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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夏天，我告别如火如荼的湖北省黄冈中学文
科班生活，来到武昌一个叫梨园的地方上大学。

离开鄂东家乡浠水县散花镇的那天，旭日初升，晨
风送爽，一长串喜庆的鞭炮炸响后，该启程了，从我婴儿
时就照料我、直到我上小学初中的外婆，倚在后门边，依
依不舍地撩起围裙抹泪，遭到妈妈嗔笑：“燕子是到武汉
上大学，又不是去天边！”……兴高采烈的奶奶抢着背我
的小包，一路和村邻们打招呼，接受众星捧月般恭贺，她
将我和我爸爸一直送到长江边散花码头。就这样，一对
幸福的父女兴冲冲候船，过江到黄石市，然后转坐班车
去武汉新天地。

车到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时，我一眼看到学校迎
新生的牌子：中南财大湖北财政分校（后更名为：湖北财
经高等专科学校）。穿着齐整、满头大汗的爸爸骄傲道：

“你们学校真不错，来接你了！”
记忆中，傅家坡客运站与梨园深处的母校是靠两条

“辫子”的电车连接的。梨园，是那时1路、8路电车的终
点站；于我而言，梨园则是起点站，18岁后探索美丽新世
界的首站。

到校刚报完名，我们就领到新军装，女生被额外布
置了一道作业：剪发，全部剪短发，准备去鄂北广水市空
降兵部队参加军训。

十八芳华，青丝如云，长发飘飘，一下子要狠命剪
短，有女生想不通，哭了！不干！坚决不干！！可有什
么办法？班主任张沛清老师极优雅，她温言细语劝
慰：新生军训，是要过一段严格的军事生活，这是接受
国防教育，强化集体主义精神，能帮助我们养成良好
的学风、生活作风等等。军令如山，彼时从校门口到
梨园医院，沿东湖数百米路面的几家小理发店，出现
一道风景：每家店都挤满叽叽喳喳、要剪短发的各种
口音的女生。大学生活，一切从头开始，剪短就剪
短！大多数人平静接受发型改变，甚至略略兴奋——
我就是其中一个，最后我捧着自己的齐耳包菜头，盯
着镜子里圆圆的脸蛋，说不上好看，也谈不上丑，那种
傻乎乎、满不在乎，那种 18 岁的无知无畏，暴露无遗
啊！

广水军训马上要开拔了。这是另一种出发，不同于
家乡亲人一路相送的出发。

1992年9月的梨园深处，凌晨四五点，四周阒寂，偶
尔传来围墙外渔村人家的犬吠。学校操场上已是黑压
压一片军装俨然的学生，不分男女，个个精神饱满，人人
背一床军被、拎一只塑料桶（盛杂物），整整齐齐按系、班
列队，等待出发。教官发出口令“保持安静”，却保持不
了。“去空降部队，我们要学跳伞吗？”“军训苦不苦？考
不考试？”黎明前的窃窃私语，同足球场上茵茵绿草一
样，处处生长激情，充溢不言而喻的驰骋期待。终于，大
交通车来了，很快一辆辆满载着未来的金融财务战士，
绝尘而去；我们到达武昌站，然后换乘火车直抵鄂北广
水市。

军训生活如尝第一口鲜藕，凉凉的、脆脆的。站军
姿、踢正步、半夜拉练、实弹射击……十月，我们夜半抱
着枪，冷得穿着军大衣站岗、换岗，微微恐惧中更多的是
莫名兴奋；夜里上厕所，女生们至少两人一组，才敢去那
风声呼呼、由公共男厕临时改成的室外女厕。最后，我
校同兄弟院校武汉大学一起进行军训方队会操表演，以
恩施美女刘敏为首的我们926 班女生方队，成绩斐然。
军训，果真给我们的大学生活，留下浓墨重彩的第一
笔。我个人荣获“军训优秀学员”奖，回校后此情依依，
再获军训征文奖。

军训结束，离校一个月的我们，回归教室，开始上
课了。那时不少同学仍一身戎装，出没于食堂、操场、
宿舍。“瞧，新生！”高年级同学的眼神有不屑，还笑话
我们女生：一个个黑不溜秋的，吃得又多！的确，刚从
广水回来时，不分男女生皆饭量大增——因为军训运
动量大，让人饿得快，18 岁的我们，谁不是能吃能睡、
气吞万里如虎呢？我们练出了饭量，还有睥睨困难的
豪气。

