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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作伴到书院
梁 兄

[行走常山]

雪中忆雪
陈宝国

那天是腊月十二，早上我下楼梯，
走到外面，天很昏暗，在路灯照耀下，
下面看到雨雪降落下来，还很密集，大
概是“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
花”吧。地面上湿漉漉的，在树叶、草
坪上，积起了一层薄薄的雪片。

等我骑上电瓶车外出，在前灯的
照射下，眼前的雨雪更加大了，簌簌直
朝脸上、雨衣上扑打过来，这是一种别
样的体验。我小心地骑车前往学校。

望着眼前这漫漫飞舞白雪，勾起
了我对往事的一些回忆。

我小学是在乡中心校读书的。但
是因为教室紧张，读三年级时，中心校
没有教室，我们都转移到隔壁陈家村
一个小礼堂里上学。学校离家也近，
有二三里路，它主要是一长段水渠和
村庄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入冬，雨
雪挺多的。早上起来，有时会看到外
面白茫茫一片。我和几个同村同学一
起去上学。阳光照在积雪上，大雪很
温柔，也很耀眼。我们看到校时间还
早，就会走在水渠上，书包放在一边，

然后就地躺着，双手胸前抱着，从渠坝
上往下滚下去，体验在雪中翻滚的感
觉。放学看雪还没有化掉，会抓一把积
雪，捏起来，然后以它为基础，在斜坡上
一边走，一边滚动雪球。那雪花就像厚
厚的白棉被，慢慢卷缠起来，越滚越大，
直到推移不动它。然后让它就摊倒在
渠坝底下的田地里，让它能在世上多待
一段时间，慢慢融化吧。大雪给我们读
书生活带来了不少欣喜和快乐。

2002年冬季，当时我刚进城，租住
在药库弄微生物厂职工宿舍一间房
子。快到期末考试的一天，天上下起
了鹅毛般大雪，加上地面寒冷，树枝、
屋顶、地面到处铺满大雪。

药库弄到胜利街是一段弯曲的斜
坡，坡度还不小呢。早上上班时，路中
间已被行人、车辆踩轧过，雪伏了下
去，两边还是堆着一尺来厚的雪。人
直着走路可不行，要仰面朝天的，需侧
身弯下，右脚在前，左脚在后，一点一
点往下移，到了快到底部时，可以快跑
到街道路面上。那情景，还是蛮惊险
刺激的。

南方的雪尽管能带来美丽，给人
喜悦，但是有时也会给人们造成一定
困难。

应该是2009年吧，我城里房子装
修，每天带孩子回徐村老家过夜。那
段时间，我们早出晚归。临近学期快
结束时，天上飘下来鹅毛大雪，城市、
道路、田野都盖上了厚厚的雪被子。
整个世界粉妆玉砌。

早晨，寒风凛冽，严寒刺骨。我和
儿子匆匆洗漱之后，骑电瓶车到城
里。在徐村大桥上，雪都已有近尺
厚。公路段工作人员已出动车子撒盐
除雪，保障公路畅通。桥面都被冰雪
覆盖，骑行非常容易滑倒。我只能让
儿子下车，跟在我身后。我则推着车，
轮子、脚底发出“咯吱咯吱”声音，小心
往前行走。我们成了“风雪早行人”。
一路上，我们就这样骑骑走走，花了比
平时多几倍的时间才赶到学校。虽然
艰难，但还是很早到达学校，这才轻松
地舒了一口气。

雪，这个大自然的精灵，真能够给
人们带来许多难忘的回忆啊！

龙年正月初八，和风惠畅，又是一
年桃花开。上午，一群读书人往“桥亭
书院”进发了。

桥亭书院地处常山江畔，大湖山
的脚下——一个名叫古塘自然村，坐
北朝南的山坳之中。

书院，在我国传承已有千年历史，
对当代人的社会生活仍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创办
书院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他的创办者
连中福是个读书人。他从部队转业到
地方，笔耕不辍，读书、购书、藏书从未
停止。他还在我们这个小城当过几年
作家协会主席，期间，他常常领着协会
成员采风写作，自己出版了多部文学
作品。见他奔波操劳，组织牵头，协会
里大家喜欢称他为“连长”。

一转眼，连长从工作岗位退休
了。2020年开始，连长自筹资金在老
家青石镇桥亭村创办书院。他将多年
来藏有的三万多册图书和百余幅字画
搬进书院，分为时政、军事、历史、教
育、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等书柜，免费
提供给广大村民、学生和留守儿童阅
读、参观、研学，并经常开展“社区教
育”“以书润心”“读一本好书”“阅读与
写作”等文学讲座和志愿服务活动。

有道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
就是接受教育，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功
能，让学生掌握知识学能，以投身社
会，服务人群。据连长介绍：去年四
月，当地青石镇中心小学三百余名师
生齐聚书院参观学习，聆听授课，接受
赠书。他们开展了“大手牵小手·共读
一本书”的阅读感悟分享交流和征文
活动，该项目还得到了中国作协的肯
定和扶持。

当天，是“善柚悠杯·我读一本好

书”征文活动的延续。在书院里，在满
是书香的浸染中，连长畅谈了读书征
文的过程以及写作的得失；参与读书
征文的会员和老师代表，分享了各自
的读书心得体会；“善柚悠公司”廖总
也表示，今后要一如既往地为家乡文
化事业尽力。

