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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百粤群山之祖，罗浮
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它雄峙于岭
南中南部，坐临南海大亚湾，毗
邻惠州西湖。汉代司马迁曾称
赞这里：“罗浮汉佐命南岳，天
下十山之一。”罗浮山也被道教
尊为天下第七大洞天、三十四
福地，被佛教称为罗浮第一禅
林。

灵药生罗浮。这里是植物
宝库，计有 3000 多种，其中中
草药有 1240 种。明末清初著
名学者、诗人屈大均在《广东新
语》记述：“粤东有四市，一曰
药市，在罗浮山冲虚观左，亦曰
洞天药市。有捣药禽，其声叮
当如铁杵臼相击。一名红翠，
山中人视其飞集之所，知有灵
药。罗浮故多灵药。”

屈大均把罗浮药市与广州
芳村花地卖素馨花的花市、合
浦廉州城西卖鱼桥畔的珍珠集
市、东莞寮步圩的沉香市集相

提并论，称之为“南粤四市”。
相传，鼎盛时罗浮药市绵延数
里、入市者盈万，岭南乃至东南
亚的药商云集于此，往来不
断。中药是罗浮山的灵魂，因
此从秦汉开始，这里便吸引了
医术高明的方士和文人名士，
他们都把罗浮山看作生态康养
的福地。

罗浮山拥有以葛洪为代
表的名家名医积淀下来的医
学文化资源。葛洪著有《抱朴
子·外篇》《肘后备急方》等医
学名著，并成为我国历史上著
名的道学家、药学家和化学
家。其中，《肘后备急方》一书
因便于携带、适用临床应急，
被称为中医史上第一部临床
急救手册，很多药方甚至沿用
至今。此外，这里还有丰富的
中药自然资源，被中医科学大
会组委会选为大会的永久性
会址。

在罗浮山景区青蒿园中，

“青蒿治疟之源”石碑旁刻着
《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
以 水 二 升 渍 ，绞 取 汁 ，尽 服
之。”这句话在千年之后已改写
现代中医药历史——中国药学
家屠呦呦受到这句话的启发，
成功提取青蒿素，研发抗疟新
药，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

此外，如罗浮山百草油，经
历了1600多年的传承，从最初
的炼丹制药变成一种祛风解
毒、消肿止痒的便民药，由 68
味中草药提取的百草精和 11
种植物精油配制而成，从准备
药草到包装需要经过 72 道复
杂工序。如今，“罗浮山百草
油”制作技艺被认定为岭南中
药文化遗产，“罗浮山百草油”
被列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入
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惠泽众生。

葛洪的著作奠定了中医与
西医从借用到结合再到融合的
基础。自明代著名哲学家、科

学家方以智在《医学会通》中首
次提出中西合璧的主张后，中
西医结合的理念不断发展。由
此可见,葛洪的相关贡献不仅
是罗浮山的，也是世界的。

罗浮山的灵药，不只是物
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
葛洪是扶危济困的一代大医，
也是李白诗中的神仙，更是苏
轼心中的老师，被英国大学著
名教授李约瑟称为最伟大的博
物学家。葛洪，一个时代大变
局中的求索者，他的著作影响
了很多人。他经历了人生的大
起大落。他和当时绝大多数世
家子弟一样，开始抱有建功立
业、光宗耀祖的个人理想，但是
最终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
路，在大山之间和清泉对话、与
草木为伴，在日月的交替中感
悟自然之道，体悟生命的无常，
探索永恒的真理。

他开创了急诊和预防医学
的先河。他倡导的简便廉验治

疗方法，爱民、便民的仁心仁术
思想，不仅惠及当时的百姓，更
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精髓，
泽被后世。葛洪秉承“自然、生
命、和谐、发展”的社会伦理和
宗旨，对当下而言，意义依然重
大。而今，罗浮山下，南药种植
已经颇具规模。惠州全力扶持
中医药制药研发企业做大做
强。全市中医药生产企业有
16 家，规上中药（包括中成药
生产和中药饮片加工）企业 6
家。罗浮灵药，已经成为提振
惠州经济的重要动力。

第八届中医科学大会于
博罗县罗浮洞天会议中心举
行。大会主题是“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与中医药的担当”，搭
建中西医国际交流平台，促进
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助力健康
中国建设。