18岁的大学校园生活开始了。节假日，同学同乡们
三五成群，看不尽三镇风景，数不完历史名胜。我喜欢
步行。比如，和同班同学程卓、王俊东等用脚丈量“万里
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与高年级同乡黄梦洁，花两
小时，从碧波环绕、不见梨花的梨园经那时待开发的水
果湖荒凉地带，沿8路电车线路，走到繁华的中南商场；
近水楼台的东湖，是我的最爱，傍晚约上知心室友涂娟、
刘利晖，信步长堤湖畔，沐浴斜阳晚照，去看毛主席到过
48次的东湖梅岭，逛大诗人李白放鹰的放鹰台……在高
校林立的武汉，同城外校同学，无不羡慕我们的母校珍
珠般缀于华中最大风景地东湖之滨，于是常有同学来
访。我们带他们到一箭之遥的东湖岸边，那儿泊着附近
村民的小游船，十元钱租金，可玩两小时。我们呼朋唤
友，四五人、七八人一船，自己弄桨操舟，追鱼逐浪，同游
有五个西湖大、被时人称为“国内最大的城中湖”的东
湖，好不快哉！

单单游湖不过瘾。比如听涛景区内，行吟阁、湖
光阁、寓言园、碧塘观鱼等须登堂入室方赏其妙。那
时景区收门票，两元钱一张。我们经常逃票。猫捉老
鼠，我们知道哪里有缺口，轻车熟路钻入。可不知何
时，带刺的铁丝缺口就被堵住。有时找不到旧路，男
同学急了，寻个薄弱处，一个“筋斗云”翻进去，再接应
外面的女同学。于是，时不时地就有东湖景区的人来
学校告状，说又有学生不买门票捣乱……那些“越轨
者”中，不知是否包括我们班的精英，比如稳健的强人
涂宣成，腼腆的大个儿龚焱坤，会唱歌的“金嗓子”万
文地。

经军训强化的集体主义精神被我们发挥得很好。
那时不论哪位同学，有家人、朋友来了需投宿，男性被安
排在男同学宿舍，女性被安排在女同学宿舍。我妈妈在
家乡小镇开小店卖服装，她经常往来“天下第一街”汉正
街进货。妈妈来学校并不多，每次来，她都拎个四轮折
叠小拖车住一晚。她来了就睡我住的上铺，我另找空铺
位安身。妈妈次日上午进货，为了当日下午能返程，她
总是很早起床，轻手轻脚洗漱毕，再叫醒我：“燕子，我走
了！”就带上宿舍门，她沿着水腥味十足的清晨湖畔路，
去坐1路电车到汉口六渡桥。有一回，我妈妈带来同做
服装生意的年轻同行张英子，张英子喜气洋洋地和我妈
妈一起去汉正街进货，并采办她即将大婚的嫁妆。我们
同室七个女孩，无不为这位从天而降的准新娘而感到新
奇，并为她祝福！

20世纪90年代初，武汉东湖之滨的大学生活，如清
荷朵朵，那种明亮、新鲜地次第绽放，无不是青春破晓之
节奏，秘藏于武昌梨园深处，芬芳我最初最真的记忆。
就像那次全校卡拉OK大赛，我们会审系926班班长、身
高1.8米的刘政，侧身而立，以一曲《弯弯的月亮》，深情
惊四座……从此，全校师生都叫他“弯弯的月亮”。“遥远
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
的小桥”，那时湖水唱和呀，那时星满人间，那是我们如
诗如画的青春18岁！

随着像蚁一样的游人亦步亦趋，挤上
龙门石窟的陡峭石阶，与千仞石壁上那些
石窟洞里的佛像相遇，石窟和佛像那么
多，姿态那么迥异，雕工那么精湛，一种惊
叹脱口而出，美啊，真美，真真美啊！

