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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大力发展慈善事业 努力建设和谐如东努力建设和谐如东

（一）
我站在边陲小镇的蓝天下
倚靠着四柱金光
遥想远古的萨迦王朝
曾经的沧桑与辉煌
走上山巅
目睹诵经的僧人
守护着默默的勐焕大金塔
癸卯兔年七月二十三日
从无锡来到德宏芒市的金塔

脚下
寻找到丁氏发源于河南兰考
柯氏图腾的象征
周成王会诸侯于柯山
人口约110万
在百家姓中排145位
丁字型塔柱与我的因缘
从中寻觅到佛的菩提记
成就我涅槃之智慧
记 载 着 释 迦 摩 尼 佛 的 六 年

苦修
四十八天蝉定降服一切魔障
佛陀成了释迦摩尼
伽耶成了菩提伽耶
我在圣菩提树下祈祷
用星云大师赞美的诗句
众生的精神有了寄托
众生的心灵有了皈依

（二）
昨天重走腾冲司莫拉瓦族村庄
今天又感受到火山热海的温泉
40℃的琉磺水
蓝天白云的日子
环望润美的缅甸文字

将观音菩萨与弥勒佛连成一片
肃穆而宁静
露出彩云法雨的笑容
我翻阅塔尔寺宗喀巴大师全传
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
培化出两位大智慧的徒弟
克珠杰（一世班禅）和根敦珠巴

（一世达赖）
相差六岁的两位弟子将藏传

佛教
一直传诵到今天
我一直将藏传与南传
作为佛教研究的根
从南传的滴水回响功德
去感悟滴水仪式
从藏传的四大派别中
重温宗喀巴大师的传道
集四法印达到成佛的境界
从饮茶品茗中
悟道人生苦、集、灭、道的真谛

（三）
我也在默默守护着这座古金塔
见证这片云南土地的兴衰
中国三大佛教文化
在集聚
绿水潺潺流
青山翠绕着勐焕大金塔
佛陀的音容仍在
我又从塔身上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更能承载着小我与大我
碰撞出火花
显现星云大师玲珑剔透的普照
闪耀着傣族文明的璀璨

一个人不管走多远，终会回到
血脉相连的故乡；一个人不管会多
少种语言，都忘不了故土哺乳的母
语乡音；一个人年岁越长，对故乡
的回忆越清晰，情感也愈醇厚，就
像老牛一样把过往一遍遍咀嚼反
刍、晾晒珍藏。

我的家乡在南黄海边一个叫如
东的地方，历史上如东属于如皋县
东乡，1945年才正式称为如东县，
是名副其实的“年轻人”。因其偏
安于海之一隅，交通不便，曾经是
一个很不出名的地方。我当兵在
外，别人问起我老家哪里，费劲介
绍老半天，最后对方还似懂非懂地
报以一声“哦”，心中不由自主地涌
起失落感。

如东县域原来是黄海中的一
片浮在海面上的沙洲，西周时期
开始成陆，逐渐形成一块东向的
卵圆形的沙洲，史称扶海洲，清人
李琪《崇川竹枝词》一百首之开篇
两句“淮南江北海西头，中有一泓
扶海洲”，描写的正是此地。名字
颇有诗意仙境，仿佛八仙扶着海
风踏浪飘逸而来，而现实却非常
骨感荒凉。史书记载古代有兄弟
三人，摇舟渡海来到这茫茫沙
洲。他们狩猎打渔耕种，留下了
垦荒的第一行足迹，后人敬仰他
们的开拓精神，在县城掘港东边
立庙祭祀，庙门匾额上题有“辟我
草莱”。这四个字正是对这种精
神最生动的诠释。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如东
人民用生动的答案告诉我们，辟我
草莱开新宇，敢教日月换新天。新
中国成立以来，如东动用民工 40多
万人次，经过 25 次大规模围垦造
田，匡围土地近 60万亩，如果折换
成 1米高、1米宽的堤坝，长度足可
绕地球赤道一周有余，是名符其实
的“海滩长城”！这何其壮观，又饱
含多少艰辛！“辟我草莱、勇立潮
头”的围垦精神一直是激励如东人

克服困难、艰苦创业的无穷力
量！

走进如东县城，沿人民路南行
到影剧院，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青
铜海子牛雕像，这是如东人的精神
图腾--海子牛。雕塑铭文:一方水
土造就一方精灵。繁衍、劳作于南
黄海之滨的海子牛，临海阔而期高
远，挽沉载而甘负重，经风浪而勤
奋争，长跋涉而善开拓。今立此青
铜雕像，昭示子子孙孙，弘扬如东
人所崇尚的海子牛精神，成就富民
强县、振兴中华之伟业。

