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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州山水名胜之凌云山，从古至今，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慕

名而来，流连忘返，写下不少流传千古的诗文佳作，蕴含深厚、丰富

的历史文化内涵，既起到广泛的宣传效应，又给后世留下珍贵的文

史资料。

林修回到宾馆，看了还没睡的村
民，说些闲话。阿果拉着李玉普来敲
门，李玉普说他明天不想看病了，他没
病，免得花冤枉钱。

林修认真地看看李玉普，说好像
是没病，能做那么好的茶，怎么可能有
病呢？

李玉普看看阿果，阿果拉着李玉
普的手说：“告诉林书记，说你行。”

李玉普不情愿地说：“好吧，我明
天去看病。”

李玉普真的没什么毛病，心理医
生说他答的题都正常，要么是他没病，
要么是他太聪明，知道怎么答题，比如
本来他觉得活着没意思，他却偏偏选
了对世界充满好奇。

林修看一眼李玉普，李玉普对他
笑了一下，那笑意里竟然有些狡猾的
成份。林修也觉得奇怪了，问心理医
生有没有这种病人，医生说有一种病
人是双相障碍，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
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医生说李玉
普的病正在从抑郁转向，问阿果病人
有没有幻觉或者自杀倾向？阿果说没
有。医生让病人放心，说他是躁郁症，
不算严重，开了药给他，让他坚持。

还有一个肚子里长了肿瘤的，在
乐山说他的包块与髂血管靠近，不敢
手术。华西的医生反复看片后说可以
手术，病人和家人就留下住院了。杨
豆豆的病，医生问诊很久，说杨豆豆既
有身心病又有心身病。王太因听不
懂，医生解释说出生时难产脑细胞缺
氧时间长，导致脑细胞受损是身心
病。儿童时期到惊吓，是心身病。身
心病没治，心身病，可心里暗示治疗，
鼓励他，把他当作一个正常人一样，让
他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医生说不用开
药，王奶奶说哪怕开一片药也行。医
生呼另一个人的名字了。王太因退出
来，抹眼泪，林修找医生说了句什么，
医生开了点维生素类药给王奶奶，告
诉她，杨豆豆吃的时候，就告诉他吃了

这药，病会好。
王太因知道这药是安慰杨豆豆

的，也是安慰自己的。她抹了一下眼
睛，问能不能等他，她要去给杨豆豆买
身衣服，在省城给他买，意义不一样。

林修问金雨生哪里有适合杨豆豆
穿的？金雨生说他也不知道，商场的
太贵了。王太因说：“我把老本都揣在
身上了，再贵也要给杨豆豆买身体面
的衣服。”

林修说：“回去顺路的地方，有没
有商场？停一下满足王奶奶的心愿。”

金雨生说好吧，带他们一起去城
南的环球中心。

林修没有想到成都南三环以外，
比北京更像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崭新
的高楼一栋接一栋，远远地就看见了
环球中心，像展翅的巨鸟飞行在天地
间。金雨生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
建筑。车绕楼开了一圈，停在楼下，村
民们虽然有病，也习惯了有病的身子，
都说要去开开眼界。三个人就分了
工，每一个人各照看几个。金雨生先
把大家带到中心的海洋公园，让他们
在沙滩上晒太阳。村民们都稀罕，沙
滩、椰树、海浪、阳光一样不缺，林修说
他也开眼界了。他拍了照片发给马格
和渊哥，让他们猜在哪里？金雨生则
带着王太因老奶奶去给杨豆豆买衣
服。王太因老奶奶看一件上衣就要一
两千元就吓着了，说她想的最贵也就
七八百元。看来看去还是舍不得。金
雨生让杨豆豆先试一试，王奶奶沮丧
地说算了，还是回马边买吧。金雨生
说试好了，他在网上给杨豆豆买要便
宜很多。王奶奶却说就是想在省城买
有意义，在网上买和在马边买没什么
差别了。金雨生理解王太因的心情，
看见花车里过时的衣服，打了一折，王
奶奶像捡了宝似的，给杨豆豆买了全
套。

