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当炮台遗址观感
拾级而上。我感到悲壮
马当炮台匾额中间的“礮”字笔画那么多
像抵御外侮集体殉难的将士
从简化字到繁体字
似乎，读懂它
要耗尽我们一生

海拔不高，临江壁立千仞
马当山身披历史的硝烟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站起来

山顶的浮云

自拟限高措施
过江高压线荡气回肠
年轻的讲解员，走在前头指认的炮台遗址
——自画句号
欲言又止

登狄公楼远眺
狄公楼再高，也挡不住五柳书院的视线
五柳书院的线装书
每一粒汉字
都是笔尖留下的芬芳

乘电梯上下和爬楼梯的人
绕过孔子的雕像
绕过学规

却绕不过陶渊明的诗句
或书法笔走龙蛇
狄公楼从不藏着掖着
一个人的高度
浔阳江缀玉联珠
江城的风光
——彭浪矶相思成疾

在马当山与小孤山之间
狄公楼像大地的插叙。一杆新竹支起
低垂的天幕

彭泽记
站在旷野
前排的芦苇，靠后的垂柳

有虚词的苍茫。水雾是一条大江的留白部分

枫叶给乡愁添上底色
白鹭自编队形
在天际飞行
像多个字的成语
其中，有另一个我

秋天的铁路
类似于双竖线运算符或范数
填入归去来
一枝菊花辞别小凰山
我和我早早地——
出门迎接

（一）

在彭泽县看了几个地方，给我一种强烈的视觉
冲击，觉得彭泽就是一部线装古书，呈现出红黄蓝绿
的各种色彩，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摆放在五柳书院的
巨型书架上，供人展读每一页的珠玑文字。

前几天，由中共彭泽县委宣传部、市作家协会、
市融媒体中心长江周刊组织的“赓续文脉 向江图
强”——作家走基层彭泽县采风行活动，把我们三十
多个作家拉到了彭泽，在文化底蕴厚重的土地上行
走了一圈，让大家亲身感受到了古今文化的剧烈碰
撞和巧妙融合。

彭泽县境，是一个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的
地方，历史古老原始，山川沧桑多变；夏商周秦诸代，
这里就有了彭蠡泽的称谓，代表了长江以南的土地
丰腴润泽，极适合人类居住。在我们采风走过的每
一步里，似乎都有记录的文字弹跳出来，让我们忍不
住要去书写她、赞美她！

采风行活动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长江南岸的
马当炮台，大家站在马当炮战遗址的入口，听讲解员
讲述 86 年前那场惨烈的抗战，讲述那段硝烟弥漫的
战争场景。

那时候，马当炮战失守，日本侵略者登陆南岸，
举着屠刀大肆杀戮中国人。但是，中国军民没有屈
服，马上在庐山南麓、在德安万家岭组成了新的防
线，将日寇死死地钉在铜墙铁壁之下。

受尽屈辱的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浴
血抗争 14 载，以巨大的牺牲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
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高高耸立于马当之巅的炮台还在，千里长江奔
流东去的雄壮还在。黝黑石头垒成的圆形炮台基
座，像一只睁圆的眼睛，和蓝天白云静静对视；当年

的钢铁大炮没有了，但呼呼的山风似乎在讲述着什
么；当年操炮的士兵不在了，但遍山的松树恍惚是他
们不屈的身影。我好像看见，松树间走出来许多的
中国守军，抱着炮弹塞进炮口的勇猛；我好像听到，
从山下搬运炮弹上山的将士，奔走的脚步哒哒哒地
震响。英勇的中国守军将士，转动着巨大的炮管，从
炮膛里射出一发发冒着火光的炮弹，呼啸着飞向江
中的日寇军舰，炸出一朵朵巨大的蘑菇云……

马当炮台是一部微缩版的雪耻之书，警醒着每
一个华夏子孙必须含泪阅读；

马当炮台是一方观照历史的明镜，提醒着每一
个中国人要有爱国强国精神！

（二）

采风行活动的大巴车，在仲冬的美好季节里，飞
驰在彭泽县广袤的田野上。我们透过车窗玻璃远
眺，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成就已经显现出来：

一个个大小村庄白墙红瓦，规划齐整，半隐半现
在绿树浓荫之中；

一片片园田化的土地，井然有序，或横或竖排列
于江南沃野之间。

感叹沧桑巨变，尽是人间美景。
大写华丽诗文，都付时代新风。
固有的山川河流，东流未改；
曾经的彭蠡泽人，天上人间。

（三）

大巴车行驶到彭泽县城江边停住，我们鱼贯下
车。偌大的广场上，东边是高耸六层的狄公楼，西边
是古色古香的五柳书院。我们戴上耳机，跟着讲解
员走进五柳书院，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着讲解员山
间溪流般的解说。一时间，1600 多年前的陶渊明县

