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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愿无尽话普贤
■ 王大华

■ 李晨亮

神奇的乌木

第二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
前夕，由市委宣传部、市作协合编，中国
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品
味乐山》面世。该书聚焦峨眉山—乐山
大佛景区，以及市内各县（市、区）风景
名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深入挖
掘乐山旅游文化。本期“海棠”特遴选
部分佳作，以飨读者。

站在金顶登山大道的石阶上，两边配着金黄辔带的白色
象队迎面矗立，十方普贤塑像端坐在一头白色巨象之上，仿
佛从九重云霄降下，那么巍峨，那么庄严，又那么慈悲。仰视
观瞻，心里产生了敬畏。走上金顶华藏寺，见寺门高悬“大行
愿王”巨匾，寺正门即供奉着普贤菩萨，人们纷纷跪拜许愿，
显得非常虔诚。走出华藏寺，看到人们仰望十方普贤，长久
注目凝神，有的还闭目合掌，仿佛心灵得到了莫大的抚慰。

我很受感动。我想，十方普贤是法力无边的象征。十方
意为一切空间时间无所不在。人们在朝拜许愿之后总是难
以忘怀，十方普贤对人们存在着一种无形而有力的督促和鞭
策。

在中国佛教教文中，佛祖释迦牟尼有四大弟子：文殊、普
贤、地藏、观音。四大弟子各有所司，各有道场。普贤主司
行愿。愿是理想和祈求，行是精勤实践。理想和祈求的实
现要重行。行要吃苦耐劳，要稳健持久。象是行的最好象
征，故普贤的坐骑是象。普贤的象是白色的，因为白色象征
着圣洁。按照佛家戒恶行善的宗旨，那么行愿都应该纯洁无
邪。

我于是想到，普贤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他是我们心灵
与行为的见证。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今
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人生在世，都为理想与祈愿活着。
虔诚的佛教徒们为了拯救人们出苦难，放弃了一切物欲的享
受，甘于伴随孤灯黄卷，在晨钟暮鼓中坚守着信仰。为了行
愿，他们在峨眉山披荆斩棘，修建庙宇，使峨眉山成了名播四
海的佛教圣地，成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名胜景区。为了
行愿，他们在管委会的支持领导下，一同铸就了这十方普贤
的辉煌。

我于是想到，在遥远的东汉末年，佛教从京师一带传入峨
眉，教徒们为了行愿，编织了一幅美丽神奇的图景；也是在金
顶这个高峰，只见天空“威光赫然，紫气腾涌，联络交辉成光
明网，”普贤坐在白象上，乘五彩祥云而来，“依本愿而现相于
峨眉山”。普贤降临金顶四望，选定此山为弘扬佛法的道
场。在那万籁俱寂月华如练的夜晚，普贤骑象沿山徐徐而
下，白象经山间水池沐浴（以后名曰洗象池），最后在峨眉半
山停驻。于是信徒们就在此伐木结庐供奉起了普贤菩萨，渐
渐引起了佛教界的重视。

时光流逝，到了东晋时期，庐山东林寺高僧慧持立志要
“观瞻峨眉，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即公元399年）入
蜀，”来到峨眉山率领僧人在此披荆斩棘，塑造普贤象，修建
普贤寺，普贤寺成了峨眉山第一座具备一定规模的寺庙，正
式奠定了峨眉山作为普贤道场的地位。

普贤寺位于峨眉山中部，气候适宜，冬无严寒，夏可避
暑，背部青山如巍巍屏障，前面群峰起伏如绿色波涛，因此寺
与山相得益彰，名声与影响日益扩大。盛唐时期，青年李白
满怀壮志，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时上峨眉山，想来也是祈
愿封侯拜相吧。他在寺中结识了广浚和尚，写下了“听蜀僧
广浚弹琴”一诗：“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
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
几重。”峨眉山的胜景与广浚的情谊使李白念念不忘，在他下
山后启程的夜晚不禁无限深情地写道：“峨眉山月半轮秋，影
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后来他
又写诗怀念：“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望峨眉。月出峨眉
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李白一生仕途虽然极不得志，但
此次峨眉山之行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诗歌
传唱千载也是成就了他的另一种祈愿，他的诗名与峨眉山一
样万古长存。

