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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以后，跟《今日头条》结了缘。

今年国庆节前夕，头条君让我说说

“今年国庆假期打卡地”。说起打卡地，

我首先便想起了石门山。这也事出有

因。自退居二线以后，每年春秋两季，

我都喜欢选择在人不多、空气好、山水

美的地方小住几日，去的最多的就是石

门山。“要去就去石门山！”这几乎是我

每次回乡小住的口头禅。

石门山，位于叶县县城西南约 50

公里处，是秦岭分支伏牛山的余脉，因

为在叶县西部，当地人也称之为“西唐

山”。它与伏牛山的另一支余脉在经过

一片相对平坦的开阔地之后，像两扇大

门一样合围，这也许就是石门山名称的

由来吧。

石门山的山属于秀美型的。方圆

一二十平方公里，没有太高的山峰，也

没有太长太深的峡谷，山山相连，蜿蜒

起伏，沟壑纵横，被不太茂盛的山林覆

盖着。春暖花开或金秋时节，置身山

中，有百鸟鸣唱，有流水潺潺，有蓝天白

云，有绿树成荫，有男耕女织，有牛羊

撒 欢 ，总 之 你 不 会 有 山 高 水 长 的 感

觉。唐朝诗人李白到达这里，留下了

“未穷三四山，已历千万转”“高松来好

月，空谷宜清秋”的佳句。看来李白也

是在清秋时节来石门山的。我乃俗

人，相隔千余年之后，却喜欢循着诗人

走过的踪迹寻找墨香，这也算是一种

雅兴吧!

据专家考证，李白在石门山及其周

边地区游历了大约半年时间，其间究竟

写了多少诗，目前学术界还说不很清

楚。因为在他游历石门山的那段时间，

写了不少诗，却没有标注写作地点。比

如他写的《望夫石》一诗，是在望夫石那

个地方写的呢？还是看到望夫石以后

回到元丹丘隐居的石门山写的呢？因

为望夫石距离石门山才几十里路。还

有李白到石门山以后，被岑勋请到南阳

游玩，往返石门山期间，沿途也写下不

少诗作，却也没有标注写作地点。

根据叶县原文化局局长李元芝先

生考证，《将进酒》写作地点就在河南叶

县西部的石门山。我专门找来李先生

的大作，把有关论文连读几遍，李先生

言之凿凿，论据似乎也挺扎实。但我也

查阅了不少有关资料，除了李元芝先生

的一家之言外，尚未看到更多相同的说

法。为此，我专门回到叶县石门山进行

一番实地考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可

以确认的是：石门山确实很美。这里

风景如画，明清时期曾被誉为叶县八

大景之一的“石门嘉遁”就在石门山

上。为什么叫“嘉遁”呢？应是高凤、

元丹丘等名士在此隐居的缘故。元丹

丘确曾在石门山隐居炼丹，已被学术

界认可。目前在石门山下还留有遗迹：

一个相对平坦的山坡下，一堆乱石滩，

据当地老百姓说那就是元丹丘留下的

炼丹炉遗址。

李白确曾到石门山访元丹丘并留

下诗作。如前所述，《寻高凤石门山中

元丹丘》经专家考证确实是在石门山写

的。

《将进酒》中李白与元丹丘、岑勋三

人对饮的场景，从另一首《酬岑勋见寻

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中可以得

到印证。“中逢元丹丘，登岭宴碧霄”，送

别岑勋的宴会是和元丹丘三人一起在

某一座山岭上进行的。如果说这一首

是写景的，《将进酒》则完全是抒情的。

这两首诗是否在一处写的“姊妹篇”

