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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刘 华

这是长达十年的守望。
守望十年，该让一座山梦想成真了吧？
是的，封禁千年而默默无闻的铜钹山，如今可谓声名远播。它的

魅力似乎无需花费太多的口舌。正如收入这本集子的作品题目，那
是可以“打开折叠”的风景，是“千古幽地”，是“世外村落”，是
“水墨色”的……仅仅凭着这些词语，就足以令人神往了。

2010年 6 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庐山举办国际写作营活动，其
主题是“文学与生态”。生态，一个世人普遍关注的国际性话题。生
态话题，其实也是敏感的话题，它往往可能反映出文化背景和立场
的差异乃至价值观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中外作家的座谈交流，友好
得有些激动了。一位瑞典女作家深情介绍了坐落于森林边缘的自家
环境，之后，问：为什么中国的花都长在栅栏里花坛里？中国的野花
到哪里去了？
她以不解的表情和手势，面对中国作家的解释。应该说，到过中

国不少城市的这位瑞典作家，的确道破了我们在城市建设、园林规
划等方面的一些流弊。在参加这次活动之前，我在长沙的橘子洲就
大发了一番感慨。改造一新的橘子洲，再也不是我记忆里的橘子洲
了。品种繁多的花木，一丛丛，一簇簇，一片片，那种刻意的雕饰，让
人感觉是走在世界任何城市的某座花园里，如果不是那里还有座青
年毛泽东巨大塑像的话。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能地对她的质疑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

应。当然，我们的回应也是事实，是她不曾看到的事实。我说，江西的
野花在一年四季。江西四季鲜明，四季有不同的野花。比如，你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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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钹山的守望

些时候来，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我不由忆起铜钹山花，乘兴把铜钹山介绍了一番。会后，好些作

家都表示，希望有机会去铜钹山看看。吸引他们的，正是野山野趣，
是封禁千年的美丽，而不是养在栅栏和花坛的景致。如今，多少风景
胜地也被圈在栅栏和坛坛盆盆里了。

铜钹山是一枝清新带露的野花。它的露水可以打湿我们的裤
脚，滋润我们的心情。所以，这些年来，散文、诗歌、音乐及其他，纷纷
迷恋上了铜钹山。我已记不清自己拢共去了铜钹山多少次，但我清
楚记得这两年的四次铜钹山之行。为参加活动，为陪同客人，也有所
不为，只为那里天然的风景和天然的人情，纯净的空气和纯净的友
谊，热情的守望和热情的杨梅酒……

守望十年，该让一个人思想成痴了吧？
是的，因为工作需要，如今已经调离铜钹山的毛小东，便在本书

后记中勾勒出自己如醉如痴守望的情状。他这样写道：“我一直都
是用心去守望的！铜钹山，我美丽的铜钹山，神奇的铜钹山，我终生
终世守望您，直到永远。”

值此他恋恋不舍告别铜钹山之际，不妨，从我在这些为铜钹山
所写的序言中去管窥他的守望。
———在我眼里，这个沉醉在山水传奇中的人，就是那个日食斗

米的汉子，不过，他是扛着那块封禁石往外走，要把它砌进国家森林
公园的山门……（《铜钹山的鸣唱》2004年）
———仿佛，一方秀丽的山水，因为倾注了开发者、创业者的心血

和智慧，而变得格外多情；仿佛，一方多情的山水，因为成了有志者
施展才华的人生舞台，而变得更加引人入胜。所以，我说：热情，是引
人入胜的风景。（《铜钹情结》2005年）
———他懂得，游客们通往铜钹山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用石子

和水泥铺就的，而另一条，必须文字来铺就。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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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字铺就的路，比盘山公路更能引导人们抵达山水的精神内核。（《铜
钹山的传奇》2008年）
———任何一个作者，都能靠自己的个性写出一座与众不同的铜

