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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爱杀招贤酒
王春国

一曲夜莺，泌心润肺，涤荡灵魂；一句
“一生爱杀招贤酒”诠释了人在负重前行
时，像一只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在天
空中翱翔。

杨万里，一生无数次路过常山，食宿
招贤古街市，都因招贤酒酣畅淋漓时，获
得其人生幸福与满足。只有这招贤酒，使
其释放人生旅途的负重与不快。

“一生爱杀招贤酒”是他发自心底的、
肺腑的、由衷的感叹。无论是从其家境，
还是仕途朝廷分析，走南闯北，什么样的
酒，未曾尝过、喝过、醉过，唯独招贤酒让
其一生爱杀。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
斋，江西吉州吉水人。这位生在靖康之乱
世的伟大诗人，在宋高宗绍兴24年，即公
元1154年登进士，步入仕途，曾任太常博
士、东宫侍读，书少监等职。在南宋诗坛
成为“中兴四大家”，亦称“南宋四大家”之
一，其诗风轻快，生动风趣，被称为“诚斋
体”，著有《诚斋集》《宋史》卷四三之有传。

常山是杨万里家国间的重要驿站，每
每朝廷与家的往返，常山一定是其人生最
为快悦的一段。他的赋诗抒怀于常山几
十首，可谓能在常山的把酒言欢，食宿招
贤古街市，是其关键的动力所在与使然。

招贤，这在唐朝兴盛起的一域古渡
口，并形成的渡口古商埠街市，乃钱塘江
南源头，影响力久远的华夏东南地那条万
里驿道上的驿站地。

公元674年，唐朝迈向开元盛世之
际，常山重新建县，将县治设在常山乡招
贤下方三里的一域风水地，并以当时的常

山乡名，取县名“常山县”。这时的常山乡
招贤渡口，更显其地位的重要，既为交通
枢纽，又给予了招贤渡口商埠街市之繁
荣，被人们誉之为“招贤市”。

县治的设置，招贤市及招贤渡口几乎
成了常山县衙的对外港口，虽说是钱塘江
内陆，在那陆路不发达的古代，招贤已不
是一般般的乡，千张帆万盏灯，就是其港
域的写照。

招贤街门外的水域，自然不是今天所
见的一条河流，那是一域开阔的类似湖泊
的水域。招贤与对面樊家滩的水域形成
了滩头水急，就如杨万里的诗之描写。如
今所见的樊家滩已成柚园地，那是芳村溪
水的冲积，与后天人为改造治理的结果。

古时的招贤街门外，船帆扬风那是一
道风景，班船、货船在招贤，既途中的驿站
地，也相当部分的起始地与终点地。因
为，大船上滩头很艰难，所以，航运史上所
表现的钱塘江航道上游就出现华埠、璞石
埠、辉埠、上埠、县城紫港埠、潭埠、杨家
埠，招贤埠出现大小不一样的船只抵达那
一级埠头。

就是这样，招贤渡口，客自远方来又
向远方去，成了水陆中转地。山货自山中
来，顺水去向钱塘江、大运河及萧绍甬。
商（盐）货又自钱塘江来，在常山港的各港
埠码头上岸，由古道给予分陆路走向大山
及更远。

熙熙攘攘的招贤古渡，商贾云集成了
其典型的古韵底色。但凡文人墨客途经
之地，既为人在旅途中的驿站地，又为心
灵上的或情趣上的释放之地。

杨万里就是其中一位，很是熟悉招贤
古渡、招贤古街市。他那一生爱杀招贤
酒，酒曾为我消诗愁，都充分印证了众多
诗人文人给予招贤心灵驿站地的认可。
招贤人也始终记得杨万里留给他们的诗，
他们的爱。故，今日招贤古街上杨万里纪
念馆，就是招贤人的情怀，也是杨万里的
情怀。

招贤古街之所以在唐宋两期，甚至到
20世纪80年代，还那么的热闹非凡，那茶
馆酒肆所贡献的影响力是不可否认的。
南来北往客造就了常山独特的美食。

杨万里的常山不期而遇，不仅是常山
是其必经之路，更重要的，或说其内心更
要紧的，也是文人诗人都必须有世俗的一
面，那就是享口福。招贤的美食一定是其
在朝廷食谱中寻找不到的味蕾升华。尤
其是，招贤那客栈里的那一口浓厚淳香的
招贤酒。

“归船旧掠招贤渡，恶滩横将船阁，风
吹日炙衣满沙，妪牵儿啼投店家，一生憎
杀招贤柳，一生爱杀招贤酒。柳曾为我碍
归舟，酒曾为我消诗愁。”字里行间，从过
招贤渡之情景，反映了杨万里的招贤之热
爱，即使招贤中央滩头下的招贤渡口，那
么的摆渡之难，风沙那么的大。然而，招
贤有其一生憎与爱的柳与酒。其实，柳与
酒都是其真爱，而且，程度很不一般。