呢？“登”的“岭”是不是石门山呢？给人

留下很多遐想。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情况来看，李元

芝先生的结论是有道理的，甚至有可能

是对的。我想，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

明《将进酒》写于另一个具体地方，至少

目前我们应该认可《将进酒》写于石门

山的这个观点。我也希望李元芝先生

的这个观点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

响应，尽快进行考察论证，使这个问题

尽早得出权威结论。

当然，石门山还有不少名人遗迹。

除了李白、元丹丘，相对比较有名的还

数岑勋、牛凤、许静和欧阳霖了。

岑勋，南阳人，岑勋出名绝对与李

白有关。李白有多首诗中写到岑勋，其

中又多与在石门山一起饮酒有关。据

说颜真卿著名书法作品《多宝塔碑》为

岑勋撰文。

牛凤、明朝著名谏官，官至南京太

常寺卿的牛凤。牛凤童年因崇拜高凤，

常到石门山游玩，并将幼名“牛风”改为

“牛凤”，号“西唐”。晚年辞官隐居于石

门山，并终老于此，石门山下的响堂村

有牛凤暮。

欧阳霖，清同治年间任叶县知县，

江西彭泽人。为弘扬高凤和牛凤之高

风亮节，欧阳霖知叶期间建造了“二贤

祠”，并立碑数通。可惜后来祠、碑皆毁

于自然灾害，直至上世纪 50 年代修建

石门水库才找到部分残存。欧阳霖主

编的《叶县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李白

到石门山访元丹丘的历史资料。许静，

清朝著名书法家，曾在石门山隐居并留

下了不少书法作品。据传，“二贤祠”碑

刻即出自许静之手。

石门山，远远算不上名山大川，却

能与这么多名宦大儒联系在一起，这也

许正是它的神奇之处。不过，我喜欢石

门山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风土

民情。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漂

麦河的冲积扇土地肥沃，几千年来养育

着这里的十来个村落和几百口人。这

里地域相对独立，村村相连，民风淳朴，

邻里和谐，鸡犬之声相闻。当地还流行

一个“深山出俊鸟”的谚语。可能是水

土好和历史文化熏陶的原因，石门山

附近几个村子的村民个个眉清目秀，

聪明能干，记得当年有几个家在这里

的同学多是俊男靓女，且多是学习尖

子生。恢复高考以后升学的比例也是

比较高的，因此，说石门山人杰地灵一

点都不过分。

石门山的昨天是厚重的，石门山的

今天更是绚丽多彩的。那山、那水、那

人，那美丽的 1号旅游公路，那一家家精

致的民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骚客

和休闲的人们。更可喜的是，叶县县

委、县政府已经关注到石门山的历史文

化资源，石门山文化旅游开发已经被列

入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议程。随着

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随着“文化旅游”

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清朝时期就被誉

为“叶县八大景”之一的“石门嘉遁”，一

定会成为明天的“石门嘉游”，相信石门

山的明天会更美好！

石门山，我的故乡打卡地
◇ 许廷敏

倏忽秋又尽，明朝恰立冬。

11月 7日—8日，水始冰，地始

冻，雉入大水为蜃。

尧山的红叶依然深邃，层林染

碧，木叶青黄，暖阳像母亲的手把

秋天拉向更深的季节。赏秋的热

情尚未消退，而立冬，却真真切切

地站在眼前。

时间的脚步从来不等人的意

志，在不知不觉间变换了四季的风

物，苍老也不是从某一天开始的，

在时间的缝隙里远去了岁月，多少

对光阴的无奈，生发了无数人生的

感怀，怎不叫人感叹韶华易逝，人

生苦短？

在被动地接受一切不可逆转

的时光、岁月、光阴流失的无奈时，

便踅摸出一些活着的趣味来支撑

生命的意义，这大概就是做人的有

趣了。于是就衍生了许多有意义

的民俗和节日。

在单纯的古人眼里，哪一天不

是快乐充实的节日？当我把这些

节气请进文字的时候，突然跳出了

一个“躺平”的概念，真想拉一把躺

平的疲惫，穿过时空和我们的古人

一起享受节日的兴致，充盈前行的

热情。

生活是需要波澜的，二十四节

气是起伏在四季的浪花。

古书上记载：“立，建始也。”

