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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五台山，尽在不言中。

我们乘高铁一路向北，跨越两省

到达山西太原，再驱车前往五台山。

五台山海拔三千多米，比恒山都高了

二分之一。车飞速疾驰时，远远可以

看见山体的轮廓，黛青色的山峰如一

道利眉一般，斜挑在天地之间。层林

尽染，虽未入山，但清泠入骨的寒意

却已将我们丝丝缕缕地缠住了。

下了车，我们三三两两地上山。

我依照贯例地走在最后，从山脚仰望，

五台山高耸入云，奇峭的山石仿佛悬

在空中，栈道、索链也像是凭空浮着

的，鸦青色、深绿色、浅棕色、灰白色、

黄桐色、乌青色的各种树木草叶，一齐

密匝匝地“倒”在山上。空旷而寂静的

山谷里，能听见山泉低声的呢喃，不时

有鸟群从山边成群飞过，发出呜咽一

般地悲鸣声。大大小小的树林，全是

警惕地用枝叶为刀刃，用寒意作恐吓，

锋芒毕露地向游客们张扬。在这清泠

的氛围里，难有杂草温柔地覆盖在山

体上，郁郁葱葱，生生不息。

遥远的松涛从山那边涌了过来，

以一种波浪般奔腾的形势在山野上

狂野地努吼，当风声稍稍缓下来时，

松涛便失去了怒意。在这样山清林

凄、空旷悠然的境界里，连呼吸都逐

渐变得悠长。

沿栈道前行，足踏青石台阶，古

风便是在这时洋溢挥洒出来的，后面

是陡崖峭石，一望深不见底。前面是

一层又一层的石阶，绿幽幽的青苔如

鳞片一般细细覆在其上，天地间，寂

然无声。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上了山，我们住在一间旅馆里，

隔壁有一座寺，寺里的和尚大多是藏

族人。那里有个和尚，被其它人尊称

为“阿讼上师”，经常在五台山上上下

下游走。我在山林中悄然行走时，偶

尔也会碰见阿讼上师。阿讼上师很

年轻，约摸二三十多岁，面目清秀，平

时少言寡语，但对于五台山的客人却

是极为礼貌的。

有一日，阿讼上师领我们去点

灯。我在五台山共住了九天，每晚都

点一千盏灯，合起来也有一万盏灯

了。阿讼上师说这是用来祈福的，但

不一定灵验。我说，虽然不一定灵

验，但起码是个希望，总归是好的。

他微微一笑，说：“佛祖释迦牟尼以前

也是人，生年这么多人上五台山，一

个人就要点一万盏灯。你说，这么多

的愿望全托给佛祖，佛祖就不会觉得

累吗？”我笑着继续点灯，说：“当然

了，佛祖也是人嘛。”于是大家一齐笑

起来，那晚的灯格外得亮，灿烂的灯

光映在每个人脸上，每处都是一副明

艳动人的景象。

唯有那被灯火点得过旺的蜡烛，

悄悄地，寂然无声地，我们每个人开

怀大笑时，缓缓淌下泪来。

五台山的奇事是很多的，例如那

儿的苹果，据我目测，直径大约有三

四厘米，总体积与一个仙贝差不多

大。虽然说很是红润，但分量却是小

得可怜。

在五台山呆久了，感觉自己也融

入了五台山的脉搏里，五台山总有一

种魅力，让所有赤过的人生出一种

“永恒”的错觉。这里的居民、和尚、

供奉，都是以一种朴实无华的气质来

“隐居”于此。是的，五台山的人，仿

佛都是在山中隐居的隐士，朝起暮

归，山野苍茫，日出而升，日落而降。

