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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听梵音时，我从来听不出具
体的字词音节，只觉得它永远在
重复，不急不徐，如水流动，让人
心静。关于梵音，一说是佛的声
音，另一说是诵经之声，还有一种
说法源于“鱼山梵呗”，据说与曹
植有关。

由于兄弟间的萁豆相煎，才
华横溢的曹植（字子建）多次遭
到迁封。魏太和三年，38岁的曹
植由河南杞县迁徙山东聊城东
阿，任东阿王，后封陈王，这是他
人生中最后一次迁封。41岁病
逝后，谥号“思”，因此称“陈思
王”。

陈思王经常登临封地鱼山。
鱼山位于山东聊城，海拔 80多
米，占地1200余亩，西麓建有魏
陈思王曹子建墓。

郁郁不得志的陈王，一次游
鱼山时，行至僻静处，冥冥之中突
然听到一种声音，如天籁般流入
心底，那不是清泉在石上流，而是
淘洗心灵的玉音。这玉音美妙绝
伦、意境深远，让他忧愤的心情豁
然舒展。他随即记录音节，撰文
谱曲，分出乐章，成为“梵呗之
始”。据说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
中国佛教音乐的鼻祖，东阿县境
内至今仍保存着梵呗寺。

曹子建何许人也！七步成
诗，过洛河留名赋，才高八斗。游
鱼山留梵音，一点也不觉得诧
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这正是曹子建的“妙手偶得”。鱼
山梵呗对于刚刚传入本土的佛教
界无疑是一大好事，也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大幸事。从此，佛学
有了梵音。

梵音袅袅，萦绕在石佛寺的
梁宇之间。听着梵音，我仿佛穿
越时空，看到了石佛寺的前世今
生。

石佛寺始建于后汉天福十三
年（公元 948 年），距今已超千
年。相传因寺内有一尊石佛，顾
取名石佛寺，后经金大定三年、明
正德十一年及清乾隆年间等几次
大规模修缮扩建，名声大震，成为
古山阳城方圆百里的名蓝宝刹。

二

古山阳城乃覃怀之地，河朔
名邦。覃怀又称河内，位于黄河
以北、太行以南的双阳之地，而石
佛寺就坐落在山南水北这片狭长
而富庶的土地上。

这就决定了石佛寺不同于其
他寺院，其他寺院大多建在山里，
与山为邻取其幽。而白庄石佛寺
位于中原腹地，是藏在人间烟火

里的一处幽静之所。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篇写

道：“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
久必分。”一千多年前，大唐盛世
终结，中国历史陷入大分裂时期，
中原出现五代更迭，学习《历史》
时反复背诵的“五代十国”在这里
派上了用场，后梁、后唐、后晋、后
汉、后周五个朝代相继登台，南方
以及周边出现割据势力，史称“十
国”。“五代十国”纷纷扰扰近百
年，最后赵匡胤黄袍加身，几经攻
伐，建立大一统的宋王朝，中国历
史从分久回归必合。

眼前的这座庙宇，始于后
汉，最短命的后汉时期，竟然有
人在白庄徒手创建佛寺。原来，
在战火纷扰中，有人狂热于战
争，有人静心于佛教的传播、寺
院的建设，正是那样一个短命的
王朝，仅仅存在三四年时间，却
为家乡留下了这样一座历史上
曾经香火鼎盛的寺院，这不得不
说是一个奇迹。

古寺千年，难抵岁月的侵蚀，
战火的洗礼，雄踞一方的宝刹，最
终蒙上历史的沧桑、岁月的烟
尘。据《焦作市马村区志》记载，
1953年，释竹斋从相国寺云游至
白庄村，当时，石佛寺仅剩大殿3
间、配房15间，且大多已经破烂
不堪，周围30余亩空地几乎一片
荒芜。

时光仿佛穿越，历史好像再
次上演，又一个徒手创建寺院的
人出现在千年之后，这个人就是
释竹斋。

释竹斋看到残垣断壁后，他
开启弘扬佛法之路，最初收弟子
3人、教徒60余人，对石佛寺进行
重建。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寺院
渐渐恢复昔日的风采。相关史志
记载，释竹斋俗名薛继缘，开封
人，生于1880年，卒于1972年，
享年92岁，是有史记载的首位住
持。