钹山。这验证了人心的丰富，也验证了铜钹山的丰富。（《铜钹山的
恋歌》2009年）
———铜钹山的历史和文化，就是这样被他一点一点地发掘出来

的。我以为，正是有了这些发现和发掘，铜钹山的风景才经得住打
量，耐得起品味，才能让纷至沓来的作家们文思泉涌，写下如许多的
精美篇什。（《铜钹山的神话》2009年）
———如果说，一座景区的旅游开发必定要赢得多方支持的话，

那么，挖掘一个地方的文化资源则往往总是靠孤军奋战完成的……
一位建设者，在紧锣密鼓的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始终锲而不舍地
挖掘地方文化资源、诗意地塑造建设着一个地方的文化形象，这样
的建设者是令人敬佩的……（《铜钹山历史文化丛书》2009年）
九仙湖是铜钹山的眼睛。九仙山是铜钹山的眉骨和睫毛。眼睛

与眼睛，无需三分钟的对视，就会生情。十年守望，他已脉脉深情，想
必铜钹山回赠他的，也是深情脉脉。

铜钹山将手持一束含露的山花，恒久地祝福一个永远的守望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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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岩赋／

红军岩赋
／建 平

士可杀不可辱！北有狼牙山五壮士，弹尽粮绝跳山崖；南有铜钹
山二十一勇士，不惧强敌跃深渊。狼牙山，在太行山脉，高耸巍峨；铜
钹山，在广丰境内，崖高壁峭。勇士跳崖处，俗叫“七岩”，亦称“赤
岩”，后因有红军十八勇士，舍身悲壮跳崖，1985 年命名为“红军
岩”。南北两崖本无名，英雄一跳惊天地！

红军岩，鬼斧神工，岩壁峻峭，山崖高耸。当年赣东北革命，这里
是广丰县苏维埃政府和县委机关驻地。1932年农历二月初一清晨，
500 多名敌军分两路偷袭。苏区红军主力开赴闽北作战，仅留“赤警
营”一个排的兵力，由周排长率领。面对敌军突然偷袭，周排长迅速
占领七岩高地。敌众我寡，弹药缺乏，机关和群众需要转移。红军战
士，临危不惧，“三招”对敌：劈竹片，扎成一道道弹弓；备起“拉丝
炮”；架起“松树炮”。激战一天，打退敌军数次疯狂进攻。红军三十
多人，以寡敌众，数百顽军，无奈叹息。谁曾想，红军岩上血战急，以
少胜多出奇迹！那一场场残酷战斗，令大地震撼，山河映血色；那一
个个英雄壮举，令苍天落泪，江水饮悲泣。

士可死不可辱！战至傍晚，子弹打光，只剩二十一勇士，且战且
退，退到绝顶，枪筒冒烟，枪支残缺，血流岩上，誓言响亮：“我们是
铁壁铜墙，我们是人民武装，保卫苏维埃，保护工农，死不投降！”战
士眼中，胜利在望：苏区土地，革命红旗，到处飘扬；红色土地，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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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钹山的守望

号角，到处吹响。在松林里，默默掩埋战友尸体，人人折一枝杜鹃花，
不约而同，举在胸前，发出无声誓言：战友们安息，人在阵地在，红军
不可战胜，我们要让红旗永远飘扬！
黑压压一片敌人冲来，张牙舞爪，大叫大嚷：“投降吧！你们没

有退路了。”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多一分钟坚持，苏维埃就多一份安

全保障。”
前有敌兵，后是深渊。谁说没有路？战斗就是出路！千万根竹木，

就是刀枪，力拔山河兮，拔起竹木，与敌兵，作最后的肉搏！
于是，树木砸下去，竹子砸下去，石头砸下去，最后，十八勇士纵

身一跃，劈开悬崖一条路；生死不去想！跳下去：“誓死保卫苏维
埃”，“红军万岁”！二十一勇士的声音，在山谷中久久回响……

壮哉红军岩！仰望红军岩，二十一勇士纵身一跳的身影，仿佛在
眼前！攀登红军岩，极目万丈深渊，高呼一声，山鸣谷应，十八勇士跳
崖时的呼声，依稀可辨！

数十年后，乡贤、著名画家吴俊发，曾来凭吊，无限感慨，激情难
抑，大笔一挥，创作国画一幅，名《红军岩》，记下那历史瞬间，记录
下那壮烈一幕。一曲英雄交响乐，动人魂魄；一叠信仰教科书，山河
刻录。水滔滔而流下，日杲杲而凌空。红军精神，万古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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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岩赋／