普贤寺在唐僖宗时改为白水寺。由于佛教徒们的努力，
白水寺的地位日益重要，受到封建皇室的重视与奖赏。北宋
时期，由于五台山为辽所据，朝廷对峨眉山就更加看重。唐
太宗时白水寺住持茂真禅师奉诏入朝接受嘉奖，见到身怀有
孕的皇后，预言将生太子，其后果然，满足了她的祈愿，太宗
于是赐黄金3000两，派大夫张仁瓒协助，购铜铸造了62吨、
通高7.4米的普贤骑象的铜像。大象目视前方，神态沉稳，似
欲启步远行。普贤端坐于大象之上，头戴金冠，身披袈裟，手
持如意，含眸凝视，神情庄重，好象正在讲经说法。普贤骑象
的整个造型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它是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明代圣慈太后年轻时上白水寺朝拜许下宏愿，不久果生
太子朱诩钧。朱诩钧当上皇帝后，在万历二十八年令白水寺
福登禅师修建无梁殿，护罩普贤铜像，並赐额“圣寿万年寺”，
借为母后贺60寿辰，白水寺遂改名万年寺。从此，普贤铜像、
佛牙、圣慈太后所赐的贝叶经和万历帝所赐的金印，成为峨
眉山的“镇山之宝”，峨眉山作为普贤道场名扬天下。

我的思绪从遥远的年代又回到眼前，眼前的十方普贤如
同万年寺的普贤一样仿佛正讲经布道，告诫人们行愿。在深
蓝碧空的映衬下，普贤闪着金色的光辉，一丝丝的白色絮云
仿佛他慈祥的情怀。博大，庄严，慈悲，构成了神圣的浩瀚的
氛围。岁月悠悠，青山穆穆，日出日落，云起云消，行愿
从古到今，直至永恒。人若无愿，徒具其行。有愿而不能
行，则愿终将空虚。我们的愿可大可小，可为国家，可为人
民，可为亲人，可为自己。我们总是祈愿国家昌盛，祈愿人民
幸福，祈愿家人安好，祈愿事业有成。我们都想为祈愿而努
力，而坚持，而付出；我们都希望祈愿能收获能有效，能慰
藉。我记起了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隆莲大法师题写
的“华藏寺重建志庆”一诗，道出了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志的
共同心愿：

西南一柱峙神州，苍翠浮空静不流。
双展黛眉天地秀，半轮玉魄古今秋。
至人大愿恒无尽，游子归心志必酬。
华藏庄严恢净土，天龙万祀护金瓯。

我生活的古嘉州乐山，是一座傍水而居的城市。这
座城市所依傍的不止一条两条，而是很多条大小不等的江
河溪流。这些纵横交错汪洋恣肆的河流，织就一张巨大的
水网，将我的城市严严地网在其中，形成水绕着城走、城漂
在水上的独特景观。因此清代大诗人、大书画家张船山写
诗赞道：“凌云西岸古嘉州，江水潺湲抱郭流”。

这座以水为基调的城市，其发轫就与水有关。由于它
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汇处，古时候这里经常
发大水，给这片鱼米之乡带来不少灾难。战国时期，开
明王鳖灵，率领族人从荆楚之地沿长江而上，来到古蜀
国的凌云山下，劈开乌尤山的阻遏，疏浚三江之水，并
在这里扎下根来，在岷江东岸的三山九顶之上建起了开
明王城。因水而生的开明故城，便成了其后犍为郡城和
嘉定府城、以及现代乐山城市的发轫之地。秦时蜀郡守
李冰在这里二次治水，深挖了麻浩河床，增大了岷江的
行洪能力，也进一步形成了“绿影一堆漂不去，推船三
面看乌尤”的离堆景观。到唐代，这里的先民为镇三江
水怪，在高僧海通和尚的倡议和川西节度使韦皋的主持
下，经历近90个春夏秋冬的艰苦鏖战，在三江汇流处的
绝崦丹崖上，修建了70多米高的凌云大佛，从此成为这座
城市的地标。

“山水在城市中，城市在森林中”，这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对乐山的赞誉。凌云连绵的山峰如屏障一般横亘在
岷江对岸，白岩山、尖子山、虎头山、老霄顶诸峰错落在楼
宇之间。但水依然是这座城市的主题元素。岷江从川西
北高原逶迤而来，流经成都、眉山之后进入乐山，在城市北

面稍作停留后，便在大佛脚下拥抱了青衣江、大渡河，然后
携手奔向滚滚长江一泻东去。素有“川西玉带”美称的青
衣江，穿过川西北高原的重重阻遏，越过“两山对峙、一水
中流”的夹江千佛岩，在乐山城郊草鞋渡和大渡河相会。
而发源于贡嘎山麓的大渡河，流经康巴藏区和小凉山区，
进入沫若故里沙湾城区，再串起数十个翡翠般的沙洲后，
在乐山中心城区与青衣江深情牵手。