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
来，罗浮灵药必将为更多人带
来福祉。

狗尾草喜欢和青蒿、水
蓼、芦荻一起，簇拥在水塘边，
成为水塘精致的花边。渔人的
小木船染一身水绿，泊在一阕
清丽婉约的宋词里。

狗尾草，绒穗如蛾眉，低眉
人间，俯伏大地，却有稚心童
颜。饱满的穗，密布的芒，如低
眉女子，静处荒凉，抵挡萧瑟冷
寂。

阡陌圩堤旁、老村院墙上、
古街瓦砾间，狗尾草摇曳着纤
弱身姿，沾着腥红霞光，划出道
道弧线，光影闪烁，令人炫目。
天空浩阔，秋光浩荡，雁群南
飞，背景辽阔而高朗，脑中顿现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
高楼”的诗句。

夕阳下的狗尾草，最具诗
性的唯美，光影的变幻，幽蓝的
天幕，柔软的身姿，力与美的组
合，苍凉与贫瘠，孤独与悲悯，
动人心魄。

狗 尾 似 的 穗 子 ，映 着 灿
黄暖阳，有种蛋糕般的绵软
与甜香。细细茸毛，抱团取
暖，娇羞而神圣，好似失意文
人 的 冰 凉 诗 词 。 枯 白 的 尾
穗，随风起舞，丝绸般滑腻，
起伏曲线令人陶醉和沉溺。
尾穗的花白，如微茫的天色，
苍凉而温暖。

轻霜敷地，狗尾草们褪下
青春华年的葳蕤装饰。长长的
尾穗，如道家的拂尘，是仙子遗
留的胸饰。清朗的线条，如闺
阁仕女的工笔花鸟。成熟的狗
尾草弯腰私语，大气豪爽。遗
世独立，将野地的清苦和宁静，
浓缩成亘古的沉默。

涉足乡野阡陌，最喜蹲身
凝望狗尾草在地平线上轻舞。
冷风飒飒，狗尾草叶鞘茎秆干
枯柔韧，尾穗亮白，旁逸斜出，
天老地荒，如入太虚幻境。月
下狗尾草，营造空灵意境。天
地恍如一枚巨大的琥珀，有旷
古的幽寂。

我喜欢咀嚼一茎狗尾草，
吮吸地脉深处的清香。我们张
开双臂，搅动浓稠夕光。远处
村落如散落大地的倭瓜。长空
秋雁洒下，一路盎然的意趣，乡
愁和惆怅猝然而起。

霜霰敷地的清晨，天色纯
青如宋瓷。尾穗爬满乡愁，泛
着清霜的泠泠之光，忧伤而唯
美。经霜后，凤凰涅槃，像一个
人，变得内敛温润。和芦荻、水
蓼一起，缀了蕾丝花边，如得道
高僧，矍铄且清醒。

《诗经》最早描写狗尾草：
“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
远人，劳心忉忉”“芃芃麦苗，
不稂不莠”。“莠”即狗尾草，
喻绵延不绝的思念。思念亲
人早归，一起男耕女织，晴耕
雨读。

拜访一文友，室内古朴茶
桌旁，一青花瓷瓶斜插几株狗
尾草，花瓶小巧精致，清供狗尾
草，洋溢乡野清趣。

小 城 一 画 家 ，喜 画 狗 尾
草。天地鸿蒙，狗尾草的苍黄
枯淡，是时间的坚挺，岁月的幽
黄。

狗尾草颇受摄影家青睐。
逆光拍摄营造空间感，霞光飞
溅，色调温馨。尾穗呈现参差
不齐的高低效果，有穿透时空
的力量。

狗尾草像村姑一样，灵动
娇娆，属于乡村，生于斯，长于
斯，凝聚着恒远的乡土情感，凝
聚着乡村所有的欢乐和忧伤。

狗尾草婉约低调，淡定自
若，从脚边逶迤到地平线。一
如家乡的父老乡亲，活得汪洋
恣肆，散溢出一份苍凉的厚重
质感。

狗尾草结实的草籽，闪烁
雄性的光芒，像极成年男子，风
神俊朗。凝望一株狗尾草，尘
滓澄雪，安稳妥帖，守一份淡
然，伴一缕乡愁，日子诗意而从
容、清明而恬然。

漂洋过海，从北京来到澳
大利亚悉尼，完全是为了你。

我们这一代人，干事情认
真，无论做什么，在任何环节
上都不想有一点儿敷衍。尤其
对你，我的小孙女，更是全身
心投入，以至于疲惫不堪。

从你的眼神儿里，我知道，
困意正在亲吻你。你长长的睫
毛缓缓落下，又掀起，掀起，又
落下。那一刻，我便大气不敢
出了，走路的脚步放缓放轻
了，右臂环绕在你身后，左臂
沿着你的后背向上轻轻移动，
弯曲成一个舒适的枕头，准备
迎接你入睡。