叩拜红军岩
／张国领

我一直认为观美景如同谈恋爱，悦于目，甜于心，幸福于分分秒
秒。想美景就像想恋人，急于相见，又羞羞怯怯的。
见我梦中的恋人铜钹山，是早有的心愿，没想到机会来得是如

此突然。当接到中国散文年会和《散文选刊·下半月》杂志社邀请，
参加铜钹山“2009 年度（下半年）中国散文排行榜颁奖大会”的通
知时，竟不敢相信这么快就和铜钹山相会了。我首先想到的甚至不
是我的散文作品登上了“2009中国散文排行榜”这一殊荣，而是可
以了却与铜钹山会面这一久有的心愿。

铜钹山在江西上饶的广丰县，说实话，距北京可谓千里之遥，她
的雄伟远不能与五岳中的任何一座山相比；她的奇丽也不能和黄
山、九寨沟、张家界相提并论。但在京城早已听朋友说，她似一位静
坐闺中待人识的美少女，所以散发着其他名山大川不可比拟的诱惑。

铜钹山何以有此魅力？离京赴上饶前，我特意翻阅一些资料，发
现在她众多的景点中，有一处触动了我的敏感神经，那个景点叫红
军岩，这不能不说与我的身份有关。我是一名老兵，一名从军三十年
的军人，一直对红色圣地发自内心地崇拜。我有个习惯，不管是出差
还是旅游，只拣红色圣地走，特别是有红军遗迹的地方，我都会去拜
谒。铜钹山的吸引力正是因为她的山中有一座著名的山峰———红军
岩嘛，我为自己找到了倾心铜钹的充足理由。

叩拜红军岩／3



／铜钹山的守望

据我所知，全国叫红军岩的地方不下三四处，但铜钹山红军岩
的来历最能打动人心，听了她的故事不能不使人对她肃然起敬。江
西是革命红色老区，红色圣地不胜枚举，举世闻名的就有红色南昌、
红色井冈、红色瑞金等，哪个名字都足以使这块红土地映照千秋。而
我对红军岩的崇敬，是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远比中学时代读到的
“狼牙山五壮士”更能让我的心灵震撼。这故事发生得早，跳崖的红
军战士有 21人之多，比“五壮士”多出 16位壮士，可谓悲壮更甚，
惨烈更甚。还有她的红色，是狼牙山不能比拟的，这红不是红在书本
上，也不是红在山峰上，而是红在岩石的最深处，每一颗晶粒体都红
得让人心醉，让人心碎，让人心愧。

我从广丰县出发来拜谒红军岩，和我同行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作家们，虽然正值寒冬，看得出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
喜悦，显然大家的心情和我并不一样。车子在起伏蜿蜒中抖动着我
的万千思绪。柏油路像一条黑色的长袖随风起舞，身旁偶尔有水的
亮色闪过，告诉我这里有山水环绕，当我看到一汪清水的时候，红军
岩也就在面前突兀地竖立起来了。陪同我们的铜钹山管委会主任毛
小东轻轻地叫了声：“红军岩到了。”就这一声，却重重拨动了我的
心弦。虽是傍晚时分，我仍看到了那耀眼的红色在暮色中挺拔向上，
直参苍穹，把个朦朦胧胧的群山支撑得有了几分诗意。我看到的只
是红色的轮廓，并且是在运动之中，即使是这样，我仍从这轮廓中看
到了红色的脸膛，像熟透的高粱的红色，尽管经受了世界上最残酷
的硝烟的烧烤，但目光依旧炯炯，眼神依旧如炬；她的身影高大，从
容，虽有遍体鳞伤，每滴鲜血中映出的钢铁般的意志和不为任何困
难所压倒的精神，仍像燃烧的云霞，让从此以后的天空云蒸霞蔚。

