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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为基、糯米作浆，一层一层夯土而
起的城墙，虽已残破不全，但仍坚硬、厚实、
高大，尤其那斜坡式缓缓而上的马道，宽阔
笔直，雄风犹存，让人撘眼一望就能想见这
坚壁与秦岭相配的威武风度。 然而，正拍摄
着老城墙的我，却因城墙根下、城池西部的
一大片房基遗址而见异思迁了！

这不是太乙书院吗？
打开《宁陕厅志 》，查看 《厅治图 》，按图

索骥，立马认定：这就是当年享誉秦岭南北、
闻名三秦大地的太乙书院！

我是专程到秦岭南坡来探访宁陕厅城
的，没想到这个城郭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地
方不是官府，而是大乙书院。

在这个正门向东， 临着长安河而建，周
长只有 1518 米的椭圆形城堡里，正中那一块
地建着当时宁陕厅的厅署、把总署两大军政
机构， 东门和北门边建有文昌阁和文庙，南
边有几家商铺，而西边这片占三分之一面积
的则是太乙书院。

这西边的位置， 可是有着大讲究的：首
先是依山面水，即前有财源，后有靠山；其次
是没开城门，不仅安全，而且清静。 按说，如
此宝地，应属官府，何以建为书院呢？

请先聆听历史老人给我们讲述宁陕县
的行政建制经过：清乾隆四十八年，即 1783
年，为治秦岭南北匪患，确保省城安宁，朝廷
划长安、周至、洋县、石泉、镇安五县边境，置
五郎厅，直隶于省。 首任通判叶潞，是个来自
浙江仁和的书生， 哪见过这么高的大山、这
么深的森林！ 当他牵着毛驴，吭哧吭哧地翻
过秦岭，越过山岚雾障，爬山踄水到达省府
指定的厅治五郎关，看着荒无人烟的一片河
滩地、野兽出没的两面大山坡，叹息一声“只
身难为”，便折转身去，来到头天借宿的焦家
堡，在这民居暂设厅署。 四十九年（1784），他
才将厅治迁至老城村的临时建筑。 嘉庆五年
（1800）， 五郎厅改名宁陕厅 。 嘉庆十一年
（1806），宁陕兵变，厅署被毁。 十三年（1808）
厅署迁入位于关口的兵署。十八年（1813），修
筑厅署城垣，工程告竣后厅治迁回老城。 民

国二年（1913 年），宁陕改厅为县，县署仍在
老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驻扎于五郎关
关口的黄州会馆，便在关口一带形成新城，即
今日的宁陕县城。

诸位再看《宁陕厅志》所记“城郭”建设历
史：“厅治乾隆四十八年建设，旧无城垣。嘉庆
三年，贼匪滋扰，署通判左观澜劝厅民捐筑土
堡，资捍卫者八载。十一年七月，老关口兵变，
毁厅署及城内民房一空，土堡坍塌。 十六年，
同知胡晋康请帑建修，十七年兴工，十九年报
竣。 ”

现在请看《宁陕厅志》所记的“书院”建成
史：“太乙书院， 在厅城内西北。 乾隆五十三
年，署通判陈明义捐置居民鲁姓房十三间，在
今书院西。嘉庆二年，署通判左观澜于东又新
建正厅五楹，前厅五楹，厢房六间，讲亭一座，
牌楼一座。 ”

此处所记陈明义首建书院时间存疑，因
为，《宁陕厅志》之《人物志》载，陈明义署五郎
厅通判为乾隆五十九年。但这两个年份，无论
哪年，都能充分说明：大乙书院创建时，官府
只是一座没有围墙的临时建筑； 而在官方筑
城墙、建城堡，重新规划建设城郭时，不仅没
让书院让位，而且在其东边为其大兴土木，增
扩设施，还将周边土地划其使用，使其面积大
出官府两倍；并且，这庞大的书院早于官府两
年而建成。

