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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上山之前，五里坡，山，树，草叶，清醒
地静默着，或者，慵懒地朦胧着。太阳伸出魔指，
轻轻点一点，所有的生命都苏醒了，昂了头，情
不自禁开始微笑。

这是初夏清晨的五里坡。
盛夏，它变得热烈。 但它不会纠缠，它很懂

得进退。正午热度太高，早晚就用徐徐清凉安抚
那些爱着自己的灵魂。 强劲，柔情，恰到好处。

（一）
山峦，崖壁，千秋事。
在远处，或者高空，看五里坡，除了山峦，还

是山峦。 它们，高高低低起伏着，参参差差错落
着，奇形异状耸立着，长长久久相守着。

看了，就有一种冲动，想走近它。 想走进它
的腹地。等到走近，发现自己正伫立于一条悠长
悠长的峡谷谷口，有风从谷中吹出来，是熏暖了
的风，很柔很柔地贴着肌肤滑翔，抚慰那些在仆
仆风尘里焦躁不安的毛孔。身前，俨然巨幅的屏
风，在河谷左右冲天而挂。 有的地方扯开，有的
地方折叠。 扯开之处，小股小股的细流，在屏风
上垂直跳跃，跌落到百洞千窍的石面上，铺散开
去，风过，吹起一段一段精巧的水瀑，如果仰着
脸，微闭双眼，能感觉那迷蒙水雾像谁用冻凉了
的长长睫毛，在脸上不停地眨动，凉飕飕，痒酥
酥。 一时竟舍不得动步。

赫然在梦幻般游走。在屏风底部，伴着屏风
上各类生命，一起游走。 飞过的鹰，羽翅带起的
风声“啪”地一下扣中心扉，禁不住心中一凛，然
后，一缕一缕被称作血性火苗从顶门氤氲而出。

直感叹，人生，某些时候应当如鹰，英勇，果敢，
直击长空。翩飞的蝶，就在路旁乱草里那些细碎
小花间穿梭不止，专注于眼前的花，完全无视周
边的人声车声，蝶的世界，专属于蝶儿们自己，
与它物无关。 这些蝶，纤弱，却悠然，毫无烦忧。
美丽，不骄纵于美丽；柔弱，不卑怯于柔弱，依然
灵巧轻翔世间，满足于青草碎花。 这生灵，叫人
歆羡。

正与这些随处可见的生物默然对话， 却见
蜿蜒展开的屏风面上，高高的屏风顶上，凌空耸
出一根石柱。“状若砾柱，杂巫山下。”仰头看去，
这石柱上通天，下入地；“仰视山巅，肃何千千。
炫耀虹 ，俯视峥嵘。 ”天空彩霞斑斓，它与之同
辉，云气涌动，它翻云覆雨。 宇宙无尽的精气在
这里上下贯通。让联想展开翅膀，不费力地想起
生命本源。它繁衍出生生不息的生命。茁壮的生
命，怒放的生命，顶天立地可以撑起世间大义的
生命。它叫一柱擎天。它以擎天的姿势直直地矗
立着， 毅然支撑， 支撑苍生万物直冲云霄的精
气；断然拒绝，拒绝人间百态不问因果的俯就。

屏风尽头，峰峦如聚，峰壁如削。壁立千仞，
有车有马有风月有世态，有江湖，有故事。 一幕
一幕，在崖壁米白的底色上，定格上演。 初次抵
达时，对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一无所知，你
只是碰巧坐在那个叫望景的山庄院前的茅草亭

里，无意望向河沟对岸的山体，刚好看到崖壁上
深黯的影子，晃动着，如寻常人家的男女老少，
出行，归家，团聚，别离。 也有门前的狗，还有驯
养的兽。可是，这时，一个当地人坐过来，给你讲
薛刚反唐的故事， 讲纪鸾英身怀六甲被一路追
杀到这里的故事，讲忍子坪的来历，听着听着，
那些壁上的影子便开始气性大变，杀气腾腾。有
生命撕裂的惨叫，有热血沸腾的怒吼，有霸凌天
下的狂笑。几个寒颤之后，又升腾起对英雄的仰
慕。 于是，生命的体验急剧丰满。

夜色渐浓。逐渐多了的人，在山庄院前的空
地上， 围着初夏熊熊的火， 嗅着火上烤羊的香
气，盯着滋滋冒油的烤羊，浑然不觉炙烤的热。
渴望扯一块举在手中，纵情啮食。茅亭里的木桌
上，摆好了酒。 喜酒的人围桌坐定，烤好的羊肉
端了上来。 河沟对岸的那些山崖深深陷入夜色
的沉寂里，没人再去纠缠那些山崖里，那些深深
浅浅的壁上玄影，到底演绎着乱世的杀戮，还是
盛世的太平。只在推杯换盏欢声笑语中，尽享人
间的繁华与和谐。