你明明睡着了，却好似还
醒着，只要放在床上，你便哭
闹，抱起，又入睡。为了让你
睡得时间长一些，睡到自然
醒，我就那么小心翼翼地抱
着你。十分钟，二十分钟，半
小时，一小时……自然界刮风
的声音、鸟叫的声音、人为弄
出的一切响动，只要是有可
能惊扰你的动静，我都给予
敌视。

抱着你坐久了，腰酸了，背
痛了，胳膊麻了，双手肿胀了，
握拳感觉费力了，浑身难受，
没有一处是放松的。我实在坚
持不住了，极想放下你。你熟
睡的小脸粉嘟嘟的，在我臂弯
里绽放，一会儿浅笑，一会儿
皱眉，不知你游荡在怎样的梦
境里。我犹豫着，放？还是不
放？最终，还是不忍放下。心
里念叨着：睡吧，孩子，多睡一
会儿是一会儿，充足的睡眠，
有利于你健康成长。你吃得
少，我着急、心疼，却束手无
策，能让你多睡会儿，我愿意
忍受着浑身的疼痛。

这时候的时间，好似行走
在钢丝绳上，是高悬在空中
的，是紧绷绷的。

你睡足了，睁开眼睛，不哭
也不闹，喜滋滋的，冲我咧嘴
乐。你的笑，化解了我周身的
疲劳。

唱歌的玩具车，你一遍又
一遍地按着，让其发出不同的
音响，你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伸臂，踢腿，转圈，小手灵活地
压腕儿翻腕儿，你的举手投
足，是人类最美妙的形体语
言。

这时候的时间，是轻松欢
快的，是迷人陶醉的。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姥爷，姥姥……亲人的称呼，被
你铜铃一样的声音第一次叫出
来。那普普通通的汉字，好像
被绣上银线，镶了金边，变得
生动了，漂亮了，焕发出勃勃
生机，成为亲人心目中最美妙
的声音，让人欣喜，让人激动，
让人兴奋。

这时候的时间，是用蜜汁
和玫瑰花瓣搅拌而成的。

能再次陪伴一个魅力四射

的小生命，在你最可爱的时间
段，见证你点滴的进步和成
长，是我的幸福。

小小的你，有时候任性起
来，是很气人的。比如给你穿
鞋或穿衣服，你不乐意，不但
不配合，还打着挺儿哭，闭着
眼睛哭，甚至躺在地上不起
来。怎么哄，都无济于事，讲
道理，一点儿不管用。智慧的
大人在不会说话的你面前，无
计可施，真想对你挥挥怒气的
巴掌。然而，每一次面对不听
话的你，举起的手总是无力地
放下，拍在自己腿上，叹息一
声，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懂事
啊？！

这时候的时间是闹心的，
是烦躁不安的。

你生病了，咳嗽呕吐，小脸
通红，泪流满面。带你去看医
生，喂水喂药，细心照料。体
温表指向 39 度的数字像一把
利剑，刺疼了全家人的心。你
生病后的哭声，在撕扯我们的
每一根神经。我们焦虑、着
急、郁闷、上火，深深感受到了
育儿的艰辛。

这时候的时间是痛苦的、
煎熬的，好似行走在火焰山
里。

也许因为年龄的缘故，养
育你爸爸的时候，没觉得有这
么累，如今照看你，时常感觉
力不从心。一天下来，腰酸背
疼，只想赶快躺下、歇息。看
护隔辈人，比看护自己的孩
子 ，责 任 更 重 大 ，身 心 更 疲
惫。养育一个小生命，实在是
太不容易了。

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婴儿，
一个又一个盛开的小生命，都
是被长辈用心哺育、看护、照
料长大的。养育新生命是一项
费心费力的耗时工程。我对参
与实施这项既平凡又伟大的工
程的所有人，心存敬意。

随着你一天天长大，育儿
阶段发生的事情，将会渐行渐
远，育儿过程中的许多烦忧，
将会逐渐淡忘。

这时候的时间，是一把筛
子，滤掉了所有艰辛和苦恼，
唯有那一幕幕甜美瞬间，像
精心挑选过的靓照，镶嵌在
心底的镜框里。在以后的日
子里，慢慢地翻阅、回味、咀
嚼、享受。