想当年，夺取皮棉百万担、围
海造田、计划生育，如东人民经历
的三件大事，最真切地反映了如东
人海子牛般的品性，这种淳朴和善
良、老实和听话、勤奋和执着，认准
一个理拼命干到底的精神，仍然是
新时代如东精神“厚德力行、耕海
图强”的传统底蕴，创造出了一个
个发展奇迹。

苍天有情，被如东人的勤劳
朴实感动，让如东的海盛产文
蛤、黄鱼、鲳鱼、泥螺、竹蛏、紫菜
等上百种名贵海鲜，被授予中国
海鲜之乡。“东风早晚桃花汛，鲑
菜如泥贾客船”。本港海鲜引得
无数游人来大快朵颐，尤其是文
蛤，连乾隆皇帝都啧啧称赞，御
为“天下第一鲜”。如东大海的
鲜味也勾起远在外地游子的味
蕾，盼望醉倒在家乡滑嫩诱人的
海鲜大餐里。

今年五月回乡，沿着洋口港蜿
蜒开阔的海堤兜风，海风拂面，波
光粼粼，心旷神怡，尤其那一字排
开、高达百米、直穿云天的巨型风
力发电机塔，屹立于海天之间，壮
观震撼，像一排排卫士忠诚守卫着
黄金海岸。当年，工人们顶着烈日
暴雨把这庞然大物竖起来，是多么
不容易。

远望大风车，看着脸庞黝黑、
一身腱子肉、头发不羁飞扬的乡亲

们，多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
德，凭借浪漫的乐观主义精神，以
肉躯雄心与恶劣的大自然搏斗，冒
险蹈海，无畏驭风，虎口夺食。他
们比堂吉诃德更有智慧，不仅与风
车斗，更学会了与风共舞，驯服风
车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谱写了一
曲“追风逐电，潮动如东；海上三
峡，汇成交响”的壮歌。一座座海
上风电场，在荒芜的海滩上筑梦深
蓝，筑起了“海上森林”，筑成了亚
洲规模第一，如东也是全国绿色能
源先进县。

每一片奔腾的海水都有它历史
的源流，每一股咸腥的海风里都融
汇与此共生的人文气息。这片海，
唐代名将薛仁贵跨海征东至此，流
传下“一马成塘”的传奇故事；北宋
名相范仲淹躬身治理，修筑了惠泽
今世的范公堤；南宋民族英雄文天
祥渡海南归途经此处，镌刻下“未
应便道是天涯”的历史遗存；明代
抗倭名将邱升为抵御倭寇浴血奋
战、捐躯于此；清末状元、爱国实业
家张謇在黄海滩涂上办起了“大豫
盐垦公司”，开拓如东的工业雏形
……贤官良将、名人义士们在此蹈
海踏浪、建功立业，赋予这片海以
英雄的气概、文明的血脉，孕育了
千千万万个战天斗地、敢闯敢干的
堂吉诃德。

一代代堂吉诃德们，在与大海
搏斗中唱出了如东人奋进崛起的
壮歌。如今的如东发展迅猛，GDP
已达 1300多亿元，在最新的全国百
强县排名榜上位居35位。

如东人特别崇文重教，对耕读
传家格外重视，明清时期掘港迴澜
书院、拼茶南沙书院，马塘培英书
院很有名气，士习文风蒸蒸日上。
丰利的汪氏文园是江海平原三大
名园之一，扬州八怪的郑燮、黄慎、
罗聘、李方膺，文学家袁枚、状元胡
长龄等都曾来文园住过，一时誉满
大江南北 。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

徐述夔，因“一柱楼诗案”牵连受
害者众，成为清朝著名的文字狱惨
案，但这都没能阻断如东人读书教
育、追求文明进步的信念。

解放后，“再穷不能穷教育，再
苦不能苦孩子”是如东城乡人的
共识，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也要让
子女读书成才，所以如东基础教
育闻名省内，创造了如东高考核
心指标 25 年全省领先的辉煌成
绩。一茬茬如东优秀学子遍布世
界，为如东腾飞提供南黄海般澎
湃的动力。

