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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两次去铜钹山。一次，是参加江西省散文学会创作基
地的挂牌仪式。 在此之前的一次，没有什么理由，乘兴而去，带醉而
归。醉人的，不是酒，而是一个谜，是用报纸包回来的一些瓷片。瓷片
上沾满新鲜的泥土。 铜钹山的泥土。 封禁山里的泥土。

那是粗瓷的碗，破碎的碗，不成形的碗。 却盛满了古老的气息，
盛满了对历代朝廷禁律的讥嘲之意。

那是毛小东的最新发现。在饱览湖光山色、尽取民俗风情之后，
他的目光竟钻入地皮之下。因为筑路，一座古瓷窑重见天日；因为古
窑，那条新路便改了道。窑址紧挨着村庄。一地瓷片紧盯着饭桌。也
许，瓷片是辨认着当年通往福建的古道。我记得，离窑址不远处的小
山包上，还有一棵古树。古窑究竟有多么古老，古窑古树古道和那个
村庄，它们谁更古老，只能留待专家去考证了。让我感动的是毛小东
如获至宝的惊喜，视为神赐的珍惜。

不管这一发现价值几何，它的启示却是宝贵的。试想，这里不曾
是封禁山么，连炊烟都被禁止了，怎么会长出日夜喷吐的窑火和柴
烟呢？ 莫非，朝廷就是被这里的滚滚浓烟呛醒的？ 或者，顽强的烟火
始终与那些森严的禁律对峙着？

也许，被泥土掩埋着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也许，真正的历史
比史料记载的，要鲜活要丰富。由这座古窑可以想见，我们所立足的
任何一片土地都是深厚的，不断探寻便有不断的收获。

不知道今后再去，毛小东还会告诉我怎样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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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 刘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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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经的野山，如今之所以能成为闻名遐迩的景区，除了建设
者的种种努力外，也得益于作家的笔墨。他们的文字，像铜钹山的湖
光山色，给铜钹山扬了名，又为铜钹山召唤来更多的文朋艺友。从这
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铜钹山是散文造就的山。

铜钹山的神话，仿佛成了散文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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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的铜钹山地处赣闽边界，属于崇山峻岭的武夷山麓，历史
上，那儿曾是封禁山。明代《历代禁略》称：“唐，郡治初开，为乱者众。
史载唐季群盗依此为巢，伪吴据而有之，续入伪唐，即此山也。 宋范
汝为据内江闽邵延间，有贼党据此造器械以助。汝为既败，其党纵横
四出……元时尤为盗薮，禁令最严，累加防守……”这就是说，自唐
末以来，这里的硝烟被封禁着，炊烟也被封禁了；枪铳被封禁着，山
歌也被封禁了；车辙被封禁着，人迹也被封禁了。

历代封建朝廷的禁律森严得很，不得开垦围猎，也不得居家行
走。 早先，封禁界石就矗立在江山岭的山顶上，再往里去便是禁区
了；到得清代，禁区的深山老林里还是悄悄地住进了一些人家，反正
天高皇帝远的。

不料，垦山烧荒的烟火到底把朝廷给呛醒了，官府派出的勘探
绘图小组直奔铜钹山。 在禁区内开族的叶姓人家，眼看就要失去这
安身立命的世外桃源，亏得族中有位日食斗米、力大无穷的好汉情
急生智，抢在头天夜里，拔起江山岭上那块重达三百多斤的封禁石，
连夜扛着它翻山越岭，把封禁界石安放在铜钹山区的更深处。 官府

自由的造神
/ 刘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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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被引进深山，可能也是意乱情迷了吧，糊里糊涂就认了那界石，
这么一来，封禁山的范围缩小了，落地生根的叶姓人家得以继续繁
衍生息。

那次由官府绘制的封禁山地图，一直被民间收藏着，图纸大若
被单，用石匣装着，每逢夏日都要拿出来晒一次。 可惜，最终未逃过
“文化大革命”之大劫。

这段山水传奇， 透露的不仅仅是封禁区划沿革的历史信息，还
有浩茫时空背景下人烟蔓延的历史情境。 我不禁疑惑：人们胆敢闯
入禁区开族建村，是为世事所迫流落异乡，还是像我所听到的许多
古村开基故事那样，受风水的“神示”，各卜胜地，皈依了这片山水；
或者说，是受制于命运的驱遣，还是屈服了自己枕山而眠、听泉入梦
的那种心情？