大乙书院能够得到官方的如此重视，源
于两位厅署通判的倾情给力。那时的五郎厅，
为清代在新创行政区域的政权设置， 初时直
隶于省，与州府平级，长官为通判；后期隶属
于州府，与县平级，长官为同知。陈明义、左观
澜二人出生于江浙发达地区，一为监生，一为
举人，均系学成为仕的青年才俊，均有“为官
一任，造福一方”之鸿大志向，故而重视育人。
为建太乙书院，他俩不仅亲自踏勘、划地，而
且在运筹兴建上均有捐款出资。 陈明义在规
划城郭时，一眼看准街中的上好位置，就大手
一挥，出钱买下。 然而，他所掏俸禄购买的街
道地基，是为太乙书院捐建“义房”：每年房
租，归于书院收用。 左观澜兴建城池时，不仅

推出“把最好的地方用来办学”的理念，而且
为书院捐款扩容，大兴土木，且定下了官府应
为书院置书籍、添设备的规矩，被后继者奉为
典范，热情追捧。

正因为官府的高度重视， 太乙书院才有
了最佳的办学环境， 并在办学条件上得到了
充分的保障。 我们从现存于宁陕县城隍庙的
石碑上看到：“乾隆五十三年，署通判陈明义，
捐置北关街基一处。 道光三年， 署同知吴承
烈，劝捐买田地三处。每岁收租，为山长束脩、
生童膏火之需。 ”

这里的“山长”指书院主持人，也是才高
八斗的主讲者；“生童”， 指学院的学习人员，
意即学员；“束脩”，也叫束修，为十条干肉，古
指酬礼，此处意指教师酬金；“膏火”，指学生
的津贴费用。 你看，有了这么好的物质基础，
书院的日常用度自然不在话下。

时在道光三年， 江苏武进举人吴承烈赴
任宁陕厅同知，上任伊始就为太乙书院倡捐，
而且为了定制度、立规章，亲写《劝捐太乙书
院膏火碑记》，即功德碑的序言。 他一起笔即
写道：“书院之设，所以崇文教而育英才，敦士
习而成风俗也。”开宗明义，为书院确立地位，
以利民众“提高认识”。 接着又阐明了募捐用
途：“查书院作养人才，必须建学舍以资肆业，
设膏膳以给养赡，储经史以备参稽，延名师以
勒训迪。 ”如此明了，以明人心。

当这些长官把“为官一任，兴教一方”的
执政理念铭刻于石碑与人时，大地证明：那时
的大乙书院，在人称“深山野林”的宁陕县，被
推到了“以文化人、育人兴县”的显赫地位。同
时，我们从《宁陕厅志》等相关史料发现，书院
主持在当地威望很高。道光九年，宁陕厅同知
林一铭主持纂修《宁陕厅志》，作序之事，不请
上司或达官要人， 而请太乙书院主讲杨墀书
写，便在官场、民间传为美谈。 而文品人品俱
佳的杨墀，也常是穿着长袍马褂出入官府，共
商要事， 且是节庆宴席上能与厅官平起平坐
的文人。

历任厅官如此重视太乙书院， 他们有何
期许呢？左观澜赴任当年，在兴建城郭之时就

大规模扩建太乙书院， 其所书 《太乙书院碑
记》，就是最好的回答。 碑文精短，全录于此：

“书院之以太乙名者， 厅之北有太乙山，
与豹林谷相近， 即摩诘终南山诗所云：‘太乙
近天都’是也。 山之名奚取于太乙，其以山秀
而耸，上矗云霄，与太乙老人星应未可知也。
书院为诸生读书而设， 以厅之山， 额厅之书
院，而并与刘向校书、天禄老人星燃藜照读之
义有足比附。 诸生肄业其间，果能顾名思义，
争自奋发，百尺楼头，三更漏下，囊萤映雪，横
经呫哔，安知藜光煜煜，不复从天而下也。 以
太乙名之，其属望于诸生者，意深远矣，诸生
勉乎哉！ ”