围绕这三条江河，城市周围分布着由溪流河汊构成的
若干水系。主城区鳞次栉比的楼宇间，清澈的竹公溪由北
向南穿城而过，形成一道绿荫夹岸、小桥流水的水景观；而
青衣江西岸的苏稽城区，秀丽的峨眉河带着峨眉仙山的灵
气，在这里绕了一个优美的弯，留下一段田园牧歌般的风
光之后，急切地扑进青衣江的千重碧波之中。从凌云山、
乌尤山之间劈出的麻浩河，向南在牛华古镇与流花溪汇
合，涂抹出一片水乡江南的图画后，再牵手涌斯江再注入
滔滔岷江。同时，乐山城郊的这些水系上，水库、湖泊、堰
塘星罗棋布，如仙女散落的一面面铜镜。

河流众多，水系发达，滩涂湿地便多。站在赭红色的
乐山城垣上，便可望见凌云大佛对面的江心，一抹沙洲如
绿色的凤凰，翔舞在万顷波涛之上，被当地人称为“凤洲
岛”。原来岛上全是沙石，夏天洪水一来便淹没得没有踪
迹，大佛脚下汪洋恣肆茫茫一片。近十来年的夏天涨水，
冲来了不少植物淤积在上面，水退后便魔幻般长出了一大
片树林和芦苇丛，成了城市的一道景观。如今，已打造成
了以凤洲岛为中心的城市湿地公园。岛子那边还有一座
数平方公里的绿岛，被当地人美称为“太阳岛”。太阳岛上

面住着不少人家，栽着不少竹木，也种着不少耕地。岛子
临水的地方，也长满了茂密的芦苇，在水中风中摇曳生
姿。站在城墙望过去，有桑蔴滴翠、竹树生烟的感觉，和大
河这边繁华的城市相映成趣。

生活在乐山这座水城是幸运的。围绕着水，我便多了
许多生活的闲情逸致。比如邀约了朋友，到江边亲水的茶
园喝茶，静听涛声阵阵，闲看芦苇飘雪；比如独自漫步在赭
红的古城垣上，静静放飞思古之情怀，细心体验刘禹锡“山
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深邃意味；比如走向芳
草茵茵的江边，看人们打渔、垂钓或搬罾，感受水城的别样
风情；再比如去那些沙洲、滩涂和湿地，观察鸟们诗意地飞
翔和栖息。我最喜欢的还是看大渡河落日。每当天晴的
黄昏时分，一轮落日便出现在城市西边，灿烂的晚霞勾勒
出峨眉清晰的山影，将大渡河映照得酒醉般绯红，江心的
波涛、沙洲以及山崖上的大佛、岸边的城市，都被霞光涂抹
得辉煌壮丽，整个画面既热烈又凝重。随着晚霞的渐渐消
失，城市的华灯渐次亮了起来，梦幻般的灯光倒映在水中，
闪闪烁烁如跃动的金子，此时你会油然吟起郭沫若《天上
的街市》的诗句来。

三面临水，一面靠山。诗人周纲把乐山赞美为一只
“饮水三江的凤凰”，确是十分生动的。行走在这座山环水
绕的城市，我更能感受到水对于生活非凡的意义。我想，
正是因了水，才有了这座城市，才有了威镇三江的乐山大
佛；正是因了水，因了水中珠串般的沙洲湿地，城市的景色
才多了几分润泽和生机，多了几许内涵和魅力。(因版面
所限，本文有删节。）

在牛心亭凭栏而望，穿过夜晚，望见黄昏，我和一群朋
友围湖晚餐，说到四月的空气，四月的鲜花与爱情，年轻的
心其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晚饭后朋友们开始打牌，我顺
手带上聂鲁达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想找
个清静的地方翻翻。一路上都有人，我过了铁索桥，在中
日诗碑亭的河边坐下来。路上仍有年轻的情人们，揽着腰
从清音阁下山，我无法进入聂鲁达的诗句，索性去看中日
诗碑亭上日本和尚良宽的诗：“不知落成何年代？书法遒
美且清心；分明峨眉山下桥，流寄日本宫川滨。”想来也是
一段不可思议的传奇，一截带有峨眉山记忆的树木，经过
多少跌荡才能漂洋过海，与宫川海滨的良宽相遇。我曾经
以为这只是一段文人的美好传说，可据说刻有“峨眉山下
桥”的木头现在还保存在日本。那么远的水路冲刷，尚字
迹清晰，只能展开诗人的想象了。正如聂鲁达能把爱情诗
歌与政治完美演绎，也是我辈无法想象的。