令，仿佛正从他的县衙里走出来。他那傲然风骨的
身影，一脸含笑的长者和蔼，飘飘风舞的鬓发长髯，
跨越千年的时空隧道，在庭院的树荫下，在小桥的流
水前，在长廊的石道上，在书房的案台边，和我们这
些后来者交谈甚欢。谈世事之多变，说古今之更迭，
议时政之诡异，聊豆苗之稀疏；论文人傲骨，声如铜
鼎之声：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岂肯向乡里小儿？夸桃
花源里，自然美景如画：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
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我们有幸和先贤陶渊明跨时空对话，透过精妙
的诗文诵读，领略神奇的意境之美；我们有幸在这个
美好的时代和古代诗人神交，站立于长江南岸的同
一个地点，欣赏故国山河旧貌换新颜的奇妙。

（四）

和五柳书院面对面的建筑，是高六层的狄公楼，
相隔两百多年，两个县令如今各居一隅。

在狄公楼的一楼居中位置，端坐着狄仁杰的红
铜塑像，头戴官帽，身着朝服，手捻长髯，双目凝神；
他身后的背景是江山社稷，辽阔版图；他目视所及是
苍生百姓，丰衣足食。他胸中装的是大唐盛世，国泰
民安；他思考的是辅佐朝廷，广施仁政。他一生经历
曲折多变，多次遭人陷害，险遭处死；他几次被贬，从
朝廷重臣降为小小县令。

692 年 8 月，酷暑炎天，地如火炉，狄仁杰由朝廷
副相，贬为彭泽县令。弃船登岸之时，狄仁杰年逾六
旬，满头白发苍苍。他脚蹬芒鞋，身穿布衣，足迹遍
及彭泽乡村。他大兴调查之风，访问困难农户，见民
不聊生，庄稼颗粒无收，遂向朝廷上书，请求减免当
地赋税：百姓喧喧，群然告歉，将何活路，乞免民租！

访贫问苦，方知民生不易；与民同心，才能主政一方。
狄仁杰任彭泽县令四年，勤政操劳，判案神速，

为民请命，清正廉明。离开朝廷的四年，他不忘初
心，坚守信念，刚正耿直，不畏权贵，终得重新回京拜
宰相。

狄仁杰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必有
口碑。或为复州刺史，或为洛州司马，及官至宰相，
又降至县令。无论身处何地，一生无怨无悔，知人善
任，举荐良臣，政绩斐然，被赞之唐祚宋俊之臣，北斗
之南一人而已！

周日，我有幸参加了“赓续文脉 向江图强——作家走基层
彭泽县采风行”活动，大巴载着我们这支队伍穿越了三个时代，
我们聆听和感触了三段故事：一代代浴血奋战抵御外敌的英
烈，一位被称为“北斗之南一人而已”的千古名臣，一座浸润千
年文脉书香的五柳书院。品读三段历史，让人动容，催人泪下，
启发心志，令人长思。

大巴载着大家首先抵达马当山下，采风团前辈作家吴清汀
说这里是炮台遗址，也是著名作家、已故《庐山恋》的作者毕必
成的故乡，他的老家就在炮台入口旁，这使我心中忽然间产生
起一种无限的敬意和亲切感。下得车来，我们一边听着导游的
解说，一面沿小径攀缘而上，年近八旬的老作家吴清汀不甘示
弱，走在队伍前面。登上山崖，视野开阔，临江而望，大江为棉
船岛一分为二，南面是主航道，江面变窄，水流湍急。马当山高
耸扼守南岸，三级炮台位于山顶、山腰和矶头，立体分布，彼此
呼应，矶头下悬崖峭壁，地势险峻。行进的队伍途经炮台指挥
所，走过练兵场，穿过防空掩体，我们在炮台遗址徘徊、讨论、触
摸、眺望，思绪仿佛穿越历史，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从第一
次鸦片战争抵御英军到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再到作为抗日战
争武汉保卫战前沿，马当山作为长江要塞，与马当炮台和守军
一道发挥了阻击敌军的巨大作用，无愧于孙中山题写的称号