时 光 ，不 紧 不 慢 地 ，一
刻，一时，一天，一月，一年地
走着，走着。是你的诞生，赋
予了时间更多的色彩。不光
时间因你而变，因你而变的，
还有很多，包括我。目睹一个
鲜活的新生命在眼前欢蹦乱
跳，你的童真把我心中的暮气
扫去不少，与此同时，注入许
多鲜活的生机。你的出现，为
我的生活增添了一抹浓重的
色彩，我生活中的风景，因你
变得摇曳多姿。

你低着头不说话

红霞飞上脸颊

粉色毛衣的线头开了

你攥在手心里

反复揉捏

你抬眼偷看的那个神情

被久候的谁的目光捕获

揣度了很多年

你在他心里投下的涟漪

后来在岁月中

汹涌成了故事

那时年少的你

在想什么

别总让这世界瞎猜

好在

当岁月也老去的时候

你依然青春如诗

那里至今还在传说

关于你，以及你年少时的

那些故事

并且在不经意间

你无可逃避地成了

当初那个少年

回味一生的诗意

瑰丽灵秀、气象万千的
罗浮山下，美丽的沙河如玉
带环绕，在一片莞草芦苇丛
生的湿地间，一栋栋明清时
期广府古民居依地势而建，
层层递进，错落有致，形成
了一座坐北朝南、背山面水
的古村落，其名为鹤溪村，
位于博罗县龙华镇。

古村落的房屋大多建
于清代，以花岗岩做墙基，
以麻石条或红砂岩做门框，
青砖到顶，巷横街的地面多
为花岗岩石铺砌，彰显出历
史的沧桑与厚重。

长长的石阶码头，仍可
寻见村落旧时的繁华。关
氏家庙坪地前，竖立着两座
象征功名的旗杆石，旗杆石
用麻石砌筑，为“墩上加碑，
碑上加狮”的三层结构华表
碑座，碑座上竖有两块石
碑，碑正中刻着“钦命福建
汀总镇府，旨赏戴花翎。清
同治七年关镇国立”字样，
每块石碑上各有一只工艺
精美的石狮子。在古代，鹤
溪村的学子考取了功名，就
可以在祠堂门前立一根旗
杆，在旗杆石上刻上其取得
的功名。

家庙前两只大石狮趴
在石墩上，庙门上贴着硕大
的红对联——“德膺厚福，
义乐长春”，横批“紫气东
来”。一、二进之间的天井
还保留有一口古井，三进大
厅前檐下挂有“德义堂”匾，
后墙前设神龛、神案。

关氏家庙周边的草丛
中散落着数块青石条，其中
有一块上面刻着“永昌书

室”，据说是光绪年间的文
物。

每年大年初一，鹤溪村
有以庆贺“添丁”的上灯习
俗。在惠州方言里，“灯”通

“丁”，即把生男孩称为“添
丁”，谐音“添灯”。年初一
天还未亮，鹤溪村关氏家庙
门口便敲锣打鼓，鞭炮齐
鸣。上一年添丁的人家，每
人戴上黑色的礼帽，扛着缠
着红布条的长竹竿，上面缠
绕着长长的鞭炮。灯头公
们每人拿两条黑皮甘蔗和
一扎葱蒜芹菜，葱蒜芹菜则
绑在甘蔗和竹竿上，寓意生
活甜蜜、多子多孙、步步高
升、长长久久。然后，他们
扛着甘蔗，抬着花灯返回鹤
溪村，把花灯抬进祠堂。外
出的乡贤蜂拥而归，村民在
祠堂聚餐，喜庆气氛洋溢在
鹤溪村每一个角落。

往前二十余步，便是愈
南公家庙。愈南公家庙规
模宏大，建筑精美，红墙绿
瓦，仿清代皇宫形式而建，
中间为正门，两边各有一侧
门，门框全用红砂岩石条垒
成，屋檐重叠，状如牌坊。
门楼石雕上雕刻着持有花
瓶和如意的人物，寓意平安
如意，檐雕中有梅、兰等植
物，还有一些瑞兽，雕艺细
腻精湛。经历百余年的风
雨侵蚀，木雕的人物画面依
然栩栩如生。

