 时 出 门 去 虎
山，要穿长袖了。

昨天，在路上，我欣赏了一
场 火 烧 云 的 盛 景 。 傲 徕 峰 上
空，镶了道道红边的云彩层层叠
叠 如 一 匹 匹 丝 绸 展 开 ， 山 脊 那
边，更有金色的云片不时丝丝缕
缕地冒出来。这让我想起炼石补
天 的 女 娲 、“ 与 日 逐 走 ” 的 夸
父、西王母驾前的九尾狐、娉娉
婷婷的洛神……泰山之上，一条

云瀑沿着天街自东向西流淌，滚
滚滔滔，如银河倒泻。

山，这是以天空做舞台，在秋
天 上 演 一 场 艺 术 大 戏 ？ 山 的 历
史、山的生机、山的激情、山的憧
憬，蓄积久了、压抑久了，要有一
个时机、一个舞台，一下释放、迸
发出来。一座座让夕阳余晖映得通
红的山峰，山下城里的众生，还有
各路神灵都是翘首拭目的观众。

连着几天，我都会早起，希
望看到朝霞，但朝霞的概率似乎
不 像 晚 霞 那 样 高 。 看 不 到 朝
霞 ， 我 便 围 着 虎 山 水 库 转 一
圈 ， 去 红 门 看 小 洞 天 的 瀑 布
和“醉心石”，看看上下的游人和
盘道边护墙上的苔藓。雨季快要

过去了，山溪里的瀑布一天天消
瘦下来，如果不抓住时机，沁绿
的苔藓也要赶到明年雨季才能来
看了。

红门西边那几片菜园和石榴园
周边的栅栏上，牵牛花、丝瓜花开
得正艳。我平时来，栅栏门都是上
锁的，这次赶上一位姓吴的中年人
正 在 为 菜 畦 里 的 韭 菜 、 豆 角 浇
水，就进菜园与他聊了几句。这菜
地，他帮着别人种了十多年。

菜 园 里 ， 还 种 了 两 垄 玉
米。青翠的秸秆上长出一个个牛
角般大小的棒子，棒子上吐出胡
须状的红缨。会有人拿庄稼当风
景来看吗？不知怎么，靠着一排
长得整整齐齐的玉米，我却有了

看花一样的心情。一个个鼓鼓囊
囊 的 玉 米 棒 子 ， 让 人 觉 得 格 外
充实。

处暑前，我去过周边的两个
县。车行驶在高速路上，看着田里
齐刷刷“窜”着穗子的玉米，我虽
不会像看霞光那样激动，但还是想
下车在玉米地头溜达溜达。随着季
节的变化，人们看着风景，赏着春
华秋色，却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地
来种植庄稼，脚上沾不到泥土，更
不能在大地上扎根，怎能体会得到
收获“秋实”的踏实？

一天天抬头看山、看天，但耳
边会有一个声音回响：“忠实于大
地吧，不要相信那些向你们谈论超
越大地之希望的人！”

◎画蛇者

黑水湾记

我们一行人到达香格里拉，住
在古城独克宗的一家客栈。独克宗
藏语里称为月光之城，据说它是按
照香巴拉理想国建成的。可是，谁
又见过香巴拉理想国呢？

说这里是古城，其实很勉强，这
里 大 部 分 是 新 修 建 的 。 街 道 刻
意“曲里拐弯”，路面蓄意“疙里疙
瘩”，拉杆箱在上面走起来“别别扭
扭”。这里只有一小段岁月久远的
石板路，留着深深的车辙痕迹，当年

的马帮就在这里与我们“藏猫猫”。
客栈二楼的阳台宽大，午后 30

摄氏度的阳光，与夜间零下十几度
的低温形成了强烈对比。从阳台向
下望，大堂沙发上歪坐着那位很知
性的老板娘。初次交谈时，她曾经
告诉我们，她的原籍在上海，厌倦了
商场上尔虞我诈，来到这里投资建
了这个客栈，一来接待游客，二来接
待上海来度假的朋友，三来自己乐
得清闲。此时的老板娘，一袭红色

的毛衫，怀抱着一只橘红色的狗
狗，手里在翻弄着一本书，我当时猜
想，或许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也或
许是徐迟的译本。

传说中的香巴拉，是一个隐藏
在 雪 山 中 的 神 秘 王 国 ， 国 中 居
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历代
国王都为未来的世界保存了良知与
文明的“有生力量”。据说，香巴
拉不是普通人可以随意抵达的地
方，要想进入，须作精神修行。进

入香巴拉的人可以看到四周有双重
的雪山围绕，如同八瓣莲花。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双重的雪
山，可以信誓旦旦地说，那就是八
瓣莲花！其实，月光之城是一个传
说，香格里拉是一个传说，八瓣莲
花也是一个传说，现实的一切，也
都会成为将来的传说。

临行前，我禁不住好奇，拿起
老板娘丢在沙发上的那本书，竟
是《毛线钩针十八法》。

苍苔屐齿（三十七）独克宗古城

□周郢

□王玉林

□山里人

周郢新发现的 《重修崇德桥
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