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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深秋的一个上午，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树木花草混合的味道。我伫立在诗仙

李白的墓前。一阵风吹过，坟茔上的杂草随风摇动。我神情恍惚，千年的时光仿佛在刹那间

被穿越，那位美髯飘飘、仙风道骨的诗人似乎不再那么神秘而遥远。我绕着坟冢走了一圈。

一米多高的坟基呈圆锥体型，灰黑色的青石上长着泛绿的青苔，像是岁月留下的印记。墓前

那块“唐名贤李太白之墓”显得黑沉而凝重。一只香炉残留着香火的灰烬，那是祭拜者留下的

虔诚。墓的周边，一道爬满青藤的高墙把它同外面葳蕤葱茏的山坡隔离开来。墓园的游人并

不多，亭阁旁，楼榭间，三三两两，有的在凝视着墙上一幅字，有的在轻吟诗人一首诗。

季
节

应邀授课省书画院随感

桃自成蹊随梦远，任纵胸臆再相逢。

格高野阔千山遣，意到江喧九曲工，

腹笥拈诗深浅雅，砚田得句短长雄。

追声寄韵呼云鹤，尽揽春帆唱大风。

和友人秋兴雅集
句出性灵赊日月，呕心纵得意千般。

疏钟别浦秋声晚，远岫新晴竹影残。

红叶凌波撩乱染，孤鸿饮露等闲看。

拈来奇韵隔花醉，落纸云烟又几阑。

读诗友新作即题
纵横健笔披胸臆，茶鼎斋吟隽句多。

杨柳薰风千尺瀑，梅花明月一春萝。

追声观水每调赋，境阔听松独恃歌。

墨海能矜豪气在，关河梦踏再登坡。

走在李白墓园里，我想起与墓园有关的两个

人。一位名叫李阳冰，另一位名叫范传正。正是

这两个人，诗仙才得以安歇在青山脚下，了却了人

生最后的夙愿。也正是因为这两个人，后人才有

一处祭拜诗仙的场所，有一处寄托景仰之情的地

方。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在唐代，李阳冰以书

法成名，他精于小篆，在秉承秦篆风骨的同时，大

胆进行变革，被誉为秦李斯后小篆第一人，时人称

之为“笔虎”。据说张旭的笔法得到他的传授，颜

真卿所书碑文要请他用篆书为之题额，可见其影

响之深远。

李白与李阳冰，一诗一书，各领风骚。自从李

白穷困潦倒，抱病投奔李阳冰后，二人的关系和感

情似乎也超出了源于血缘上的亲情。李白称赞李

阳冰：“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笔落洒篆文，崩

云使人惊”。李阳冰对李白的才华也十分欣赏，赞

赏他“千载独步，唯公一人”“唯公文章，横被六合，

可谓力敌造化欤。”

有族叔的收留、呵护与推崇，李白不仅摆脱了

生活上的困顿，饱受摧残打击的身心得到暂时休

憩。龙山脚下，青山之巅，姑溪河畔，叔侄二人游

山赏景，谈诗论字，倒也其乐融融。然而，这样的

日子好景不长，公元762年，也就是李白投奔李阳

冰的第二年，李白病情加重，病危之际，他郑重地

将一生心血凝集成的900多首诗稿交与李阳冰。

李白去世时，正值李阳冰即将卸任当涂太守，但他

依然将李白的诗稿编成《草堂集》十卷，并亲自为

之撰序。这段超越亲情的友爱和义举，不仅成就

了古代文坛一段佳话，也为后人了解李白、欣赏诗

人优美诗篇起到关键性作用。李白死后葬于位距

青山西侧约二十华里一处不大的山丘——龙山。

帮助他实现回归青山、与青山同眠、与“谢公宅”为

伴愿望的是一个叫范传正的人。

范传正是李白生前好友范作之子。怀着景仰

之情，身为宣歙观察使的范传正多次到当涂，探寻

诗人最后的踪迹，寻访诗人的后裔。经过几年明察

暗访，范传正得知李白有一个儿子，名叫李伯禽，随

李白投奔到当涂后，一直定居在此，但已经去世。

李伯禽有一子两女，一子离家出走，不知去向，两女

分别嫁给了当地的陈氏和刘氏。范传正费尽周折，

最终找到了李白这两个孙女，从她们口中打听到李

白墓的下落，同时还了解到诗人虽葬于龙山，但临

终曾有“志在青山，遗言宅兆”的夙愿。于是，范传

正同时为当涂县令的诸葛纵合力将李白墓迁葬于

青山西麓，并亲自为墓撰文。此时是公元817年，

李白已经去世55年。墓园里，我没有找到李阳冰

为李白《草堂集》写的序文，也没有见到范传正撰写

的碑文。走出墓园，驻足于园前高大的“诗仙圣境”

太白祠牌坊下，抬眼东望，几座山峰簇拥一处，横亘

在眼前，这便是青山。

在中国山川名录中，青山算不上名山，它位于

长江南岸东侧当涂境内，方圆不过三十多公里，最

高峰海拔也只有 370 多米。李白一生钟情于山

水，游遍了大半个中国，见过无数名山大川，留下

了大量描绘山河景色的壮美诗篇。与他游历饱览

过的“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飞流直下三千尺”

