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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添丁

有一种时光，醇厚芬芳。它不骄不躁，也不紧不慢，更不卑不
亢。这样的时光，适合闲游，独处也行，冥想更佳。

初夏午后，酷热难耐，索性起了前往草庵的念头。到了华表山，
瞧见了草庵。入得“万石梅峰”山门，跃入眼帘的花草树木，随风摇
曳，轻盈多姿。行人就三三两两而已，轻声细语不闻喧哗，闲庭信步
怡然自得，分明就是不忍打破此间清静。

沿着石阶缓步上行，走起来并不费力。午后阳光依然耀眼逼人，投
射在三开间小石室之上，使得闽南红砖外墙更显雅致端庄。草庵内的摩
尼佛像，面部呈现草绿，手部显示粉红，身体则为灰白颜色，长久注视着
芸芸众生。“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石像后波
状毫光代表光明四射之意，让人不由心生敬畏，开始顶礼膜拜。

草庵因初为草构，故而得名。公元3世纪，波斯人摩尼创立摩尼
教，摩尼教教义是“崇尚光明、反对黑暗”。摩尼教于公元6至7世纪
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公元9世纪改称“明教”，并经“海上
丝绸之路”传播至泉州，教徒们在华表山麓建庙。明初，明教为朱元
璋所不容，被明令禁止，导致寺庙被毁，教徒遣散，从此一蹶不振。直
到上世纪70年代，人们在草庵前处偶然发现一口古井，从中发掘出
的“明教会”褐釉碗和若干残片，再次印证历史上摩尼教曾在华表山
结社活动。

不能不惊叹时光造就的种种神奇。一种宗教从创建到兴盛，中
途遭禁衰落，最后与民间融合为一体，这本身就深藏无数可供挖掘的
传奇。同样，一座草庵从无到有的更迭演变，最终在世人心中有了不
可替代位置，这本身也沉淀积蓄着许多精彩情节。正是因为宗教思
想与本土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成就，让今天的我们有幸领
略到了泉州历史上多元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精神特质。

当然，今天的绝大多数人不会穷根究底刻意计较那么多高大上
的东西，他们更多关注的还是与己有关的寻常烟火滋味。

眼前不就有了这样的亲切温暖？一边是佛教大师，一边是江湖
大侠，还是草庵把他们联系到了一起。上个世纪30年代，弘一大师
与草庵有过三度缘分，其间写就《行脚散记》和《重兴草庵碑记》，从

“皆得妙法究竟清静，广度一切犹如桥梁”，到“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
现影；史乘载记，于此有名贤读书”，再到“草蘵不除，便觉眼前生意
满；庵门常掩，毋忘世上苦人多”，草庵成为大师生命修行的一个重
要缩影。70 多年过后，金庸先生第一次到草庵，欣然写下“熊熊尊
火，光明之神”。一生纵横武侠江湖的金大侠对于小说中的明教情节
及人物都有特殊情结，从小说进入现实也并非那么遥不可及了。于
是水到渠成一般，大师的修行、精神的洗礼、武侠的江湖，以及草庵的
岁月，这样子天衣无缝黏连到一起，必定要惹得后人们情不自已、浮
想联翩。

行走在草庵的每一小步，都是对过去时光的郑重唤醒。大到那
些枝繁叶茂的老树，小至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无一不是草庵给予我
们的特殊馈赠。看着草庵前面的古桧树，还真的不能没有点想法，这
不应该仅仅只是古桧啊，它还是不屈不挠的生命图式，更是凝固沉淀
的时光范本。尽可想象古树历经千年沧桑，依然挺立古朴孤独身姿，
默默讲述过去的故事，这是种什么样的时光魅力呢？古桧和草庵，到
底是谁成就了谁？又是谁呼应了谁？答案已经不重要了。从扎根于
这里开始，古桧默默对视着草庵，草庵也这般静静地审视着古桧，它
们彼此之间交织缠绵，渐渐演化成醉美时光。那种渗透进彼此精神
气息的生命邂逅，永远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喧嚣尘世终究无法自在自得、无拘无束，独独草庵守住本真，
并且与世俗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留下了独特生命符号。悠悠数百
年间，或长或短，世人心中自有尺度分寸。每天大门缓缓开启之
后，一茬一茬的人慕名而来，他们有意或无意触摸到遥远记忆，竟
能使时光断片勾勒还原，斑驳不失颜色，匆忙不改脉络，周而复始
往返间，就此陶醉于此，欣然入戏，物我两忘。我在草庵就真切感
受到这样的时光魅力。