“冬，终也，万物收藏也！”意味着生

气开始闭蓄，万物进入休养、收藏

的状态。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人类与自然

界天道相合，善留其余和四季丰盈

蓄含了大地承载万物的能量。在

这涵养万物生命的长夜慢冬，人们

将停下匆忙的脚步，敬畏天地神

祗，送秋迎冬。汉魏时期，立冬的

早上，天子要亲帅群臣出郊迎冬，

赏赐冬衣，抚恤为国捐躯烈士的家

属，请逝者保护生灵，鼓励民众抵

御外寇。民间则开展一系列祭祖、

饮宴、卜岁等习俗，祈求上天赐给

来岁的丰年。

把立冬敲出诗意和情趣的是

诗人。古代的气候应该比现在寒

冷，唐代立冬之日，李白写诗的墨

笔都上了冻，正好温了美酒与文友

对坐，朦胧中月下砚石上的墨渍花

纹，恍如大雪落满山村。就有了

“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

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的

洒脱。

无独有偶，宋代诗人仇远也感

叹：“肯信今年寒信早，老夫布褐

未装棉”。无论是吟行风景，独钓

寒江，还是乘月敲松门，绿蚁红醅

酒，都是走在时光中的浪漫。在

“天水清相入，秋冬气始交”的立

冬，掩一卷诗书聆听落叶，亦不失

文人雅兴。

现 在 的 立 冬 少 了 些 许 的 热

闹。但岁月如旧，风景从前。保留

下来的习俗就成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勾勒了季节的花边。

奶奶如一捧暖阳温润了入冬

的漫时光。“冬补”的食谱被奶奶变

戏法似的安排得不重样，“冬吃萝

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萝

卜大肉饺子，萝卜炖羊肉，奶奶说：

“立冬吃了补嘴空”。把萝卜心挖

出来做成炖锅的样子放入蜂蜜，在

燃透的火炭上慢炖，奶奶说：“把萝

卜蜂糖一起吃了，一冬都不会咳

嗽”。山上的黄精炮制后九蒸九

晒，像鸡头的样子，家乡人也叫它

“鸡头根”，是冬天的小零食，奶奶

说：“吃吧，这是好东西，滋阴益气，

不生热是温补。”这种药食同源的

养生智慧，或许是一代一代生生不

息的民族精华。

一夜霜天落叶声。立冬那天，

我 回 老 家 ，母 亲 一 样 包 了“冬 疙

瘩”，我当然不是为了纯粹的冬补，

最后的秋色将我引进一片山林，红

叶满阶的尽头，相遇了一簇簇星星

一样的野菊花。

摘一朵菊花凑近鼻子，花蕊间

散发出一阵甜中带苦的芳馨，细细

品味，是蜂蜜深处那种甜糯中略带

药香的混合气息。原来菊花蜜的

后味来自于野菊花的一瓣苦心，它

们共同酿造了生活的味道。一只

只小蜜蜂把针尖一样长长的口器

插入花蕊，花粉蓝里盛满了黄澄澄

的花粉。

立冬正是割蜂蜜的好时节，过

了这个节气，蜜蜂就要进入蛰伏

期，靠主人留下的蜜糖过冬。

守村人七十来岁，在这里生活

了七十多年，养了一条狗，三窝蜂，

几十只土鸡，土鸡上了山，晚上才

回家。门前是一片规则不一的菜

园，各种色彩的菊花缀满了篱笆。

再次审视守村人，粗糙的生活就有

了不一样的亮色。他说：老伴喜欢

这些，要替她守住花花草草的情

致。转身把蜂蜜装进瓶子，又告诉

我说：老伴去城里领孙子，把蜂蜜

摇好了给她送去，老太婆最喜欢早

晨喝一杯蜂蜜柚子茶，她过出了城

里人的习惯。摘下一页页坯块，他

满意地打量着一嘟噜一嘟噜的蜂

蜜，笑出了一脸的波浪来。

我不能体会他此刻内心的温

热，但这岂不是幸福的生活和甜蜜

的爱情？

四季轮回，春待冬绪，年年岁

岁，万古不息。

◇ 张振营

立 冬立 冬 ◇ 杨娥

349.圣德厚重

桓玄是东晋的大将军兼宰相，

大权在握仍嫌不过瘾，干脆逼着晋

安帝下台，自己做了皇帝。估计桓

玄身宽体胖，登基那天，一下子竟把

御座坐塌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侍中）殷仲文见新任皇帝十分尴

尬，马上拍马屁说：“圣德深厚，不能

载（皇上您德高望重，御座承受不

了）。”一席话说得桓玄龙心大悦。

350.过河拆桥

收拾完隆科多，雍 正马上对

战功卓著的年羹尧下 了 手 。 皇

上 宠 信 年 大 将 军 时 ，年 羹 尧 是

一 枝 花 ，如 今 雍 正 一 使 眼 色 ，墙

倒众人推，各地官员纷纷举报 年

羹尧的不法行为，给年羹尧议定

的 罪 名 多 达 92 项 ，其 中 死 罪 30

余款。什么所穿服装越级了，家

里墙上画龙了，御旨不当众宣读

了 …… 雍 正 亲 自 给 年 羹 尧 写 信

说：你自杀吧！

351.不给机会

萧道成是西汉名相萧何的二

十四世孙，被南朝宋帝封为齐王。

公元 479年，萧道成接受宋顺帝禅

让，登皇帝位，国号为齐，史称南

齐。新皇帝临朝，大臣谢朏（音 fei)