这红色的峰岩是竖起的箭头吗？顺着它的指向我的思绪往回就
追溯到了 1931 年，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十岁，正在蹒跚走路，广
丰县委是党引燃的一颗火星，还未蹿起火苗，即遭到国民党的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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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岩赋／

清剿，为了保留火种，他们将县委迁至铜钹山区的高阳。火种的迁移
必将画出一道红色的轨迹，扬起一面鲜艳的旗帜，当然也引起黑暗
势力的极大恐慌，一个多月后，赣东北苏区红军主力开赴闽北作战，
国民党的“江、广、浦联防队”就纠集匪徒 500 多人直扑高阳。据说
那是 1932 农历二月初一的清晨，留下来保卫县委的少量红军战士
正在出操，突然遭到匪军的袭击。仓促之间，县委江书记和红军战士
抢占了七岩，掩护机关和群众转移。

群众撤了，匪徒把红军占领的七岩重重包围了起来。红军战士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战斗从早上打到傍晚，子弹打光了，匪徒还在
一步步逼进，这时他们已退到了七岩的绝顶。“宁可为革命壮烈牺
牲，也不能被匪徒抓去当俘虏”，活着的最后 21 名勇士，高呼着“红
军万岁”这一句响彻云霄的口号，纵身跳下悬崖，鲜血溅满了铜钹
山的沟沟壑壑，鲜血渗透了铜钹山的峰峰岭岭。从此铜钹山都变成
了丹岩红崖。不久后这里的大小山峰都化作了红军战士，使白色的、
黑色的匪徒闻风丧胆。

为纪念红军战士跳崖也不当俘虏的英雄壮举，人们把渗透红军
鲜血的七岩改为“赤岩”，即现在的“红军岩”。
顺着红色箭头再回到现实中的时候，我已站在了红军岩下，故

事已过去了 70 多年，但让我久久走不出那种悲痛和惨烈的情怀。
面对红军岩，我双膝跪地，深深叩下一名后来者的头颅，第一叩

是我对红军战士的敬仰，第二叩是我对革命先烈的赞佩，第三叩是
我对用生命为共和国奠基者的感恩。

岩下长出了翠绿的小草，为这巍峨屹立的岩峰捧出生命的礼
赞，那可是当年的红军战士溅落的心愿？小草本来是翠绿的，可在这
里竟有了红色的意味。我一遍遍抚摸这褐红色的岩壁，仿佛闻到了
红军身上的气息，气息中有不屈的精神，有不倒的信仰，有视死如归
的无畏，更有为了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勇往直前的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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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气概。
我抚摸的红岩是红军的肌肤吗？我面对的红峰是红军的灵魂

吗？这时似有一种声音穿越历史从远处走来，撞击着我的耳鼓：为人
民的利益而死的人，他的死比泰山还重。红军岩不是泰山，铜钹山也
不是泰山，可这里的每座山都是红军的化身，每座峰上都刻着红军
的英名。站在红军岩前我望到了铜钹山上的九仙山石林、铜钹山尖、
红豆杉等一处处迷人的景区。还有对面的高峡湖，湖光潋滟，清澈碧
透，在群山的怀抱里犹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可鉴容颜，可鉴心志，可
鉴灵魂。
据当地人说，红军岩非常有灵性，在这里许下的心愿，只要不是

违法缺德的事，都会在一年内得到验证，所以来铜钹山的人都会来
拜谒红军岩，然后在这里许个愿，不用烧香，不用磕头，只需注视着
红军岩把右手放在左上胸，默念你的心声。我是个无神论者，但对这
样的传说还是信以为真的，因为红军岩不是神山，这山、这土、这石
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经过红军鲜血半个多世纪的滋润，红军的血
里是有信念的、是有足够的钙质的、是有对未来美好的憧憬的，而这
些是每个人，无论是今天的人还是未来的人，只要想做一个正直的
人，所必不可缺的。和所有来铜钹山的人一样，我也对着红军岩默默
许下一个心愿，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中华民族永享盛世平安。

