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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阳人心里，天竺山一定是大秦岭
山脉的女儿，嫁在秦岭南坡。一个温润如
玉的大家闺秀，在时光里妩媚着。

其有华山之雄奇和青城之神幽，又有
黄山之灵秀。而它既不是华山也不是青
城和黄山，天竺山就是天竺山。这里气候
宜人，四季风光旖旎，堪称天然画廊，不愧
是人们休闲观光、回归自然的上好去处。
这里林秀峰峻，洞壑幽冥，珍禽异兽，蔚为
大观。春来山花烂漫，五彩叠翠；夏至绿
意汪洋，凉爽宜人；金秋万山红遍，山果飘
香；严冬银装素裹，玉树琼枝。每个季节
都能让人陶醉于一帧帧连绵不绝的水墨
画卷中乐而忘返。天竺日出，云海雾瀑，
彩虹蜃楼，古刹钟声，夜月风铃，松林听
涛，美不胜收。

大自然造化之神功与人类非凡创造
力融为一体，造就了天竺山旖旎的自然景
色和独特的审美价值。登山的栈道，依山
势而变化，斗折蛇行，若隐若现。有的凌
空于绝壁之上，有的掩映在参天古木中。
时而陡立如云梯，时而坦荡如湖面。美轮
美奂的凉亭或置于平台上，或踞于突兀
处，或隐于褶皱中，有说不出的韵味。行
至陡峭处，游人如同在云雾中穿行，顿生
羽化成仙之感。俄而，长烟一空，豁然开

朗。俯瞰四周，山峦起伏犹如黛青波浪滚
滚欲来，亦如无数巨蟒裹挟着绿色雾霭呼
啸将至，摄魂夺魄。极目远眺，古老的秦
头楚尾漫川大地像铺开的巨幅画卷。“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游客们尽情领略
自然美景，亲身体悟着人生哲理。

登临天竺山，你可以远离滚滚红尘的
喧嚣，绕过名利场的纠缠角逐。安静的古
刹、苍劲的老松、潺潺的清泉、婀娜的浣女、
吟啸的松涛、壮观的云海、穿林的长风……
完全是一个化外之地。“鸢飞戾天者，望峰
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身在此
山，灵魂随风起舞，精神得以绿化，囿于欲
望的疲惫一下子化为乌有。

隋唐时的罗公远、吕洞宾、慧远禅师先
后隐居此地，播下了宗教的种子。北宋大
儒邵雍一来到这里就不想走了，他被这里
如画的美景深深迷住了，留下来潜心修
为。仔细谛听，似乎有古人隐隐的诵读声
从林子里传来。相传北药王孙思邈和南药
王韦善运曾来此采过草药，在药王寨和百
草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两位药王的慈悲
情怀。这些高士视名利如草芥，远离浮华，
幽居老林，传经修道，悬壶济世，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实在是天竺山的大幸啊。

这是一座亦佛亦道的仙山。阴晴雨

雪、朝晖夕阴的山色变幻，把酒临风、赋诗
邀月的率性所为，弥散着丝丝缕缕的仙
气。北宋间呼啸山林的八百铁陀僧已然
灰飞烟灭，道教文化却得天独厚，发扬光
大。佛教僧众不理佛事，最终被剿灭殆
尽。遥想当年，一队正义之师为民众谋求
解放，穿越敌人的重重封锁，拖着疲惫之
身，辗转来到铁钟坪双峰观。伤员们得到
监院和道友们的冒死救助并被掩护着艰
难突围，为新中国的诞生保存了弥足珍贵
的革命力量。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
桑”。伫立在逼仄幽暗的将军洞里，时光
倒流，恍然回到了烽火连天的光辉岁月。

攀缘至刀背梁揽月亭，有些累了，坐
下来歇息片刻。清风徐来，飘飘欲仙。方
才出发的地方，一切都成了微缩之物。我
一直想着，生命不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上至高居庙堂的达官显贵，下至行走草莽
的布衣村夫，都朝着生命制高点攀爬。我
身边的同行者，操着不同的口音，有的雍
容华贵，有的素面朝天，神情都平静而自
在。没有喧哗，没有纠葛，是一种市声全
无的默契。鸟唱蝉鸣，松涛轻荡，清露滴
落，花开花谢，似乎都成了常人难以破解
的言语。登临此山，听松涛回响，饮幽涧
清泉，沐清风仙露，修身养性，岂不美哉。