左观澜文中的刘向校书、燃藜照读、囊萤
映雪、横经呫哔、藜光煜煜，都是积极向上、刻
苦学习的励志故事。 所引的“太乙近天都”诗
句，则出自王维名诗《终南山》：“太乙近天都，
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是说
终南山（秦岭）的高峰太乙山高耸天庭，山脉
绵长，云雾缭绕，景色优美。 由此可见，借“太
乙”山名来命名书院，既是办院宗旨上的目标
高远，又希望育出栋梁之材，更期盼学子树雄
心、立大志、理想宏阔、发奋图强。 故而，其结
尾则为“以太乙名之，其属望于诸生者，意深
远矣，诸生勉乎哉！ ”

看到此时，我更明白：正因为志存高远，
太乙书院才被官府寄予厚望， 从而受到了官
方的高度重视、民间的大力支持，成为宁陕众
望所归的人才摇篮。 由此，我进一步理解：宁
陕县之所以能在全国率先实施普及十二年
（高中）义务教育战略，只因有这源远流长的
兴文重教之风！

如今的宁陕厅城， 虽在岁月的风云变幻
中成了故事，但这高大的残墙作为文物，依然
护卫着遗址上的一城传奇、满城文史。

太阳照在遗址的青石之上， 折射出了回
望苍天的金色光芒。 我在这已无片瓦的厅城
里， 庄严肃穆地仰望着晴空， 仰望着太乙书
院，仰望着那些尊重知识的智者、志存高远的
先贤。

朋友在一家企业当司机 ，全
国各地跑， 最近来电话说他从长
沙回安康休假， 返回时我们可以
乘他的车一同去长沙， 他可以陪
我们在长沙转转， 于是踏上了去
长沙的旅程。

到达长沙后， 直接去了五一
广场。 酒店的女服务员很健谈，一
面办理入住手续， 一面与我们攀
谈，当得知我们是从陕西来时，她
赞扬说， 陕西是个好地方， 有黄
河、有华山、有兵马俑、有法门寺，
可惜我还没有去过。 不过，你们到
了湖南，湖南有三个人，你们一定
要知道的。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她说，一个完人是曾国藩，一个伟
人是毛泽东，一个好人是雷锋。 她
开心地笑着说，我们湖南人，都是
活雷锋，欢迎你们来到长沙，愿你
们玩得开心。

人说，湖南人热情好客，风趣
幽默， 我刚到长沙， 就深深信服
了。

秋季，特别是深秋，是长沙最
佳的旅游时间，可赏独立寒秋，湘
江北去的橘子洲头， 可赏霜叶红
于二月花的岳麓山。

稍事休息后， 便乘坐地铁奔
着橘子洲去了。这个位于湘江的一个长条形小岛，因毛主
席青年时期写的一首词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圣地。

橘子洲面积不小，湘水环绕，步道整洁，绿树成荫，碑
石雕刻，非常漂亮。橘子洲是文化的天堂，它从远古走来，
岸边可以系舟、垂钓，洲上可以漫游、结庐。 许多文人雅
士，留下锦绣文字。 它又充满现代美感，大桥和地铁的建
成，结束了行人呼舟的历史。

站在橘子洲头，感受到湘江的博大胸怀。位于橘子洲
头的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 高大飘逸， 吸引游人驻足瞻
仰，是长沙最具代表性的地标性建筑之一，是游客到橘子
洲的必去景点，大家在此追忆一代伟人的革命风采。

岳麓山也是各地游客来长沙的首选目的地。 岳麓山
的秋天，从江边到林间，一路绵延着金黄、鲜红的树叶，让
整座山都披上了艳丽的秋装。漫步其中，犹如置身彩绘的
画中，微风轻轻地拂过，树叶婆娑，阳光透过树隙，洒下一
片柔和。

山脚下的岳麓书院是中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建
于北宋，历时千年。附近有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学府。漫
步在长廊、树林和池塘边，时间很慢。 我真想在这麓山的
秋色中，携一壶老酒，与君对饮在爱晚亭上，看层林尽染，
揽诗入怀。

爱晚亭三面环山，恰是深秋，枫叶红了，远上寒山石
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
花。 杜牧的《山行》让爱晚亭名噪华夏。