的庐山、“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的天

嬷山相比，无论气势、规模或险峻，青山都是不可

同日而语的。然而，诗人对青山怀有特殊的感情，

他一生先后七次来到当涂，数次亲临青山，不仅是

这里的美景让他流连忘返，这里还曾徜徉着一位

令他“一生低首”仰慕的先贤——南齐诗人谢朓。

青山脚下一条小街，叫青山街。街上人不多，

也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青山静谧的气息似乎在

这里开始流淌。过了青山街，一条崭新光亮的柏油

路蜿蜒在山间。道路两旁，成片的树林翠色苍苍，

风吹之处，似乎绿色的波涛在轻轻涌动。我们要去

寻觅李白一生最崇拜的诗人谢朓曾经居住的“谢公

宅”。谢朓生活在南朝齐代，是永明诗的代表，同谢

灵运并称“大小谢”，与李白相隔两个半世纪。

李白一生敬佩的诗人很多，但在他的心目中

最为崇敬的还是谢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

谢又清发”。先贤的诗才和人品都让他钦佩不

已。为了寻觅这位异代知己，李白曾经数次游历

宣州，登上后人在宣州为谢朓建造的“谢朓楼”，留

下了多首怀念谢朓的诗篇。宣州与当涂同属于江

南，两地相隔不过百余里，除了陆路，还有长

江支流水系相通。谢朓曾经数次登临青山，

赏看这里的美景，称赞此地为“山水都”，

并在山南筑宅，后人称其为“谢公宅”，

青山也因为他的名字又称“谢公山”。

在山南一隅，我们找到一处据说

“谢公宅”遗址的地方。当年的“谢公

宅”已不复存在，据说，当地政府现在

正着手复建。寂静的山坡上，几棵遒

劲的苍松，见证着岁月风雨变迁。

对于怕冷的我来说，才过完中秋，就开始想着冬天

的事情了。我会在休息日把衣柜里的衣服重新整理一

下，把适合夏天穿的短袖衣服和薄外衣逐渐打包收藏，

而把即将登台的秋裤、防寒服、毛衣等找出来挂在显眼

的位置。我们这里每年的最高气温也就30摄氏度多一

点，经常是在30摄氏度以内，最低气温也在零摄氏度左

右，所以这里除了部分宾馆、商场，普通的居民家里或办

公室一般都不会安装空调。相比而言，我喜更欢夏天，

穿得少，一身轻松，洗的又少，省时省力。

一想到冬天，就会想起一些儿时的往事和记忆，那

些生活的片段就一幕幕地在眼前出现。那时，每到寒冬

腊月的早上，一些不需要去生产队出工的老年人和还没

有上学的孩子就会到晒场上晒太阳，温暖的阳光照射在

满地的白霜上，人们抬个小板凳静享暖阳围绕。老大爷

们几乎个个抬着一支很长的竹子烟杆，边吸烟边闲聊，

老奶奶们通常在做一些针线活，小孩子们就随意地在晒

场上玩乐。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会在冬天的早上到城外的

水田里捞几块冰带到学校里玩，有时还会吃上几口。当

把手按到水面上，几毫米厚的冰块破碎的声音咔咔作

响，很是好听。我把捞起的冰块用钢笔套子当吹气筒吹

个小洞，随便找跟绳子或草就可以把它拴起来提着走。

最有意思的是自己制作“冰棒”，睡觉前，我们把半

小碗白糖水放到窗台外面，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收到冻成

冰块的糖水，只是水加了糖以后，冰冻成块的气温要得

更低，如果天气不够冷的话，冰层会比较薄，有时甚至冻

不起来。地处西南内陆，长年以西南风为主，沿着云贵

高原上来的冷空气，一路爬坡上坎，通常是到了昆明滇

池地区就减弱得没有了脾气，也无能为力再前行，这也

是昆明能成为“春城”的原因。我的故乡很少下雪，一般

十来年下一次大雪，二三年下一次小雪，虽然每年总会

有一两次偶然地看到飘雪，但落到地上就没有了，也堆

积不起来。

我这里号称“四季如春”不是徒有虚名，每年的最高

气温和最低气温绝对差也就30来摄氏度，不像北方地

区绝对差会到七八十摄氏度，空气质量也好，绝对没有

雾霾和沙尘暴，很适宜长期居住和生活，所以当地人都

不喜欢或者说不愿意背井离乡外出闯荡，这里的人多数

承认自己是“家乡宝”。昆明通常在每年的11月底才正

式进入冬天下霜时节，而到第二年2月春节以后气温马

上回升到20摄氏度以上，所以冬天很短，不像北方10月

底就进入了冬天，第二年三月份才进入春天。

记忆里最大的一场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3

月中旬，可以说是达到了几十年不遇的雪量，又是在春

季，算是非常特殊了，街道上的雪都堆积了几十厘米厚，

要是在山野，就更厚了。几天过去了，瓦房上吊下来的冰

凌条还有几十厘米长，中小学校也破天荒地停了3天的课。

小时候的冬天，因为缺衣少食，衣着单薄，营养不

良，家里又没有什么取暖的设备或电器，再加上土木结

构的房子四处通风，所以感觉很冷，还经常感冒。现在

不同了，房子是钢筋混凝土建盖的，比较保暖，人工取暖

设备普遍，各种防寒衣物丰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让人

觉得冬天不是那么可怕了。

冬天是大自然的休整，也是人的休整和冷静思考，

俗话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老牛老马怕过冬”，甚至

可以说，冬天是包括人类的所有草木和动物界的劫难，

草木要么只有一年的生命，第二年需要重新由种子发

芽，要么虽然可以多年生长，但每年都会枯萎一次，第二

年又从根部重新发芽。而很多老弱病残的动物会因为

冬天的寒冷或食物短缺而死去。人也类似，很多体弱多

病的老年人会因在冬天引发各种疾病而去世，在四个季

节当中，冬天里去世的人会明显增多。

感觉才过了秋分和中秋，冬天说来就来了，先是

寒露落地，接着就是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大地

就一天比一天冷了下来，直到过了冬至这个冬天

过半的分界线，也即一年里白天最短的日子，小

寒、小寒也就会接踵而至。

秋吟三首 张武扬

青山有幸伴诗仙 姚中华行
走

冬天说来就来
汤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