宗教信仰从来都是历代官员上奏的《封禁山疏》所无法封堵的。
比如，明嘉靖县志记载：“白花岩，昔净空禅师开基之所，遇时亢里人
祷之即应。”这段文字指的是坐落在白花岩的广福寺。该寺屡废屡建
的事实证明，哪怕人迹罕至，敬奉神明的香火也会翻山越岭，顽强地
抵达那儿。 那儿是菩萨迷恋的净界，也是神仙向往的福地。 的确，继
佛进驻之后，道教也接踵而至。 当地传说，清代便有刘道仁、杨嘴瓶
两位仙人历时七七四十九天，在穿破一打草鞋之后，从武夷山追赶
青龙到得此处。

不仅如此，原本为佛寺的白花岩广福寺，还迎来了一位叫明显
佛的民间杂神。被供奉在广福寺二楼的明显佛，本是当地的土郎中。
他姓祝，名含燥，字明显，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娶张氏为
妻，育有二子。明显行医，善用草药，医术高超，且因医德高尚而深受
百姓爱戴。明显在二十五岁那年，神灵附身，神志愚拙，少餐忌食，对
妻儿不管不顾，为百姓治病却日显神通。 某一天，在白花岩采药，面
前忽然出现一个闪闪发光的莲花托座，明显便纵身跳到上面，在岩
壁悬浮了三天三夜。第三天夜里，明显托梦给白花岩广福寺的斋公，
交代他们把自己的凡体塑成佛像。 后来，广丰的沙溪村为其建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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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庙，供奉明显肉身佛，并把明显成佛之日定为庙会日，而明显佛的
神灵则永驻于广福寺中。

尽管村落松散稀落，人口寥寥，民间信奉的尊神并不少，它们或
者占山为王、独守一隅，或者虚怀若谷、护佑一方。 比如，与明显佛、
天侯圣母一道被尊为“铜钹三神”的马氏夫人，就是铜钹山区普遍供
奉的一位能神。

相传这位夫人本名陈凤，原是天宫中的仙女。因唐末世乱，陈凤
萌生下凡劝善之心，投胎于洛阳陈州忠恕乡陈敬翁员外家。 十一岁
那年，陈凤在游玩时遇金光圣母，得其“先天大道”秘诀。 十六岁时，
陈凤许配给同乡马员外之子为妻，婚后不久，便潜心学道修行。修成
得道后，便四处行游，劝恶化善，治病救难。行医到福建后，一富户为
报答陈凤药到病除，愿为其选择有五道青山的地方立庙，竟沿着武
夷山麓一路寻找，最后找到了一座名叫悟道尖的山峰。 他按照陈凤
的要求，在山上的茅草坪点火，火烧的面积有多大，就建多大的庙。
可是，因为过火处并不宽阔，只能建造一座上殿。 该殿取名为光明
殿，后来被称作马氏夫人庙。不仅悟道尖有庙祀马氏夫人，铜钹山区
的一些村庄，也把马氏夫人尊为村坊的保护神。

与悟道尖对峙的另一座山峰，也是怪怪的名字，叫上加尖。上加
尖的庙里，供奉的是天侯圣母。 这位圣母俗名叫林姑婆，生于唐代，
是福建泉州人，父母早丧。 林姑婆年轻时，貌美心善，因为替村民向
财主讨还炼铁权利而遭财主报复， 财主将铁水泼到林姑婆脸上，害
得其落下一脸大麻子。所以，人们又称之为麻子姑婆。麻子姑婆二十
九岁那年的九月初九，天降狂风暴雨，地动山摇。 为了拯救百姓，麻
子姑婆毅然舍身祭天。 此事感动了玉皇大帝，遂令唐朝天子下诏封
其为“天侯圣母”，并塑金身、立庙于上加尖。 此庙有条奇怪的规矩，
要求所有朝拜者上山时，都要随身携带泥土、石头，聚沙成塔，以帮
助山峰增高。 上加尖，正是因此得名。

还有一位叫哀公禅师的灵神， 传说是唐朝高僧中的传奇人物。
哀公禅师本来在武夷山中务农，虽家境贫寒，但其事母至孝。此公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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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蓬头跣足，不畏寒暑，膂力过人，涉险如飞，卧不设榻，特别是，还
能预知休咎，施水疗疾，为民解忧。 在即将圆寂时，哀公禅师自己堆
积薪木，然后，坐在上面引火焚烧。尽管烈火熊熊、浓烟滚滚，人们却
能清晰地听到悦耳的震钤和诵经之声。火熄灭之后，遗蜕俨然，得坚
固子数颗。于是，乡民塑像供奉于铜钹山寺。平时，那儿香火鼎盛，每
逢水旱灾年，膜拜者更是络绎不绝。 后来的铜钹山寺竟发展到拥有
五百和尚。也是人多滋事，铜钹山寺最终因恶和尚多行不义，被前来
围剿的官兵付之一炬，仅有庙基残存。

