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YONGKANG DAILY

2024年12月16日 星期一

融媒编辑：章芳敏 文化·五峰

披云之源
□应春柳

初 冬 的 一 个 下 午 ，刚 好 下 起 大

雨，我们去龙泉宝溪，将近有一个小

时车程的山路，七拐八弯的，对于会

晕车的人来说，足可以把胃搅得翻江

倒海。到了驻地，天色已晚。

宝溪地处龙泉城池西北，在闽浙

赣交界处，距城百来里。来宝溪之前，

我只知道龙泉盛产宝剑和青瓷。宝溪

其实是两个村庄的合称——宝更村和

溪头村，两个村之间有一条叫宝溪的

溪流流过。2024 年联合国旅游组织

执行委员会第 122 次会议公布了溪头

村为“最佳旅游乡村”。宝溪还有一座

山，叫披云山，因终年常披云而得其

名，于我，却因披云山有泉水而得知。

次日一早，宝溪对岸的山头云雾

缭绕，虽然已是初冬，太阳出来之后

却无寒意。方总说我们运气好，择日

不如撞日，可以去溪头村看“不灭窑

火”陈家窑开窑仪式。溪头村里锣鼓

喧嚣、乡里乡外的人都赶了过来，当

然也不乏我们这些外地的游客。净

手、敬香、吟诵祭文、饮龙窑酒、开匣

等环节，表演的性质已远超最原始的

祭拜。匣内的青瓷经过高温烈火之

后脱胎换骨，引来观众的赞叹。

一 拨 人 来 到 一 个 叫“ 茶 野 门 之

佳”的茶叶店落座。主人用龙泉青瓷

茶具泡了红茶，茶汤清澈，清香四溢，

入 口 醇 厚 ，顿 时 两 颊 生 津 、周 身 通

透。主人娓娓道来的茶经在离开茶

叶店时似乎都忘了，唯有店主说的龙

泉有好茶、好瓷之外，还有好水。别

说这茶好喝，实则是这水。我还记得

主人说的时候，侧了侧身，往背后指

了指道：“喏，就是这披云山的泉水。”