在爱晚亭上，找一处地方小憩，对面坐着的妻，一面
挮给我茶水，一面整理着她的包。看着她已经有些花白的
头发和略显疲倦的神情，忽然想起了二十岁的她，那时的
她青春年少，光阴流转，不觉我们已经年老。 在这爱晚亭
上，林鸟间鸣，微风拂衣，看着爱晚二字，一面感觉些许温
暖，一面感觉些许伤感。

由爱晚亭拾级而上，蜿蜒古道，曲径通幽，经过努力，
终登顶峰。 在云麓宫里的望湘亭，可以看到湘江北去，橘
子洲头的景象，也可以看到满山红枫。 山河秋深，岁月向
晚，半是斑斓，半是清欢。 岳麓之美，美在文脉绵延，美在
风情万种。

长沙有风景独秀的岳麓山，有水洲相拥的湘江，有千
年学府岳麓书院，有世界奇迹马王堆汉墓。长沙既是历史
古城，也是时尚之都，美食之城，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飘香
的美食，不论你是喜欢探寻历史，还是崇尚青春奔放，都
能使你满意。

在五一大道附近的太平街， 长沙城中最完整的古街
道，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每一块砖瓦，每一扇窗棂
都见证着过往的繁荣。不过最重要的是这里的美食，行走
其间， 看到满街的烟火气， 各种小吃和特色美食都能见
到，确实是一种享受。 长沙小吃、臭豆腐、糖油粑粑、口味
虾都是美味。 湘菜，油重色浓，以酸、辣、香、鲜见长。

长沙人也是火辣辣的热情， 夜晚的五一广场步行街
人山人海，因为人太多，这里的十字路口，发明了由武警
手挽手组成人墙，疏导人潮通过斑马线的方法，这也算是
长沙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

夜渐渐深了，但步行街依然灯火通明，我和妻从人流
中挤出来，在返回宾馆的途中，看见很多人在一家店前买
东西，排了好长的队。走近一看是一间奶茶店，门楣上“茶
颜悦色”四个字分外吸引人。 忽然想起，五一广场已见过
好几处。 我们也要了两杯，价格还不便宜，原来是以茶饮
和甜品组成的奶茶饮品，也许是我们不够时髦，在老家还
真是没有见过，茶香奶香，味道独特，真的是茶颜悦色。

从白天到夜晚， 从橘子洲到岳麓山， 隔江是璀璨烟
火，满城是繁华灯光，一片欣欣向荣，一幅山水画卷。

美丽的长沙，还有香樟树和杜鹃花，还有化龙池和花
明楼，还有马王堆和走马楼，还
有天心古阁，白沙古井。更有古
今人物，灿若星河，人杰地灵，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不知怎的，一到长沙，我便
爱上了长沙。

父亲是一名能写一手好字的普通教
师，是一个平凡的持家农民，也是一个有
多种手艺的匠人。

父亲出生于 1944 年腊月，他是家中
长子。爷爷是没落小地主家族的少爷，除
了一脸的和气、满脸的谦逊、一生的热情
好客之外，并无别的生活技能，所以父亲
刚刚成人， 就担起了一家老小六口人的
责任。

初师毕业的他， 没有立即成为一名
光荣的人民教师， 为了一家人能度过那
艰难的饥饿岁月， 父亲用稚嫩的肩膀挑
着故乡特有的各类瓦罐窑货去往偏远的
村庄换粮食， 父亲总是星夜兼程把粮食
送回家，缠过小脚的奶奶总是扶着门槛，
抬目盼望着父亲归来的身影， 也等着父
亲担子里的粮食下锅。

后来因为村上的小学缺老师， 写得
一手好字， 又能说会算的父亲便在村里
当了民办教师，上课时间在校当老师，放
学后带着弟妹一起干农活， 晚上煤油灯
下批改作业， 父亲开始了一半教师一半
农民的生活。

父亲的认真和严厉在学校是出了名
的，他一直奉行严师出高徒，所以很多学
生喜欢他，又有点怕他，喜欢他的认真和
敬业，怕他的半米戒尺，长大后的学生后
来都很敬重和感激他， 感激学生时代父
亲的严厉让他们学会了很多。 父亲勤奋
好学，回家干农活，犁田耙地别人学习很
多次才能掌握窍门，父亲仔细观察，用心
揣摩，一两天就能上手劳作，很快就成为

