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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唯
一堆黄土
住过仙，住过尼，住过学生
如今，歇一个寡言过客

一堆黄土，有个好听的名字
不忍叫，怕惊醒深埋的呼唤
不忍叫，怕一位母亲颤声答应

不忍叫啊，脚下
那么辽阔的土地
也挡不住呜咽的资江

●水之湄
修行已久 他缓缓起身
洞中有清洌的甘泉
泉水里有从洛阳游来的鱼群

鱼儿激起的涟漪划破了水面的平静

那些在光阴四壁游走的身影
宛如母亲默默跟随的眼晴

纵使能点石成金
又怎能做到四大皆空，六根清净

岩石坚硬 柔软处是斑斑泪痕

若干年后
叫洛阳洞的地方修建了一所学校
天真的孩子们不认识得道仙人
他们齐读
香九龄 能温席 当所执 孝于亲

●刘朝阳
有时，名字也可取暖
比如这无名洞，贴上洛阳的标签
对寄居人而言，便有了母亲的温度

有时，逼仄的角落也能成仙
比如这三丈幽空，远离人间
泉清如镜，便有了仙风道骨

有时，小庵亦照亮一方
比如这低处的点石庵
比高处的大庙更灵验

有时，相见不如思念
比如这消失的景点
再不会遭受尘世的污染

●罗 森
申神仙，也许你凡尘未了
最终没有修炼成仙
这是邵州，不是洛阳
故乡，是挂在塔檐上的那枚月亮
一夜未眠

风，拂去塔尖上千年尘埃
思念，跌落深井。泉水从唐朝流至现在
石头，有着盛唐一般坚硬。幽幽泛光
东塔身子笔直，眺望目光终能抵达黄河

如果洞口升起一缕炊烟
就把它当作洛阳吧
牡丹，娇艳绽放
马蹄声越来越近……

●艾华林
混迹江湖的那些年
我活得很狼狈
每次回乡，我都把帽沿压得很低很低
找一个洞把自己隐起来的想法
是父亲去世之前就有的

在我的故乡，西山脚下的洛阳洞
是最理想的修炼道场
但那些铜炉已被清理一空

生活在这个浮华的世界
想隐是隐不住了，不如找些柴火
把玉壶里的冰烧开
泡一泡清明的雾茶静待来客
如果有君自洛阳来
不妨替申仙人打听一下乡情
然后再向他讨一个扬名立万的良谋

●刘群力
（一）
孩子、教室、楼房
刚开发的新城

我们黑夜里举起火把，高过
佛前的神灯
总找不着你的踪影
（二）
几回夜里，梦回大唐
盛世的丹炉，火候刚好

申泰芝凝神静坐，母亲的身影在洛阳
趟不过南北横亘的河，跨不过千山万岭
（三）
痕迹被旧风吹走
长生不老变成神话

黑夜里，我急忙
搂住孩子，抱紧母亲

●方 竹
伸手一指
就托起一片浮云
涤尘濯心

时间足够美好
如洛阳井，亦如洛阳泉
缓缓流淌
流过今生，淌入来世

那个隐居的申泰芝
忘了，关紧洞门
让她的思念
遍及洛阳

●曾楚涛
赐大国师，往玄真观，侍玄宗游
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
一城暗香疏影的牡丹……
申真人，法天黄袍飘飘，美髯飘飘
贫道去也，仙风飘飘

一路名山大川略过
为何是邵州城外一无名岩洞，不得而知
一个遵道修心之人
该修心无挂碍无赘物，该修心清如水
却修不掉三千里外慈母音容
又修不来洛阳城的一碗井水，不得而知
此后，他是冲举升仙或委身他乡陌

途，不得而知

可知的是洛阳洞小学，那琅琅读书声
业已替代点石庵的钟、磬、鼓、步虚清音
一茬又一茬，度人间运程，如七色祥云

●邓流沙
埋藏着一场独白
千年的经卷，纵然焚烧
也破译不了
一块石头的虔诚

最高的东塔和最美的西山
就此俯下身来
执意臣服于点石庵
一行残缺的墨迹

脚下的资水，静静北流
突然，我扔出一块碎石
以母亲命名
荡起晶莹的水花

●李 婷
去邵阳
去洛阳
去找一个穿长衫的人
允许他文绉绉

允许他弱不禁风
我说申神仙
隐不了就别隐了
你的心太轻
重的东西装不下
何况洛阳那么远
母亲那么远

●张雪珊
你在洞中思念妈妈，妈妈离你很远
母亲在洛阳牵挂儿子，你离母亲很近
洛阳井，是儿的泪眼婆娑，日日夜夜

无声流淌
“泰芝，泰芝，你是为娘和血的牙齿，

寸断的肝肠”

“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阳光明媚，洛阳洞小学书声琅琅
一个留守儿童，在作业本上画出妈妈
此刻，在她的怀里睡得正香

●于执立
从繁华的洛阳到僻远的邵州
找一个洞隐居成仙
需躲开二千里鼎沸的人声
十方烟火红尘的叨扰
需骑着烈马奔驰二十个日夜

洞名洛阳洞，井名洛阳井
你将邵州城外的点石庵
修炼成故乡洛阳的模样

从洛阳到邵州，从北到南
要走那么长的路，要费那么久的时光
要跑死三匹烈马，想必
还需要一颗对老母亲深深愧疚的心

●张华博
消失就消失吧
人间还在
家园还在
天空还在
亲人的笑脸还在
不少人的良心与爱
还在

你我终会露出一个洞口
我们相互走进，我们一起隐居
相信，比传说中的洛阳洞
还冬暖夏凉

洛阳仙洞（（同题诗同题诗））

昔日景致清幽的洛阳洞，原址在
市区东塔岭西山脚下点石庵中，为庵
中一石灰岩自然溶洞。洞内有一小
泉，水聚洞口，清澈如镜，久旱不竭。
传说唐代有个叫申泰芝的人曾隐居
此处，因思念在洛阳的母亲，将此洞
取名叫洛阳洞，洞口泉水聚集处取名
为洛阳井。点石庵则源于明清，盛于
清末民初，后衰毁于抗战后期至解放
前夕。鼎盛时期曾是湘中有名的佛
教胜地。解放后，在其旧址办起了洛
阳洞小学。洛阳洞也因城市扩建，源
断水涸。这几年，旧城改造，已将其
一举夷平。宝庆十二景之一的“洛阳
仙洞”，从此成为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