人都有寻根问底的习惯。下午

时候，我们顺着宝溪的上游，来到取

水源头青龙峡。

宝溪与公路并行，我们半路下来

横穿溪流，溪中露出水面的石头呈象

牙白，而再往下，石头变得暗沉起来，

但水一样清澈。方总说，如果水质

好，溪滩上的石头呈象牙白，宝溪的

上游就是青龙峡，通向无人之地，我

们取的水就来自那。方总又指着宝

溪下游说，这附近有一个村庄，溪水

流过的石头的颜色和上面不一样。

我们踩着石头，摇摇晃晃地过了

溪，沿着山路继续往宝溪的上游青龙

峡走去。左侧溪水潺潺，右侧山林茂

密，山石、老树青苔丛生，山道杂草落

叶铺地，显得松软而厚实，脚步也踏

实了起来。走了 20 来分钟，在两座高

山之间，一道宽阔的溪滩在眼前铺

开。蓝天白云之下，阳光从山的那一

边斜斜地照过来，青山苍翠，一两株

红枫掩映其中，那抹红别有一种风

情。“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或嬉

戏溪水、或捡石玩沙、或驻足、蹲坐石

头之上，极目远眺，甚好。

如再溯源而上，溪水的源头来自

披云山，披云山又叫天师山。天师山

上有一座天师庙，是浙闽赣边区道教

的发源地。据《龙泉县志》记载，当年

朱元璋亲自率军征讨浦城县城的陈

友谅，不料遭遇挫折，逃至闽浙交界

的天师山上避难，情急之下，他走进

天师庙，在天师像前跪拜求助道：“求

天师保佑，救我元璋一命，日后为王，

一定报恩。”随后就躲进庙后一山洞，

山洞口顿时结起了蜘蛛网，由此奇迹

般地阻止了追兵，朱元璋躲过此劫。

脱险后，朱元璋对道教的崇敬更深，

将天师山的救助视为命中注定，之后

的征战都有道士陪伴身边。

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其实古已有

之，水滋润自然，自然同样可以养水

的清润，水在自然中循环往复，互相

滋养。生命乐于山水间，难怪陆羽在

茶经中就有“山水为上，江水为中，井

水为下”记载。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寻觅

于此开发这一脉好水而来。

（上接4版）
当时的云南，形势危急，贼寇兵临城

下加上遭遇天灾，国库空虚可谓是内外
交困。王世德忧心如焚，但他从容不迫，
带领军民在归化等地新筑11座城池，并
修建了临安等地32座城池，造起炮台、哨
楼60座，增建分水、永镇两座关隘。带头
捐俸，发动军民募捐，增添了盔甲、火
器。同时整顿军队，清理安置老弱病残
者，提高军队战斗力。在行政治理方面
清屯政，通钱法，疏浚海口，制定条例规
章，短短时间内云南全境百废俱兴，军备
充足，人人都充满斗志。乱贼得知后胆
战心惊，互相传告：“王抚台这样部署，我
们必定没有容身之地。”纷纷隐匿，不敢
露面。正当王世德踌躇满志，准备主动
出击剿灭盗匪时，贵州水西那些残匪死
灰复燃，又掀起了叛乱。王世德又主动
请缨，召集都司，密授机宜，予以进剿。
因为操劳过度，心焦血枯，王世德病倒在
云南任上，于崇祯十二年（1639 年）正月
初二与世长辞，享年63岁。

王世德做了40多年的官，没有新造
府邸，就是对老房子翻修，也是“第不改
壁，室不改楹”，且自誉为“大雅堂”。有
一年，王世德回家探望父母，有个城里
的故交认为他当了大官，老家房子一定
是前厅后堂，豪华得不得了，就向他借
花园摆酒席。他听了笑了笑，指着院子

里的一株桂花树，对来人说：“你看，我
家最有名的花园，最漂亮的风景都在这
里，你还借不？”那人听了还是不信，绕
着大雅堂转了一圈，打心里敬佩，到处
逢人就赞：“王世德啊，真是个清官！”

王世德离开广东时，钱库里盈余财
富有数万两，他分文未取，全部充入军
费，带着两袖清风到云南履职去了。

刚到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土司，
按照惯例都向新官赠送金钱宝物。王
世德一律拒收，亲切地对土司们说：“我
们是兄弟，本当秦越同舟，摒弃前嫌，同
舟共济，互相扶持。”土司们甚为感动，
到处传扬王世德是个不爱金钱的好官，
对他的命令无不遵从。

王世德是个文武双全的名宦。在
学术上也颇有造诣，著作有《左氏兵法
纂》1 部，《酉阳文移》5 卷。他以先贤陈
亮为楷模，只要有闲暇，就认真阅读陈
亮的文章，常对别人说：“读圣贤书而达
时变，知缓急无如先生，使今日有其人，
无疑是国家太平之福也。”并出资选刻
了《龙川文集》以劝天下读书人。他特
别重视家风培育，亲自制定家规，教育
后人。他的夫人汪氏也制订《女子须知
百字歌》，规范族中女人的行为规范。

良好的家风，如同春风化雨，洗涤了
心底的尘埃，滋润着嘉木瑶花。王氏族
人、庐州府无为州知州王世钫（1597年—

1636 年），也曾视金钱如粪土，面对 200
两黄金寿礼，说 ：“此谓山阴大钱乎？勿
污我石门香囊也。”谈笑而拒收。也正由
于家风的熏陶，这个家族英才辈出，近现
代涌现了一批名人名家，分布于政界、军
界、教育界、文艺界、科研领域等。

家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具有其他
物质无可比拟的作用，家风纯良，子孙
必定端正，社会必定河清海晏。今天，
我们重视家风的建设的意义也就在此。