长期艰辛的劳累之余，如东人
以天为布、大地为舞台、双手为笔、
风雨为音律，创造了跳马伕、浒零
花鼓、钟馗嬉蝠、泼花篮等非遗地
方戏舞和农民画。一排排剽悍粗
犷的马伕群起舞动，雄壮铿锵、气
势排山倒海，被外国人称之为“中
国迪斯科”。浒零花鼓曲调质朴流
畅、优美动听，渔民号子、挑担号
子、车水号子豪迈昂扬。如东杂技
也名扬天下，多次在世界魔术冠军
杯大赛斩获大奖。如东现代民间
绘画全国闻名，被授予“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连续五次蝉联此
项国家级荣誉。这些绚丽质朴、充
满乡土海韵气息的文化活动，滋养
着如东人的精神家园，为辛苦的生
活涂抹着快乐的音符和明亮的色
彩。

因为苦过，如东人具有悲天悯
人、乐善好施的情怀。如东好人群
体在中国好人评选中年年不缺席，
门门不缺位，被中国文明网誉为中
国好人“如东现象”。德高寿长，如
东还是全国闻名的中国长寿之乡，
八九十岁精神矍铄、下地干活的老
人到处都是。

如今的如东，一座奔跑中的
“后浪之城”，像耕读者一样底蕴
深厚、笃实睿智，像海子牛一样蹄
疾步稳、昂首奋进，像海边的大风
车一样，动能无限，正御风前行！

自以为走过神州的南国北
缰，访过闻名遐迩的名山大川，
到过占经天下春色的江南名镇，
曾经沧海了。却不料一次外出
偶遇，不经意间一座小镇蓦然擦
亮了我的双眸，想不到这一座离
我故乡不过三十里之遥的小镇，
竟在我眼皮下不露春色，深藏闺
中已久，而今一旦相遇，眼前一
亮，让我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千年古镇，烟火栟茶，江海平
原上的一颗明珠。在春风秋雨
的润泽下，栟茶人民匠心独运，
精心打造旧城区，让千年古景重
现，古街古色古香，成为风格独
特的一大景观，让世人惊奇。

步行栟茶老街，迎面一座高
大巍然的牌坊：状元坊，让你感
受到栟茶古镇的悠久沧桑的历
史文脉；感受到栟茶人对文化的
顶礼膜拜；让你知晓了栟茶中学
享有声誉的由来。沿街依次排
列的七座牌坊，均有不同的造型
和命名，有着不同的历史注渊源
和史诗的诉说。

老街两侧商铺林立，百年老
店比比皆是：老招牌，老店家，老
品牌，老商铺，老茶馆，老客房。
老街深巷，韵味悠长，烟火人家，

日常生活，土著居民，大早悠闲
地端坐老茶馆就着一品香刚出
炉的热烧饼，慢啜细品明前的安
吉白茶，一口烧饼一口茶，满嘴
的芝麻香，口吐余香绕梁三日不
绝，这是老茶客每日的早课，传
统节目。三五老友，喝茶聊天，
话说桑树麻，日常陌里人家，则
是他们晚年最为惬意的生活。

老茶馆门前纹丝不动，执着
雕立的二位智者喝茶的铜像，神
态毕俏，栩栩如生，则是老茶客
的烟火人生和古老的栟茶文化
真实生动的写照。

老街居民的生活散淡，平常
琐碎。平日白天，老街坊三五散
淡人家走动，仿佛是古镇古戏的
序幕，那早起的住户就是个跑龙
套的上街探个行情，晚上才是老
街大戏隆重的出演。

夜色下的栟茶古镇，华灯溢
彩，灯光秀方是栟茶老街最绚丽
最眩眼最吸引游客的眼球的火
树银花不夜天。

立秋那天，夜色未央，我早早
地来到栟河河畔。身倚白玉桥
栏，看一河碧水，栟茶河水让人
一见倾心。河水碧而纯，河水碧
而幽，河水碧而酽，幽得叫人清

澈，幽得叫人醉迷。酽得宛如那
陈年老墨研磨下的千年沉淀的
墨汁，若不近前凝视，莫不以为
是一条长长的碧玉带，静卧河
床，微风吹不动它半点涟漪，搅
不动它满腹的心事。只有那泊
在河码头的龙船画舫，风起时，
稍稍晃动，才使镜面似的河水转
动起那无声的唱片，晃出圈圈波
纹，稍停片刻那深绿色的封面匆
匆合上。