只是在翌日清晨，打着哈欠的早起人，不自
觉地又看向对面的山崖，薄雾渐散，某一块不大
的崖壁上，李白手托酒坛，翘首对天。 看着，想
像，昨夜，人们热闹畅饮的时候，孤独的李白，又
在举坛邀月，尽管，他并没有邀来明月。

至此，五里坡，以亲切友好的姿态，迎接每
一个慕她而来的游者。至此，所有路途，夷以近，
所以，游者众。

越往山上，她的热情渐变渐淡，最后，她变
得高冷漠然。那个被她养在深闺人难识的葱坪，
让人向往，也让人望而却步。险以远，至者少。虽
不险，但是远，且只能仅凭双腿。能抵达的人，很
少。 世之奇伟瑰怪常在于险远。

（二）
山林，野花，尘中情。
有勇气的人，在意志的支撑下，弃车入林，

奋力攀登。
就在入林的一刹那， 立马有种做对选择的

欣喜。
林中的树不是寻常所见的树，是古木，深山

才能见到的古木。 每一棵，并不粗壮挺拔，但它
会源源渗出年代久远的森然，轻轻拍一下树杆，
粗粝湿润的触感在手心回旋又回旋， 远古密码
浮出一串又一串，猛虎长啸的气息冲击过，黑熊
厚实的足掌拍击过，野猪巨型的身躯撞击过，古
木负痛的身子禁不住摇了几摇， 头部庞杂的枝
叶有些散乱地晃动， 脚底的根却使劲向土地深
处钻爬。 年深月久，它越发沧桑，也倍加牢实。

这树，让你接通汩汩流淌生命之源，叫你明
白若有底蕴无须相貌惊人。 这树，叫野山楂。

林中的花，都很安静。一小朵报春花顶在长
着几片瘦弱叶片的茎杆上。 旁人看着就心生怜
爱，它自己却无一丝自怜之情，反倒圆睁好奇的
眼，打量周围那些还没从秋冬醒过神来的枯草，
衰弱的草丛里，那花，愈见风致。 万寿竹两朵或
者三朵垂挂在挺立着的细杆顶端， 杆上每隔光
光一段，就会斜斜伸出一大片肥厚的叶，叶片不
多，却趾高气扬，活生生将几朵弱不禁风的花欺
负，花儿黯然神伤。 唯有细碎洁白的碎米荠，密
密地攒着，俯伏在绿油油的又嫩又密的叶丛中，
相契相合，相伴相依，绝然相配。

一缕幽香， 强行改变了对着那些小花似喜
似怜者的情致。 这幽香，很熟悉，你会禁不住脱
口说到，黄瓜。你对了，那林中路边随处可见的，
一株一株叶上长着斑点叶片中间青绿外沿暗红
的野菜苗，就叫黄瓜香。每株黄瓜香都喜滋滋地
等待着，等那个稀罕它的人，将它变成盘中的佳
肴。

风在林中嬉戏，顽皮地伸手摇树，“噗啦”一
下， 一张原本与树干一线相连的桦树皮应声而
落。俯身捡起它的人，一定是心怀千般爱恋万种
柔情， 只等着将这千般爱恋万种柔情一笔一画
划进树皮，再等着一个时机，将这独一无二的树
皮赠给相思所寄的那个人。桦树皮，本身就是情
书最好的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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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长风万里：李白的人生地理（十一）
聂作平

在大宁湖边

所谓秋水长天，与岁月无关
等同于爱情
在大宁湖边，我看到醉酒的贵妃
倚在明皇怀里，秋水快要溢出来

莫道唐月消魂，唐朝唯美
所谓丰腴的美学遗失民间
江边男女
颇具路灯下红色沥青的状态

江水凝脂，顾盼生辉，在大宁湖
除开唐朝的倒影，一艘现代游轮
时髦的爱情
我绝看不到马嵬坡

临江仙

来到江边，总想照一照自己的影子
总想一个人和影子说着话
过神仙一样的日子
江上风清，水波粼粼，水气上升
往高处去，缥缈而柔美
这样的心思，适合人间逍遥一次
小迷糊，小叛逆

