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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做一个探寻传统文化之旅的心灵捕手

作者 | 裘山山 赏析 | 王碧蕾
【编者寄语】

地名，是一方地域的文化记忆，是了解一座城市、一座古镇乃至任何一处地方的窗口；
它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也能折射出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底蕴。探究一处地名，我们
可以收获很多：或许是关于它的地域风貌，或许是关于它的历史变迁，也或许是关于它的文
化积淀。带着对一处地名的了解去探寻属于它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更敏锐、更深入地扑捉
到那些藏在生活细节里的底蕴。有如细节之处见修养，这种底蕴更能体现保留与彰显传统文
化的意义。

【披文入情】

远古飘来的红云

标题暗含文章的主题、作者
的情感。 “红云”从“远
古飘来”，激发起读者的阅
读兴趣。

①我少年时随父母入川，落脚在嘉陵江畔的重庆北碚。那
里有一座缙云山。班上团支部搞活动时，总会去爬缙云山，山
上植被茂密，还有一座缙云寺。我去了若干次，却从没想过它
因何得名。及至今日，当我要去浙江省缙云县，得知缙云县也
有一座缙云山，缙云县正是因此山而得名（据《隋书•地理志》）
时，忽然很想弄明白，缙云山为何叫缙云山？不管是重庆的还
是丽水的，它们一定有个来处吧？

引出话题。“缙云山”这个
名字很早就出现在“我”的
生活里，彼时的“我”不以
为奇；及至今日，当“我”
得知别处也有同样以“缙
云”命名的山时，忽然勾起
探寻其命名由来的兴趣。

②在网上东寻西看，发现很多有趣的传说。其中一说，黄
帝时有缙云氏后裔居此，故名。那缙云氏又为何叫缙云氏？原
来，那时是“以云纪事也”，故官名都以云命名。青云为春官，
缙云为夏官，白云为秋官，黑云为冬官，黄云为中官（据《汉
书•百官公卿表》）。这么一推，缙云氏的后裔，很可能是夏官
的后裔。

查寻渊源。古代官名都以云
命名，缙云氏的后裔，很可
能是夏官的后裔。

③回头想这五个官名，还真有意思。春天的云可不就是青
灰色的吗？阴翳中透着些许明亮。夏天的云可不是红色居多
吗？有时候还会出现玫瑰红的晚霞和橘红色的火烧云。秋天可
不就是白云居多吗？大团大团的，白如雪。冬天可不就是黑云
居多吗？裹着雨夹着雪，密布天空。至于黄云，也许是被龙袍
映黄的，想来那中官一定在黄帝身边。古时的官名竟那么好听，
好听到可以用来作地名。

联系自然琢磨这五个官名
的内涵，排比和比喻的修辞
表现了“我”对古时这些官
名的欣赏之情。

④总之，缙云是红色的云，是热烈而鲜艳的天空。我脑子
里留下这么个印象，来到了浙江丽水的缙云县。

带着对地名的这份欣赏，
“我”来到目的地。

⑤一见之下，不由得惊诧。风景优美自不必说，我们就住
在仙都风景区里，推窗即可见山，还可见山上的传说：两座栩
栩如生的人形巨石，扮演着传说中的婆媳。

一见惊诧。但这种惊诧并不
在于优美的风景及动人的
传说。

⑥让我惊讶的是，它那么静——并没有预想中的热烈。那
种静不是人烟稀少的静，而是一种可以触摸到远古气息，可以
感受到岁月长河的静，静默中似乎能听到宋时的鸟鸣，唐时的
溪水，明清的集市声。仿佛唐玄宗惊叹出那句“这是仙人荟萃

惊诧源自这里的“静”——
一种可以触摸到远古气息，
可以感受到岁月长河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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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都也”，就在昨日。

⑦其实，那时那刻，外面的世界正喧嚣不已：人类首次拍
到了神秘的天体“黑洞”，苏丹宣布紧急状态抓了总统，维基
揭秘创始人阿桑奇在伦敦被捕，华为宣布 P30 问世并以低价在
国内销售，视觉中国陷入版权泥淖……眼前的世界与那些热点
毫无关系，强大的宁静已屏蔽掉了尘世所有的嘈杂。田野里饱
满的菜籽挤挤挨挨，夜以继日地成长，好溪边粗大的枫杨树绿
荫匝地，正值大好年华。溪水自顾自地慢慢流淌，鸟儿们随心
所欲地鸣唱。沿着绿道走去，鼎湖峰，倪翁洞，小赤壁，独峰
书院，一步一景。恍惚间，就穿越到了“把酒话桑麻”的世界。

对比外面世界的热点与喧
嚣，眼前的世界以自己强大
的宁静屏蔽掉了尘世所有
的嘈杂，回归自然，静得赏
心脱俗。

⑧这样的静，瞬间缩短了岁月，让我已然置身于几百年前
乃至一千年前的田野，仿佛一眼就看到了摩崖石刻的主人，仿
佛听到了祠堂传来的孩童读书声，仿佛在路上遇见了上山打柴
的樵夫——缙云氏的后裔……这种种仿佛，让我很惬意，很享
受。

这种返璞归真的静，带着一
种穿越感，让“我”惬意，
让“我”享受其中。

⑨尤其是走进那些古镇，徜徉在白墙青瓦之间。比如各家
门前都开满鲜花的干干净净的陇东村，比如石头城堡般充满原
始气息的岩下村，又比如有着千年文化承传的河阳古镇，每到
一处，你都随时可以驻足，可以得一山口进入：“初极狭，才
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属。”