三

首次游览石佛寺，是在一个
冬日的午后，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我来到石佛寺，如约拜见法师释
恒忏。

释恒忏是现任石佛寺住持。
历任河南省佛教协会第五届、第
六届理事，常务理事，焦作市佛教
协会会长，马村区佛教协会会长，
焦作市政协委员，马村区政协常
委。

车过银河路，在建设东路上，
就可以看见路南长长的黄色围
墙，以及围墙内高大庙宇的飞檐
翘角。墙外街市嘈杂，一墙之隔，
佛门清净，天差地别。

山门上方，是中国佛教协会

原会长赵朴初为寺院题写的“石
佛寺”匾额。穿过山门进入寺院，
门口有石佛寺简介和导览图。从
图上就可以看到如今寺院规模宏
大，占地达40亩，五进院落，中轴
线上依次排列着天王殿、大雄宝
殿、三宝殿、藏经阁等殿宇，两侧
钟楼、鼓楼、观音殿齐全。

我沿着中轴线慢慢走来，一
个个大殿高大雄伟，雕梁画栋，非
常壮观。东西两侧的院墙上是一
个个宣传展板，展示的是佛教知
识以及寺院的规章制度。寺院管
理十分规范，墙上公示着从住持
到各僧房管理人员的照片及职
责。

拾级而上，来到卧佛殿月台，
听见叮叮当当悦耳的声音，循声
望去，我看见檐角有风铃在摆动，
天蓝云白，铃声动听。一个女子
双手合十，缓步上阶，走进大殿做
法事。

在卧佛殿的东边，有一个高
台阶小院，这就是方丈院。从石
佛寺简介上可以知道，2004年，
石佛寺被少林寺接管，成为少林
寺下院。受少林寺方丈委派，释
恒忏出任石佛寺第三任住持，全
面主持寺院事务，这也揭开了石
佛寺大规模建设的序幕。特别
是近两年建成的文化长廊、天王
殿、花木苑，让寺院焕然一新，重
现了鼎盛时期的建筑规模。寺
院多次荣获省、市、区“规范化管
理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工作先
进单位”“先进宗教活动场所”等
荣誉，可以想象释恒忏住持的呕
心沥血。

释恒忏字和净，俗名许锦，汉
族，1950年9月5日生于河南周
口太康。1995年2月于宜阳灵山
寺剃度出家。他注重佛学研究，
主张“以文化人、以德润身”，弘扬
佛法，普度众生。曾于2004年9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
系进修学习，历时两年，获研究生
学历。

我推开方丈院的一扇木门，
顿时看到了小院的清幽。屋里法
师正和一位朋友喝茶聊天，见我
进来，老法师以佛礼相迎，在给我
准备的小紫砂杯中倒进热茶。我
坐了一会儿，喝了两杯茶水，就告
辞离开。怪自己愚钝，对于佛学，
我始终认为高深，就像观一处风
景，观不到背后的玄机。不过，有
了闲暇，我还是愿意来到这里，在
享受清净之余走走看看，看黄墙
绿瓦，看雕梁画栋。

想写一写位于马村区白庄村
的石佛寺，这个想法已经有三年了。面
对这样一座庞大的寺院，除了震撼，总感
觉力有不逮，所以迟迟没有动笔。

尽管没有动笔，但我心里早就为石
佛寺这篇文章草拟了题目，比较喜欢的
有三个：一个是《中原圣境石佛寺》，一个
是《喧嚣中偏居一隅的清静之地》，还有
一个是《石佛寺的千年钟声》。打量这三
个名字，仿佛都能代表石佛寺，又仿佛都
不能完全代表它。最近一次去石佛寺，
在楼堂殿宇间，于香雾缥缈中，我听到了
持续不断的梵音，那袅袅梵音，让我的心
情瞬间安静下来，也终于有了写下去的
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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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陪老爸到“蜜雪
冰城”买冷饮，想让他清凉一
下。在等待的空当儿，他看到
地上有污渍，便对女服务员
说：“地上多脏啊，拖一拖吧。”
见此，我不禁数落道：“老爸，
你咋恁好管闲事？”一想到《焦
作晚报》正在征集“咱爸咱妈”
的故事，我便想起老爸爱管