立秋之日，暑热未去，上天有
心赐我凉意，河边阵阵凉风骤
起，让人好不惬意。风起处，一
缕缕烟雾扑面而来，疑是栟茶河
边酒家烧烤，颇以为在这美的风
景之处有点大刹风景。我寻烟
之源处，探头一望，让我惊讶不
已，只见河岸两侧玉石砌筑的石
壁缝隙间漫溢出一缕缕薄似轻
纱淡如云雾的水汽，那烟雾时浓
时淡，时断时续，一层层，一缕缕
铺垫开来，与河面上氤氲的水汽
相交相融，贴着河面，随波漫行，
随风飘渺，让人仿佛身在云雾
中，不知天上人间，宛如仙境。

栟河上有数座桥，眼前的栟
茶河东桥一如一弯冷月临波飞
驾，桥两端，右手高大宽敞的古

戏台，左手雄伟壮观的礁楼，伸
手远处高耸入云的宝塔，沿河两
岸的楼台亭阁，游廊画坊，古代
建筑典范佳构，让人穿越时空，
回到古代岁月时光。

烟雾起，华灯绽放。万家灯
火暴燃，星光灿烂，瞬间千树成
树银花开，美轮美奂灯光秀。

登龙船画舫流涟水色，观赏
夜 景 ，两 岸 万 千 柳 丝 ，垂 丝 海
棠，樱花，绿树成行，为游人撑
起一把高张或低垂的绿荫，给
河 水 一 片 静 谧 和 清 悠 。 月 色
下，栟河波平如镜，映照天上繁
星点点，仿佛银河坠入栟河，两
河相融，星光灿烂。栟茶河四
周华灯环绕，五彩缤纷。眩目
四射的光束给河畔的翠树绿叶
染上一层色彩斑斓的光带，亦
给波光如镜的河面镀上了一幅
彩色的光幕。

此时天上一轮如水的月华，
栟河上三五艘龙船画舫，画舫四
弦高悬红灯笼，与悬挂柳梢上的
白月亮，交相映辉，染得一河水
半是银光熠熠，半是红晕团团，
美轮美奂。

此时的我真想舟上枕河，入
梦水乡。

如东 奔跑之城
□ 缪志刚

●

●
陌 上 花 开

烟 火 栟 茶
□ 刘志平

●

●
心 有 翡 翠

洱海宁静如镜（外二）

□ 丁康权

我来到杨丽萍
每天清晨
用洱海的水梳头的地方
在聆听苍山的拂动
洱海与杨丽萍
碧波与翩翩舞姿
这一山
那一海
相乳交融
漫步中迎来洱海的风
吹打我的面肤
遥望对面
专职摄影师的拍摄下
我们自行车飞驰洱海的身影
收获秋日的笑容
风吹苍山
雨拍洱海
我们的思想在倒映中碰撞

翻阅着杨丽萍洱海文化的舞曲
夜幕降临
星光如此璀璨
直射游客心房
曾经的风花雪月
星光闪烁着心醉
苍山翠绿环绕
洱海宁静如镜
苍山之巅
云雾缥缈
洱海之畔
水天相接
演绎一段凄美的傣族爱情
铭刻在游客忘怀的记忆里
这是一夜风花雨月
又是一夜故事的开始
见证千年的历史

大理与喜州的简居旅游

看着喜州古镇导航定位
西倚苍山
东临洱海
一直就想吃上一口
破酥粑粑
还是央视上榜品牌
比普通粑粑多出12元人民币
简直没有厘清两个古镇
简居旅游
仿佛北京的后悔与什刹海关系
缠倦缠绵
灿灿温暖走进这头
又闯进那头
人，揽入镜头
攘动着悠闲的张力
疫情后的岁月静好
不知从祖国哪个地方
来到这里
午后细雨的大理
顶棚荷叶畔
用手戏弄翠绿粉红的荷花

雨下荷的清凉
还欠下清风二两惆怅
大理喜镇的走向
没有设置北方恩波亭和听鹂轩
却有云南的沉浸和悠柔
我把玩着大理古镇的水滴
荡漾出了一个湖面
一片情意生发我写诗的灵感
这位悠闲的傣族姑娘
嫣然地在喜州古楼上一笑
将破酥粑粑贴上
白族小吃的醇香可口
住在民宿小院的东头
九龙瀑布飞流直下
两处简居
品茶赏景
白云飘飘
感慨出多彩的孔雀
展屏在天然氧吧的小镇
给白族古城千年眼
给老街带来祥吉的音符

走进勐焕大金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