陈文武

从晋江市区驱车，经
世纪大道，右拐进入华
表山路，路两旁小叶榕
绿叶连绵，车在绿荫中
穿过。一会儿，便到了
草庵。

我步行到大门口，进
门缓步上坡。果树花木，
绿意满眼。芒果树翠绿
葳蕤，紫色的花枝点缀浓
密的绿叶。古老的龙眼
树，绿叶间缀着秀美的锥
形小花，惹人怜爱。挺拔
秀颀的朴树，蓊郁中略显
沧桑。罗汉松绿盖叠翠，
典雅别致。菩提树淡绿
的圆叶，清秀淡然，“一叶
一菩提”，每一片都蕴含
禅语。南面院墙内洼地
上的一棵圆柏，四季常
青，虽历千年风雨，树皮
皱褶沧桑，但老虬枝仍萌
发新绿。

我拾阶而上，经过一
座石亭，六根花岗石柱鼎
立莲花状穹顶，古朴别
致。石亭往北两米左右
的山坡上，盘踞一棵百年
古榕，枝繁叶茂，旁逸斜
出，动撼人心。树冠如巨
伞，褐须飘逸如仙翁之虬须，树干坚
硬如灰铁，盘根错节，抓牢岩土沙
砾。古榕浸淫了草庵的悲悯禅音，
萦绕了袅袅香火，浓荫沧桑尘世。
我复拾级而上，到草庵门口，举目向
南远眺，华表山连绵逶迤，层峦叠
嶂。山虽不高，有草庵则名。

草庵依山坡而立，石墙斑驳，木
门古朴，琉璃屋瓦古香古色，燕尾屋
脊堂皇典雅。镇寺之宝摩尼光佛，
身披素朴佛衣，面容温和慈祥。900
年光阴流淌，从南宋至今，草庵香火
不断，光佛不语，默默注视芸芸信徒
虔诚的目光。岁月流逝变迁，草庵
也在变化。从南宋以草搭屋为寺，
到元初，虔诚的信徒请有创意的工
匠，因山坡的崖石制宜，运用石构歇
山式设计理念，依崖石镌刻一圆龛，
浮雕摩尼光佛，惟妙惟肖；背雕光芒
四射纹饰，雕工古朴，匠心独具。

摩尼教也叫明教、明尊教、二尊
教、末尼教、牟尼教等，主张善与恶
的二元论，认为宇宙间充满善与恶、
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摩尼教的盛衰
沉浮史，映照出王朝更迭的风雨
史。在晋江，摩尼教与佛教、道教、
民间信仰杂糅融合，“神灵体正胜佛
国，地寂境幽似西天”。独一无二的
草庵，为我国仅存完整摩尼教遗迹，
堪称世界宗教建筑的瑰宝。

草庵圣地，苍劲秀木长青，袅袅
梵音飘逸，莺啼鸟啭空灵。古朴斑
驳的门扉，镌刻了悠悠岁月的印
痕。存在即有合理性，摩尼教劝念
世人弃恶扬善，正如镌刻在崖石上
的咒语“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
无上至真、摩尼光佛”，诠释了其基
本教义。弘一法师曾在草庵意空
楼传经三个多月，留有楹联：“石壁
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史乘记载，
于此有明贤读书。”草庵绿意满园，
抚慰芸芸众生之枯寂心灵，如弘一
法师箴言：“草蘵不除，便觉眼前生
意满。”

经凉亭攀登草庵后山坡，巉岩
散立，翠榕浓荫，盘根破石，“立根原
在破岩中”，显示生命的涌动和张
力。我静立秀林绿荫下，任绿意弥
漫双眼，听鸟鸣枝头，顿觉空灵清
心，远离喧嚣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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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馨雅

羊狮慕又名“杨思慕”，名字有些来历。据说宋代
大诗人杨万里曾经游历至此，见山川锦绣、奇花异石，
为此流连忘返，思慕不已。后来还留下了有关石笋峰
的诗句：“笔锋插霄汉，云气蘸锋芒。时时同挥洒，散作
甘露香。”这般奇思妙想，又胸藏丘壑，故流传甚广，后
来就有了“杨思慕”的美誉。还有一说，便是此地风景
殊异，山高云藏，云蒸霞蔚，蔚然奇观，常现“羊”“狮”追
逐嬉戏于山间的气象，为此被冠以“羊狮慕”之名。