内行。 微薄的工资难以支撑家中用度，为了节省开支，他又学会了很
多手艺：理发、张锣、补锅、木工、漆工、烧砖烧瓦等，这些技艺都是他
认真地看看别人怎么做，自己动脑筋琢磨，然后实践几次就学会了。
记得我们家的铝制烧水壶，一直用到我们完成大学的十几年时光；我
们的家具，从小木凳、椅子到餐桌一概都是父亲自己做的。直到现在，
母亲的头发都是父亲按时给理， 父亲晚年自己做的躺椅比买的还舒
服，家里上下三层楼的纱窗都是父亲自己动手换的，母亲说省了不少
钱。

有了我们兄妹后，父亲又多了一重身份：严父和慈父。 父亲心中
最大的事就是教育子女，培养儿女能够成才。 小时候到了夏天晚上，
经常把我们兄妹叫到院子外面讲励志的故事， 对我们取得成绩积极
鼓励，还对我们兄妹学习成绩好的及时奖励，让我们兄妹赶比超拼；
对我们犯的错误从来不马虎，要求必须立行立改。更重要的是生活无
论怎样拮据，他都会满足我们学习的需要，各类书籍和文具，他都想
办法买回来或借回来；开学的学费不够，父亲总是还旧账拉新账，保
证我们按时缴费，按时上学。 儿时没有玩具，父亲便动手给我们做木
手枪，扎彩船，做毽子，教我们下五子棋、跳棋、象棋，打乒乓等，让我
们的童年生活丰富多彩。 这也许就是我们兄妹三人在那个艰难岁月
都能从农村走出来又性格开朗的重要原因吧。

时光如梭， 转瞬父亲到了耄耋之年。 父亲的勤劳让我们望尘莫
及，父亲退休二十年来，家里门前屋后的一亩多地让他摆弄的不比菜
农差，让我们姊妹三家几乎不在市场买菜，吃的都是他亲手种的时令
新鲜蔬菜， 每到逢年过节或是周末， 父亲和母亲都准备好丰盛的菜
肴，让我们兄妹带着伴侣和孩子一起分享。

父亲的自律也是我们的榜样， 父亲每天早睡早起， 起床后做早
操、眼保健操，吃早餐，然后养花种菜，开始一天的忙碌，一年 365 天
从不间断。 他从来不参与打牌赌博的事，用他的话说，一生连半毛钱
都没赌过。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积极的心态，让他和母亲年近八十，依
然眼不花、耳不聋，思维缜密、步履轻健，让我们做儿女的受惠很多。
父亲也许有很多梦想，但为了家和孩子都舍弃了。我们谢家院子里最
有学问的三叔说，父亲如果潜心书法就能成为大家。 这话我们都信，
从我们记事起，院子里各家的春联多半都是他写的。

父亲马上八十岁了，兄妹中最小的我也近五十了，在父母眼里依
然是孩子， 他们总是想着操心我们和我们的孩子， 想着给我们做好
吃，想着种好果树等我们回去摘，想着怎么不给我们添麻烦，想着怎
么帮助我们，也总是叮嘱我们出门、开车要注意安全等等。

有一天，黄昏的阳光洒在父亲的身上，我离家时回头瞥见父亲头
上银白的发丝，突然醒悟父亲和母亲真的是老了，他们养我们小，该
我们陪他们老的岁月了。我在心里默默祝愿二老更加健康，一定多多
给我们一些子欲养，亲还在的日子。

癸卯孟冬，我与文友们一道乘车沿着
省“十大最美农村路”，前往岚皋石门镇横
溪古镇， 品鉴了移民新村复古的味道，体
验了风格别致的民俗村落，感受了冰雪覆
盖下千层河孟冬的恬静幽美，最后折返县
城，在岚皋湖轻歌曼舞的画舫中结束了这
次浪漫之旅。