“中流砥柱”。虽然题字最后在日军的炮火中被炸毁，马当炮台
的三百余守军在敌人的毒气弹中壮烈牺牲，但勇士们的浴血奋
战、抵御外侮的精神和炮台一起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抗战历史
的记忆里。同时这一次次惨烈的教训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坚固的要塞堡垒，坚强的军民抗敌意志、决心和团结精神必须
与先进的科技相结合才能真正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离开炮台已近中午，不远处是马当到棉船的渡口，轮渡穿
梭，往来车辆和人流络绎不绝，站在渡口回看长江和马当山，只
见长江奔腾不息，时光飞逝如流，但我们相信屹立长江边的马
当炮台将时时警醒着往来于这里的人们：别忘了中华民族这一
百多年来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不忘历史，珍惜和平。

时光大巴继续带着大家一路穿行，来到今天采风的第二站
——“不只青绿，更有陶狄”的五柳书院和狄公楼。工作人员带
领大家参观了为纪念陶渊明反复重修的五柳书院。这位儒道
兼修的五柳先生，面对羸弱的东晋，时局动荡，朝堂黑暗，门阀
横行，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现状，曾心怀建功立业理想，五次出
仕。然而现实让人失望，他在做了 80 余天彭泽县令后，选择了
有所不为、挂印而去，表现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风骨。有
一种辞别叫归去来兮；有一种转身，叫从江山到田园；有一种境
界，叫抱朴含真。从此过上了晴耕雨读、采菊东篱、悠然自足的
生活，开辟了田园诗的领域，在混乱的时代为中国文人开启了
世外桃源的精神世界。

眼前的五柳书院是一个古朴轻奢的院落，四周绿树成荫，
花草繁茂，整体是按照“院门在前，讲堂居中，书楼置后”的形制
而建的。大门匾额和对联为“江山之助”“文章古圣哲，锦绣新
山河”。走进书院，内部布置古色古香，幽静的环境，清雅的古
式讲堂，木质的门窗、雕花的梁柱、陈列满架的《四库全书》等经
史子集，印在四壁的《千里江山图》和拓印的草书《拟古九首帖》
挂在了屋顶，让人置身于一个博雅的书斋，一个儒家为学修身
的殿堂。陶渊明的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地影响着后
世，同时也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独特的文化气质。五柳书院不仅
是一个学习的场所，又是精神的寄托。

从书院出来，陶狄广场对面就是狄公楼，整体采用仿唐古
建风格，五层四檐、顶置宝瓶，39米高，矗立于长江边，雄伟壮观，
真可谓：狄公高阁临江渚，堤外长江滚滚流。它们似乎向来者诉
说着千年前这位狄公的功业。 历史上六位最有名的县令，彭
泽就有其二：陶渊明和狄仁杰。晋末的陶县令转身以文助江山，
而初唐狄县令则选择以人助江山，为所当为。跟随讲解员，我们
来到狄公楼前，刻有范仲淹所题铭文和南宋佚名《狄仁杰》颂文
的紫铜色狄公鼎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而狄公楼基座上的“狄
公事、范公文、黄公书”的“三绝碑”更是让人惊艳。走进一楼，讲
解员介绍狄仁杰所处的时世与身世，帝王嘉许、历代名臣称颂和
文人赞誉。移步二、三楼，通过狄公的诗文、手迹、印迹等，我们
了解狄公的生平与作为，仁政与善治。四楼展厅介绍我国郡县
制的发展历程、彭泽县的历史沿革等内容，大家饶有兴趣地欣赏
了南宋夏圭《长江万里图》，采用湿壁画手法等比例还原，所绘烟
波浩渺的长江，江天一色无纤尘的景致，展现长江绚丽长卷。

站在四楼大厅外廊，眺望眼前这寥廓江天，我的思绪仿佛进入
刚才的画镜中：浩浩江水从远处走来，或经过狭隘两岸，急流奔腾；
或山石险峻，波涛汹涌；或流经浅滩，水静浪平；或遥岑水阔，烟笼雾
约。人们浮舟江上，有急流勇进者；有系缆倚岸、载卸货物者。岸边
则有村墟旅店、亭阁寺宇，行人匆忙赶路，一幅生机盎然景象。正
是：俯瞰大江万顷苍茫云水阔；遥思贤相一怀忧乐古今同。

参观完狄公楼展馆，让我对狄公生平和功绩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英风浩气。狄公明经取
科，四年县令，两度拜相，从乞免民租、劝课农桑到不信妖言、力
扫淫祠；从释囚宽刑、善决冤滥到弹劾佞臣、直责宰相；从谏言
立制、谏阻造像到曲赦河北、德抚四夷；从举贤为国到解梦复
唐。他以自己的毕生实践着：诚意正心，孝亲以事、法安天下，
安边定远。真正践行了儒家家国情怀与理想：致知格物，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如狄梁公祠题：辅国功昭青史上，思亲心
向白云边。古来贤相知多少？忠孝惟公得两全。