难怪吕洞宾云游到此，盘桓流连，竟不愿
返回仙界，这里到底有多大的魔力？连神
仙也被迷住了。

踏越一万多级登山台阶，对任何人都
是一种考验啊。有的人吃不消了，中途换
乘了缆车。轻松了许多，却少了登临之
乐。曲曲折折、高高低低的栈道，忽而平
坦，忽而崎岖，忽而费力攀登，忽而轻松着
陆。险要处如临深渊，坦荡处如履平地。
心情或舒缓惬意或紧绷欲裂，或喜悦万分
或惊惧不已，情绪起起落落。不经意回头
看，惊险之处都已经有惊无险地走过了。
我在想，世上所有的怕都是来自内心，而
非他者。

几年前，一次登山游乐，和友人在朝
阳洞吃了一回真正的斋饭。用料简约之
极，道姑们用餐完毕，用清水把剩余的残
汁荡涤一番，若无其事地喝了下去。在大
顶云盖寺吃饭，道士们不让一粒米浪费，
对粮食的敬畏到了惜之如命的地步。我
最敬佩的是他们身上那种超然物外的淡
定素朴。利来利往的红尘中，做到与世不
争，委实难啊。

一个俗人在天竺山上，面对大自然，
自身何其渺小不堪，敬畏之意尤甚。还要
可笑地发问：“世间真有神圣的存在吗？”

天竺山天竺山
舒添宇舒添宇

白露渐渐结于草茎，早晨与傍晚，
湿重的霜也陆续爬上窗帘或屋檐。随
着季节，顺着光阴再前行几步，连院里
的晾衣绳也不可免于霜凝，经历过数个
深秋的人，见此情景，便绝不会在早晨
洗衣浣裳；中午洗晾出去的衣服，在日
落时也必要将衣服收回，待翌日太阳重
新熠熠于蓝色天帷之时，再挂出去。俟
各色被浆洗得发硬的衣服挂满院落之
时，秋，也就走到了季节的深处。

记忆中这挂满院落的深秋景象，
大多是由奶奶独自一人书写的。

奶奶是喜欢给儿孙们洗衣服的。
她眼睛不好，我实在记不起来她眼睛是
什么时候不好的，好像自记忆开始，她
的视域便布着一角泥泞。囿于这泥泞，
她被上天剥夺了作为一个母亲和奶奶
给儿子、孙子补缝衣服的天伦乐趣。洗
衣服固然是苦差，尤其是在物资匮乏的
乡下，洗衣粉、洗衣液之类的洗衣用品
一概没有，甚至连热水都难求，奶奶就
蹲在溪石上用冰冷的秋溪水和湿沉的
捣衣棒来洗衣，焉能不苦？但想着至亲
至爱都能穿上干净的衣服，都能在干活
或上学时在衣领上闻到皂荚的清香，那
一切苦都是值得的。

父亲较之其他中年男人，有一项
他人所无的独家技能：他的针线活特
别好。莫说缝件衣服、补个扣子，就是
绣一幅刺绣，对他而言都不算难事。
这技能是与奶奶的视力有关的。奶奶
视力不好，无法缝补衣服，而爷爷又实
在是过于“地道”：于他而言，衣服只要
不是烂了裤裆，那就是不烂，扯开再大窟窿也权当衣饰。父亲念小学
时，若是衣服破了洞或扯开一道口子，他便扯一根布条，把破洞和开
口处结一个疙瘩。我的四个伯伯和两个姑姑，也都在他们上学的时
候做过这样的“疙瘩名士”。可怜天下父母心，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所以，在那个农家子女无一不亲自洗衣的岁月，姑姑伯伯们的衣
服皆是由奶奶所洗，当然，爸爸的也是。