这次采风活动， 我原本保持着一份
淡定，但经过石门至懒哨台的“全省最美
乡村旅游公路 ”， 看到同程摄影家通过
“长枪短炮”和无人机空中即时拍摄传递
的照片， 那笼罩在茫茫雪雾下九曲回肠
的黑色路基与林荫之上的雪景时， 震撼
不已。 这条前往千层河景区和巴山大草
原被奇山异水包围的乡村公路， 就是一
条赏景观天的林荫大道， 把岚皋浩瀚无
垠的自然景色，奉献给过往的行者，让置
身其中的游人， 享受着景不醉人人自醉
的景观大餐。

岚皋峦峰峻险，奇景众多，镶嵌在绿

水青山之中的村落，让这方灵山秀水，无
论是茶香四溢的春天、碧波清流的夏日，
还是橘红满山的秋季、绿色不枯的冬月，
处处是山水诗，寸寸是写意画。

我开始重启大脑中尘封的记忆，重现
无数次走过岚皋四季的样子，我心中春天
的岚皋,“青山不墨千秋画， 绿水无弦万古
琴。 ”站在河流之上，微风轻，桃花红、柳叶
新，春水暖。 天上的白云，在山顶流淌；远
山的绿色，在群山起伏；大树的枝叶，在风
中闪动。 金闪闪的新绿、娇滴滴的嫩绿、都
温柔着人们的视线，还有那隐藏在绿荫中
云朵般飘动的簇蔟红、簇蔟黄、簇蔟粉、簇
蔟紫，无比娇艳，无不惊喜着游人的目光，
让人流连忘返。

我心中夏日的岚皋，“绿遍山原白满
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在蓝天白云下，千
层河写意着一幅幅多彩多姿的画卷。 映入
眼里的或墨绿，或青翠，或斑斓，层次极尽
展现。 它满满地吸纳着烈烈的阳光，悠悠

地呼吐出纯纯的气息，让人在碧绿的清水
庇护中，神清气爽，尽享清凉。 云顶的午
后，雷声击打着笑语，千层河绚丽的飞练、
倒影的蓝天、缥缈云雾和烂漫山花，在漫
山遍野的鸟儿、鱼儿、虫儿的追逐嬉戏中，
勾勒出盛夏的灿烂， 令人无限追忆和畅
想。

我心中秋天的岚皋，“山明水净夜来
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巴山大草原天空瓦
蓝瓦蓝，洁净得好像透明的蓝宝石，阳光
温馨恬静，秋风和煦轻柔，天朗气清，飘逸
悠扬。 草甸的树上、地上，山上几乎变成了
彩色的世界。 银杏吐黄多斑斓，枫叶傲红
似云锦，花草婉约如少女，野果飘香胜脂
胭。 红、黄、绿、紫……犹如姑娘们的七彩
服装，在秋日中美不胜收。 一阵秋风，原野
上点缀的灌木落叶像蝴蝶一般翩翩起舞，
慢慢地为草地铺上了一层彩色的花环。 径
流汇集的神田，再现了“一道残阳铺水中 ,
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天然画面，让人凝思，

只能欣赏，不能触碰。
我心中冬天的岚皋，“千峰笋石千株

玉，万树松萝万朵云。 ”南宫山为人们带来
了一个洁白的世界，雪花从一望无际的天
空中婀娜地飘落到山顶，纷纷扬扬，潇潇
洒洒，似银如玉，给巍巍主峰戴上了一顶
顶金光灿烂的桂冠，让背阳的长坡挂满了
一条条洁白如玉的飘带。 朱峰下的庙宇，
在银光中陶醉，如明月轻洒，梨花在寒冬
中绽放，如国画浸染，冰凌在树枝上发光，
如皓空星光，整个世界都踏进了雪国的浪
漫。

我不仅激动于岚皋的山水，更激动于
岚皋山水中的独特资源，这才是岚皋最核
心的风景。 走进岚皋，便走进了最美乡村
公路导引的最美乡村；走进岚皋，便走进
了天然氧吧的养生之地；走进岚皋，便走
进了巴人文化的狂野之城； 走进岚皋，便
走进了精美香甜的美食之家。

仰望太乙书院
市直 李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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