每至傍晚，寺里的钟就会被阿讼上师

准时敲响，然后所有的和尚都会用我

听不懂的藏文来诵经，配合着庄严的

音由，和着寺里一声又一声哀婉的钟

鸣声，传到了五台山每一个角落。

我总会站在寺前，静静谛听，惨

白的月光倾泻在五台山上，流动成水

晶一般旋着的月华，耳边，唯有钟声

余韵，沉沉地响着，响遍了整座山野。

离开时，是清晨，阿讼上师送了

我一条白色的哈达；带我们走出五台

山，而我，像是一个误入仙地的凡夫

俗子，终是要离开了，没有人知道。

这短短九天对我的意义，从最初的生

涩到渐渐的熟悉；还有那些独自一人

游走五台山的自由张扬，那些偶遇阿

讼上师的惊喜，那些点灯时的笑语，

那些敲钟时的沉默……却还是远了，

未曾开始，却已结束。

晨曦慢慢涌上天边，车子飞快地

驶向与五台山相反的地方。阿讼上师

站在山脚上，无声地看着我们。他的

衣角轻轻翻起，又随风渐落，如一朵忽

张忽合的云，在我眼中绽放开去。

五台山在我眼帘中消失了。我

闭上眼，浑然不知车窗前闪耀着一道

灿烂夺目的日界线。

太阳升起来了，我知道，现在和

过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记录

人 在 五 台 山
大祥一中251班 陈 姣

蔷薇花，蒲公英

四月的熏风

撩过白川青原

我的小村，似雨非晴

书页泛潮，笔尖清凉

老椅子上长满春韵

诗章就落在堇色流年里

悠悠淌淌

我看到

苔藓爬上古拙的小石阶

油菜安恬地结它的籽

看见，南边山坡的笋

正在用力长成竹子

老房子外面的阳光里

都开满了黄色和米色的素简

小花

画眉从天边飞到窗纱上

书本轻轻打开

旧年安妥的收藏

字里行间

没有了过往的暗淡词章

空处的留白

是一朵暮春的云

展开红笺

再像当初年少那样

写一篇青春的温婉？

还是，写一句

想念的话，别上时光的胸针

托河水邮递给你

笔不说话

风不说话

云也不说话

光阴都安静了

兰草在阶下安睡

人间四月

你说，那是最美的时光

（指导老师：钟建颖）

◆诗园

四 月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侯振山

“骑木马，过大山，多快乐，哈哈

哈；骑木马，过大山，多快乐，哈哈

哈。摇呀摇呀摇呀摇，我像小燕飞上

天。”外婆浅浅的吟唱还在耳畔回响，

可是，我却长大了。

偶然间在一个被灰尘掩埋的大

纸箱中找到了我儿时的玩伴――木

马。我怔怔地看着它，拿出帕子细细

擦拭，感受着久违了的轮廓。四条胖

墩墩的木腿承载着我童年的欢笑，而

它的小耳朵也储存着我许多秘密心

事。我轻轻摇动着木马，看着它稳稳

地摇摆，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时

光一梦，白云苍狗。

仿若被按下了后退键，过往的种

种如黑白影片匆匆倒带，来到了那个

遥远而又宁静的村庄。恰巧是午后

小憩的闲暇时间，我和外婆相对坐在

小板凳上正吃着新鲜的梨。我看到

外公拿着几块木板和一些磨砂纸，手

中提着一把锯子笑盈盈地向我们走

来，说：“老婆子，今儿我帮咱外孙女

做一个小木马你看怎么样？”“那要

得，那你得做得好些啊！”“得嘞，能不

好吗，给我宝贝外孙女的！”

