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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说：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道最美的风景。此言
不虚，一座烙记心底却未谋
面的云山，我牵念了五十年。

五十年前，我离开巫水河
边，去了渠水上游的通道读中
学。语文课，老师朗读一篇散
文，这是当时除毛主席诗词，
我第一次接触的文学作品。语
言意境优美，老师表情更美
……篇名不记得了，文中描写
的云山美景却深深印在了心
里。老师姓赵，说这是家乡的
一座名山。她是武冈人，一口
普通话略带方言尾音。赵老师
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就离开
了，后来再无消息。我却晓得，
遥远的天边有座云山，是有老
师乡愁的地方。

后来，数次武冈行，逗留
古城，或差旅，路过云山，行
程匆匆，无暇上山探望，唯记
忆一直未淡。

今年深秋，在紫霄峰，面
对云山群峰，我有相见恨晚
之叹。这是我与云山的初遇，
却总觉得似重逢。这次上云
山，选了个雨霁的次日。凭经验，山高
林深雨后少不了岚生云飞。

果然，云山并非浪得虚名。登山路
上，云在路上飘，如潮流涌动；车在云
中行，似波心泛舟。行走山间，云雾如
影随行，把山石林草、泉瀑溪涧、桥亭
台阁演绎得影影绰绰，虚虚实实，村舍
人家、禅院古刹都若隐若现，恍若仙
境。这里看云海极有趣。云缠着山，山
揽着云，云是山的梦，山是云的根。云
来了去了，山在这里；云聚了散了，山
还在那里。山就是云的天地，云的天
下，没有山，云便失去了坐标，失去了
方向。山里的晴岚雨雾，晨露暮霭，都
是云的近亲远戚，你喊一声云，它们都
会晃晃身姿点点头。有云的地方是少
不了风的，仿佛孪生姐妹，风依云长袖
善舞，云御风舒卷而行，风起云涌，把

“风云”二字写满峰壑。风与云也有不
协调的时候，你看，云欲停而风不止；
云也我行我素，左突右奔，欲盖弥彰，
留一笔残山剩水让风去收拾。

古往今来，写云山的诗不少，多着
墨于楚天曙色、奇峰横叠、花开风暖，
和丹井药锄、秦人古道，一带烟光道不
完、画不尽。含“云”量高的大概是清乾
隆年间进士刘文徽的《云山》诗：“山以
云名云即山，云生山头山埋云。山静云
动云无定，云多山少山难分。”云气蓊
郁，蒸腾变幻，极写云与山的纠葛。

云山是雪峰山余脉。以“云”名山，
国内外不多。云山何人命名、何时冠名，
已无从查考。晚唐五代道士杜光庭所著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是一部道教地
理集，集录天下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
地。其中说，“第六十九，云山，在邵州武
冈县”。这应该是关于云山最早的记载。

道教把云山列为六十九福地，是
有来头的。《列仙全传》记载：“秦始皇
遣卢生入海求神仙药，不得，卢与侯生
谋隐，入邵陵云山。今山有侯仙迹、卢
仙影、秦人古道、炼丹井、飞升台、扫坛
竹，皆其遗迹。”《列仙全传》是明万历
年间刊行的一部图文版“神仙”传记。

卢、候二生事迹，《史记》有实
录。卢生是燕国人，侯生是韩国人，
都是秦始皇身边方士。秦始皇称帝
后，求长生不老，先后派徐福、侯生、
卢生等人访仙和寻求不死药。求不
到仙药会被处死，于是，徐福留居东
瀛不归，而侯生、卢生则相约逃遁南
方，隐入舜帝南巡的越城岭附近山
野。据《史记》，因为卢生私下讥讽秦
始皇并逃跑了，秦始皇大怒，下令对
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讯问，“犯禁者
四百六十余人”，被坑之咸阳。而此
时卢、侯二生已隐入云山，掘丹井，
荷药锄，悠然修行，全不知秦末的天
翻地覆。正如盛唐诗人王昌龄《云山
春晓》诗云：“苍深翠浅瀑峥潺，岂谓
讥秦始爱山。一炬咸阳机冢赤，
紫霄巍立晓云间。”过去读王昌
龄的《送柴侍御》，为“流水通波
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
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诗句触动，曾猜想他何以熟知武
冈？访云山，才明白王昌龄来过
武冈，上过云山，观云听瀑，吊古