原典
一、三槐堂王氏家训
为臣必忠，为子必孝，为兄必爱，为

弟必敬，为妻必顺，毋徇私以伤和气，毋
因私故以绝恩义，毋惹闲非以扰门庭，
毋耽曲蘖以乱德性。有一于此，是悖祖
宗教训，族共责之。

二、象珠王氏祖训
我之与尔，形气既分，尔之入庙，济

济兢兢。尔事二人，如何弗敬，服劳奉
养，下气怡声。兄弟既翕，妇言勿听。
尔之守身，勤俭和平。尔之治生，工商
读耕。尔勿负粮，以罹官刑。尔勿为
非，以玷家声。屠牛博戏，败俗违仁。
交唆游手，贼义伤恩。有一于此，勿过
吾庭。听此训词，涤虑洗心。降福尔
身，及尔子孙。眉寿康富，无或不承。

三、2021年续谱新修象珠王氏家训
先 国 家 ，后 家 庭 。 官 尽 忠 ，民 尽

孝。勤为本，德为先，和为贵。孝父母，
友兄弟，爱儿女。婆媳和，夫妻亲，子孙
孝，邻里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
生八德，不可忘记。手持正义，肩挑道
义。做事要勤，做人要忠。与人为善，
与邻为友。重孝重道，互敬互爱。尊老
爱贤，爱幼乐施。教育子孙，不嫌其
早。善言以引，邪恶以禁。以身作则，
以学正行。防微杜渐，勿作小恶。远离
声色，不染恶习。子弟不肖，宜早惩
戒。知过能改，浪子如金。工商耕读，
并无高下。循法善事，均为生理。干本
分活，行侠义事，做正直人。诚实守信，
勤劳致富。夫妻相敬，婆媳相让，家庭
和睦。以德交友，以诚服人，以义为
重。宽大为怀，严以律己。踏实做人，
宽以待人。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善人
种德，降祥于天。恶人种祸，贻殃于
后。知足则乐，务贪必忧。家勤则兴，
人勤则健。受不得穷，立不得品。受不
得屈，做不得事。手足贵相勤，夫妻贵
相从，长幼贵有序，邻里贵宽容。处事
要公心，办事凭良心，做人讲爱心，对己
要宽心，遇事树恒心，做事有耐心，万事
要爱心，方能得人心。处事谦让和为
贵，为人诚信善为本。

（摘自《象珠王氏宗谱》）

一块石头一般免开尊口
习惯听风听雨滔滔不绝
而一堆石头拥抱在一起
所有的沉默叠加在一起
一座石垛就是一座火山

百年老屋庭院原本空菏
母亲嫁过来后有了石垛
我初见一块块胖墩之石
从山谷溪流田野回家时
母亲的腰杆挺直了许多

我从来不敢问捡石缘由
却一直寻找石垛之答案
待到慢慢顶上可晒东西
诸如雪菜番薯粉豆瓣酱
竟以为纯粹就是晒季台

石垛长到一米五停下来
我长到一米七五停下来
二十厘米差了半个世纪
从形影不离到若即若离
石垛开始向我娓娓道来

田野草垛比之庭院石垛
前者缠树盘腿星罗棋布
后者孤星一座星星点灯
它们的星座叫三羊开泰
俗话叫羊耕田拿命不惜

鹅卵黄之石色泽像金子
前世或是沙子积沙成塔
母亲一生鲜有权利选择
是带有金黄希望的石头
连滚带爬靠近靠拢于她

不知何时始青藤蜘蛛网
覆盖起石垛的白天黑夜
就像胆小的母亲蜷缩着
她跟石头说着石破天惊
她跟石头说着石垒家园

石头在一起还是石头坯
搬起石头不怕砸自己脚
天下母亲总是勉为其难
举起石头的人更是石头
垫底石头从不露水显山

我已看不清垫石之况样
我见石垛像老僧披袈裟
我是置顶之石沐浴阳光
我听见石垛开口说母语
我把一座青藤书屋点亮

石垛
□陈加斌

又到红叶浪漫时 陈东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