临离开红军岩时，我抓了一把岩下的红色泥土，用手帕小心翼
翼地包好，装在了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回到北京那天，我带着这泥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五星红旗和

英雄纪念碑下，把它高高举过头顶，红土与红旗相映。此时，我知道
英雄在天有灵，一定能看见他们 78 年前那最后的理想，早已被新中
国实现在了中华大地上，那高高飘扬的旗帜上，也有他们洒下的鲜
艳的、夺目的、永不改变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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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真问白云
／毛小东

白花岩是铜钹山的一面旗帜。到过铜钹山的游客，是一定会光
临游览白花岩的。能成为一个地方标志性的景点，绝对有其独特之
处。

这白花岩与排山的天桂岩、横山的东岩并称为“三岩”，是古时
广丰的别名。可想而知，不但有来历，而且有名气。其名之来历，说法
多种多样，不过大多数人还是以为其岩形状远望如莲花之花瓣，故
此得名的。
白花岩整体乃一巨石，如一大瓮斜立山尖。岩高 60米，南面刀

削斧劈般光滑，十分险峻神奇。其高峻、险绝、空旷、高远、清幽和缥
缈，更像一片飘动的白云。明代状元孙继皋有诗云：怪石凌空突五
湖，登临回首白云孤。
白花岩，我一次次造访，一次次感动。有一次，我与一位朋友去

夜宿，听寺里的主持讲了许多白花岩美丽的传说。那朋友夜里怕鬼
怪，而我却将自己的房门打开，心胸坦荡，还想与神灵对话，后来写
了《夜宿白花岩》一诗：

慕宿仙岩间，怡情胜天庭。
夜深兴未尽，梦盼显神灵。

白花岩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诸多元素的别具一格。

寻真问白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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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福寺

白花岩是有灵性仙气的，位于武夷山山脉东段北麓的铜钹山东
北高阳村境内，海拔 679米，它一峰突起，高高在上，岩前的众山峰
皆迎面而向，无一例外，好像虔诚的臣子朝拜着威严的皇帝。

这样的仙境福地，要么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要么是立佛之场所。
唐末，由高僧净空禅师到此拓基，先是建庙于岩顶，民间称白花岩
庙，后有人看到岩窟中发射出佛光，就移庙于窟内，称广福寺。相传
清朝的时候，仙人刘道仁、杨嘴瓶历经七七四十九天，草鞋都穿破一
打，从福建崇安（现为武夷山）追赶一条青龙到江西广丰界时，青龙
到白花岩前就一跃钻进岩洞，顿时天昏地暗，风雨交加。刘、杨二仙
顺着粗藤找到洞口摸进去，摸到了龙革，原来该处就是福地。难怪现
在在广福寺大殿靠岩壁处有一洞穴，叫龙洞。千百年来，这广福寺，
屡废屡建。现今的全是木头搭建的，无只砖片瓦，寺庙保留了明、清
建筑特色。佛殿皆在 2500平方米的岩窟里，霜雨总淋不着，为此，有
江南悬空寺美称。该寺不但建筑别具一格，而且供奉的神佛也是铜
钹山土生土长的。一尊是马氏夫人，另一尊是明显佛。马氏夫人在铜
钹山的悟道尖修炼成道的，而明显佛就在白花岩立地成佛的。他是
当地的一位民间医生，姓祝，名含燥，字明显，广丰沙溪人，生于清朝
道光二十八年（1548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时。娶十六都张氏为
妻，生有两子。明显行医，善用草药，医术高超。他救死扶伤，不惜自
己的一切，专为民众排忧解难，深受民众爱戴。在他 25岁那年，因神
灵附身，神志愚拙，少餐忌食，日显神通。明显 28岁时，有一天在白
花岩顶采草药，面前出现一个闪闪发光的莲花托座，他就纵身跳入。
莲花托座悬浮岩壁三天三夜，第三天夜里，明显向白花岩寺庙斋公
托梦，交代如何安排后事；后又托高庄信佛头首梦，交代了塑其佛像
所用的材料。斋公们照梦托的意思，把明显的凡体精心处理，塑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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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明显佛是一尊肉身佛。同治十二至十四年间，沙溪重建能安庙，
安设明显肉身佛，并确定明显登仙之日为庙会，但明显佛的神灵永
驻白花岩广福寺，灵显八方。