龙门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一
条南北流向的伊水将龙门山一分为东西，
西山仍叫龙门山，东山因武则天建香山寺
而又名香山。两山都有石窟，密密的石窟
像猫耳洞挂在悬崖峭壁上，一格一格，一
排一排，或错落有致，或站立一列，或横成
一行，但每个石窟无论大小，里面都坐着
一尊佛像。整个龙门石窟有2345个石窟，
2800 多块碑刻，近 11 万尊石刻佛像。这
是多么庞大的一个艺术阵容，其中每一个
都是精美的艺术品。但最美的石窟佛像
多在龙门山上。这一切，首功应归于北魏
孝文帝拓跋宏（虽然之前也有开凿，但勃
兴在其），就是那个决计迁都洛阳的古代
战略家。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
迁都洛阳后，来自中亚、东南亚，主要是印
度的僧人们一时云集洛阳，他们带来各地
不同的文化（包括印度的石窟文化）交汇
于此。孝文帝通过一系列改革，完全接纳
了汉文化，并使之成为北魏的文化主流。
公元 493 年至 528 年，北魏在接受印度造
像艺术的基础上，融合中原汉民族的审美
和文化，塑造出了“秀骨清像”“褒衣博带”
等具有中国艺术特点的佛像。之后，经东
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400
多年的大规模开凿，形成了今天龙门山南
北长1千米的石窟佛像群。历经千余年，
而成为我们民族的瑰宝。

攀上台阶，来到位于龙门山北端的潜
溪寺，此为第一个大石窟。窟高宽各9米
多，纵深约7米，乃唐朝初年的作品。只见
窟顶藻井为一朵浅刻巨大的石雕大莲花，
主佛阿弥陀佛端坐在须弥台，面阔丰盈，
右手扬起，左手自然垂置，衣纹斜纵，神情
安详，目光柔和，注视着芸芸众生；接着是
宾阳洞，这是北魏时期代表性的洞窟，乃
北魏宣武帝为其父孝文帝而凿，公元500
年开工，历时24年，也只完成了南、中、北
三洞的中洞。可见工程之浩大，雕刻之繁
复。宾阳洞内呈马蹄形平面，穹顶雕刻着
重瓣大莲花，形成整幅的莲花宝盖，莲花
周围是八个伎乐天和两个供养天人，他们
衣带飘飘，飞翔在莲花宝盖周围，亦仙亦
幻。主佛释迦牟尼面颊清瘦，体形颀长，
神态端详，一派慈悲；最惊艳万佛洞，主佛
为阿弥陀佛，端坐在双层莲花宝座上，面
部圆润。南北两侧则雕有15000尊小佛，
佛像虽小，但一颦一笑，神态各异，栩栩如
生，叹为观止；奉先寺是龙门石窟规模最
大，艺术最精湛的一组摩崖型群像。此窟
开凿于唐高宗初年，洞长宽各 30 米，共 9
尊大佛像，中间主佛为卢舍那大佛，是整
个龙门石窟佛像之最，通高17.14米，头高
4米，耳朵长达1.9米，堪比乐山大佛。卢
舍那大佛，面部宽阔饱满，头顶为波浪发
型，双眉弯弯如新月，一双明眸，炯炯有

神，挺拔的鼻梁，樱桃小嘴，微微笑意，双
耳长而向下垂，下颌圆而略向前突。身穿
通肩式袈裟，一圈圈同心圆式的衣纹，简
朴得体，宛如一慈祥的妇人。据传，这尊
佛像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的，难怪雕
刻得如此完美，还有种不可言状的威严。

龙门山还有众多的石窟，像药方洞、
古阳洞、莲花洞等。其中，有的佛像因岁
月的久远，面部已经漫漶不清，只剩下轮
廓；有的佛像被人盗走而形成空洞；还有
的缺头缺胳膊少了腿。但龙门石窟整体
依然保持完好，1400多年呀，这真是功莫
大焉。

下龙门山，越过伊水，就到了与龙门
山隔水相望的东山。东山窟区最大的洞
窟是看经寺，为武则天时期所开凿。洞呈
平顶方形，双室结构，前室崖壁上有数十
个小龛造像，主室深13.9米，宽11.2米，高
8.3米，洞顶雕有莲花藻井，周围环绕四个
飞天形象，惟妙惟肖。洞内东、南、北三壁
在高1.2米的台基上浮雕29尊罗汉像，个
个身高一米八以上，是现存唐代规模最
大、雕刻最精美的罗汉群像。用文物专家
的话说，“无论从美学、历史还是宗教的角
度，都值得品味”。