“春天赐予我们天空/但黑暗的大地是我们的名字”，
夜色降临时读到这样的句子，心中一颤，突然有一种冲动，
去黑暗中的清音阁找自己。

我看见拿着诗集的我，慢慢上行，被越来越稠的夜色
淹没。看不清字了，聂鲁达还在。带着聂鲁达同行的夜，
虽然仍有一丝的怯意，但这是配合那首最喜欢的诗该有的
怯：“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充满了我的灵魂/你像我灵
魂/一只梦的蝴蝶/你如同忧郁这个字”。

诗歌意想不到地让简单的时刻，变得如此美丽。蝉声
静了，空气带了一丝沁人的微凉，坐在牛心亭，静听双桥清
音，这个时候水之声是你所能想象的意象，也许正是为聂

鲁达的诗配合的旋律。听得久了，听得呆了，水声不再有
他人，能放进去的只有自己，多年来行走的自己，我如此清
晰地看到了过去时光里的我。

“萤火”，我和年轻的我都看见了，小小的发光的虫正
从牛心岭那边的拱桥上飞过。我去寻时，却不见了踪迹。
我离开亭子，绕到对面，隔着牛心石，看亭子，年轻的我模
糊，亭子模糊，模糊的亭子连接两侧模糊的拱桥，在跃动的
水声里，有如一只大鸟从夜里腾飞。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
刘光弟曾有：“双桥两虹影，万古一牛心”之佳句，双飞亭为
亭子命名更贴切，也更符合今夜的浪漫。

“双飞亭”，我对夜喊了一声，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听到
我的声音。夜里的清音阁属于传说，牛心岭牛心石使那条
为峨眉山民勤劳耕作的神牛在夜里复活。远古时代的清
音阁，大概除了水就是险要的山，山民们想开出一块平地，
怕是不易，牛来了，帮他们翻耕土地，牛走了，自然是要纪
念的，恰好那水中的岩石多像一颗心，于是有了牛心石牛
心岭这样的名字。而冲刷岩石成心的白水黑水，除了传说
的青蛇白蛇，更惊奇的是，咫尺之间，清音阁深处的岩石竟
有黑白之分，让我不得不叹服造化的神灵。

而在夜里，我是相信地质科学呢，还是相信传说？夜
晚更适合传说吧。她们在过，她们活了，他们也在过，也活
了，清音阁从存在的那天起，有多少人来过，又有多少人在
夜晚听过水。唐初年间的高僧继业三藏，每日往返六十多
里，算是清音听水第一人。他听的水和我听的水会是轮回
中的水么？至从1369年的广济禅师，取晋朝诗人左思《招
隐诗》中的“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中的清音二字，改寺

名“清音阁”后，想必来清音阁听水之人，不计其数。只是
聂鲁达没来过，他来了会有怎样的诗呢？“相同的夜漂泊着
相同的树，昔日的我们也不复存在”，权当是这样的吧，今
夜我带着你的诗歌来了。我对着黑夜想，诗人，如果有一
只萤火虫亮了，我还当是你来了。

是因为这是一个诗的夜晚么，萤火虫真亮了，在草虫
中闪闪烁烁往阁前移动。我往最亮处去，来到清音阁通往
一线天的山路上，原来还有好些人在等待，我听见了童声：

“星星”，接着是许多人发出的慨叹。清音阁右侧山上，许
多的萤火虫闪烁。见过萤火虫，没见过这么多的萤火虫，
我的心充满欢喜，给打牌的人打电话：“快来看萤火虫”，但
打牌的人也是欢喜的吧，他们不来，我只有紧紧地抱着聂鲁
达的诗集激动。这里亮了，那里亮了，整个山涧都亮了，人
们拍着手，在萤火虫闪亮的当儿声嘶力竭地喊。萤火虫好
像听懂了人们的喝彩，闪烁着星星一样微蓝的光芒。岩石、
草丛、大树、亭台楼阁成了小精灵们的舞台，明明灭灭，好像
有人指挥一样，要亮一起亮，要熄一起熄。看过法布尔的
《昆虫记》就知道，雌虫接近成熟的时候，才有漂亮的发光的
带子。而雄虫拥有尾灯和翅膀。当雌虫扭动柔韧的腰肢，
把原本藏着的发光带展示出来，雄虫飞到它身边，交配时光
就熄了。萤火虫的明明灭灭，实质上是它们爱情最至上的
交融。“我与你同眠/整夜整夜/当黑暗的地球/当生者与死
者共旋”，聂鲁达的诗也送给爱情中的小精灵吧。

