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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风捉

翰墨心迹，凝于刻琢，百千往
事 ， 聚 收 一 方 。 泰 岳 文 史 之 广
厚，或依于殿宇，或雕于顽石，其
间匾额为山岳文脉遗珍，自宋元定
型之后，便不断涌现出山木、砖石
等样式，此恰如文章题眼，点染于
楼 阁 和 传 说 之 间 ， 常 与 楹 联 一
道，构成泰山建筑艺术的重要脉络。

泰岱以文石著世，复有木刻石
雕匾文作为书迹关钥，串联起山岳
各区的游息节点，与所处环境相生
相合，故泰山匾额在古迹指示、史
料参证、民俗传衍等层面已形成良
性社会互动而发展至今。观泰岱一
区书刻、诗文，多有整合著述，而
匾额乃少于考辨，现正史兄的《泰
山名匾》初已付梓，首将泰山地区
匾额汇揽一册，可谓咏怀绘事之
大观。

读碑观字，日常便采取三条大
路，一为史，二为书，三为文。这
三者同属于历史范畴，又各自取势
多 端 ， 字 组 合 为 文 ， 文 积 淀 为
史，其间必综以观之乃得趣。是书
所辑匾字，诸体皆备，多与泰山古
典传说及文人哲思相关，由史学切
入是其主旨，并辅之以必要的书家
简介，文简理清，足以作探求匾额
史踪的绝佳范例。

观览此书，已见正史兄亲访众
匾，摄影以记，广泛征引最为可信
的文史资料。由此既可作为查阅泰
岱牌匾所处地区之工具书，又可作
资 料 汇 编 ， 包 容 万 方 。 综 览 于
此，可知特质有三。

一是视野宏阔，分类详明。全
书 以 大 泰 山 区 域 为 匾 额 收 集 范
围，囊括岱麓四方，除却泰山主峰
本体，岱阴灵岩及岱阳亦为收录重
区。据匾文而言，如此则构成：山
中标楼榭，山下咏文典的独特布
局 。 又 于 开 篇 进 行 书 刻 内 容 归
类，脉络鲜明，让读者读后心中亦
自有关于典籍类、建筑类、哲思类
的主旨在，故匾繁而义明。

二是考实源流，典籍证因。对
于存世匾额的发展历程，能尽则
详，缕清辞源、书者和所处地点的
变迁。如“资生普润”匾，首先进
行文辞释义，后言书者与匾额状
况，具有多位一体之分析特征。在
岱顶匾额便较多指明宗教信仰内

蕴，除碧霞祠“诚有感应”“福绥
海宇”等以外，将遗失无存者悉列
书中，即“广生泽溥”“德溥坤
舆”等，分别详尽描绘嘉庆帝祈雨
感验、乾隆帝祈福恩谢之意，而其
过程更博涉 《岱宗感应记》《泰山
祈雨文》等文书，丰实了匾中四字
所给人的观感。

另在录匾之时，提出收录标
准，得以文图相辅，能切实标识出
泰山匾额所承载的地域独特性与哲
思深刻性。文中大量参证《岱联拾
遗》《泰山小史新注》 以及儒道经
典 ， 在 选 匾 和 录 文 之 内 遴 选 细
致，以佐主题。

三为图文互见，古今同参。是
书一大特征即收入匾额彩照，通过
多方查证使照片与讲述内容相比
对。此外，匾额故事与图中环境遥
相对照，将读者感知锁定于特定环
境去品读匾文。在“宋天贶殿”匾
一节中，附以天贶殿东北向仰观实
景，以示殿宇层级。撷取清末民国
旧影，剖析其中匾额，可见收录之
广。“中有一道士”“六贤祠”“凤
章褒赠”“包公祠”俱由旧影而
出，则想见石介、孙复、萧公、冯
将的经年奉泰往事，揭示罕见的匾
额故事，诸多匾额虽无存而留于此
书，也使旧匾与建筑或传说之间的
脉象得以重光。

门辟九霄望四海，匾传万殊纳
群 贤 。 是 书 对 已 佚 匾 额 考 证 精

细，借助史料以一匾上溯一楼、一
殿，由小明大，便似常人登岱易忽
视泰安古城遗风，而此书则点名岱
庙 外 关 帝 庙 旧 有 知 县 徐 宗 干 所
题 “ 夫 如 何 轩 ”， 意 旨 城 中 见
山，将此匾额明示是谓善事，让游
人常来常往之地变得陌生而富有意
味，颇似熟词生义之感。书中在回
念古匾深意的同时，广益今日新
匾 ， 平 添 了 岱 匾 数 目 和 时 代 新
风，使“虎山阁”“甘泉谢”“嘉木
堂”“水音堂”一道成为泰山匾额
的当代余音，且呈现了更为古雅正
脉的笔墨价值。