天齐山庙则供奉着赵仙、圣母等菩萨。那赵仙不是别人，乃宋朝
皇帝赵匡胤也。 相传作为玉皇大帝派出的真命天子，赵匡胤手持神
剑，带着狮虎二将和先锋神鹰，与为害天下的恶龙展开了殊死的搏
斗，一直追杀到此，才降伏了恶龙。

通过考察铜钹山区的民间信仰，我们分明感受到，在封禁的历
史条件下，人烟不断蔓延的速度和温度；感受到，人们请神灵引路，
或者，与神灵为伴，冒着巨大风险，执拗地深入武夷山中的艰辛步
履。 仿佛有太多的邪恶，潜伏在林莽之中；仿佛有太深的悬念，横卧
在山路前方；仿佛有太凶的病灾，觊觎着每个平凡的日子。 所以，人
们只能把希望寄托给自己创造出来的神灵了，寄托给它们超人的膂
力、神奇的医术、高明的道法，特别是，它们身上无不具有的惩恶扬
善、同情弱小的道德力量。

铜钹山区关于这些神明的传说是耐人寻味的。 从中，我隐约看
见了江西许真君和福建天后娘娘的影子。 在这里，赵仙刺杀恶龙的
故事与许真君斩杀孽龙的故事极其相似，林姑婆的传说，则很可能
是由天后娘娘的传说演变而来，同处武夷山中的铅山石塘镇，至今
仍有“天后宫巷”这样的地名，足以证明，来自福建的纸商和造纸工
人并不在乎天后娘娘本是海神，尽管生活在大山里，也要立庙祭祀
它，因为它是自己最可亲近的保护神。其实，民间信奉的俗神之所以
来历纷繁、丰富驳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们的传播过程，
往往是凭着记忆各取所需的改造过程，甚至是再创造的过程，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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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改头换面、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情形，比比皆是。 不用说在地域
之间，同样的神灵会有不同的传说，即使在相邻的村庄里也是如此。
而且，神灵们又总是佛道不分的。

铜钹山的点点香火，摇曳在历史的烽烟之中，却是雨浇不熄，风
扑不灭。 它们顽强的生命，似乎也预兆了铜钹山从封禁到弛禁的命
运变迁。 从当地朋友搜集的清代多位官员的上书来看，它的弛禁实
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铜钹山以及整个武夷山丰富的竹木等自然资
源，正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执著前行的巨大动力。 铜钹山所在的
广丰县，保存有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王家大屋，整个建筑群占地四十
余亩，除厅堂外还有房间一百零八间，三十六个天井和四个水池镶
嵌在大屋的回廊之间。这座豪宅的主人叫王直贤，祖籍山西，正是因
为经营纸业而定居于此。 大屋正门朝向北方，似乎默默地传递着主
人思念故园的深情眺望。 既然如此，谁说那位来自洛阳陈州的马氏
夫人，没有披露中原人闯进铜钹山营生的历史信息呢？也许，马氏夫
人就是王直贤他们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保护神吧？它就像翘首顾盼着
的慈母，把视线一直伸向远方，伸向游子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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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迷铜钹山
/ 敖勇珠

1

突然，我迷失了自己。
已是冬天，却不冷。 铜钹山，这幅山水画卷的淡墨里，我身子轻

盈了起来，走还是在跑？我不知道，阳光从如洗的空中沏下来，极轻、
极缓，它擦过树叶身子的摩擦声被我听到。

花朵就在山坡上。 她们静雅幽致，三五一群，低语或远眺，像一
簇少女，明眸皓齿。

2

军潭湖，水，碧绿的湖水。铜钹山最柔软的部位。水，真的能有如
此干净啊！此时，我在这水的波纹之上。它与我这么近，脸贴着脸，肌
肤贴紧肌肤，一滴水，那么纯净与清澈，它的脚步，细碎地从我的指、
掌一直走过我的心房，走了多久多远，还能再走多远？ 没有谁能回
答。

水的面容，纤尘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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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块一块的岩石，一大块一大块的岩石，从十几丈到几百丈之
高，依山傍水而居。音乐轻起，没有前奏与先兆，从岩石的内部，从它
心的纹路，由里及表，然后从皮肤的纹理滑出，质感，细腻。笔架峰的
悠远，红军岩的激越，龟蟒相亲的缠绵，武士石的铿锵，缕缕丝竹，都
梦幻般掠过湖面，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又由远再轻，只觉最后衣袂
一闪，隐入群山，悠忽不见。

4

这是一个前生的约定？ 我松软了下来，在这原生态澄明的气息
里，这一水的国度。 多久了，这种彻底的松懈的感觉！ 慵懒的舒适从
四面八方涌来，我闭上眼，就这样，让灵魂被铜钹山的柔情所包裹，
被爱侵蚀，然后，任身子缓缓上升，飘浮在空中。