竟然不应诏。有人建议杀了谢朏

以震慑周围，萧道成微微一笑说：

“杀之令其成名。”你想做前朝的忠

臣，我偏偏不给你这个机会。

352.兔死狗烹

雍正登基之初，对顾命大臣隆

科多倍加恩宠甚至言听计从，批复

的奏折中也尊称“舅舅隆科多”。

待皇位坐稳之后，在雍正授意下，

亲信大臣为隆科多定下的“大罪”

共计四十一项，包括私自抄写皇上

的指示、把康熙皇帝的御批悬挂在

墙 上 作 为 玩 物 等 等 ，要 求“斩 立

决”。雍正假惺惺地否决死刑判

决，改为终身监禁。

（老白）

在平顶山市新城区，有一座大湖，

名叫白龟湖。

说是湖，它其实是沙河中游的一座

水库，因现在的拦河坝和顺河坝（副坝）

相接处有座白石山酷似白龟而得名。

白龟湖是平顶山人给予白龟山水库美

丽的称谓。

昔日的白龟山在沙河南岸，山头在

筑坝时已经炸掉，山的下半身已成为坝

的一部分被库水淹没。山没了，但因山

得名的白龟山水库从此声名鹊起。

关于白龟山的由来，民间传说很多。

第一个传说与孝道有关。相传在

沙河南岸住着一位刘老汉，他勤劳纯

朴 ，为 人 厚 道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大 孝

子。老汉家有百岁老母，他对母亲十分

孝顺。老汉靠打油卖油为生，生活很辛

苦。每次卖油回来，他不是给母亲买几

个包子，就是捎几根油条，晚上再累也

要用温水给母亲泡脚。母亲爱看戏，每

逢附近村子唱大戏，他就会背着母亲去

看戏。

有天天刚蒙蒙亮，刘老汉和往常一

样挑着担去卖油，刚走到沙河南岸的河

滩上准备歇一会儿，突然看见不远处升

腾起一团白雾。随着雾团散去，一只巨

大的白龟显现出来，发出四射金光，原

来金光就来自白龟屁股后面那个闪闪

发光的金蛋。受到惊吓的刘老汉刚想

撂下担子跑，哪想一转身腿发软被一块

石头绊倒。身后的白龟开口说话了：

“刘老汉，别害怕。我是天上的神龟下

凡，玉皇大帝念你是个孝子，让我一天

送你一个金元宝。你拿回去后要接济

穷人，多做善事。”说话间，但见白雾升

空，白龟便没了踪影。待刘老汉回过神

来，哪里还有金蛋啊，但地上却放着一

个黄灿灿的金元宝。

刘老汉小心翼翼地把金元宝收起

来，照着白雾作揖跪拜，然后又去卖油了。

从此之后，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冰

冻三尺，每天早上刘老汉都会在那个时

辰准时来到河滩上捡回一个金元宝。

憨厚善良的刘老汉并没有把这些金元

宝据为己有，而是将一部分送给了村上

的穷苦人家，一部分用于修路架桥，做

了大量善行义举，而自己一家人依然过

着平常日子。

后来，刘老汉在沙河河滩上捡金元

宝的事被一个懒汉知道了，懒汉悄悄跟

踪，发现了刘老汉捡金元宝的秘密。等

到白龟显灵时，藏在刘老汉身后的懒汉

突然一个饿虎扑食死死抱住了金元

宝。得到一个金元宝后，懒汉还不死

心，伸出手朝白龟的屁股使劲抠去，一

下子把白龟惹恼了，只见一道白光划

过，霎时天昏地暗，大雨倾盆。等雨过

天晴后，愣在原地的懒汉手中的金元宝

不知啥时候变成了一个石头蛋，沙河岸

边多了一座形似白龟的山。人们便把

此山叫作白龟山。

第二个是鲤鱼精的传说。传说沙

河南岸有一个龙潭，潭里有座龙宫，龙

宫里住着龙王的女儿鲤鱼精。

沙河边有个村庄叫苗侯，苗侯秋收

之后有庙会。收了秋种了麦就是农闲

时节，人们为了庆丰收，就要请戏班子

唱大戏。

鲤鱼精在潭里住了多年，没少乔装

打扮去赶会。

又是一年庙会日，鲤鱼精就想去会

上看戏，她让白龟先去打探虚实。

会前那一天，白龟浮出龙潭，来到

沙河岸摇身变成一个老头，吸着旱烟，