柳，是诗人动容的物，诗人在柳枝舞
动的情景下，不是伤怀，就是兴叹，随即就
诗绪满面藏都藏不住。杨万里的招贤渡
见柳，也一样诗愁难抑，所以，杨万里要说
憎杀招贤柳，不让其好好的俗一次，把酒

言欢。
酒，不仅给凡夫俗人的俗生活写照，

而且，也很深邃的刻画文人本质里的一种
雅。杨万里招贤街市对那酒如此夸张之
爱，应该是柳的勾沉。诗人诗意来时，酒
一定是酣淳的。

当然，这能招待八方宾客旅友的招贤
酒自然是店家的品牌之招，仅以其纯粹的
酒色，也会激荡杨万里之情怀。

招贤酒，成为杨万里一生之爱杀，让
人们揣猜。招贤酒，是醇厚的江南米酒，
还是芳香四溢谷烧，还是……。试图从中
看出，登场常山“诗和远方”的餐宴，叫更
多无数个杨万里走进招贤，走进常山，而
且也来一个一生爱杀。

其实，常山何止是招贤酒。整个常山
县城，那纯粹的山泉水，还有常山之独特
的生态气候就是酿酒的天堂。现如今，常
山人很多时候在酒席上喝的常山民间自
酿的酒被称为“常山茅台”，而且有过之而
不及。

满满自信的常山人，很是实在，不会
很生意，只知以情真意切地招待客人，当
凡客从远方来，就不亦乐乎。客人也一
样，到了常山，就如进了人间天堂，美丽宜
人的环境中，又如回到家里。加上情意满
满的常山主人热忱，每到常山，必醉美常
山。

招贤酒，常山酒，只能一生爱杀，杨万
里的感悟，哪怕平常之辈，只要有一次邂
逅，也一定会有绵绵眷恋。

知恩 感恩 报恩

赵 军

当我们打开泛黄作古的历史长卷，翻
阅常山大地上诞生的宝贵文化遗产和艺术
遗迹，会发现“报恩”是其中亘古不变的主
题，先民从报恩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造
就了善良忠厚的高尚品德。

古城常山寺庙林立，且年代久远，而县北
面二十里的达坞西南面一、二里路的大坞山
上,屹立着一座寺庙，寺庙枕着起伏不平的山
峦,显得十分的雄伟壮观，这就是“报恩寺”。

达坞寺，原名报恩寺，是我县最古老的
一座寺庙，始建于唐贞观二年，距今已有
1300多年历史，是一座千年古刹，承载着
厚重的报恩历史文化，见证了常山人民知
恩、报恩的历程。据《常山县志》记载，报恩
寺在县北二十里的大坞山。建于唐贞观二
年，明季毁。康熙十一年，僧正学重建。孔
《志》作康熙三十八年僧建。光绪五年，徐
应晃等重建。

报恩寺，顾名思义，即为报答他人恩情
而专门为其修建的寺庙，使后人永不忘记，
铭记在心，流芳百世。

相传：唐朝的衢州府太爷为了躲避战
乱，全家老小曾经在大坞山避难，躲过了一
劫。后来，衢州府太爷为了感恩报德，千方
百计筹措银两，在曾经避难躲过一劫的大
坞山建起了一座规模雄伟壮观的寺庙，为
了报答其恩，寺庙取名为“报恩寺”。大坞
山三面环山，寺庙屹立在达坞西南山峦之
上，一条小溪潺潺而流，歌唱着知恩报恩的
欢畅歌曲，源源不断的流向前方。

报恩寺座西向东，“报恩寺”匾额悬挂
于寺门上端。寺院各翘角上都有雕花且挂

有风铃，系有飘带，在微风的吹拂下，发出
美妙而悦耳的声音，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
来古老的报恩故事。

报恩寺为砖木结构，大殿高九米，有登
上九天之意，“不负胜地有奇景，且邀明月登
九层”，因此，寺院显得特别宏伟，雄踞于达
坞，脱颖于诸多寺庙之中，其重檐复宇，翼角
翠飞，气魄雄伟，名满佛教丛林。

走进寺院大门，周边古木参天，绿荫如
盖，迎面而来的台基上是一尊笑口常开的弥
勒佛，手捻佛珠，背靠岩石，盘腿而坐，几技
乔木，五针松生长于石缝中，围绕在周围，身
后站立的则是韦驮菩萨，在大多数寺院里都
有弥勒佛的塑像，供奉于天王殿里，所以又
称弥陀佛殿，是佛教寺院中的重殿。人们一
进入寺门就能看到，其大肚、笑容满面的憨
态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大肚能容天下难容
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被之人。”不管
男女老少老都想近身去摸一摸弥勒佛的大
肚，以沾喜气。天王殿还有握蛇仗的广目
天王、扶琵琶的持国天王、持宝剑的增长天
王、拿雨伞的多闻天王四大天王佛像。