“闲事”那些事儿。
老爸看到一些所谓的“闲

事”，不管心里就堵得慌，大有
不吐不快之感。俗话说：“管
闲事落不是。”时下，多少人能
不管则不管，省得找麻烦、落
不是、惹是非。可老爸常说，
作为社会一员，自己遇到“闲
事”，总要进言献策，贡献一己
之力。

提升城市品位，老爸管过
“闲事”。那年他调任濮阳市
工作，他给濮阳市领导写过
信，力陈公交车脏乱，有损城
市形象。濮阳市领导作了批
示，专门让人向老爸征求意
见。自然，公交车的卫生状况
也大为改观。

维护景区形象，老爸管过
“闲事”。他喜欢上云台山，也
喜欢写云台山。没想到，他还
爱“管”云台山。去年初秋时
节，他看到凤凰岭下有人为了
拍照，肆意践踏粉黛乱子草，
便边劝阻边给景区打电话，让
加装了护栏。

为了小区安全，老爸管过
“闲事”。前年冬季，他看到外
婆家小区绿化带枯草有一米
来高，存在安全隐患，且小区
内居住的多为老年人。为此，
他便给办事处领导发信息，工
作人员及时清除了枯草，防患
于未然。

爱护幽篁竹林，老爸管过
“闲事”。翠竹婆娑，竹韵如
歌，是我们小区的独特风景。
可春天一到，总有个别人会偷
拔春笋，破坏小区环境。老爸
凡遇到此事，就会及时告知物
业人员进行监管，确保竹林枝
叶葳蕤。

挚爱家乡情结，老爸管过
“闲事”。他喜欢旅游，在外地
会给游客推介焦作的人文文
化和旖旎风光；在云台山会给
外地游客当向导，一天时间的
话游哪些景点，两天的话去什

么地方，把路线和景点讲得详
详细细、明明白白。

解疑问释困惑，老爸管过
“闲事”。不到惊蛰，忽有巨雷
炸响，市民心有不安，纷纷猜
疑。老爸及时向报社反馈信
息，记者采访了气象专家，快
速回应百姓疑问。他一听我
说《藏海传》中饰演高明的演
员梁超是焦作人，便立即给报
社报料……

老爸早晚喜欢到群英河
边散步，他以此写过好多篇文
章，尤其对桥头那棵两三个人
才能合抱住的老榆树青睐有
加。有一天，他发现榆树粗壮
的枝杆被砍了，裸露的伤口处
渗出树液，像极了眼泪。于
是，他特地写了篇《榆树泪》，
还给园林部门打电话询问情
况，人家回复说因为树枝影响
行人通行才修剪的。老爸闷
闷不乐多时，常说“树也会疼
的”。

哈哈，细想起来，老爸爱
管的“闲事”多了，不胜枚举：
在驻马店宾馆开会，女服务员
穿高跟鞋“嗒嗒嗒”的声响影
响会议效果，他提出了合理化
建议；在饭店吃的不是正宗铁
棍山药，他给饭店总经理反
映；《文学报》要停刊了，他抒
发过真挚的情怀；同学聚会，
他建议不要打断发言，这是对
别人的尊重……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
凉风冬有雪。莫将闲事挂心
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是啊，
心无挂碍多好。说实话，老爸
远没有达到“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
敢忘忧国”的境界，可我分明
觉得，他的爱管“闲事”，与蕴
含的积极干预、勇于承担社会
责任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闲事”，老爸管着管着，
好像成为一件正事。他自己
乐此不疲，不嫌麻烦，不怕指
责。他爱管点“闲事”，不禁乐
陶陶、欣欣然，似乎还有一种
成就感。

噢，你问我爱管“闲事”的
老爸叫啥？就是那个每天写
个不停的王保利，今年63岁
了。

父亲和母亲的爱情要从
1957年村里的会计室说起。当
年，母亲家境贫寒，人却聪明，
打得一手好算盘，担任生产大
队的会计。她不到20岁就入
了党，把大队的账目理得清清
楚楚。

父亲有学问，焦作市一中
毕业，是村里的文化人，在小队
里当会计。因工作原因，父母
比较相熟，后经人撮合，俩人结
了婚。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
代，父母二人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精
神，养活了一大家子人。

日子是过出来的，也是省
出来的。母亲以一己之力扛
起家里吃喝拉撒的大小事务，
全力支持父亲的工作。家庭
联产承包时，家里分得 13 亩
耕地的管护责任，她从不让父
亲下地，所有农活都独自承
担。即便生活重担压身，无论
白天多忙多累，只要父亲没回
家吃饭，她总会备好热乎饭菜
等着他。