5

忘却了自己与世界的存在。 铜钹山，你告诉我，打开自己，像一
朵花一样完完全全、一瓣一瓣，需要怎样的一种契机与偶遇？我停下
来，掸掉心里所有的尘土，与你对视。 我的颤抖，自然；我的颜色，明
丽；我的呼吸，舒缓、匀称；我的幸福，金黄的，在那花蕊之上，有着阳
光的味道。

6

两天，短暂的偶聚，抑或一个梦？ 拐个弯，谁的出现能在你的生
命里留下痕迹？ 铜钹山，我打开衣兜，鸟鸣还在；撑开村舍，檐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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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溪流水，浣衣少女还在；去到千年红豆杉下，圆红的红豆，爱情
相思还在……

一袭白袖拂过我梦的脸。
又做美梦了吧，妻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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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敲打着键盘，听着《南方》，清越的旋律中，心酸一点点扩散。
闭着眼跟着轻哼，“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
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就这样一天天浪漫，就这样一天天感叹
……”爱散时，别说撕裂的伤。是花瓣的香，弥留在心房。那里就是神
秘的地方———九仙湖。

我来到九仙湖散心，朋友告诉我，那是一个让灵魂休息的好地
方。路上的风景很美，两边的篱笆上开满了红色的杜鹃花，每朵杜鹃
花的花心落了一只蓝色透明的蜻蜓。 我惊喜又彷徨，在一次又一次
对自我的探求和追寻中，逐渐找到答案。 大片的草甸，茂密的树林，
还有涓涓的溪流，我终于找到生活原初状态的宁静，开满鲜花的小
木屋，有淡黄色的迎春花，还有不知名的紫色小花，花丛边摆着木制
的小桌子和小椅子，在那坐着喝杯下午茶一定很惬意，远处，是安静
地流淌着的军潭湖，再远处就是静穆的九仙山了，我坐在这竹椅上，
就已经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仿佛已经不知道我是谁、我要做什么，
只想闭上眼睛，忘却灵魂。

清晨，我坐在了游轮上，此时人很少，有些鸭子还在岸边睡觉，
偶尔有几只水鸟飞过水面，整个九仙湖都笼罩在一种神秘的宁静之
中。站在游轮上看着烟雨朦胧之中，有一缕缕淡淡的云雾，轻轻掠过
碧绿如玻璃的湖面，或环绕着苍翠陡峭的岩壁，犹如纯白的轻纱飘
逸，又如仙女衣袂起舞，在这样超然世外的美丽画面里，时间仿佛可

神秘的地方———
九仙湖（另一篇）
/ 龚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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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停止，又仿佛可以看见它在缓缓流动，而我，已经化身为风景里的
一粒沙、一片叶或一朵花，不再需要言语，不再需要思考，也不会再
有烦恼，那天地的浩然之美，已经将你的灵魂催眠，此刻的我，但愿
长醉不愿醒。

我坐在游轮靠窗的位置，静静地看那些流动的云雾、幽幽的水
中倒影、偶尔在山间倾泻的如练般的瀑布、大片的碧绿草甸、葱郁的
树林。 山谷中传来一阵阵鸟叫声，在这山谷中，仿佛天地的轻唱低
吟，仿佛在诉说千年的孤寂岁月，又好像是忽然而至的天籁，将你的
灵魂送上云端山顶，让它飘摇直上，又陡然滑翔，肆意飞扬……这人
与自然的完美合奏，无法不涤荡每个人的心灵。来到岸上，我在湖边
慢慢地走着，湖水依然清澈无比，能看见小小的鱼儿、飘动的水草。
据说九仙湖是最美丽最干净的湖泊， 因为没有污染又保护得好，正
是因为广丰人对自然的精心呵护，才可以让这个看似遗世独立的地
方，在那么多游客来去之间，仍然能展现出那种仙境般的纯洁与宁
静之美。

湖边上长着很多葱茏的大树，树下有木制的长椅，我随意地选
了张坐下，有个小孩赤着脚在走鹊桥，一摇一摆的非常可爱，我微笑
着，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我此时
的心情跟出发前不一样，满足，美好，安详。

此时的太阳还被云层遮着，但我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晴
空。

坚守着的红军岩

铜钹山，在这飘着细雨的日子，我又一次走进了你的怀抱。我心
中的那盏灯温暖又遥远，我耳畔的那声音熟悉又有点儿陌生。

我已经记不得拜谒过你多少次了。我知道这里的每块石头都在
等待发芽，每朵白云都凝满思念。 季节拐弯处，阳光和溪水在交谈，
讲述着一个虽然消失了却永远有生命力的美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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