从陶狄院出来已是下午 3 时，大巴又重新载着我们采风的
队伍驶上返城高速，然而，狄公楼顶楼外廊的景观仍在脑海回
荡。我们惊奇地发现：刚刚参观完的五柳书院、狄公楼、马当炮
台恰好被不久前建成的美丽长江大堤串联一线，也与不远处充
满神话传说的“海门第一关”——彭浪矶与小孤山相连。我忽
然感觉到千百年来人们所期待的景象正逐步呈现：一个儒家文
化理想里的桃花源美丽乡村；一个河清海晏，民殷国富，政治清
明，社会安宁，边安远定的国家；一个牢不可破的钢铁长城般的
江海防线雄关要塞；还有“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小姑前年
嫁彭郎”的那对在长江上自由自在生活的眷侣。

我们前往彭泽县采风的途中，众人皆不由自主
第一时间提及陶令。随之感叹此地着实福泽深厚，
历史上曾有陶渊明与狄仁杰这两位声名显赫的县
令，使得彭泽的人文历史底蕴悠远绵长。

时已至冬季小雪节气，早已过了踏花觅径的时
节。同行的一位女作家在杂草丛里，惊喜地采得一
大 束 野 菊 花 。 那 花 瓣 细 小 而 纤 薄，于 风 中 轻 轻 摇
曳。它虽生长于寒冬荒野，无春花之娇艳、夏花之绚
烂，却透着一种超脱世俗的清新与高洁。女作家悉
心整理着菊花上的枯枝叶，动作轻柔专注，仿若拂去
一件古老艺术品上的尘埃。

在 1600 多年前那个菊黄枫红的清晨，薄雾氤氲，
彭 泽 县 衙 外 几 束 菊 花 傲 然 挺 立，散 发 着 幽 独 的 清
香。陶渊明缓缓走近，采下这最纯净的礼物馈赠自
己，他轻轻捧于胸前，回望身后的青砖灰瓦，眼眸中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决绝。他毫无遗憾与留恋，手
中花儿的芬芳，即将伴随他踏上归隐之路，去追寻内
心深处的自由与安宁。“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
衣。”告别那樊笼般的官场，是何等的洒脱与快意？

彭泽的旧土，仿佛依旧留存着他的气息，昔日的
县衙，或许仍回荡着他的足音。“质性自然，非矫厉所
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他于官场泥沼只浅浅涉
足，高洁的品性容不得丝毫玷污，仿若脚丫被火灼伤
般，迅速从官场抽离。他将那顶乌纱帽如飞盘般潇
洒掷出，身后只留下一群瞠目结舌的官场同僚，只因
回归田园，才是他身心的归宿、灵魂的净土。

十年前，我曾翻阅吴国富先生所著《陶渊明寻阳
觅踪》，书中竭力穿越千年时光，探寻这位隐逸诗人
的踪迹。然而，即便这般详尽的考究，亦未能全然揭
开陶渊明生平的重重迷雾——他究竟生于何地？又
于何处安身立命？他笔下的桃花源、园田居、南村，
是否真真切切存在于现实的某个角落？陶渊明的隐
逸之态仿若被南山的云雾所笼罩，朦胧而神秘莫测。

如今，以当代的流行语而言，陶渊明堪称文化的
“超级 IP”，他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标识，更是一股能够
深深触动人心、激发地方文化认同感的凝聚力。人
们总是热衷于围绕陶渊明的归属与活动轨迹展开争
论，言之凿凿地证实与这位历史名人的某些关联，人
人皆试图以自己的理解，拼凑出伟大诗人的完整形
象。或因他曾居留于此，或因同姓同宗的古老渊源，
各地文人皆努力将其与桑梓相联结。所幸历来对于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人”这一基本史实颇为尊重，否
则真不知会有多少“异军突起”的纷争。当然，这般
争论绝非无端的口舌之辩，实乃源自心灵深处对文
化瑰宝的尊崇与追根溯源的志趣，皆欲将地域文化
的扁舟，系于名人精神的高岸。从某种意义来讲，此
般热忱，是文化自信在地域版图上的深情描绘，是对
民族文化血脉的虔诚守护。

实则，相较于探究陶渊明的生平细枝末节，我以
为更为重要的是从他的诗作中汲取精神滋养。恰似
苏轼，他和了陶渊明 124 首诗，以自己的笔触与陶渊
明对话，传承那份诗意与哲思。