离开东山窟区，走在伊水右岸，眺看
龙门山崖壁上的石窟，给人的感觉像是挂
在石壁上的一只只蜂窝，密密麻麻的像是有
一群蜜蜂在洞里酿蜜，而那些游客真如一群
蚂蚁循着甜蜜趴在洞口，伸头向内探看。

爬上香山寺，此寺非窟，而是真正的寺
庙。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唐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为安葬来华印度高
僧地婆诃罗而重建。天授元年（公元690
年），武则天在洛阳称帝，梁王武三思奏请，
敕名“香山寺”。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
河南尹白居易个人捐资重修香山寺，并撰文

《修香山寺记》，其中的句子“洛都四郊山水
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
首焉”至今传颂。白居易也自号“香山居
士”。香山寺还是他和如满和尚等九人经常
吟咏唱和的地方，有“九老会”做证。

出龙门景区不远，是白居易的墓园
“白园”。已形成青谷区、乐天堂、诗廊、墓
体区、日本书法廊等景点。进入青谷区
内，有白池、听伊亭、石板桥、松竹和白
莲。可观白池涟漪，听伊水荡漾，看青苔
爬满石板桥，满目松竹葱郁，飞流直泻，白
莲没露尖尖角；乐天堂依山傍水，面对青
谷，白乐天的雕塑玉立，目光如炬，“水木
谁家宅，门高占地宽。悬鱼挂青甃，行马
护朱栏”是他晚年卜居洛阳的慨叹；诗廊
是国内名家书写的白居易诗碑，有行、草、
篆、隶等书体，计38块；白居易墓，封丘高
耸，已长出参天大树，伴着墓园的有卧石
碑，乌头门及中外倾慕白居易的文人骚客
及白氏族裔立的纪念石。整个墓园肃穆
庄严，每一个来这里的人都怀抱景仰之
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沿着石阶下山，伊水滔滔，佛像静美，
龙门，一声惊叹！

惊叹龙门
□梅赞

十八芳华
□郭海燕

第一次来新疆，时值六月中旬。想象中
的新疆是要么黄沙漫天，绿洲如丝带一般点
缀其间；要么草场辽阔，雪山在天际起伏连
绵。但在伊犁河谷的尼勒克县，随处可见树
木丰茂的山峦与大片种植着小麦、玉米、甜菜
等农作物的平原，其间还有翻滚着银色波浪
的一条条河流，以及覆盖着柔软青草的一片
片丘陵。

早上十点，尚属新疆地区的清晨。看不到
太阳，但整个天空都显得透亮。摄氏二十来度
的气温让人体感舒适。汽车行驶在尼勒克县
城，满目葱茏的行道树，让人有种身处某个东
部城市的错觉。我们前往的尼勒克二小就在
县城里面，没几分钟就到了。从学校大门进
入，迎面是一条四五米宽的大路，叫民族团结
路。路两旁有两排高大的大叶白蜡树。

民族团结路是尼勒克二小“一景四园”中
的“一景”，而“四园”，则是学生们的劳动实践
基地，或者说，它们更像是学生们参与劳动游
戏的几处乐园。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他们在

“植物园”里栽下了柳树、杨树、榆树、桑树、梧
桐、白蜡、泡桐、松树、柏树、皂荚等。而在“百
花园”中，他们根据花期，在不同季节里分别
种下雏菊、芍药、玫瑰等。还有一个“润物园”，
是他们种植蔬菜的地方，春天有生菜、韭菜、
小白菜；夏天是辣椒、西红柿、茄子、豆角；到了
初秋，他们在园中穿梭，除了采摘玉米，还能
收获清脆爽口的萝卜；到了深秋，则种上大
葱、大蒜和菠菜，菠菜在冬天的冰雪之下悄然
生长，待到来年春天，它们就成了园中的第一
抹春绿，也是大家品尝到的第一茬青菜。最
后是“萌宠园”，“萌宠”是一些可爱的小动物，
如兔子、鸭子、鸡和小羊，当天气暖和的时节，
它们就“进驻”园中，成了学生们注目的焦点，
一到课间，就有学生跑过去投喂，有的还学它
们的动作和声音，学小羊的咩叫尤其活灵活
现，让人难辨真假。