回马边的路上，王太因高兴了，竟
然教杨豆豆唱起儿歌：“胖娃儿胖嘟

嘟，骑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胖娃儿
骑白马,白马跳得高，胖娃儿耍关刀,
关刀耍得圆，胖娃儿滚铁环,铁环滚得
远，胖娃儿跟到撵，撵又撵不上，白白
跑一趟。”

一个声音苍老，一个声音含混，车
上的人都笑。林修心里却酸酸的，他
又想到太爷爷。马格微信来说太爷爷
已经回家了，而且答应住到慧园去。
林修点开渊哥的朋友圈:都在问我他
是谁？我说森林小河边牵匹马，却穿
着草鞋走路的。可有这样的傻子吗？
这时代伪娘太多了，可以接受他的胡
子、纹身、烟味，却不能接受他的耳环
与口红。她们说有阳光般的笑容、有
宽厚的心胸，有永远向上的活力，有粗
犷外型和温柔眼神的男人只能到穿越
到古代去找。森林里有吗？我想去
找。配图是渊哥原来发给他的手绘
图：森林，小河与牵马的少年。

林修看了，心跳加快，体会幸福是
一种气体，他被托了起来。从现在开
始的他将与过去作别，他怀揣了爱情，
她长什么样子，不重要了，他不急着给
她回复，他要好好体会一下这种眩晕
之感。

半个小时以后，渊哥又有微信来：
“我在海洋公园，怎么没看见你？”

林修一下回过神来，问：“你也在
成都环球中心？”

渊哥拍了张照片发过来，林修看
车就快到眉山了，心里万分失望，说：

“天帮你选择了，来森林里找我吧。”
渊哥说看到他发图片的时候她正

在工作，没想到错过了。接着发了张
流泪的图片。林修也真想见见她的，
瞬间产生了在眉山下车，再坐车去环
球中心看她，但他不好意思说出来，他
必须和金雨生李克一起把村民们安全
地带回雪鹤村。再说阿铁调查的事也
不知有没有结果，只能留待下次见
了。或者不见也好，爱情的主角给了
他想象的空间。 （未完待续）

清音亭逸事

大佛阁在古代又叫大像阁。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亦
有所记载：“大像阁在凌云寺，唐开元中，僧海通于渎江、沫
水、濛水三江之合，悍流怒浪之滨，凿山为弥勒大像，高逾三
百六十尺，建七层阁以覆之。至韦皋时，积十九年而工始
备，皋有大像记。”

韦皋的碑文详细记录了刻凿乐山大佛的始末经过，艰
难历程，给我们留下了海通法师为保护修佛经费，自剜其目
的高大形象，其自我牺牲精神，千百年来仍受到后人景仰，
歌颂大佛与海通的诗词文章从未断绝。

历史上第一次形象描绘乐山大佛的诗篇，是在文学史
上被称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唐代诗人司空曙，他写了一
首《题凌云寺》：

春山古寺绕沧波，石磴盘空鸟道过。
百丈金身开翠壁，万龛灯焰隔烟萝。
云生客到侵衣湿，花落僧禅覆地多。
不与方袍同结社，下归尘世竟如何。

这首诗首次描绘了大佛高大巍峨的雄姿，“百丈金身开
翠壁”，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憾！司空曙当时在剑南西川节
度使韦皋幕府担任检校水部郎中的官职，亲身参与了大佛
落成开光的庆典盛会，记录了当年盛大热闹的盛况。

首句“春山古寺绕沧波，石磴盘空鸟道过”，形象生动地
描画出凌云寺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春山耸翠、江流环绕
的凌云山上，通过盘旋曲折，像鸟道一样陡峭、狭窄的石梯
一级级向上攀登，才能到达山顶的寺庙。在临江的悬崖绝
壁间开凿的弥勒大佛“百丈金身”巍然端坐，五彩斑斓，而两
旁的岩壁上还有成千上万的小佛龛雕饰精美，供奉的佛灯
光焰荧荧，掩映在浓密的绿树藤萝之中。“百丈金身开翠壁，
万龛灯焰隔烟萝”，短短两句诗行就把大佛的庄严伟岸，岩
壁间香火缭绕的氤氲气象逼真的浮现在读者眼前，成为千
古绝唱。诗中的意境和韵味令人久久难忘。尽管诗句描写