天道酬勤。在现场，我们了解到，
书院自开张伊始，前来观光悦读者络
绎不绝。去年11月，两岸文学活动在
衢州举行，二十余名两岸作家来到桥
亭书院采风游览。他们在书院参观座
谈，体验生活，并互赠图书，为传承文
脉、连通血脉、共享文化打开了一扇亮
丽的窗口。台湾的作家们，还把书院
的所见所闻见诸报端和杂志中。

在当天的活动中，我们还走出书
院，往屋后去散步。不经意间，就与春
意撞了个满怀。紧挨着书院的是一方
清水池，连长说是“放生池”，微风吹皱

一池春水，粼粼波光映照着周围的茶
花、杜鹃、红叶石楠、红花继木等，每一
种花木都争先恐后地向我们展现着它
们与这片土地上的情愫。真没想到，春
天总是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旁。而
每踏一步，连长都有关于筑园的故事。

再前进几步，敞亮宽阔的光伏电
板下，“农耕文化区”正在等候着我
们。锄头、镰刀，谷柜、油瓮，耕作用的
犁、耙、耖，上百件土制陶器，让人目不
暇接。那坛坛罐罐无不展示出我们中
华民族勤劳智慧的传统文化，仿佛把
我们带进了烟火味中，而每一件器物
似乎都有了人的体温。待我们环视整
个山凹，绿色葱茏，油菜花黄，茂林修
竹也在孕育着即将诞生的新生命……

回程的时候，太阳开出来了，暖意
一片。看来，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子，就
像连家岙的书院，在春风的抚慰下，会
继续它的脚踏实地，万千生机。

龙年登临展依山

合影留念 江南牛 摄

龙年登临展依山，新春赏尽定阳景。2月17
日（正月初八），常山户外休闲活动群一行，在县
城展依山开启了龙年登山户外活动。

有益身心健康的户外活动群，由一批兴趣
相投、爱好相近，热衷户外运动的人相聚在一
起，自愿入群，相约出游，登山、徒步、溯溪、旅
游，走进乡村古镇，走向山川旷野，放飞心情，追
寻快乐。

展依山位于常山县城西北角，是一片云峰
嵯峨、清幽雅静的山峦，如巍峨屹立的屏风，成
为古城的一处屏障，俗称县后山，它也是千百年
来，护佑常山一方百姓的龙脉之地。葱笼蓊郁
的展衣山，山峦起伏，犹如策马奔腾的巨龙，展
现出一种从容不迫、勇往直前的态势。古时候，
此处称作屏山，相传，当年活佛济公为建造杭州
西湖净慈寺，来到南宋后花园的常山，在这片苍
林耸天、古木横陈的山上，发现这里的木质坚
韧、纹理细密，是寺院所需的上等好料，于是，就
在此抛展袈裟，口念“罗汉展衣咒”，一瞬间，几
个山头的粗壮树木，竟然都收进袈裟之内，此
后，这里便被称之为展依山。

常山古城地图中标注，山上周边有：西峰
寺、紫青宫、文昌阁、城隍庙、屏山寺、观澜门、康
王庙等，显然这是一域风水宝地，虽然已不见当
年香烟袅袅，暮鼓悠悠庙宇，但历史遗迹尚存。
今日展依山重新进行了规划，沿山脊线修起游
步道，山岗上建起“双辉阁”“望川亭”“半闲亭”

“云起台”“归云台”，山体布置了灯光照明，夜晚
的山上繁星点点、熠熠生辉，俨然这里成了一座
集体育、旅游、文化、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运动
休闲公园，成为常山人民休闲、健身、登高、赏景
的好去处。

展依山作为新年户外活动启动地，一直倍
受众人的热捧。上午八点半，大家相约在一起，
怀揣着对新年的美好期待，兴奋地迈开龙年攀
登的步伐。起始的台阶虽然较陡，但对热衷户
外活动者来说，登山是一种享受，那身姿矫健，
步履轻盈的一帮人，不一会儿就轻松登上第一
处观光平台，大家合影拍照留念之后，又向更高
的山峰迈进。

山上林木茂盛，松树苍翠挺拔。一路上，大
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享
受着户外活动的乐趣，登山途中欢声笑语不
断。在观光平台眺望远处，县城风光尽收眼底：
波光粼粼的常山江，宛若流动的缎带，蜿蜒而
行；江河两岸，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老城的文峰
塔、城东的文昌阁、北门的观澜城楼，把古邑新
城点缀得更富有诗情画意，令人心旷神怡。

千帆竞进，向新而行。新年登山寓意望远
祈福，舒发感怀之情，我们每前行一步都充满着
自信，每翻过一个山岗都为之振奋，当大家到达
西峰尖电视塔架最高处，更是欢快愉悦，并默默
许下美好的心愿，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愿身体
健康、神清气爽、生活如意、事事顺心，期待“浙
西第一门户”的常山，在共同富裕大道上，更快
更好地发展！

山清水秀映家乡，美不胜收心欢畅。常山
这有1800多年文化底蕴的钟灵毓秀之地，犹如
一幅美丽的画卷，田野、溪流、石桥、古道，每一
处都如此清新
唯美，每个角落
都充满着故事，
移步即是闲情
逸致之地；这里
四季遍是鸟语
花香，日日能尝
特色美食，这里
是八方宾客绿
色旅行的最佳
去处，也是“何
处心安是吾乡”
的乐园！

刘爱国

登展衣山登展衣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