“萌宠园”就在民族团结路右侧，中间隔
着一个篮球场。由于是上课时间，那里并没
有学生的身影，而动物们也乖巧地保持着宁
静。走到“萌宠园”围栏边上，奇怪的是园中
动物不少，里面却很是洁净，也丝毫闻不到
动物粪便所散发出来的异味。这应该是勤
于打扫的缘故。非常整洁和干净，这也是整
个学校带给人的印象。

与“萌宠园”相对的另一侧，是颜色鲜艳
的塑胶跑道，一群穿着绿色校服的学生正排
着队在跑道上跑步。尼勒克二小有多个民
族的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占比超过了70%。

眼前的这些学生，光用眼睛是分辨不出他们
的民族的。那么和他们交谈呢？如果不特
意询问，怕也未必，因为每个孩子都会讲流
利的普通话。学校的任晓萍校长告诉我们，
有很多少数民族学生的家长是不会说普通
话的，而学生则可以做他们的翻译。翻译，
这个词瞬间就让我对这些学生生出了羡慕
之情——印象中的翻译，不就是那些掌握了
更多语言知识，仿佛能自如地穿梭在两个不
同的世界，因而显得自信而优雅的人吗？

尼勒克二小校园环境优美，课间生活丰
富多彩，还有齐备的硬件设施，如多功能教
室、计算机教室、科学实验室、图书室、音体
美教室等，这些都为学校的“阳光教育、多元
发展”理念提供了保障。学校希望每个学生
都能成为“一个自带阳光和温暖的发光体”，
并能够“温暖和照亮身边的每一个人”。很
显然，要实现这一目标，学生之间融洽地相
处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有多个民族
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在家中又大多使用各自
民族的语言，那么要进行有效的沟通，学生
们熟练使用一种通用语言，就显得至关重要
了。

阳光的人多是外向的，因为他总是向外
散发着光和热，进而温暖和感染他人。不够
阳光，显得有些内向、沉闷，甚至是孤僻，在
很多年里都是我身上挥之不去的标签，至今
也依然存在。究其根源，我觉得很大程度和
我成长中的“不会说话”有关。上初中之前，
我一直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一个山村里。那
时候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不会说话”的，无论
在家还是学校，都说着流利的方言，性格活
泼得近于顽皮。而初中时候，我去了70公
里外的县城，学校的师生来自全县各地，说
的也都是各地的方言。山区的方言确实是

“十里不同音”，所以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的语言适应期。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要么使
用方言，要么普通话里带着浓厚的口音，我
很多话都听不懂，只能自学，进而形成了习
惯，后来上课也都不怎么听讲了。身边的同
学也大多说着与我不同的方言，最多的还是
县城一带的话，与我说的差异很大，因而我
与同学也很少交流。

我在县城的中学六年，从来没有说过普
通话。暑假之后我就去西安上大学。在去
西安的路上，能不说话的时候我都尽量不
说，而到了学校，就不得不经常开口了。说
得多了，倒也渐渐摆脱了紧张的心态，舌头
也变得不那么僵硬了。但一个常见的情况

就是，很多话我都需要跟人说好几遍对方才
能明白，因为我平翘舌音不分、前后鼻音不
分，还有很多其他的发音也不准确。对于说
不好的字，我开始加倍留心，说话之前也是
反复斟酌，但有时候越是想表达准确，反而
造成了更可笑的错误。记得有一次打扫教
室，我想喊一个同学去擦玻璃。在和她说之
前，我就反复在想“擦”字怎么发音，到底是平
舌音呢还是翘舌音。如果不去思考，我自然
就按习惯发平舌音了，但鉴于以前经常将翘
舌音发成平舌音，怕这次又是发错，便换成翘
舌音了。这么发音之后，那位同学神色平静，
我便以为这次是发对了，接下来每次说“擦”
字都是如此。结果呢，到了第二天去教室上
课的时候，竟有位女同学走到我面前说：“你
今天还要不要cha玻璃啊？”她特意把“cha”这
个音发得很重，而且一脸嬉笑，我瞬间就意识
到自己又犯了个错误，羞惭之余，只想着以后
还是尽量少开口说话了。