咏史。
云山堂的云雾格外

浓。走在幽静的山道，就是
在云雾深处穿行。浅绿淡
紫的石板路，绿褐相杂的
森林，都像贴纸一样黏在
灰白的云的底板上。胜力
寺坐落云山堂山坞，这是
一块被七十一峰重重环
抱，形如莲花之蕊的莲花
座。从紫霄峰姐妹亭过去，
路阶层叠，曲径通幽。影影
绰绰的红墙黄瓦，依然吸
睛夺目。寺前古杏枝横，黄
叶满地，时光似水，云气如
烟。这里的云一副深沉的
样子，显出些个性来……
挟着湿湿的草木泥腥，时
而攀树援枝去，时而拂面
上衣来。云山十景中的“杏
坞藏春”在此，“云外钟声”
也源于这里。有题诗曰：

“桃花易赚渔人入，故向云
中种杏花。”徜徉杏坞，不
由得想起贾岛的《寻隐者
不遇》 来：“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在这里，人要学会“难
得糊涂”，因为眼前是云是雾还是烟？很
难分清楚，也不必分清楚。

寺院山门左侧，山崖上有四个丹书
大字“六九福地”。道家福地与佛门胜地
同处一地，恐怕也是云山一大特色。

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源于古代
的巫术、神仙方术。道教立教是东汉的
事，而道家先秦时就出现了，是道教的
上游源头。

不仅佛道青睐云山，儒家更是把它
作为读书治学的风水宝地。唐宋诗人来
过，前面提到盛唐诗人、“七绝圣手”王
昌龄。王昌龄之后，宋朝陈与义也作过
一首同题诗《云山清晓》：“崒嵂奇峰万
叠横，山花开后暖风轻。楚天曙色平分
处，一带烟光画不成。” 陈是南北宋之
交著名诗人。靖康之变，北宋灭亡，陈与
义南迁避难，曾在邵州武冈寓居数月。
与王昌龄写春晓，触景生情、咏史抒怀
不同，陈与义选取“清晓”，偏于写景，以
景寓意，面对眼前奇峰万叠、山花暖风、
楚天曙色一派大好河山，感怀家国不
幸，喟叹“一带烟光画不成”。

有几位明清读书人是必须说的。
明末清初，诗人潘应斗、潘应星 “不
肯为官，三征不起，洪承畴欲招之不
得”，兄弟俩流连云山，卜筑威溪。潘应
斗有诗明志：“此地谁云非我有？幸于
邱壑性同深。”还著《云山别志》，为云
山作传。潘应星则把云山的奇山秀水
层林幽云，凝炼升华为“云山十景”，成
为云山的百年招贴。

清同治五年（1866），邓绎回乡守
孝，僻居云山，写作了《云山读书记》28
卷。邓绎是本邑人，曾任左宗棠、张之
洞幕僚，因功授员外郎，主讲多地书
院。他撰《云山读书记》前后历时十余
年，倾注了自己一生读书感悟。手稿现
珍藏于湖南省图书馆，据说是不可多
得的善本。不知早几年编撰的《湖湘文
库》大型丛书是否收入。

清代湖湘著名学者邓显鹤对云山
情有独钟。嘉庆年间主笔《武冈州志》，
曾考察云山三天，夜宿胜力寺，对云山
之云有细腻描写：“每晨起坐院中，见
脚底白烟一线蓬蓬出石际。老僧曰：云
起矣。已而蓊然满山谷，乃叹云山之名
不虚也。”其写云山的诗句也让人和韵
击节：“一峰扶云飞，一峰负云走。云止
峰亦停，青天露肩肘。”“我归云亦归，
共此心一片。留得出山颜，他日好相
见。”看来，他也有云缘。

紫霄峰宝顶下的姐妹亭是观云海
最佳处。比起白云环绕脚下的大视野
大境界，姐妹亭的故事如同路旁的花
草，不太招惹人。潺潺水流声、唧唧鸟
鸣声、沙沙树叶声和隐隐约约的风声
在耳畔轻轻而过，越加显得云山静谧。
我默默凭栏，沉醉在这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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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王城书画院院长刘金涛（一名
刘浪）先生，一直致力于本土文化的保
护工作，而于本地金石寻访拓印尤勤，
编纂有《寻古传今——武冈摩崖石刻档
案》一书。近些年，他为寻访摩崖古迹，
跋山涉水，寻幽探秘，足迹遍及邵阳各
地。洗刷、裱纸、拓印，日复一日，已成大
观，《宝庆金石录》几欲成矣。近日，他发
城步七处摩崖拓片于我，期望稍作阐
释。我深感荣幸，遂不揣谫陋，按图索
隐，成文如下。

“仁育义正”