羊狮慕位处赣中西部，地接三市三县，隶属武功山
脉，东连明月山，西接发云界。景观以“四绝”闻名：奇
峰怪石、古树名花、流泉飞瀑、云海雾涛。还有罕见的

“佛光”。
从山脚下仰望，一山望一山高，山峦重叠，起伏有

致。石笋峰为最高峰，海拔1764米。山底下铺满大片
竹林，竹树层叠，蒙蒙茸茸。它们群聚而生，俨然是一个
强大的族群，令人望而生叹。细细打量,株株细高瘦长，
独自风骚，不容小觑。从缆车上俯视，密林丛丛，高高低
低的树木，遮天蔽日，把地表遮盖得严严实实的，几乎没
有一丝缝隙。看不到路，看不到鸟兽，更无人迹。由不
得人猜想，那密林底下，到底藏着什么奇珍异禽，蛰伏着
什么猛虎怪兽。缆车顺山势升爬，窗外山岚苍翠，莽莽
苍苍，视野开阔，襟怀甫畅，令人生出引吭高歌的意想。

当我们脚踏在悬空栈道上，离出发时已有大半个
时辰。这栈道建在半山腰处，接近山顶的距离，全长
5000多米，像绸带般环绕整座大山。完全依靠人力建
造出来的水泥路，旁边栏杆着色呈树干的颜色，古朴灰
暗，斑驳不齐，乍一看，还以为是天然生成。步行于栈
道之间，如履山下平地，没有高低上下攀爬的艰难，倒
像环城游一般的轻松自在。栈道位置是观赏风景的最
佳角度，名景佳胜一览无余。沿路可观赏羊狮慕两

“峰”、五“福”之景，可惜我们与佛光无缘。传说佛光是
普贤菩萨向凡夫俗子显露真容，向红尘俗子们施恩佑
福。从科学角度来说，这只是一种光的自然现象，是阳
光照在云雾表面所起的衍射作用而形成的。此时正当
午，阳光穿透了云层，佛光最不可能显现。

一路漫步，一路清凉，一路赞叹。栈道侧边站立着
黛色参天的古柏树，密密森森地擦肩而过。这千年来
孤寂生长的生物，苔藓遍身，像经年未梳妆的深闺秀
女，此刻羞羞答答地展露在众人面前。迎客松全然不
顾形象，欹侧横斜，偃仰矫天，各有身姿。有的从悬崖
峭壁之中探出枝丫，迎接游客的远道而来；有的昂首啸
天，一枝独秀鹤立山巅；有的悄然肃立，垂首欢送离开
的客人。悠远绵长的气息在这曲径栈道上蔓延，我们
是境外来客，它们才是这座山的主人。它们彬彬有礼，
只是一味打量着我们，像看破一切的千年老僧，琢磨着
每个人的前生今世。而我们误入了它们打坐静修的时
空，不知所措，只听闻自己世外带来的“踏踏”脚步声。

沿途胜景甚多，游记者甚众，每一处登临处都有文
字传说介绍，令人目不暇接。“五福”之景，分别为鸿鹄
峰、如来佛掌、蟠桃石、种德石、金鸡归巢等景点。这些
象形石或山峰，全靠人们的想象力，赋予它们美好的故
事和内涵，吸引了无数观光者的思慕。这才是人类最
伟大的地方，以奇思妙想化万物为神奇。因为这些传
说的引导，我们亦步亦趋，随景赋形，越看越逼真。

我喜欢有故事的石头，这些坚硬沉默的石块，经历
了沧海桑田的千锤百炼，锻造成了无坚不摧的质地，化
作了千奇百怪的世间物事。这样的冰冷，这样的决绝，
它的拒人千里，却时时吸引着世人想探求它的身世和来
历，乃至它的本来面目。沉默的世相往往有最深的内
蕴，大概凡夫俗子都会被那些深远之意所吸引。

半路总是冷不丁横亘出一块巨石，生生阻住人的脚
步。巨石形状各异，各有故事，皆因形似某物。唯独一块
长满毛发的巨石，别具一格。石头本是寸草难生，况且石
头都是花岗岩质地，这巨石上竟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好似荒漠里的绿洲，雪山上的莲花，分外瞩目。这些树木
绿叶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石头中间镂空，能容他物。
故名曰种德石，正如人之胸怀，能纳百川，虚怀若谷，德行
自厚，厚泽万物，因而枝开叶散，欣欣向荣。人因德而自
生福分，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仁慈精神。

雷海红

疫情还在持续，周边也变得不大安全。女儿的舞
蹈班停课了。自清明节回老家扫墓之后，算来已有四
个月没回家了。母亲想孙子，而我也想回去陪一陪母
亲。“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母亲年纪大了，一个人在
老家，每星期一个电话不足以缓解母亲的孤独。于是，
我决定回老家几天。

车开到门口，看见母亲在门口等着我们。几个月
没见，母亲比之前瘦削了许多，灰白的头发长而凌乱。
我和母亲并没有多说话。母亲打开车门，抱下孙子，我
拎着大包小包在后面走。一家人在一起，冷冷清清的
家终于有了欢声笑语。