前两年，受苏轼和陶诗的触动，我亦尝试附庸风
雅，对陶渊明的诗歌予以模仿唱和，以每周一首的
进 度 开 启 一 段 特 殊 的 写 作 历 程 。 如 今，已 积 攒 了
117 首，这些和诗虽写得粗陋浅薄，可每当重新翻
阅，心中总会泛起别样的涟漪。在当今社会，我们
的内心时常被诸多事物搅扰，过度的欲望与无谓的
攀比，令自身迷失于功名利禄之中，不得安宁。而
陶渊明的诗，仿若一泓澄澈清泉，能穿透层层喧嚣，
直抵心底深处，使浮躁的心瞬间沉静，给予心灵以
慰藉，处处透露出于质朴简约生活里探寻生命价值
与意义的真谛。

回归田园的陶渊明，并未被清苦的生活所击垮，
而是以乐观笔触描绘出一幅田园的生活画卷。“开荒
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他“种豆南山下”，每一滴汗水
皆润泽着希望的种子，他“晨兴理荒秽”，虽有“草盛
豆苗稀”的无奈，然这位初涉农事的农夫却毫无抱怨
与沮丧，在“带月荷锄归”中，尽享与自然相伴的充实
与满足。

他的田园，绝非仅仅是几亩薄地，更是精神的栖
息之所。于“悠然见南山”的刹那，让我们看到了人
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动人画面。他与乡邻相伴，共度
田园时光，“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
但道桑麻长。”劳作之余，与乡邻围坐于简陋的屋檐
之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众人或因一句妙
言而开怀大笑，或因一处疑问而热烈争辩，毫无心机
与算计，唯有真挚的思想交融，这般质朴的邻里情
谊，不正是我们在现代生活中所缺失且渴慕的吗？

我们身处繁华喧嚣的都市，仿若置身于水泥构
筑的森林，每日在其间匆忙奔走，心灵被无尽的疲惫
与浮躁悄然侵蚀。我们看似拥有很多，物质的充裕、

信息的海量，在这看似充实的表象之下，实则遗失了
更为珍贵的东西。

再看今日社交层面，微信、抖音等线上平台，好
友列表动辄数百乃至上千，然如此广泛的人脉群体，
究竟有几人能真正走入内心？过度在线上交流，致
使人们于现实中面对面沟通时，反而言辞变得生硬
干涩，眼神里满是疏离与拘谨。人们渐渐习惯了隔
着屏幕的传递，忽略了身边那些至为重要的家人与
挚 友 。 往 昔 温 馨 的 家 庭 聚 会，被 手 机 的 冷 光 所 鸠
占。网络信息如汹涌浪潮般将我们吞没，过载的信
息带来的并非智慧的增长，而是在信息的漩涡中失
去了判断，焦虑如影随形。

而遥想千年前的陶渊明，他身处“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悠然之
境，于尘世纷扰中开辟出一方心灵的净土。他的社
交圈简洁纯粹，三两知心好友，便已足矣，他们或于
庭院之中，品茗赏花，谈诗论文；或于田间小径，漫步
闲聊，共赏自然之美。彼此心意相通，毫无猜忌与算
计，唯有纯粹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

我仿若能瞧见陶渊明躬耕的身影，那身影于岁
月的长河中被不断放大，化作一种永恒的姿态。他
的田园生活，虽有“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困
苦，却始终弥漫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
与惬意。他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发掘美好，以质朴的
文字勾勒出一个充满诗意与哲思的世界。这般境
界，乃是历经尘世喧嚣后的回归，是对自然与人性最
为纯粹的洞察。

我们在追寻陶渊明的足迹之际，亦是在追寻一
种失落的精神家园。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与高压力，
令我们逐渐迷失自我，忘却了生活原本可以这般简
单而美好。而陶渊明的诗与他的生活方式，宛如一
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那个被尘封的角落。
在那里，我们渴盼着一份宁静，一份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自由。

作家走基层的彭泽之行，不单是一次对历史文
化的探寻之旅，更是一次心灵的涤荡之旅。我们心
中皆怀揣着一份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质朴纯真的
眷恋。或许，我们难以如陶渊明那般彻底归隐田园，
但我们能够在内心深处留存一份田园的静谧，于忙
碌的生活中，偶尔停歇脚步，聆听内心的呼唤，感受
自然的美妙，重拾那份被遗忘的生命本真。

■ 李 誉

陶韵中的心灵归处

■ 龚锦文

长江岸线彭泽行

■ 林德元

展读彭蠡泽展读彭蠡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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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文脉赓续文脉 向江图强向江图强
——作家走基层彭泽县采风行作品选登

高度（组诗）

■ 左拾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