晚晴

江面上，起飞一只鸟
又起飞一只
它们飞向落日的跑道
被江水固执地拉起

我十分相信
江水的停机坪场上
一定还有群鸟
在暗处候着，迟缓夜色

李成燕的诗

南方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北方黑云压城，李白决定逃往南方，温暖明
媚的南方。

老年的李白带着一身疲惫与忧伤来了。 我
猜测，进入老年后的李白心中的冲动一如年轻时
代，年轻时他常为到底该选择儒家还是道家而矛
盾，到了晚年，现实的无情与酒后的壮烈则成为
另一对矛盾。 它们纠结于胸，是一些用最烈的酒
也无法稀释的块垒。

扬州，这座早年时曾在此散尽千金，留下诸
多美好回忆的城市，此刻重又走进那熟悉的长街
短巷，已经年过五旬的李白岂能没有一些若隐若
现的感伤吗？ 人类都是感性的动物，而诗人犹胜
于常人，感伤简直就是他们的职业病。 昔年来扬
州，李白风华正茂；今日再临扬州，李白垂垂老
矣。 昔年来扬州，远大理想像扬州城外浩荡的春
风吹拂得人骨头酥麻；今日再临扬州，一切荣华
富贵的梦基本全部破碎，如同草间的露珠，日头
一照，无影无踪了。 昔年来扬州，富家子弟李白
腰缠万贯，挥金如土，不到一年的江南之行，竟然
花费三十万金；今日再临扬州，贫病无告的李白
常常为酒钱发愁……这就是李白的扬州，也是李
白的人生。 星河斗转，世事炎凉，纵有春风十里
扬州路，又怎能涤尽满腔忧愁与不合时宜？

两千多年前先民的一首歌谣也曾有过这种
昨是而今非的感伤，这种感伤非李白独有，也非
中国人独有，它如影随形于人类———只要人类不
灭，感伤就是永恒的：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幸好，烟花扬州给予李白的，也并非完全是

愁苦和感伤，正如一个钱币从空中掷出，不会每
次都是背面一样。 在扬州，一个叫魏万的年轻人
找上门来。 魏万又名魏颢，曾经隐居于王屋山
下，《全唐诗》收录了他硕果仅存的一首作品《金
陵酬李翰林谪仙子》。 这是一首长诗，诗中有“长
卿慕蔺久，子猷意已深。 平生风云人，暗合江海
心”之类的句子，它表明魏万乃是李白的读者、崇
拜者和追随者，用网络语言说，是超级粉丝。 这
位超级粉丝追星追得前无古人：为了一睹李白风
采，他从河南一路追到山东，再追到江南，终于在
扬州找到了李白。

李白对这位年轻的追随者表现得空前友
好———与其说是李白奖掖后进，不如说他寂寞的
晚年也需要一些荣誉乃至虚荣作为点缀。 更何
况，在与魏万交往之后，他发现这个年轻人也是
一个激情四射的人。 老年人容易在年轻人身上
看到自己青春的影子，从而心生怜惜。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白不仅认为魏万“尔
后必著大名于天下”，还把自己的诗文交给魏万，
嘱托由他来编定，这就是李白在世时第一部诗集
的由来。 两人从扬州一路饮酒，直到金陵分手。
分手时，李白认认真真地写了一首长诗送给魏
万。 只是，魏万后来没有以诗而“著大名于天
下”，而是以李白最忠实且最早的超级粉丝而为
人所知。

安徽南部的泾县一带沟谷幽深，青山绿水中
藏着一个个古意盎然的村镇：连绵的山峰带着青
翠从天边驰过，清澈的小溪自山中叮咚游来，又
叮咚游走，池塘里，几只白鹅在戏水，高大的院墙
起起伏伏，古老的门厅里坐着安详的老人……这
就是皖南民居构成的村镇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那是一个仿佛被时光遗忘，从而停滞不前的世
界。 走进爬满植物藤蔓的长长小巷，让人极其疑

心，前面就会走出一个峨冠博带的古人，向我们
微笑、打拱，带我们梦回唐朝。

距泾县县城 30 公里的陈村就是其中一处，
或者说是一个代表也行。 这座古名南阳的镇子，
保存有完整的皖南古民居群，其中明清建筑就多
达七百余处。

陈村的光荣足以为它赢得名声和目光，但与
它境内的另一个地方相比，诗书传家的陈村也稍
逊风骚。 那就是桃花潭。

全国以桃花命名的小地方，诸如桃花源、桃
花山、桃花泉、桃花溪、桃花潭……实在不可计
数，但要从中选一个最深入人心的，我以为非泾
县桃花潭莫属。

这是一个小学生们都熟知的地方。 翻开小
学语文课本，我们会找到那首题为《赠汪伦》的李
白诗作，它是如此简单而又饱含深情———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地方史料说，汪伦是泾县的一个财主，也是