待到儿女们都成家后，她也完成了母亲到祖母的身份转变。农
村人口中常言的“隔辈儿亲”在奶奶身上得到了绝佳的印证，我、哥
哥、堂姐、堂妹、堂弟，诸人的衣服无一不是奶奶亲手浆洗。那时农村
条件也有了改善，院子里有了太阳能热水器，洗衣粉、肥皂、洗衣液也
走进了千家万户，奶奶自觉迎来了好时代，常常洗衣洗得满面红光，
笑容盈盈如溪水清流。有时候，她会一个人坐在金灿灿的阳光中，对
着那根用了一辈子的捣衣棒自语喃喃，仿佛不舍，仿佛眷恋，仿佛感
念万千。望着挂满院落的散发着洗衣粉清香的洁净衣服，奶奶和那
棵老皂荚树一样若有所思。当初，就是为了洗衣便利，才在院里植了
这棵皂荚树。如今，它的作用，唯纳荫与绑晾衣绳而已。

深秋是最需洗衣服的时节。春寒料峭，孩子们多嫌冷，不愿多出
门；夏日炎炎，时间最好用来午睡；冬风凛冽，恨不得整日偎着被子坐
炕上才好。于是秋天，尤其是天高气爽、微风凉凉的深秋，中午或傍
晚时分，那真是孩子们出去疯玩的好时机。我们这几个调皮的孙子，
每逢深秋，都是最“费”衣服的时候——差不多隔一天就得周身换洗
一次。晾晒在日光下耀目的男孩女孩的衣服呀，真的是挂满了一院
落的深秋。

前几天，单位有一个消防演习，须统一着装，我便趁着太阳晴朗，
把工装洗净晾干，却不料在收衣服时，发现衣服是湿的。我摸着湿重
的衣服，心中五味杂陈。怪我，是我自个儿忘了深秋凝珠的白露和湿
重的冷霜，忘了在日落之时将晾
晒得差不多的衣服收回屋内。这
时，不由得想起了我那远在故乡
高坡土窑里的奶奶：奶奶啊，自别
离了您后，便再无人给孙儿洗衣
服、晾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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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在秦岭南麓商山洛水之
东南，一眼可见秦豫鄂三省，一声可闻毗
邻之八县，有着几千年古老历史，美得被
誉为大秦岭封面。在商於古道青云驿旁，
迂回绵延的清油河之畔。村周围群山连
绵、峰峦叠翠，家门口是大河蜿蜒、水声潺
潺。它的名字叫涧场，是依山傍水的田野
间散落着的小村庄，是生养我的故土、是
我魂牵梦绕的家乡。它不仅是一个醉人
的意象符号，更是一部厚重隽永的诗书、
意境悠远的画卷。

涧场是清油河道在后湾景区改道后

向东迂回一个大湾时形成的一个扇形河
湾川道腹地，生活着两个村民小组，分别
叫涧场湾和刘家堡。一般狭义的涧场就
是指这里，广义的涧场村还包括大、小房
沟，以及分别住在绕村而去的河道东西
两岸的河东、石砭。前几年并村时将原
耀昌沟村并入涧场，涧场村的范围就更
大了不少。

涧场地势北高南低。北边的山不是
太高，松木茂盛，四季常青，山势呈东西
走向且略带一点起伏弧度，两端各有一
小山堡平台，远看就像是个带有两扶手
的沙发，护佑着山前的村民、百姓。对面
有一段较为平缓的小山梁，自东而西，形
似一方书桌文案，“书桌”上有高低起伏
的三个略显圆形的山堡，形似一个毛笔
支架；东面四道较为高耸的山，两两一
组，沟壑相连，肃然峭立，似为四个书童

侍立于前，更像是一本翻开的大书直立
于左；西边两道较为平缓的山梁，绵延而
西，像慈善的仆者，陪伴其右，也像是一
沓堆放的书卷叠放旁边；汩汩滔滔的清
油河水从“沙发”后缓缓流淌而来，自东
而西绕村而去，在“犀牛角”处折南向清
油街东流去，形成一个“S”形状，恰似一
河水彩流墨从村前淌过。沿河一条新修
的黑色沥青道路，又似一道墨汁细流随
河水一同远去。笔架状山堡与东西两侧
山梁上的高压线横空相连，似两组琴弦
腾空而悬，大风中有呼啸声掠过。春秋
天空，湛蓝高远，云缕缥缈，夜幕之下，则
皓月当空，或繁星点点；冬夏大地，麦苗
青青，稻浪飘香，一层层梯田谷香飘扬，
一垄垄茶园绿波荡漾。蓝天白云、日月
星河临空高悬，映照出千百年来人们在
沧海桑田中留下的壮丽诗篇，也寄托着