的这些佛龛石刻在今天已经严重风化剥蚀，但传递出的历
史信息，仍能让人感受到盛唐文化的风采神韵和艺术魅力。

唐代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在嘉州担任刺史的薛能，
虽然在任只有短短一年，却留下了十多首题咏嘉州风物，抒
写人生感慨的诗篇。其中《凌云寺》这首诗，在现存历代歌
颂乐山大佛的诗句中，第一次出现了对“大像阁”和九曲栈
道的描写。为当时落成不久“内七层外十三重檐”的巍峨壮
丽佛阁留下了生动写照，也让人看到修佛工程进行时为搬
运工具、物资供人上下的盘旋石梯，还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大
佛身旁，尽管其时离开大佛建造竣工已过去六十多年。这
首诗如下：

凌云寺
像阁与山齐，何人致石梯。
万烟生聚落，一崦露招提。
霁月人来上，残阳鸽去栖。
从边亦已极，烽火是沈黎。

“像阁与山齐，何人致石梯”这两句就形象地描写了大
像阁和九曲栈道这两个凌云山上的景点。出现在诗人眼前
的巍巍佛阁高踞在青山之巅，精美、恢宏的阁楼建筑，从大
佛足底一层层修建上来，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而这一切都
全靠这条从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石梯，曲折盘旋，蜿蜒而
上，承担了重要的交通运输任务，为大佛的艰难缔造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诗人在此用设问的语气表达了对前辈施
工人员辛勤劳作的敬仰之情。

据有关史料记载：“露顶开龛”的大佛修造成功后，为避免
这用“丹彩以章之”“金宝以严之”的金碧辉煌佛身遭受风吹日
晒，专门修建了这座高矗在三江之滨“为楼十三层”的楼阁，对
大佛“自头面以及其足”进行遮盖保护，使大佛增添了更加威
严壮伟的神秘色彩。可惜在日后的战火硝烟中佛阁毁于一
旦，才使大佛全身裸露直到今日，不得不定期整容美化。

▲载酒亭

◀步入凌云山的石梯

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
“九顶山，在府城左，有报恩寺。其九
峰之名曰凤集、鸾棲、灵宝、就日、丹
霞、祝融、拥翠、望云、兑悦。会昌以
前，九峰各有寺。其后八寺废，惟此独
存。”

九顶山，即今之凌云山，又名青衣
山、九峰山。宋人亦称为小九嶷。地
处乐山城东，与城市隔江相望。“惟此
独存”的报恩寺，即凌云寺，始建于唐
代开元年间。古人对此有“水木清华，
楼台金粉，钜丽为西南第一”的美誉。
据古代志书记载：“山有大佛阁、治易
洞、载酒亭、竞秀亭、清音亭诸多名
胜。”（清嘉庆十七年《乐山县志》）

关于清音亭，宋人邵博曾写有一篇
《清音亭记》，记下了凌云山历史上的
一段趣闻逸事，对现代人也有一定的

警示意义。其文曰：“天下山水之观在
蜀，蜀之胜曰嘉州，州之胜曰凌云寺，
寺之南山又其胜也。嘉祐中，东坡先
生字其亭曰清音，则又南山之胜也。
近岁有所谓廉访者，辄曰：‘亭虽佳，其
名字于吾意不可。’自书为‘横山堂’易
之。余旧闻寺有东坡遗迹，过而访焉，
照禅师告余以故。嗟夫，此孔子习礼
之树所以不免于宋人也。虽然东坡前
日之不幸，何独此哉！而小人之无忌
惮则不复有加矣。旧榜尚存，复置于
额，而并刻之石，且记其事，以为往来
士大夫一笑。”

苏东坡命名题写的清音亭，却被这
位狂妄自大的庸才俗吏依仗权势换
掉，改用自书的“横山堂”，满以为可以
名传千古。谁知才挂上去不久，就被
有识之士丢弃，留下千古笑柄。