观览此书，便了解到泰山地区
匾额重制数目亦多，故似石刻一
样，反复凿刻，淡而染墨，其间或
古文今字，如“配天作镇”“廽马
岭”，或今文古法，如“有容乃
大 ”“ 梳 洗 亭 ”， 抑 或 古 文 古
字 ， 如 “ 肤 寸 升 云 ”“ 谢 恩
处”等，这体现出时移世易的传
承。故而 《泰山名匾》，体史迹以
见文典，察风物而彰厚德。古今墨
客的目光业已汇聚在匾额与磐石之
上，不断印证着泰山文脉中三教合
流的达观以及诗词咏物的宏旨。

名匾是泰山自然环境与人文思
考的引言，于此书将引领更多读者
仰观并体悟文以载道的深趣。正史
兄成此大作，为我们青年之辈树立
治学榜样，施展文史新功，同愿顺
泰岱东风，以传史迹遗韵。

目光离开书，在窗口和房间内
游弋，最后定格在对面书橱二层的
那块石头上。石头只有巴掌大，黑
白分明，底色是黑色，白是凸显的
纹络，像一头鹿腾跃而起，但没有
鹿角，也许更像一匹马？

我很喜欢这块石头，便把它摆
在显眼的位置，就是想时时能看到
它。这块石头让人莫名地踏实。看
到它时，我感觉一个自由的、野性
的生命在眼前跃动。我想到 《诗
经》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
诗 句 ， 鹿 鸣 声 仿 佛 就 在 耳 边 回
响。我会想到东山魁夷的画，他喜
欢在画中画一匹白马，还会想到古
代的岩画，多年前，我看过贺兰山
的岩画，在一条乱石嶙峋的山谷
里，不知什么年代的人在岩石上用
简 单 拙 朴 的 线 条 ， 刻 画 出 太 阳
神、马、鹿、山羊和猎人的形象。

一块小小的石头，就能把人带
回粗糙和原始的自然中，带往遥远
又神秘的时空中去。

记忆是一条河，从一个人有记
忆开始，川流不息，一直在汇入新
的 记 忆 。 记 忆 中 ， 有 人 ， 有 石
头，有鹿有马，有白云苍狗，有山
川 河 流 …… 有 的 清 晰 ， 有 的 模
糊，有的偶一闪念，有的念念不
忘。立秋已过，夏天的纷繁印象却
还像朵云一样在眼前闪回。

“夏云多奇峰”。云在泰山顶上
聚散舒卷，飘过虎山阁的塔尖，又
在岱庙顶墙上的枯树上踟蹰不前。

我去了一趟浙江，好像我走到
哪，云就跟到哪。在高铁上，我从
窗边看见一朵朵白云在电线上踩着
钢丝起舞；在西湖边，我看见一朵
红云罩在保俶塔上；在绍兴，我看
见一朵长长的云带飘在古纤道的石
拱桥上；在返回的高铁上，我又看
见天空下，一束束奇异的丁达尔光

从云的边缘和缝隙中照射下来，映
红了田野和河流。我读过勒克莱齐
奥的《逐云而居》，一位朋友也写过
一本《在泰山逐云而行》，有了这趟
江南之行，我怎么觉得是云在逐我
而行呢？

我蹚过一条又一条河。初夏时
天旱，河水、湖水浅了，我一次次
去大河滩，黄昏时，放牧的羊群上
岸了，而我还像夜鹭一样站在河水
中看晚霞、看归鸟。我清晰地记得
河水缓缓流过脚背、游鱼唼呷着脚
踝 或 赤 脚 踩 在 荇 菜 、 水 藻 、 淤
泥、石子、河蚌和螺狮上的感觉。

我读了美国作家的两本有关河
流与人的书，一本是诺曼·麦克林
恩的《大河恋》，一本是詹姆斯·托
姆的《溯河而行》，读书时，我与书
中的人物一起蹚过一条又一条河
流。“我与河流混为一体，还因为我
了 解 河 的 成 因 。” 在 《 大 河
恋》中，我跟大泥腿河上的钓鱼人
学会了一个短语“阅读河水”。河水
是 可 以 阅 读 的 ， 想 到 这 个 短 语
时，我觉得河面上一道道闪烁的波
光就是一行行的文字，“言语由水而
生”“水啊，我的梦”。

夏天里我也淋过一场又一场
雨。我曾在山寺的鼓楼避过雨，也
曾在岱庙冒雨看蜗牛在汉柏的树干
上爬。还记得有一次骑车去泰山东
麓，我刚刚赶到那条无名河畔，山
雨跟着就赶来了。我急急忙忙躲在
桥下避雨，眼看着河水上涨，漫过
了刚才还露出水面可以踩着过河的
石头。看雨停了、云薄了，我急匆
匆往家赶，行至半路，随着电闪雷
鸣，一场倾盆大雨又铺天盖地。我
没有停下来寻找避雨的地方，心里
想的是：该淋的雨一定要淋，不淋
一场雨，夏天能算圆满、记忆能够
深刻吗？

仰观墨光
——贺《泰山名匾》付梓
□李元熙

呦呦鹿鸣
□刘水

《泰山名匾》。 通讯员供图

云卷云舒。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