戴着雨淋帽往苗侯走去，在苗侯戏台前

转了一圈又回到潭边，变成白龟进入潭

里。这一幕恰好被一个放羊孩儿看到

了，回到村里跟大人说了。于是，一传

十、十传百，全村人都知道了，就等着第

二天看稀奇。

白龟把所见所闻对鲤鱼精讲了一

遍。第二天天一亮，鲤鱼精就叫白龟变

成一头毛驴拉着一辆轿车，黑龟变成赶

车老头，拉着已变成大姑娘的自己去苗

侯赶会看戏。哪知他们要赶会的事已

经不是秘密，去苗侯的路两边早已挤满

了人。她们一出潭，还没等进村，连车

带人就被围堵到了路上。鲤鱼精又羞

又急，愤怒地拔下头簪向天上扔去，只

见银簪化作闪电，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人们纷纷跑开避雨，鲤鱼精才趁势脱了

身。

鲤鱼精回到龙宫后，斥责白龟走漏

了风声。白龟竭力争辩，惹得鲤鱼精一

怒之下抽出宝剑杀了白龟，并一脚将其

踢出龙宫。白龟落在沙河边，成了一座

龟形小山，人们便称此山为白龟山。

第三个传说来自大禹治水。相传

沙河一带经常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大

禹闻讯前来治水，治水时遇一水怪作

乱，数载不克，后一灵龟降伏水怪。治

水成功后灵龟化为一座白石山，故此得

名白龟山。

第四个传说是伏羲与八卦图。有

一天伏羲在沙河边捕鱼时抓到了一只

白龟，养在池子里进行观察，是白龟背

上的图案让他有了灵感，结合观天象、

看地利，创造出了最早的伏羲八卦图。

后来，人们就把伏羲河边得龟处的这座

山叫白龟山。

白 龟 山 一 带 有 着 丰 厚 的 文 化 底

蕴。应都故城有 3000 多年的历史，滍

阳在商、周、春秋时均为应国国都，还是

楚韩长期争战的地方。滍阳镇曾以商

业市镇的形式绵延数千年。这里因有

水旱码头，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经济十

分繁荣。直至上世纪修建白龟山水库，

原滍阳镇政府才从滍阳故城搬迁到现

在的薛庄村，滍阳故城被淹没。牛皋是

南宋抗金名将，鲁山县熊背乡石碑沟村

是他的家乡。北宋末年，金军入侵中

原，他在家乡自发组织武装力量抗击金

军，在滍水（沙河）北岸的宋村打了一场

伏击战，杀得金军溃不成军，并生擒耶

律马五等将领。宋村之战是南宋抗金

史上的第一个大胜仗，战场遗址已被白

龟山水库淹没。牛皋被害的噩耗传回

家乡后，当地乡亲遂在他抗金的地方封

隆衣冠冢以示纪念，并在宋村建起牛皋

祠。冢、祠因白龟山水库蓄水而没入水

中。2014年 7月大旱，牛皋祠遗址再见

天日。当地村民将原牛皋祠碑搬出保

护，捐于已修复牛皋墓的白龟湖西岸花

山村。

1958 年 ，白 龟 山 水 库 开 始 修 建 ，

1959 年 5 月 30 日一期工程完工，1966

年 12 月 5 日全部竣工。2002 年 6 月，

市委、市政府决定依托 70 平方公里的

白龟山水库及其周边荒芜丘陵土地

建设新城区。如今，凤凰山下，白龟

湖 畔 ，高 楼 林 立 ，道 路 纵 横 ，广 场 绿

地，楼台亭榭，展现着园林城市的旖

旎风姿。

2016年，白龟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通过验收。公园位于白龟山水库北岸

中心位置，这里湖光山色，粼波澄碧，白

鹭翻飞，野鸭戏水，栈桥连塘，路铺林

荫，月季绚丽，荷花清雅，芦苇婆娑、香

蒲摇曳，来此漫步的市民络绎不绝。

城傍湖，湖依城，诗一般的飘逸、画

一样的灵动。

白龟山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