人们仰望星空时的诸多愿望与梦想。绿
叶黄穗、稻麦茶果，记录着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兴衰成败的故事，也承载着
人们脚踏实地的艰辛与慰藉。它们一起
形成“山河书房、天地画卷”的诗意之境，
让路过此地的人无不津津乐道这一绝佳
的风水宝地。

家乡涧场虽未出过状元文豪等盖世
英才，却岁月平安，人民安康，这就是家乡
人最好的幸福，最大的吉祥！袅袅的炊
烟、暮归的孩童、肩挑井水的乡亲，还有人
们围在村口井台各自蹲着吃饭的温馨画
面，都永远定格在了我的心底。故乡是一
幅从不褪色的年画。故乡的山河书房，青
山隽永，既是一抹水墨丹青，又是一幅工
笔素描，同时，它又是一曲金色的壮歌，锦
绸般的彩霞斑斓着故乡午后的每一个音
符，牛羊草木，断墙矮屋，栈桥静溪都是一
曲曲乡愁牧歌。

如今的故乡，青山更美，河水更秀，天
幕湛蓝，白云飘悠，物产丰美，大地锦绣。
让人不禁常在心中反复默念：最美，莫过
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故乡所特有的山
河景象；最爱，感恩不尽以勤朴美德刻绘
故乡独有的纯美画卷。

山河书斋天地画
徐乾霖

沿着仁河行走，水静且柔。仁河的夏天奇热，冬天也不太冷，河
里有鱼，山上有茶，真是一处物华宝地。

五月的一天，和朋友一起去仁河沿岸闲逛，不知不觉走到象园村。
山里的空气真新鲜，阳光穿过树叶印在脸上，斑驳晕影在脸颊上

滑动，使人的心情陡然快乐起来。
我们沿着山谷从容穿行，如同走进桃花坞里，鸡狗之声偶有相

闻，三五户人家青砖黛瓦，恬静地散落在山坡竹林边。爬上半山，一
股股淡淡香味隐隐飘来，循香而去，一个偌大的茶园展现在眼前。

碧波连绵的群山里，一排排茶树整齐排列，如同穿绿衣的乡间女
子，清纯、质朴。嫩绿的茶叶如新生婴儿般娇嫩可爱，静静地躺在茶
树的怀抱里。群山被茶叶的绿波浸透，远方的白云停下了流浪的脚
步，低头亲吻茶树婀娜的身姿，一群“叽叽喳喳”的鸟儿掠过山峰，仿
佛在说：“茶香了，客来了……”

见一处小楼倚水而建，热心的茶园主人放下手中的活计邀请我
们进茶舍小坐。分别取出绿茶、红茶请我们品尝。

绿茶是春天送给人们最好的清心汤，物产丰盛的秦岭山脉，茶树
充分汲取天地日月之精华，保存自然之香郁。仁河的制茶人将晾好
的茶叶杀青、揉捻、捡枝、烘干，好客的茶山娘子煮山泉水，待炉上水
壶沸腾，冲泡一杯飘香的绿茶递到我们手中。

我们手捧一盏象园毛尖，看杯里茶叶舒展细腰软肢，如仙女在泉
水中温泡，水杯清绿透亮，呷一口微苦涩鲜，回味清冽余甘。围坐在
静雅的茶舍里，耳边不时传来山上采茶姑娘的歌声和笑声，让人倍觉
山间的美好。茶农常年在山上精心伺候茶树，修剪、除草，春来摘茶
制茶，夏来磨茶装茶，秋来养茶培茶，冬来陪茶守茶，四季的风雨陪
伴，才造就象园好茶好味好品性。