走进白墙青瓦的古村镇，干
净、自然、古朴又充满文化
底蕴，让人流连其中。

⑩原来，世外桃源始终都在。 欣喜与欣赏之情尽显。

⑪尤其是河阳古镇，这个以宗族血脉为纽带、聚族而居的
千年古村落，与我以往去过的任何古镇都不一样，让我在心生
欢喜的同时，心生敬意。这敬意并不是因为村口那排气势恢宏
的马头墙，也不是因为保留至今的 15 座古祠堂、1500 间旧第，
也不是村里那座出过 8 位进士的八士门，也不是极具特色的民
间剪纸艺术——虽然这些都很了不起。

河阳古镇让“我”心生敬意，
但这敬意并不来自它的历
史传承与民间艺术。排比式
的否定在亮明作者情感指
向的同时，也向读者介绍清
楚了这里厚重的文化底蕴。

⑫这敬意，是来自家家户户门前那些看似普通的楹联。 点明这份敬意的由来。

⑬也许是春节过去不久吧，那些辞旧迎新的楹联尚未被风
雨剥落，纸还是红彤彤的，墨迹还是清晰的。一望而知，不是
统一印刷出来的，而是亲笔手书的。随意读几副，都比我在城
里看到的“爆竹声中辞旧岁”或者“神州大地春回暖”有意思
多了，也有文化多了：

向阳门第春来早，康乐人家燕去迟。
太平有象人同乐，天地无私物自春。
寻春再睹梅花色，颂岁先闻爆竹声。
春入春天春不老，福临福地福无疆。
花承朝露千葩发，莺感春风百啭鸣。

不同于城市里内容几乎千
篇一律的印刷楹联，这里的
楹联亲笔手书，内容丰富，
更有文化气息。

⑭我一一走过，一一默念。这些楹联，与白墙青瓦，与雕
花木窗，与鹅卵石小路，是那么的和谐。我注意到，没有一家
是重复的，字迹也是各异。还有些人家的楹联虽然没那么工整，
却生动有趣，能清晰感觉到主人是性情中人：

春早梅开雪生香，笑吟丰年酒一杯。
一派生机阳春有趣，满天异彩浩然腾胸。

这些楹联和谐地衬在古朴
的环境中，各显特色，从中
甚至可见各自主人的不同
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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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珠玑】

感叹到此，恍然就明白了缙云那强大的静源于何处了，正是源于这无处不在的文化底蕴。
有了这样深厚的底蕴，方能挽留住岁月，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方能抵御住尘世的纷扰，
将珍贵的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再传承下去；方能抬起头来，就看到远古飘来的红云——那红
云悄然落在家家户户门前，成为楹联。

【思考探究】

1.文章以“远古飘来的红云”为题，为什么却用了大量的笔墨写河阳古镇的楹联？请结合文
本进行分析。
2.作者是从哪些方面写缙云的静的？请分析概括。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中学 王碧蕾）

⑮有些人家不仅大门上贴，庭院里的柱子上也贴。本来楹
联的“楹”就是木柱的意思。还有些人家贴的不是新年对联，
而是一些格言佳句，凸显了这家主人的向往和追求：

耕读传家诗书画，万里江山一纸中。
一脉真传克勤克俭，两行正事惟读惟耕。
种千钟粟足活心田，读万卷书才宽眼界。
敬而不怠满而不盈，清以自修诚以自勉。

格言佳句凸显了主人家的
不同向往和追求。

⑯限于篇幅，我无法把看到的楹联一一写出，但那些楹联
带给我的感动却是那么深刻，如同缙云带给我的宁静一样。我
从那些楹联里看到了两个字，“文化”。那是在不经意间呈现
出来的深厚文化。

这些楹联带给“我”的感动
一如缙云带给“我”的宁静
一样——那是在不经意间
呈现出来的深厚文化。

⑰忽然意识到，所谓的文化底蕴，并不一定要靠卷帙浩繁
的大部头来堆砌，也不一定要靠穿汉服梳发髻来展示，而往往
体现在这些小小的不经意的细节中。就好比一个人的教养并不
在于他的学历或文凭，而在于他日常的举动一样。

在这里，“我”对文化底蕴
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
与理解，比喻的修辞生动形
象。

⑱河阳打动我的正是些随处可见的细节，比如那几座取名
为“云锄”“掩竹”“松台”的门第，那条取名为“答樵”（樵
夫砍柴对歌互答之意）的路，还有家家户户的楹联。看到资料
上说，宋元两朝，河阳古镇曾出过 24 位诗人，形成了盛极一时
的“义阳诗派”。至今还可查到《义阳诗派》八卷、《菊巢诗
抄》等许多诗集。我猜想，这写楹联的，也许就是“义阳诗派”
的后人吧？虽然已过去千年，文脉依然清晰可见。

为门第取名，为路取名，还
有家家户户的楹联；河阳古
镇随处可见的细节里充满
了诗意，似乎与这里历史上
的诗派文化一脉相承。

⑲感叹到此，恍然就明白了缙云那强大的静源于何处了，
正是源于这无处不在的文化底蕴。有了这样深厚的底蕴，方能
挽留住岁月，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方能抵御住尘世的纷扰，
将珍贵的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再传承下去；方能抬起头来，就
看到远古飘来的红云——那红云悄然落在家家户户门前，成为
楹联。

结尾点题，照应前文。缙云
那强大的静源于这无处不
在的文化底蕴，而这文化底
蕴就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
保留与传承，表现在随处可
见的细节中。

《光明日报》（ 2019 年 07 月 12 日 16 版）作者：裘山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