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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定林寺有感
□王光太

“新娘”的乡愁
□叶荣荣

走进莫里热带雨林
□张恒

在山东日照莒县城西6公里，有

一片蓊郁的山林，林间掩映着一座

古寺定林寺。在通往寺前的陡峭石

阶旁立着一块斑驳的石碑，走近才

辨认出“刘勰故居”四个大字。

刘勰，字彦和，山东莒县东莞镇

人,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是

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和评论专著《文

心雕龙》的创作者。清代史学家章学

诚曾盛赞《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

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早

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一生未娶。

中年曾寄居江苏镇江，在南京钟山

的南定林寺跟随僧祐研读佛卷及校

经，32岁发愤编纂《文心雕龙》，历时

五年乃成。刘勰书成后，因自身籍

籍无名，为引起当世人的注意，于是

想出了半途拦截南朝梁代开国功臣

沈约之举，沈约对他大加赞赏，刘勰

这才在仕途上有了起步。本想有一

番建树的他，几经辗转却落得个官罢

修经的结局，万念俱灰，遂北归定林

寺一心向佛，闭门校经，后来病卒。

走进定林寺，与热闹和宽敞的

前院相比，窄仄的后院一如当年的

孤寂冷清。带着一身失意和落魄的

刘勰，将短暂的余生委身于这灰色

青砖的二层小楼，在几多落寞中，与

经书为伴，闲望天上云卷云舒，淡看

门前草枯草荣。“校经楼”三字为

1962年郭沫若先生亲题，小楼几经

修缮，灰色青砖依旧，黑漆木窗依

旧，唯一就是盛夏爬满半面墙的爬

山虎，和现在冰冷的天气吻合，是以

干枯的状态立着的。从春的萌发到

夏的绚灿到秋的丰收到最后回归冬

的本真，无意中也映衬了刘勰坎坷

的一生：从出生时的家世显赫，到幼

年时的家贫笃志好学，再到青年时

的委身佛门研读校经，而立之年才

华尽展，著就了中国文学理论和评

论最权威的典范论著，晚年平淡仕

途的急转直下，最后进入寺庙闭门

校经。不管刘勰的一生有多少起起

落落，至少有一点，触动着我的内心。

那就是人若想干成点什么事，非立常

人之志，非下常人之功，非经常人之

苦，非遇常人之难，是难以做到的。今

天，我们只看到了《文心雕龙》的历史

地位、文学价值，被后世多少人研究和

传播，殊不知，刘勰背后为此付出多

少努力和心血。一言以蔽之，有非

常之作为，才有非常之荣光。

缓步迈进校经楼，刘勰挥毫著

书的塑像安放在大厅的正中央，两

侧是蒋维崧先生手书的《刘勰生平》

和《刘勰年表》，四周陈列的是各种

版本的《文心雕龙》和海内外学者关

于刘勰与“龙学”研究的著作、文献。

在刘勰塑像的后面，是节录的《文心

雕龙》原文。两侧是由赖非先生题写

的巨幅隶书对联，“积一生学识述道

论人绎理严正缜密，释千古文心索真

扬善审美博大精深”，可谓高度评价

了刘勰的一生和学术成就。“浮来钟

灵”的横批似乎在昭示着人们，刘勰

不啻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开山祖，

更是浮来山不朽的魂灵。

每一个不屈服于磨难的灵魂，

在隐忍不拔中都蕴藏着厚积薄发的

力量，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终会闪

现出自己的光辉。在泱泱历史长河

中，镌刻下自己的名字，留下一页宝

贵的精神财富。

忽而觉得应该感恩，感恩名不

见经传的一座小山一座古刹，以及

一个存世不灭的古老故居，可以让

我辈亲睹、瞻仰、叩拜，触碰千年文

化的根，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视线再次聚焦到执笔著书的刘

老先生塑像前，楼上青灯孤影幢幢，

门外秋风堆卷落叶。无关世我，心

无旁骛，蘸墨挥毫，批注校经，一个

安静的灵魂在文字里踽踽行走。

安徽休宁县梓源村的新娘房瀑

布有点看头，早有耳闻。只是皖南

山区多山涧溪流，瀑布并不鲜见，我

想象不出有什么与众不同，也就无

刻意寻访之念。

不刻意的事往往忽然而至。众

友邀约，心有所动，淅沥雨落，似乎天

意也在催促。于是，随友携雨同行。

行至新娘谷入口，山贴了过来，

却无压抑之感。山形被一块巨大的

“幕布”包裹，朦胧不见其势。一条

清溪从“幕布”下溜了出来，清秀清

亮，欢快可人。

我们溯溪而上，猫腰闪进“幕

布”的背后。山谷内无一游人，也不

见一农人，一声声清脆急促的鸟鸣，

提醒我们是这里的生客。

山被遮目，水扮演了秘境的主

角。或腾跃、或回旋，或舒缓、或激

越，或淙淙、或潺潺，或如层层叠泉

争先向前，或像珍珠门帘并肩同