晚上，母亲为我们接风洗尘。其实并没有大鱼大
肉，都是一些简单做法的菜肴。母亲一辈子过惯了节
俭的日子，不喜欢山珍海味。我们这次回家，母亲也不
知道要给我们准备什么。主菜是客家的粉蒸肉，汤是
排骨汤。其余的菜都是素菜，都是母亲亲手种的。母
亲种了一辈子的地，和各种各样的蔬菜打了一辈子的
交道。母亲老了，但母亲不愿意看着好好的田地荒着，
去年又开始抡起了锄头，挑起了畚箕。种的菜，除了母
亲自己吃，大部分还是被母亲挑到城里卖。我们家离
城近，这也方便了母亲卖菜。

受台风下沉气压的影响，这几天老家的温度似乎
比沿海还炎热。白天不敢出门，电风扇一刻不停地转，
可是我还是大汗淋漓。有时傍晚的一场大雨，犹如雪
中送炭，心里无限欢喜。夜晚的乡村，我可以听见屋外
此起彼伏的草虫欢唱和一两声悠远的狗叫声。清晨，
公鸡叫醒了沉睡的人们。门前的公路上，人和汽车渐
渐多了起来。卖早点的三轮车从门前经过，喇叭里播
放着抑扬顿挫的叫卖声。

我们一连数日都待在家里，哪里也没去。我放假
了，但是别人还得上班。母亲照样去田里，我负责儿子
的阅读打卡、女儿的英语，还有家里的午餐和晚餐。苦
瓜炒蛋、红烧茄子、炒空心菜梗、丝瓜肉片汤、冬瓜排骨
汤、凉拌秋葵、炒青菜，一样样轮着来，一次三四个菜，
天然绿色，吃起来感觉不一般。家里的用水是来自山
里的泉水，纯净、甘甜。

时光匆匆，一个星期很快过完了。和母亲依依惜
别之后，车子出了城门，上了高速，一路向晋江飞奔。

佘子艺

时光的卷轴缓缓铺开
春天的故事渐次放映

风，从东方而来
巨轮，驶向远方
旗帜飘扬，抱负满载
向着海，振臂高呼
扬帆，成就历史的翻页
返航，书写幸福的华章

改革熏染着海的味道
开放奔涌着浪的气息
走出滩涂，抖擞掉泥泞
迎面，遍地生长的高楼
刺桐桥头仰望成了天际
那一抹红划过蔚蓝
跨过辽远与芬芳的梦想
辛勤劳作的子民沐浴着荣光
卸下疲惫，穿梭于霓虹之间
城市，不再是栖息的角落
而是家的归宿，事业的港湾

海滨邹鲁，清源胜境
古老的遗产焕发出新芽
沉淀的文化跃动着荧光
丰润一座城，恩泽代代人
奋斗者的身影
总会被时代收藏
礁石之上，激荡着美丽的瑰朵
与时俱进，不只是海的深度
更有胸怀的广度和吸纳的温度

蔡宝塔

折叠一生的千纸鹤
啄起牛郎织女的梦，诉说
相濡以沫在柴米油盐

以鹊桥构件挺直男人的脊梁
堆砌一排排瓦厝，多少青丝
爱恋蔓延灵魂深处，那抹红
悬挂玉簪的刺桐树

一颗心与一颗心相遇。如诗
写进红砖、青石板、粉色
等候羞涩，陪伴时光与风雨

推开爱的门，孩子最先在嬉戏
顺着这条路奔腾，家园裹藏汗水
携手，人生的期待与真诚
舞出两个人的苍穹

叶荣宗

鞋——
必须紧裹着人们的双脚
因为每个人踩踏的是
一个极为粗糙的地表
坎坷不平的地貌
弯弯曲曲的通道
复杂多变的风雨雾潮
仅凭单薄赤裸的一双脚
如何走过生命过程的
每时、每分、每秒

鞋——
穿在脚下，是否合脚
只有自己知道
但不管厚与薄
多少都为你垫高
不管用什么面料
颜色仍然是那么重要
扎紧鞋带、扣上鞋扣
迈开自信的步伐
这个世界任你乐逍遥

鞋——
紧随着你出门远行
走过马路，逛过商超
进过会堂，漫步学校
蹚过浅水，踏过茅草
一生一世无怨无悔
一心一意呵护你的脚
让你蹦，让你跳
助你成长，陪你欢笑
不离不弃伴你终老

鞋——
是人们的知足朋友
是人们的终身所好
虽然它的身位低下
也没有霓裳那么妖娆
可它从不与人计较
若是变成了生活垃圾
它依然纵情地燃烧
即使化作一束电光
也要为人们的前行照耀

回乡偶书

行色羊狮慕

鞋之韵

爱你，
在红砖瓦厝

向海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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