饱读诗书的名士。 和魏万对李白的敬仰一样，汪
伦也想结识李白。 为此，他给李白写了一封信，
信上说：“先生好游乎？ 此地有十里桃花。 先生
好饮乎？ 此地有万家酒店。 ”———看来汪伦对李
白的性情摸得十分清楚，天底下大概再也没有比
他更爱出游、更爱喝酒的人了，其他一概不谈，只
以美景和美酒来诱惑他就足够。

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果然吸引了李白，他乘
兴前往泾县。 等到和汪伦见了面，汪伦告诉他，

“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
万也，并无万家酒店。 ”这种情形有点形同欺骗，
只是骗得很风雅。 李白很配合地没有恼怒，他已
经从汪伦的“欺骗”中读出了人世间难得的一种
境界，那种境界也是他毕生一以贯之的，就是真

性情。
是的，李白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一个真性情

的诗人和男人。 率真洒脱，挥洒自如，在大唐那
个充满阳刚与自信的时代，李白是一个代表———
他代表了一种人格，一种人生和命运的进行时。

青弋江是长江下游的一条支流，全长不到
300 公里，发源于黄山北麓，一路北流，在芜湖注
入长江。 青弋江流经的几个县市，泾县即其一。
桃花潭，就在泾县境内。

泾县县城西南 40 公里的青弋江江段，水面
平静，江水幽深，就是人们所说的桃花潭。 也就
是说，桃花潭并不是孤立的深潭，而是青弋江的
一段。

桃花潭一带，多为低山和丘陵。 行走潭边，
远处是青黛的山峦，时常有浓重的烟岚像白色的
薄纱一样缠在山腰。 近处是一年四季碧翠的树
林，江阔云低，静水深流。

桃花潭边的万村，几条古旧的老街，保存完
整的民居历经沧桑，却依然是旧时模样。 村子
里，书院、会馆、宗祠一应俱全。 最妙的是，汪伦
曾向李白夸口的万家酒馆也被复制出来———它
选址在一座老房子里，粉壁斑驳，马头墙缝里挤
出不少青草，在风中轻摇。

位于万村西面的青弋江滨，传说就是当年李
白乘舟远去时汪伦踏歌相送的地方。 为了给这
一流传千古的文坛佳话留一个纪念实体，明朝
时，修建了踏歌岸阁。 阁楼几经兴废，至今犹在。
登阁远眺，桃花潭在村庄和山峦的护送下缓缓北
上，继续它的征程。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美丽楠木村》
卢先庆 摄

神 奇 五 里 坡
刘红梅

风儿阵阵吹，吹过小溪，吹过树
梢，吹过一方庭院。

夏夜，炎热逐渐退却，泼墨般的
夜空，吹过徐徐春风，舒缓了一天的
疲惫。 一轮玲珑的弯月挂在梢头，氤
氲的月色透过树叶，洒在大地的每一
寸肌肤上。遥远的天边若隐若现的繁
星也不甘寂寞， 尽情展现自己的魅
力，像天使一样，悄悄聆听着人间的
秘密。

月色闯入庭院中，洒在铺就青石
台的黛瓦上，透出一股年代久远的厚
重感。 院中，一张木桌，两把椅子，还
有祖孙俩。年幼的女孩依偎在老妇人
的身旁，一脸惊讶地低头看着手中的
茶杯，杯中映出了皎洁的月亮。 清风
拂来，吹皱了杯中的水，也吹散了月
亮。“咦？奶奶，奶奶，月亮被风儿吹跑
了!”身旁，老妇人笑了，“傻孩子，那是
月亮的倒影啊， 真正的月亮在天上
哪。 ”

轻柔的话语并没有消除女孩的
疑虑，“月亮在天上站着不累吗？ ”老
人莞尔一笑：给你讲个故事吧，很久

很欠以前， 有一位姑娘……院外，蝉
鸣声已息，仿佛在一同聆听这个动人
的故事。

“奶奶，那个姐姐为什么要飞到
天上去呢？ 只有兔子陪着她多么孤单
啊！ 嗯，我可不要离开奶奶！ ”老妇人
轻轻抚摸着小女孩的头，把她拥入怀
里，“不会的， 我也舍不得小心肝儿
哟！ ”

女孩开心地笑了起来。
夜色越来越暗，女孩躺在老妇人

的怀里睡着了，嘴角微扬，那么安静，
那么和谐，正做着一个甜甜的梦吧！

蝉儿栖息在树梢间，月光皎洁如
水，星辉影影绰绰，一切都静默在夜
幕里，偷偷铭记着女孩与老人间爱的
呢喃……

（作者系巫山初级中学 2023 届
15班学生。 指导老师：易春容）

月光下的呢喃
黄政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