此外，诸如载酒亭、竞秀亭等名胜也都和著名文人有关。
载酒亭就取自苏东坡：“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但
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的诗句，大家都耳熟能详。明
代嘉定州守郭卫宸题写了“苏东坡载酒时游处”八个大字，刊刻
在载酒亭旁边的岩壁上。竞秀亭的得名也很有意思。据《乐山
县志》记载：“竞秀亭，凌云寺外。凌云诸胜皆内閟，独兹亭单椒
秀出，青山白云，可坐而得之。亭已久废，明成化中知州魏翰重
建。”魏翰在《竞秀亭记》一文中，谈及此亭选址经过，又把当年
陆游写的诗扯到了一起。他根据《一统志》记载：“嘉阳有竞秀
亭，在州治西南，由宋迨今，历年既远，基础漫无所据。每诵陆
务观诗，谓‘领会得佳处’，辄欲择幽夐之地，为亭其上。”陆游写
的《竞秀亭》诗如下：

是邦山水窟，领会得佳处。
山回如可招，水集若来赴。
竹叶溯江船，春荠隔烟树。
平生何足忆，惟有嘉州路。

后来魏翰与同僚颜公廷表等一起游凌云寺，“因考论前代
形胜，以诗质之，且相与盘桓周匝，至此地少憩焉。公忻然曰：

‘是非竞秀所耶？揖三峨而襟两江，左乌尤而右九顶，孤清秀
绝，一目万里，诚领会处也。’余亦私嘉此境，若有待焉。即命工
构亭而颜楣，俾千百年之废，复兴于笑谈间也。”竞秀亭因此重
修于凌云山上，成为一处至今尚存的重要景观。

凌云山的山水风光，无一不充满诗情画意，折射出无比丰
富的历史信息。漫游凌云山，将使你流连忘返，经历一次终生
获益的文化之旅、历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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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凌云寺

载酒亭和竞秀亭由来

■■ 林雪儿林雪儿

省城看病省城看病

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北京到马边有多远》》连载连载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 李寒芳 刘刚）澳门特
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表示，日前，9个来
自澳门特区艺术机构、艺术工作者的申报项目首
次入围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资助项目名单。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表示，这
标志着澳门特区被纳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体系，
感谢祖国支持澳门艺术发展，相关项目获得国家
艺文评审机制认可，为澳门艺文业界带来鼓舞。
澳门代表项目成功入选，有助促进澳门艺文界的
多元及专业化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开拓
澳门文化艺术发展的繁荣新局面。

据介绍，澳门入围的项目中，在大型舞台剧和
作品创作、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创作、美术创作中
各有1个项目，包括澳门科技大学的《盛世莲花：

“澳门回归”主题创作美术作品展》、澳门濠江舞蹈
团的音乐剧（歌舞剧）《星辰大海·冼星海》；传播交
流推广、艺术人才培训及青年艺术创作人才各有2
个项目，包括澳门现代芭蕾艺术学会的《原创现代
芭蕾舞剧编舞者人才培养》、澳门美术协会的《澳
门中国画研修人才培养》等。

澳门9个申报项目

首次入围国家艺术基金

据新华社法国诺曼底电（记者 孙鑫晶）由法国
诺曼底法中友好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风”中法
文化节日前在诺曼底大区库唐斯市举行。

尽管活动举办期间细雨绵绵，却挡不住当地民
众和游客欣赏彩妆游行等文化活动的热情。来自
中方的舞龙舞狮队率先登场，随后中法双方的其
他文艺表演团队也相继亮相，诺曼底传统音乐和
舞蹈、中国传统汉服表演等节目，引得在场观众纷
纷掏出手机记录下一个个美好瞬间。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公参严振全在活动现
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法文化交流在推动两
国关系不断深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通过
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促进彼此心灵
沟通。

法国诺曼底法中友好协会会长萧遐接受采访
时说，中法文化节的举办就是为了让法国人更多
了解中国文化，同时也能让中国人更多了解法国
以及诺曼底地方文化。

首届“中国风”中法文化节于2019年举办，因
新冠疫情影响中断了两年，本届文化节为第二届。

第二届“中国风”

中法文化节在法国诺曼底举行

岩壁上刻有“苏东坡载酒时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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