晨钟暮鼓，千年的香火增添了白花岩的仙气灵性。

吕 怀

“夏言叹口气，吕怀中进士。”这两句戏言与白花岩有关。夏言，
明朝的宰相，江西鹰潭上清镇桂洲人。明朝嘉靖七年（1528 年）调
吏部负责朝廷选贤工作。吕怀，何许人也？乃明朝一位文学家、天文
学家，广丰泉波镇梧桐坞人，字汝德，号巾石，曾拜谌若水为师，笃学
圣贤之道，博览群书，有关哲理、经史、诸子、天象、音律等知识，无不
融通。吕怀进京赶考之前一段时间，就是选中了山清水秀、清静的白
花岩勤学苦读。清新的空气，无限美丽的风光让吕怀心旷神怡、受益
匪浅。吕怀进京赶考那年，众多江西学子无一人考中，夏言为自己的
家乡人暗自叹息，皇帝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明情况后，皇帝叫他找江
西学子补考。当时别的考生出榜后就各自回家了，而三岩学子吕怀
天性散淡，初到京城想见见世面，考后就在京城游览起来，夏宰相就
找到他补考，结果吕怀一考即中，获取进士。所以，留下了两句戏言。
吕怀中进士后，选为翰林院事，为朝廷效力，后因不屑阿谀权贵而辞
官还乡，在白花岩结庐办学，静心研修学问，在此撰写整理出《巾石
类稿》、《周易卦变图传》和《律吕古义》等。他因十分钟爱白花岩，
就在此办学讲道，并常邀朋友来游玩赏景。
曾邀余纯似、叶茂芝、俞香、俞廷翀同游白花岩并赋诗一首，题

刻在广福寺岩壁上，成为唯一摩岩石刻题诗：
幽兴凭藜杖，寻真问白云。
过门穿石罅，入境讶天分。
崖木悬虚见，檐花堕竹闻。

寻真问白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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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直身世外，此夕对诸君。
除此诗外，现岩壁“白花岩”三个大字，也是吕怀镌刻的，落款

“巾石”，正是他的“大号”。
吕怀，因为有你，白花岩更加的厚重。

歌声飞扬

白花岩不仅充满了灵气，而且风景特别的秀丽，环境幽雅。历史
上，这里森林茂密，林道难行，上一趟白花岩极为艰辛。清代文学家
张秘的《白花岩记》说：“……里坞至白华，皆山行，蓝舆不能度。徒
步丛篁间、密树中，森阴不见天日，飞泉淙淙下。其绝险处无阶级，落
叶覆盈尺，策杖贾勇不得上。及既下，又一泻不可留也。”但历代历
朝文人墨客、达官贵人还是慕名前往，去领略其清幽险绝和高远缥
缈，并留下了不少的诗歌华章。
宋朝文学家俞掞游后赋诗《白花岩》：风剪飞丝雨脚残，半山虚

旷九秋寒。洗开万古乾坤眼，更上苍苔顶上看。诗中意境高远，后两
句“洗开万古乾坤眼，更上苍苔顶上看”与王之涣《登鹳雀楼》诗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样富有哲理，成为鼓励人们不断进取
的名句。
白花岩久负盛名，明朝时南京太仆寺少卿夏言、状元孙继皋等

都先后来过白花岩并题写诗文，广丰有位非常清廉深受百姓爱戴的
知县谭缙、唐侃亦在任内欣然游览，并赋诗言志。更值得一提的是，
大旅行家徐霞客攀绝壁，越沟壑，千里迢迢，只为一睹她的芳容。

清朝诗人徐兆伦游览时被白花岩胜景所感染，情不自禁吟唱
出：兀傲东南第一峰，半开灵境白云中。
千百年来，白花岩的诗吟不断，歌声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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