绿茶宛若闺中少女，不谙世事，透亮晶莹。我们每个人最好的年
华都是从青春开始，唯有经历人间风雨的磨难和历练之后，才能芳华
始尽露峥嵘。

秋冬季节适合饮红茶，过了温情的春天，人的心和胃都需要呵护
和调理，红茶最是贴心、随和。茶园主人特制的“绿晟红茶”浓郁醇
香，红色茶汤透射出人世间的冷暖沧桑。

茶如人生，人生如茶。这世间万物离不开水的恩赐，茶虽不是水
唯一的搭配，可是离开水的茶便没有了灵魂。茶也离不开山的养育，
高山出好茶，如果绿茶是茶中文人雅士，红茶就是胸中藏日月乾坤的
精英，是穿越无涯时光才能享受到的生命质感。

我们的人生总是马不停蹄的遇见，又在“哒哒”的马蹄声中分开，
仁河两岸有无数人家和无数棵茶树，喝茶的人用同样的水，品味的却
是别样的况味。如同那些从车窗外纷纷掠过的青山和绿水，它们美
或不美，它们的烦恼和开心，只有它们自己知晓。而我们这些匆匆过
客，如浮云一般飘过，我们不懂青山和绿水的心事，青山和绿水也不
懂我们的寂寞。

我们的安静人生，从一杯茶开始。当你炭炉煮水烹茶，清茶一盏
如旧友，山河风雨杯中来，无声又无息。你只需手捧银杯，轻笑余生。

从一杯茶开始
刘 捷

在四季的舞台上，秋叶的飘零宛如一
首悲壮的挽歌，唱响了生命的离别与新生。

每一个生命都在自然的大舞台上演
绎着自己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不例外。
春天的新生，夏天的热烈，秋天的丰收，冬
天的静谧，一年四季，轮回更替。秋叶的
飘零，正是这四季轮回中的一个缩影。它
们曾在枝头绽放出最绚烂的色彩，却在繁
华落幕后悄然飘落。在这寂寥的凋零中，
看似是一个繁华的结束，实则是万千生命
对岁月的深沉道别。

秋叶飘零，除却淡淡哀伤，我们看到了
生命的坚韧与顽强。秋叶经历了春夏的生
长，经历了秋冬的风霜，尽管失去了绿意盎
然的青春，却依然保持着生命的顽强。它
们的飘落并非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
形式的开始。在泥土中，它们化作了养料，
滋养着新的生命。这正是万千生命对岁月
的默默奉献，值得我们敬畏与尊重。也让
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谦逊与智慧。飘零的
秋叶并非毫无意义，它们在生命的最后一
刻，展现出了最美的姿态。落叶没有怨天

尤人，没有悲春伤秋，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接受岁月的洗礼。它们的
飘落并非是颓废的放弃，而是为下一代的成长默默付出和牺牲。这正是
生命的谦逊与智慧，值得我们钦佩和赞叹。

落叶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传承与希望。那些曾经辉煌过的生命，虽
然已经凋零，但它们的基因却留在了下一代身上。那些新生的生命，正是
从这些凋零的秋叶中汲取养分，茁壮成长。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希望，看到
了生命的不息延续。

回首往昔，岁月如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万千生命中的一员，我们
的成长、奋斗、收获、失落，都是生命赠予我们的礼物，而片片秋叶的飘零，
正是这无数个生命故事的缩影。它们教会我们珍惜每一个瞬间，珍爱每
一个生命，珍视每一次成长。

当看到秋叶飘零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悲伤或失落，相反我们应该感到
欣慰和感动。因为在这看似寂寥的凋零中，蕴含着生命的坚韧、智慧、谦
逊和希望。这是生命的真谛，也是岁月的馈赠。

让我们以秋叶为鉴，审视自己的生命，珍视每一个瞬间，珍爱每一个
生命。因为无论何时何地，生命的美丽与价值都源自我们对它的尊重与
珍视。片片飘零的秋叶，看似是一个繁华的结束，实则是万千生命对岁月
的道别。这是生命的礼赞，也是岁月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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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洛 山商 洛 山
题图摄影 杨志胜

刊头摄影 程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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