大殿气势雄伟而壮观，枋柱间数十幅
彩绘画工精细、色彩调和、风格独特、连绵
成片，带给人们极大的震撼。

寺院的东北边是一个池塘，四周一片
翠绿，碧水清幽，山石峭拔，水池萦回，亭榭
廓桥各得其所，山上一亭子、溪边一小桥，
几枝苍松屹立，曲桥链接水榭，水中金鱼悠
游，林间鸟鸣声声，岩石凹凸水面，倒影婆
娑涟漪，取小径到山巅亭内，府瞰水波微
漾，白鸽掠过水面；流水潺潺，在晨钟暮鼓

声中，感悟着佛教世界的精妙，水中的鱼，
林间的鸟，池边的草木，无不惧有佛性，四
季更替，日月轮回，光影岁月中唯一不变的
是生命在世间的光辉。

在大坞山的山垅里，古代有一条古道
通往路里坑，即三衢石林，报恩寺就在古道
左侧的一垅沉深深之坞中，很是风景佳
丽。还有空间良广，良田水塘交替呈现，在
生存其中，各种自然元素齐全，更何寺院的
创建，自然又多了三分人脉。据村里的老
人回忆：报恩寺内原有一棵桂花树，大约是
建寺时移栽的，桂树重重如华盖，每逢8月
桂花香飘，整个达坞村都能闻到花香。另
有一棵铁树，也十分茂盛，常常绽放出黄黄
的花蕊。寺内有堂观、斋房、客堂、庖厨、茶
房等一应俱全，和尚常邀文人雅士一起吟
诗唱和喝茶聊天，文人词客延接不倦，韵事
雅致，一时称盛。

当你从达坞西边古道，沿着潺潺而流
的小溪行进，山坡竹林，枝叶繁茂，清新翠
绿，青澜似海。阵风吹拂，连连竹叶，似少
女舞摆着的青纱舞幔，飘逸舞动；倒映入小
溪之中，又似漂洗的墨绿帷帐，随波飘荡。
走过一座小山坡，顿只见一方池塘，水面平
静的时候，池塘就像一面宝镜，映出蓝天白
云的秀姿；微风吹来，水面泛起层层涟漪，
像是鱼神娘娘在抖动她的的锦衣。这就是
当年寺庙的池塘。

你还记得曾几脍炙人口的《三衢道
中》———“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
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
声。”古道树木郁郁葱葱，芳草碧绿，鲜花盛

开，小溪潺潺而流，鸟语花香，这不就是曾
几描述的“三衢道中”吗？“山川焕绮，以铺
理地之形”，名山大川风姿绝妙，小山微水
亦具精彩，游大坞山，清欢无争亦无尽。

其实当人们在“报恩寺”遗址驻足，静下
心来，古迹遗风依稀可寻，断墙残壁、砖瓦跌
落的残垣以及瓦背、墙角厚厚的青苔，都蕴
含着报恩的故事，时间不断流逝，却流不走
千年的沉淀，星转斗移，惟有历史的印记无
法磨灭，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常
怀感恩之心，用行动回报含辛茹苦、日夜操劳
的父母；兢兢业业、爱生如子的师长；关爱备至
的朋友、长辈、同事，苍天不语，历史有答。

一座寺院，几处佛殿，传播着悠久绵长
的报恩文化，弘扬报恩的济世功德。历史
的长河滚滚向前，雄伟壮观的报恩寺已消
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那晨钟暮鼓，梵音缭
绕，车马如流，络绎不绝，尘土飞扬，人声鼎
沸早已烟消云散，繁华落尽，烟火依旧，存
留在达坞大地的是知恩、感恩、报恩。感恩
是美德，也是一种情怀，一种智慧。常怀感
恩之心，感恩身边的人和事，感恩生活中的
每一个细节，你将收获更多的幸福。

“古刹云封佛火然，残钟报罢起村烟”，
让人似乎回到了当年香火缭绕的情景，如
今，虽然庙宇已毁，屋基依稀可辨，农历每月
初一、十五方圆几十里的百姓依然前来敬
香，传承报恩寺知恩、感恩、报恩的历史。

穿过残垣断壁苍松古柏，在大坞山上，
沐浴着夕阳，心静如水，向云雾飘荡的远方
眺望，了解那些直抵人心的历史故事，感恩
过去，珍惜当下，开拓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