“仁育义正”摩崖，在城步丹口镇大
桥头村云华丹口应声岩。

清时，城步属广西湖南两省、靖州
宝庆州府交界之地，山高林密，苗瑶杂
居，民风剽悍。

道光《宝庆府志》载，应声岩在城步
上扶城峒，称“雍正十二年（1734）蒋德
重讨蒲寅山，驻兵于此”。此地有应声岩
铺、应声汛（清时汛为基层防守单位），
皆有驻兵。

雍正十二年，清军军装被劫，官府
以为系绥宁苗民凤老一与城步苗民蒲
寅山所为。乾隆《（续修）城步县志》所称

蒲寅山等“恃险负隅，恣肆不法，劫军
装，抗官捕”，即指此事。第二年，绥宁营
游击兰美林与城步知县蒋德重率官兵
进入苗疆抓人。凤老一与蒲寅山组织苗
民拒敌于应声岩，大败官兵。乾隆元年
（1736），湖广总督史贻直与湖南巡抚高
其倬，命襄阳总兵李琦统兵，永顺府知
府杨辅臣料理军需，率兵三千余前来征
讨。乾隆二年（1737）四月初十，官军进
攻苗营竹岔山，被击退。六月二十六日，
因叛徒出卖，苗营竹岔山被袭，凤老一
与蒲寅山被杀害，义军及全寨 15 岁以
上苗民男子全部被杀，余下的苗族妇女
及小孩600多人被全部掳走。

“仁育义正”，意思就是用仁心去化
育，用正义去匡扶。出自周敦颐《通书》：

“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
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
圣德修而万民化。”落款时间为“乾隆二
年（1737）”。可见此刻当为此次事平之
后某官所题，是希望当地官员多行仁
教，以感化民众归服朝廷。

“民食为天”

“民食为天”摩崖，在城步城内，为当
时的城步县长向大伟所题。同时有《城步

县仓落成记》碑，亦为向大伟撰并书，时
间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冬至后三日。

民以食为天，而年有丰歉，而“岁之
丰歉不可卜”，因而古代建有常平仓、社
仓、义仓等以备凶荒。向大伟在记中称，
他到任后，发现城步县城“无仓可储”，
因而深以为忧。他提出倡议，多方筹措，
终于在县城政府西侧空坪上修成县仓
一所。

向大伟，号英华，湖南衡山县人，任
城步县长的时间为1931年8月至1934年
5月。向大伟在城步颇有政声。据传，向大
伟常微服私访，穿草鞋步行，不骑马乘轿
子，平易近人，体恤百姓。当时，有地痞土
豪勾结成立盐局，向县内去广西挑盐的
挑夫非法课税。他惩处了为首者并解散
盐局，并布告全县不得再课挑夫“课税”。
他嫉恶如仇，惩治匪患，为官三年，全县
盗贼销声匿迹。

据有关资料，向大伟1932年结婚，
其妻为钟秀实的侄女。钟秀实即钟相
毓，湖北汉川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被聘任为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
馆馆员。

城步任期完后，向大伟转任邻县，为
武冈县县长，时间至1935年9月。之后任
平江县县长。1937年，又任慈利县县长。

“民食为天”为隶书，雄强朴茂。落
款是以颜字为基的行楷，遒劲雄浑，颇
类谭延闿，亦当时习气也。《县仓落成碑
记》则为魏碑，点画峻利，纵横倚斜，古
朴灵动，堪称书法精品。

◆史海钩沉

城步金石记（一）
阿 旧

近日，在网上看到陈莫诗集《轻拿轻
放》出版的信息。读了几首，甚合我心，
遂购一本。“阳光驶过青草地，留下金色
的车辙”（《春天的稿纸上落满了清澈的
词语》），收到诗集时，看到扉页上写下的
清澈诗句，和雅正娟秀的字迹，我满心欢
喜。是夜，一气读完，颇有感触，遂记之，
算是阅读的痕迹。

陈莫，原名陈志莲，另有笔名半朵幽
莲，邵东人，现居上海。对于这个来自家
乡的，同样身在异乡的诗人陈莫，我虽然
没有见过，但脑海里有两个深刻的记
忆。一是数年前在家乡的诗人群里，我
刚贴出一首诗，陈莫立马就识别出了一
个错别字，当时便被我引为一字师。第
二个记忆还是在那个群里，有一段时间，
大家热衷于同题诗的创作，我偶尔读到
陈莫的诗，也没觉出什么来。直到有一
天，在一个公号上读到《公园里的旧椅
子》，才发现她已诗才别具，越写越好了。