外公就在旁边做起了木工。我

起了兴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看着

外公利索地将几块木板用锯子“嘎吱

嘎吱”地锯开，而后用磨砂纸细细打

磨棱角的粗糙，将木板放置在合适的

位置上，连接处用小钉子固定住。这

样鼓弄了半天，木马的雏形便出现

了。只见外公拿起一支笔在木马的

头部的位置上画上眼睛、鼻子和嘴

巴，活灵活现的，大功告成了！

我无比欣喜地冲到木马前坐上

去摇动起来，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外婆

的儿歌“骑木马，过大山，多快乐，哈

哈哈……”外公收好工具，和外婆一

起站在屋檐下看着我乐呵，祖孙三人

就那样悠闲安然地待在宁静的院落，

黄昏的阳光细细碎碎地洒在外公和

外婆的头发上，脸颊上，和他们满眼

的慈爱相映成辉。

自那以后，我几乎整天粘着我的

小木马。说来也奇怪，每次只要摇动

起木马，伴随着嘎吱嘎吱的响声，我

就会有莫名的心安感。而如果仔细

一听，竟能听出“哆来咪”的音符，和

着音符轻轻哼唱着熟悉的童谣，那几

乎是我童年时光的全部美好。

我盯着这个擦掉灰尘的木马，入

了迷，直到眼睛开始酸痛起来。当年

的小木马我早已骑不上了，但对我而

言，即便只是看着它摇动起来也是一

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它仿佛一把木桨

带着我在记忆的长河里缓缓前进，陪

着我面对路上的艰难险阻，一路安详。

小木马，摇啊摇，带我摇到外婆桥。

◆回望

木马协奏曲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禹 洁

风万千姿态，难以捕捉，却时时

在身边。看似寻常，却蕴藏无穷。有

一种风空动、性灵，让人迷念。

独立湖畔，任西风吹起青春的衣

裾，清风两袖，这要有怎样的心境才

能让风驻留和青睐？风吹白沙，吹走

了淡淡的忧愁，也吹去了那白驹过隙

的年华。草熏风暖，渐远渐息。风在

四季里轮回，等待着每次的涅槃。

春意融融，一阵风绿了大地，吹暖

了一池春水，吹弯了万条绿丝绦。吹

开了百花在风中演绎着精彩的话剧。

夏日炎炎，风带着激情与火热掠

过，所经之处都是情感的灼烧。惟留

一片风荷撑着碧玉伞在水面上与风

尽情地舞蹈这现实的童话。

秋意阑珊，西风泠泠。风吹来了

收获的信息，吹老了丹枫，吹瘦了树

林。峭壁上的一棵古松听它诉说古

老的故事。

冬日寂寂，朔风怒嚎。肆意的风

肃杀了一切的生机，万籁俱寂，一切

又回归了最初的平静。风过原野，一

片枯叶在风中舞尽最后的翩跹，在泥

土中睡去。诧异间，一枝梅花在枝头

笑着展现生命的传奇。

听身边的风吟，我的思绪在飘

扬。要如何做我才能与你实现心灵

的密语？放下杂念，在青山绿水间感

受真真切切的你，那一刻我觉得心上

的风吹起来了。

坐在楼台之上，看风表演着它的

喜怒哀乐，是件惬意的事情！偶尔一

只水禽借风飞过水面，风吹荡起一湖

的涟漪，摊开张张笑脸向对岸涌去。

此刻水中几条游鱼也跃出水面感受

着风的抚摸。此刻的风亦是有情的！

荻花深处，哪阵风携带着飞絮落

下满天蝴蝶？藕花深处，那阵风吹起

了一曲菱歌，惊起了那采莲的少女？

海棠树下，那阵风吹起了暗香充盈了

飘飘水袖？

风虽无形，实则内心有形。它总

在心里发芽。黄埃散漫，那阵风把深

闺叹息吹送到玉门关外？伯劳纷飞，

那阵东风棒喝了梅树下的放翁？关

塞月冷，那阵风吹白了子卿的鬓角？

风是一种形态，行踪不定，刚柔

并济。握一丝清风在手，看谁能在无

形中领悟有形的生命真谛？看风书

写人生的偈语，堆积成篇篇禅理。

乘风破浪，此刻的我立在湖畔，观

风之清音。大音稀声，大象无形，需要

用心去真诚感悟它的包罗万象，让心

上的风与之相通，风起，心静，返真。

风是有生命的雕塑家。有谁知

道？此刻我正用风在雕刻着多彩的

人生。

◆思考

风 从 心 上 来
邵阳学院中文系 王 琛

金黄的灰天，一棵蒲公英即将离

开母亲的怀抱。

在风伯伯的帮助下，蒲公英开始

了它的寻家之旅。

蒲公英来到城市，看着高大的楼

房与美丽的街道，便想在城市的马路

边安家。准备降落时，却都被满脸灰

尘的大树爷爷给制止了。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我想在这

安家。”蒲公英不解地说。

“这里不适合你，你走吧。”大树

爷爷用嘶哑的声音说到。

“这里高楼耸天，街道繁华，我为

什么不能在这安家？”

“这里白天声音噪杂，灰尘满

天。你看我这一身灰，我都快受不

了。你快走吧，这里不适合你。”

蒲公英听了大树爷爷的话后又向

前飞去。它来到了工厂前，准备在工

厂旁安家，却被快要枯死的草给制止。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我要安家。”

“这里，你活不长的，你走吧。”

“为什么，这里没有噪杂的声音，

没有灰尘，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安家？”

“对，虽然这没有灰尘，没有噪

音，但这里有更要命的。你看，那高

大的工厂排出来的污水，让这里的青

蛙与昆虫都死尽了，而且奇臭无比，

还有致命的酸雨。你走吧，我就是刚

受酸雨淋过的，现在都快不行了。”

蒲公英听完小草的话后，便向别

的地方飞去。它去了郊区，却满地都

是垃圾；去了公园，却怕别人采摘。

如今，蒲公英仍在空中飘着，越

飘越远，不敢下落。

（指导老师：胡志英）

◆想象

蒲公英的心声
大祥区雨溪中学174班 王沾涌

山山 珍珍 刘玉松刘玉松 摄摄

屐痕过暗苔，空庐没纷音。

石室留樵客，黄粱纳芥舟。

意随青烟起，兴同东篱平。

陋室桑麻话，人衣欲沾青。

白日闲思
武汉大学文学院 苏柯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