后来，随着经验的增长，以及对语言和
拼音打字的学习，我的普通话已没有太大问
题，但不爱说话或者说不阳光的性情早已形
成。这样的性情自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不善
语言表达，只是它的作用也不能低估。随着
时代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如今不管是
我们湖南的偏远山区，还是新疆这样的多民
族地区，孩子们从小就能说好普通话，语言
所带来的障碍已是越来越稀少了。这一点
意义重大，从大的方面来说，民族的团结和
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通用语言的普及；而从
每一个个体来看，只有通过了“语言关”，才
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获得更多工作机会的
可能。当下，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日渐完备，
线上网络也在高速发展，不同地区人们之间
的接触、交流已变得越来越频繁和紧密，这
带来的不仅是不同人群之间的融合，还有各
种语言、文化、习俗等的融合。从这个角度
来看，新疆地区懂得“翻译”的孩子们确实是
令人羡慕的，因为他们从小就习惯于“融合”
的思维方式，因而也将更加适应“融合”的趋
势与需求。

跑步的学生经过我们身旁。他们脚步
轻盈，扬起一张张充满朝气的脸庞。有人朝
他们挥了挥手，随即便得到了回应，传递过
来一声声响亮的“老师好！”也许是被他们洋
溢的青春活力所感染，我们中的一个人竟和
他们一起奔跑起来。

与任晓萍、江雪等尼勒克二小领导一路
交谈。她们讲述着学校“办一所洒满阳光的

幸福学校”的愿景，以及在提升校园环境、校
园文化、教师素养、教学质量等多方面的具
体举措。她们不仅普通话标准流利，而且思
路严谨清晰。可以想象二小的学生们在她
们的教导和熏陶下，自然能够熟练地掌握通
用语言，进而善于表达、乐于表达。

最后，我们来到了由中石油投建的综合
楼。在楼内，我们参观了学校的校史馆。尼勒
克二小始建于1953年，在70年的办学历程里，
一直致力于民族团结教育。在馆内的醒目位
置，靠墙摆放着一幅红黄底色、有天安门前华
表图案的竖屏海报，上面是一首由学校写的歌
谣，名字为《你唱我唱大家唱，同唱民族团结
歌》：

我的家乡尼勒克，山清水秀风光好，
我的学校是二小，汉、哈、回、蒙、维吾尔

……
兄弟姐妹亲又亲，大家唱歌把舞跳，
…………
手挽手，心连心，天山青松根连根，
各族兄弟一家亲，相亲相爱不分离，
我们都有一个家，共同的名字叫中国。
你的梦，我的梦，一起绽放中国梦！
站在海报前面，任晓萍校长轻声地哼唱

起来，嗓音清亮，节奏明快，不禁让人浮想阳
光洒满整个校园的样子。

登高望远、赋诗唱和是中国文人墨客古已有
之的传统，堪称“中国三大名楼”的岳阳楼和《岳
阳楼记》、滕王阁和《滕王阁序》、黄鹤楼和《黄鹤
楼》，莫不如是。

但三楼对比，黄鹤楼的诗兴文墨似乎更为茂
盛。

中学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在一个烈日炎炎的
午后，给同学们讲《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我当时对崔颢诗作的理解肤浅，又视湖北武

汉为遥不可及之地。尽管老师费尽口舌地讲解，
我也只是把《黄鹤楼》当成应付考试的课文而已。
当我18岁到湖南当兵后，来回路过武汉时，才感觉
偌大的武汉城皆是陌生之地，唯黄鹤楼才是我的

“老熟人”。于是，我第一次武汉行，便急切切地登
上黄鹤楼。也由此较为全面地了解了黄鹤楼——
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
万里长江，为武汉市地标建筑；始建于公元223年，
即三国吴黄武二年，历代屡加重修，现存建筑以清
代“同治楼”为原型设计，重建于1985年。

显而易见，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迁址重建的黄
鹤楼。尽管它不是原始建筑，但现有建筑仍然承
载着原始建筑应有的文化内涵，仍然是我们关于
黄鹤楼的记忆与想象的标志。有了它，相关黄鹤
楼的诗文，好像也有了茁壮的根须。

崔颢于公元723年写下这首与楼同名的诗，
此时的黄鹤楼早已默默然中在长江之滨屹立了
500年，它终于等来了诗人崔颢。而崔颢似乎命
中注定要借黄鹤楼之阶梯，登上大唐诗坛之巅。《全
唐诗》共有48900余首诗，崔颢的《黄鹤楼》被誉为