父亲是村里篮球队的主
力，常常代表大队参加各类比
赛。他白天忙于工作，晚上还
要参加训练，不管打球到多晚，
母亲都会一直等着他。有一
次，父亲去参加公社的比赛，直
到第二天2时才回家，一推门就
闻到了饭菜的香气，这是母亲
特意为他做的。为了防止饭菜
变凉，母亲守在灶台旁，时不时
地用手去摸一下饭碗，如果凉
了就热一下，这样父亲到家后
就能立刻吃上热乎的饭菜。

除了打篮球外，父亲还是
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骨干。每逢

过年过节，他都会带着村民排
练节目。不管排练到多晚，他
回家时依然能吃到母亲准备的
热乎饭菜。这顿深夜的热饭，
成了大队里的美谈，母亲也因
此被大家公认为村里最贤惠的
妻子。

母亲这一辈子都在默默付
出，无论是对父亲还是对我
们。父母共育有9个孩子，除大
女儿夭折外，其余8个均各自组
建了小家庭。逢年过节家庭聚
餐时，母亲永远是那个忙前忙
后负责做饭、打扫的人，也永远
是那个不上桌吃饭的人，她年
轻时如此，年老时依旧，直至生
命走向终点。

在旁人眼中，母亲的生活
充满艰辛，但她从未喊过苦、叫
过累。也正是她这种宽容坚韧
的性格，让父亲得以腾出时间
和精力陪伴我们玩耍。

家里穷、孩子多，我们小时
候的玩具都是父亲亲手制作
的。他从山上捡来形状相近的
木头，做成象棋、军棋、兽棋；把
小纸片变成扑克牌，还陪我们
下棋，教我们对阵取胜的技巧。

父亲曾当过中学教师，他
教我们识简谱、唱歌，教我们画
画、吹口琴。即便家里日子再

难，父母也坚持让我们上学。
父亲负责我们的教育，母亲则
全心操持家务，两人遇事总是
有商有量，结婚60余年从未红
过脸、吵过架，在村里人人都羡
慕他们。

当家里第三代出生后，日
子逐渐好转，父亲在堂屋墙上
贴了张学习奖励表，激励后代
努力读书——凡是考上重点中
学、大专、本科、研究生的，都能
获得不同程度的物质奖励。在
这种氛围下，家里第三代学习
劲头十足。算下来，如今第三
代中共有2名博士生、2名硕士
生、2名本科生和3名大专生。

从算珠声里的初遇到灶台
前的守望，从木板棋子的温情
到学习奖励表前的期许，父母
用60余年的岁月诠释了“过日
子”的真谛。母亲的付出如涓
涓细流滋养着家庭，父亲的教
诲似灯塔照亮成长之路，他们
用最朴素的方式让日子有了温
度，也让这分浸润着爱与责任
的家风在儿孙辈的生命里生根
发芽，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幸福
模样。

本报记者 朱颖江 实习
生 王云鲲 整理

在爸妈的婚姻里读懂“过日子”

老爸，你咋恁好管“闲事”
□王寒冰

■讲述人：刘小印
《咱爸咱妈》栏目征稿中，家住解放区新

华北街的刘小印致电分享父母的故事。他的父亲刘

国长今年85岁，母亲李克荣已离世。刘小印提到，

父母结婚60余年从未拌过嘴，母亲一生为大家庭辛

勤付出，父亲则尽心教育子女。他特别想通过讲述

父母的故事，让家里人尤其是第三代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幸福，更应铭记祖辈的付出与家庭的温暖。

1.写下来，寄给我们：
邮寄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90号报业

国贸大厦《焦作晚报》编辑部《咱爸咱妈》
栏目组收(邮编：454000)

请在信封上注明《咱爸咱妈》投稿。

2.发电子邮件：
专属邮箱：jzwbwq@163.com
邮件主题请写：《咱爸咱妈》投稿+您

的姓名
3.讲给我们听（口述）：
如果您不擅长写作，欢迎拨打我们的

热线电话（0391）3909990，预约记者耐心
聆听您的讲述并记录整理。

您的参与，意义非
凡！

讲述身边故事，引领
健康生活！《咱爸咱妈》栏
目，期待您的参与！

■如何投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