花鱼鸟兽人物雕刻精
妙绝伦。由翰林院士凌云
题撰的“愈南公家庙”（浮
雕）石匾镶嵌在大门正中，
石匾之上，还有一块红砂石

匾，上书“诰命”（阴雕）两个
篆体大字。

正门墙上高高悬挂着
三个红底金字的牌匾，依稀
可见昔日的荣耀。进庙第
一进的庭院中，两棵百岁鸡
蛋花树喜迎来宾，通过愈南
公家庙简介的碑文，便可了
解关镇国的生平。关镇国，
鹤溪村人，在抗击外夷入侵
中英勇善战，屡获军功，经
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补汀
州镇总兵。1876年，移镇漳
州，署理福建提督。其弟关
镇邦在抗击外来入侵中，不
幸战死沙场。关镇国生前
破敌无数、战功显赫，深受
器重，故在同治初年“诰命”
修建愈南公家庙，以赏关镇
国兄弟。

古村落的第五排，有
一排改建的仓库，唯有东
南 朝 向 的 三 开 间 门 楼 依
旧，大门的门柱由花岗岩
构 成 ，青 砖 清 水 墙 ，碌 筒
瓦，绿琉璃滴水，设花岗岩
塾台，檐柱为花岗岩方柱，
立于塾台上。檐廊驼墩斗
栱等木构件皆有精细的人
物、花 草 雕 刻 ，层 层 的 檐
角，附有众多雕梁画栋，据
传书院门楼上原挂有“钓
鳌书院”的匾牌。清宣统
年间，关氏后人将书院改
建为丙一祠，后改作鹤溪
中心小学，然后改为大队
仓库，内部有很大改动。

在断壁残垣、历史的锦
灰堆中，从残破的门楼中
也能从中领略到当年钓鳌
书院的气派，可见当时的
盛况。

据民国《博罗县志》载：
“钓鳌书院：在罗公圩，今宁
和圩之西里许，鹤溪学校附
近。即豫章书院，豫章先生
读书处，有钓鳌石。”

1093年，苏东坡远贬惠
州，曾写下“罗浮山下四时
春”的诗句。

39年后，年过花甲的大
儒“特科进士”罗从彦来到
罗浮山，到广东惠州博罗县
任主簿。

由于罗从彦在道学中
有很高的地位，太守周侯绾
授命他选择瑰丽灵秀、气象
万千的罗浮山建钓鳌书院
讲学，培养学生，将道学传
入惠州。1132年，罗从彦寻
遍博罗县境，终在罗浮山
下、东江支流沙河河畔，创
建惠州历史上第一个书院

“钓鳌书院”。罗从彦在此
静坐深思，著书立说，开坛
讲学，设席授徒。

罗从彦是著名理学家
杨时的高足，又曾问道于
程颐，是宋代理学“道南学
派”的代表人物。莘莘学
子 慕 名 而 来 。 在 钓 鳌 书
院，罗从彦把学术研究和
教书育人紧密结合起来，
编撰《议论要语》，作为授
课的主要内容，要求学生
熟读记诵。在这里，罗从
彦修改完成了他一生中最
重 要 的 理 学 著 作——《圣
宋遵尧录》。

罗从彦对个人修养有
“严毅清苦”的明确标准：
“严”，高标准、严要求，若标
准不高，志向不大，对自己
要求不严，成才从何谈起。

“毅”，坚定不移的毅力，是
个 人 成 才 的 重 要 条 件 。

“清”，清清白白做人，耐得
寂寞，亦是人才成长所必备
的个人修养。“苦”，“吃得苦
中苦，方为人上人”，舒舒服
服成才，那是不可能的。

罗从彦汲取“二程”理
学体系精华并发扬光大，嫡
传至李侗，再由李侗传至朱
熹，从而形成了“周敦颐－
二程－杨时－罗从彦－李
桐－朱熹”的闽学一派，对
中国宋代以来的思想发展
和文化创造产生了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

宋朝礼部祭文称他“上
传伊洛，下授延平，斯文一
脉，万古是师”，为纪念罗从
彦教化之功德，于罗浮山黄
龙洞建豫章书院。1247年，
宋理宗下诏赐罗从彦谥号

“文质”。
1540年，惠州当地官府

应历任南京吏、礼、兵三部
尚书的湛若水之请，在罗浮
山黄龙洞建“四贤祠”，祀周
敦颐、罗从彦、李侗、湛若水
的恩师陈献章等四位道学
大师。

康熙两次题匾褒奖罗
从彦，1706 年题赠“奥学清
节”，1719 年题赠“章水文
渊”。

“千载讲堂人仰止，时
从四百望崚嶒”。抚摸着
门楼，感受着湮没在古村
落里的千年书院的当年盛
况，感叹着沧海桑田，我对
在惠州罗浮山创辟书院讲
学的先辈罗从彦充满无限
景仰。

山村秀色 □李海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