“唐人七律之冠”，足见其艺术地位无人可及。
同代诗人李白第一次登临黄鹤楼时，看了崔颢

大哥的诗，“谦虚”地叹道：“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
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也许李白开始确实不想“道”，但他后来还是
“道”了——公元730年3月，李白得知自己仰慕
的另一位“诗兄”孟浩然要去广陵（扬州）出游，便
特意邀约“浩然兄”在黄鹤楼酒聚话别。当他送孟
浩然到达江边码头时，心潮澎湃，随即写就《黄鹤楼
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
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史料可考，李白是在崔颢的《黄鹤楼》问世七
年之后，写下这首“黄鹤楼诗”的。虽然李白早就
知道崔颢的大作誉满盛唐，但他偏要在“关公门
前耍大刀”。这个性格是“很李白”的。

崔、李二人都是借景抒怀，且所借之景都是
黄鹤楼，但诗人的人生境遇、年龄、爱憎不同，所
抒之怀自然就不一样了。

李白年轻，他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与江山无
限的美景以及与友作别的深情融入笔端，给读者
一种潇洒的“李白式赠别”的情感体验。如果说
崔颢是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等稍显悲观的情绪收尾的话，那么李白却让他
的诗，定格在“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
流”的豪情上。

可惜，现实世界比诗人描绘的世界残酷得
多。李白与孟浩然在黄鹤楼一别19年后的公元
759年，李白已至人生暮年，他又写下一首《黄鹤

楼闻笛》——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显然，李白在经历了人生挫折之后，是有些

心灰意懒的。在黄鹤楼上，听闻悠悠的笛声，诗
人感叹难料的世事，仿佛感到了孤独与疲惫，《梅
花落》的声调，也令人涌出浓浓的思乡之情。

以诗的角度看，黄鹤楼仿佛是一位慈祥的仁
者，它在岁月变幻面前也有喜怒哀乐，让不同时
代的英雄豪杰，生发出直击心灵的诗意感怀。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也写了《满江红·登黄鹤
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
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
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
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
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岳飞的这首词，上阕描写锦绣河山在敌人的
铁蹄之下横遭践踏的悲惨景象，从今昔对比中表
达了对国土沦丧的悲愤之情；下阕写抗金军民英
勇牺牲、保家卫国的精神，表现了英雄“还我河
山”的雄心壮志。

诗言志。如果说诗人崔颢与李白的“志”更多
的是思乡之情与江湖义气的话，那么岳飞则表现
出金戈铁马的男儿气概与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

下面，我们再看看开国领袖毛泽东在他34岁
时写下的《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
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
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领导下，
于4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史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们大肆搜捕、屠杀共产
党人。中共创党领袖李大钊也在这一年的 4 月
28日，即“四一二”政变的半个月后，被东北军阀
张作霖杀害于北京。

面对这样的中国革命形势，毛泽东的心情是
无比沉重的，当他站在黄鹤楼上抒怀时，便自然
而然地融哲理于自然的描述之中，把江山风景与
政治斗争和革命激情相交融，表达了深邃的思想
与坚定而旷达的信念，以及他一以贯之的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精神，当年下半年，
中国革命的形势很快好转，真的“逐浪高”起来。
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工农
红军由此诞生，中国共产党人从此有了自己的武
装。22年后，这支部队在革命领袖毛泽东的领导
下，打下来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如果把黄鹤楼比作一棵参天大树，则因楼而
生的“黄鹤楼诗”，就好像是大树上的叶子，繁多
而纹络不同。它们早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当后人在登临黄鹤楼时，如果没有诗，则这个楼
便显得贫寂而孤单；如果只有一首诗，又好像“一
棵树只有一叶”般的太不协调。

令人欣喜的是，“黄鹤楼诗”茂盛如春笋、高
洁似青松。它不仅美观壮丽，还意蕴深厚，余味
无穷。由此可以说，“黄鹤楼诗”虽然很多，但没
有一首是多余的。

黄鹤西去了无踪，古楼千载迎大风。武汉
哟！江城呀！因为黄鹤楼，你是何其有幸啊！

江城幸有黄鹤楼
□张建全

说同一种语言，唱同一首歌
□江冬

快乐（油画） 李自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