2022年7月，浙江杭州“诗青年”诗社
策划了第二届青年诗人陪跑计划，要帮助
十名优秀的青年诗人出版人生第一本诗
集。陈莫投稿报名后，经过初赛、复赛和决
赛三轮竞赛，最后在众多参赛诗人中脱颖
而出。可见，有才的人，是终会被看见的。

诗集《轻拿轻放》收录了陈莫自
2017年至2022年创作的诗歌作品百余
首，分为“悬赏”“愈合力”“未完成”三
辑。她的诗书写的最多的是当下生活
的庸常，但有女性的温婉细腻和发人深
省的幽微。像我这样出身粗粝的打工
诗人，其实更喜欢的是《公园里的旧椅
子》与《咳嗽食疗法》这样的具有隐忍与
刺痛质感的诗。然而，我却被那些颇具
浪漫气息的温婉诗句打动了，抚慰了。

“给你寄一只玻璃瓶。里面装满
了/三亚的、丽江的、厦门的、青岛的、乌
镇的/大海、空气、风、阳光、夜色/那些，

想和你一起去/却只能一个人去的地
方/我把它打包回来/快递单上，慎重写
下几个字/轻拿轻放//就像，我们之间
的感情。”（《轻拿轻放》）词语清澈、字句
简洁、诗意纯朴，一读就懂，再读就入心
了。这样美好的情感，不正是爱人之间
的心境嘛。你看到的美好的事物，忍不
住想跟他分享，他不在身边，拍了照片
也想发给他。你们一起想去旅行的地
方，他没有去时，你会将“大海、空气、
风、阳光、夜色”，装进一只玻璃瓶里“打
包寄给他”，并在快递单上，慎重地写下

“轻拿轻放”。这种质朴美好的情感不
是最炽热的爱吗？从这些平淡温婉的
诗句里，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温情女子
火热炽烈的情感。她怎么写得那么云
淡风轻又温情脉脉，她的澄澈和深情是
怎样生出来的呢？

读陈莫的有关春天和爱意的诗
句，我总是惊叹于她内心的丰盈和情
感的充沛，她的心里始终装着一个人
和爱，那是深入骨髓的，也是痛彻心扉
的。“我们的眼神多么相似。一点点惊
异、平静、木讷，又有/一闪而过的忧
伤。”（《白猫，或深秋》）她的诗总是这
样，在温婉、柔和字句的包裹下，总有
一句不经意的话语，轻轻地击中你内
心柔软的那部分。

“年轻的时候，我的衣服/只有黑白
两色/那是我对这个世界偏执的认知/
而今，我试图/用缤纷的色彩/来掩盖漏
洞百出的生活//如果，你多打量我几眼/
一定发现/我很多衣服上都有蝴蝶结/或

大，或小/或张扬，或隐匿。”（《蝴蝶结》）
如果是这样，请你不要惊讶，那是她在这
尘世仅存的少女心。“蓝雪花、紫翠菊、果
汁阳台、玛格丽特、杜鹃、蟹爪兰……”她
都能“叫出她们的名字，她们却忐忑地摇
着头”，不敢和她相认。她的诗里有太多
春天的信息了。她怎么记得那么多花
的名字啊。原来，陈莫在上海做过教师、
当过记者，还是一位开过花店的白领丽
人。她“把她们带回家，养在朝阳的阳台
上/她们开得那么好，仿佛没有一丝忧
伤/看着她们开得那么好，我又平添了/
一丝忧伤。”（《逛花市》）读这样的诗，读
着很美好，也很感伤。她的爱是那样清
澈、澄明，不用遮掩，未加修饰，像她在诗
里所写的，“春天的稿纸上落满了清澈的
词语”，多好啊，多纯粹呵。

“那些花开过，便谢了/短的，花期
不过一个星期/长的，也不过三五个
月//我给它们剪枝/不几天/那些修剪
过的地方，重又长出新芽/柔软、娇嫩、
蓬勃/数月后，自顾自地开出花来/像从
没受过伤一样。”（《愈合力》）读到这首
诗的时候，我的泪水哗地流了下来。因
为前不久，我遭遇了一些很不美好、很
不友善的人事，让我身心俱疲，还好有
诗歌，让我的心灵得以释放。诗是真正
让人安心的东西，它的“愈合力”是毋庸
置疑的。感谢陈莫。

是诗，温暖了我。让我坚信，这世
上，仍有一些美好在生长。

（艾华林，邵阳县人，中国诗歌学会
会员）

隐 秘 的 芬 芳
——读陈莫诗集《轻拿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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