坠。穷尽世间辞章，都难以描述姿

态之异，喜爱之情。大潭小潭星罗

棋布，宛如斟酒的酒盅，盛满一湾湾

碧玉般的琼浆玉液，散发着绿色诱

惑。有心喝一杯，又担心醉倒在天

地里，没了人形。

河石，是溪涧的顽皮孩子，毫无

规矩地横躺竖卧。又像是魔术师的

魔法，这个似圆桌、那个如锣鼓，或

像懒散的憨熊，还可以是连成串的

鹅蛋。栩栩如生，形神兼备，连巧夺

天工的黄山怪石也侧目嫉妒。

行进愈深，心境愈幽。雾岚把

视线所及之处擦洗得清新透亮，滴

翠流青。绿油油的高山茶园犹如一

块块又软又厚的绿毛毡，铺在山岭

梯田，挂在丘陵坡壁。俗世的尘埃

不见了踪迹，只有那惹人垂涎、怜

爱、忘情的绿无休无止地扑向你，铺

天盖地地吞没你。

我们初步领教了新娘谷的魅

力，虽不是深山壑谷，也不是名山胜

景，身处其间，却有“乐矣不知老、都

忘甲子年”的悠闲酣畅。

轰鸣声愈来愈响，每个人都心

知，这是最精彩的乐章前奏。当它

奏响的那一刻，我们还是难以平息

内心的怦跳。四周崖壁环抱如房，

一注白练从对面崖顶灌木密叶间突

然冲出，飞流直下。抛珠洒玉、溅火

流星，轰然跌落碧潭之中，荡起如雪

的浪花，腾起似幻的水雾。它虽没

有疑似银河落九天的宏大气魄，却

有温婉动人的端庄秀美，美得别具

一格，美得优柔悱恻。注目凝思，天

籁之中竟暗暗生出幽幽的心境。

“知道新娘房瀑布的由来吗？

传说以前当地新娘外嫁，都会在此

潭中捧饮一口家乡水，才依依不舍

三步一回头登上花轿。思乡之时，

潭水化作晶莹的泪水盈眶而出，落

进嘴角，就是家乡的滋味。”听到此

话，众人皆动容不语。新娘房瀑布

原来是徽州新娘的思乡泪，日日夜

夜鸣奏的是眷恋，年年岁岁激荡的

是乡情。

雨滴化作了漫天雨丝，纷纷扬

扬。每一双眼都雾蒙蒙，每一颗心

都湿漉漉。

新娘房，悄然在心头结成了一

缕乡愁，翩飞山水之间。

浓荫蔽日，我走进位于云南瑞丽的莫里热带雨

林，时有“哗哗”的声音落下来，像雨滴。还有丝丝

缕缕的东西垂下来，像雨帘。抬头去望，却望不出

所以然来，树太多、太密。我知道，在这雨林里发出

声音的东西太多，比如风和树叶的缠绵，流水和石

头的厮磨。大自然风物的内涵太丰富，很难揣摩出

具体的东西，只能想象。

也许，那些鸟儿知道。鹦鹉、雨燕、喜鹊、白头

翁、小山雀、黑翅鸢、灰林鸮、长尾雉、红翅绿鸠、孔

雀等，都是极其聪明的。它们生活在这里很多年

了，比人类认识这片雨林早得多。它们立在树梢上

像叶，窝在树冠里像果，飞来飞去就像穿山风，呼啦

啦旋过来旋过去，对这片林子是再熟悉不过了。

这些鸟儿真是幸运，在这样一片雨林里生活无

人干扰，衣食无忧，环境优美。有充实的绿色食物，

有阳光雨露，有被绿净化了的负氧离子。还有许许

多多的脊椎动物和昆虫做邻居，不孤单，不寂寞。

走进雨林深处，我才发现那些垂下来的“丝丝

缕缕”不是雨帘，是植物的枝蔓。有的是藤条，有的

是气根，有的是垂枝。它们成束、成簇、成排地从高

处往下吊着，多数都看不到起始的位置。真是不可

思议，原以为藤条缠绕在树上、攀爬在石头上是风

景，没想到不缠不攀独自垂吊也是一种风景，而且

很别致。还带给人许多的想象，包括植物生活方式

和存在形式的思考和探究。

这样的思考和探究欲望，后来不止一次地出现

在我的脑海里。在一处叫“树抱石”的景致前，我看

到一棵榕树居然长在了石头上。那块石头，全部裸

露在地表，几乎看不到泥土。而榕树用一条条根系

像绳子一样捆绑住石头，硬是靠这种捆绑力支撑起

高大的身躯。真是让人匪夷所思，榕树傲然挺立，

仿佛汲取了一座山的力量。大概总有人不大相信植

物这种生存方式，便赋予它一个美妙的传说故事，说

这棵古榕是由释迦牟尼手中的禅杖幻变而成。很久

以前释迦牟尼云游到莫里，沿扎朵小溪寻源而上，在

这块巨石上打坐参禅。为了纪念这块石头，便将那

禅杖变成一棵参天大树，长在大石上，根盘如网。于

是，雨林里便有了“树抱石”这一奇特景观。

如果这个传说真有其事，我想，那棵八宝树应该

是记得的。这棵八宝树年龄有千岁以上了吧，粗大的

树干需要十多个人才能围得过来，这雨林里前世今生

许多事情它应该都是见证者。传说，属于文化范畴。

莫里热带雨林，其实就是一种生态文化的循序渐进。

和这棵八宝树年龄差不多大的树还有很多，它

们和其他植物一起构筑起莫里雨林。其中，大叶

榕、细叶榕、高榕、七叶莲、“森林魔王”绞杀藤以及

有“上亿万年活化石”之称的树蕨都是珍稀物种。

那些古树，像寿星一样被众多植被簇拥，成为雨林

生态和谐的引导者。面对这些古树，仿佛面对人类

先祖，我的心境变得朴素、虔诚起来。总认为生命

是相通的，树与树之间，人与人之间，树与人之间，

都有一种超物质的情感交流。各自生命的能量都

是在这种情感交融中积蓄的，人如此，树亦如此。

一座山孕育了一棵树，孕育了一片林。同样，

一棵树，一片林，也孕育了一座山。这不仅有着生

态层面上的意义，还有着哲学层面、美学层面和文

化层面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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