我翻开聂鲁达的诗集，等待萤火虫闪亮，只看到一个
字：爱。那么就爱吧，爱聂鲁达的爱情，爱清音平湖边打牌
的亲人朋友、爱这个有聂鲁达有萤火虫的清音阁之夜。

萤火点点清音阁

江水潺湲抱郭流
■ 朱仲祥

■ 林雪儿

古城新貌 高路川 摄

斜阳，江水，古树森森，乐山乌木博物苑万道金辉。神
秘，神奇，神性，乌木，载着今人诸多未知的谜团，自远古而
来。

微渺的我，在一个雨后，以初学艺术诗画的虔诚，悄
悄，静静，走进了这个迷幻的“艺术王国”。

远望峨眉仙山，近瞻大佛神秀，有佛的观照，有木的点
化，站在门前，我似乎一下明白了：乌木博物苑，恰似两颗世
界级明珠串联线上的“一线天”。高深，莫测，望不尽天涯！

古人云：“家有乌木半方，胜过财宝一箱”。从古至今，
人，很难逃脱对财的痴迷，而对艺术的投入，是多么微乎其
微哦！而乌木博物苑的“掌门”蒋纪林先生，以将艺术传承
后世的博大胸怀，投入巨资和心血，打造着这神性与灵性
相结合的艺术殿堂。

从1993年起，他开始在岷江两岸、盆地四周全力发
掘、收集这些数量稀少、不可再生的乌木，并尝试打磨、抛
光、加工成旅游产品，后来，先后投资6亿元建成建筑规
模、乌木拥有量、大型乌木艺术雕刻珍品均居全国首位的
专题性乌木博物苑。不是像藏品那样束之高阁独自欣赏，
而是以海通为榜样，传之大众普渡众生。

受到盛情邀请，那些顶级设计师和工匠们，千里迢迢
来到乐山，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进行精雕细琢，一件件艺

术珍品次第“脱胎”，从2006年4月开始，吸引着一批又一
批国内外游客前来观赏。

我前去游览那天下午，就遇到来自北京、上海、广州、
西安等七八批游客。那些自然界的神奇造物，那些艺术大
师们的鸿篇巨制……一一向你，我，他，打开了艺术之门。

一步一惊喜。一位直径达2米多的“迎宾小姐”舒展美
丽的舞衣恭候八方来客，它就是乌木博物苑的迎宾使者
——乌木孔雀，端庄秀丽，由一块形成达8700年的天然乌
木树根构成。

一步一惊心。看那两只怒吼丛林的“狮子”，是两根长
达十多米的乌木根系雕刻而成。有位来自北京的游客询
问，两只狮子是不是一对夫妻？导游小姐笑而不答。其实，
它们是两只雄狮，专门镇守大殿，让你禁不住啧啧称奇！

一步一惊诧。中央陈列厅里超出狂野想象的名为“中
国四大古典名著”的巨型雕刻作品，塑造了近500个人物
形像，立体地展现了三英战吕布、大战长坂坡、草船借箭、
火烧赤壁、空城计等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由蒋纪林先生
亲自设计，80位福建莆田的能工巧匠历经三年零七个月时
间，用一棵树龄为850年，形成年代8700年，直径为2.5米
的完整的红椿乌木精心雕刻而成。如今成了乌木博物苑最
吸引人的经典之作。

……
我特别想提到的是，在修建“古蜀乌木遗址”建筑群的

时候，机械手操纵着沃尔沃挖掘机，在挖掘地基时，意外地
发现了埋藏在地底下的特大乌木，立即电告在北京开会的
蒋纪林。蒋纪林迅即飞返乐山，在深达数米的基坑中，双手
摸着露出地表的乌木躯干，泛红的脸上一双有些湿润的眼
睛，看着这天造地设的景象，內心的表情已无法用语言表
达。他在现场当即决定就地发掘，建馆保护。在遗址馆的设
计上，他独具匠心地改变传统的布展方式，引进现代科技
手段，用声、光、电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示乌木的形成环境、
条件，让人们仿佛穿越时光隧道，走进洪荒岁月，感受鸟语
花香、天崩地裂的洪荒时代。

开馆以来，游客如云，600多万人纷至沓来，饱览乌木
的神奇。平常化腐为奇，就可堪称高手或绝招，那么不腐的
乌木，兼备木的古雅和石的神韵，在蒋纪林的心中，在巧匠
们手上，久经酝酿和打造，高得直冲云霄，一件件成为绝世
珍品，走入了央视，走进了“鉴宝”，走向了世界，让世人目
瞠口呆，惊为天外飞仙！

鬼斧神工乌木稀，三江汇翠正扬帆。这里，你来，你会
回头，你走，你会思念。它，在你的心中，或许是世界级的！

(因版面所限，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