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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各拉丹冬的冰川

（组诗）

不能拨的电话号码

打开手机，

按键翻出你的号码。

望着这个早已烂熟的我却不能

拨的号。

就像孩子在商店橱窗外徘徊

———张望那些玩具。

咬着手指，不舍离去。

茉莉花开

那一朵， 镶刻于岩石之上的浓

香。

是你呵！

静静地，入睡于千年之前。

我求遍天涯，嗓音嘶哑。

我求来生，我求前世。

我求上苍，

送我们三分明媚，七分温暖。

我求你的鲜艳，

苏醒于今晨。

我求，给遥远的道路，

立一个终点。

我求，为美丽的花朵，

许诺无数个春天。

梵高的向日葵

爬上最高的高楼，

眺望最远的远方。

远方有一棵棵忠诚的向日葵。

一瓣瓣金色花朵， 正仰望着太

阳。

这可不是夏天呵！

这正是冬季。

它们是梵高的向日葵

,

永不凋谢，永不枯萎。

花朵像孩子。

热情来自于太阳。

根须像老人。

执著取自于土地。

我与你

我是旗

你是钢制的旗杆

你是尺

我是笔直的线

我是瓷

你是窑膛的火

你是雨

我是干旱的田

你是梦

我是不愿睁开的眼睛

我是太阳派来的

轻抚你额头

洒落阳光

你是蓝天派来的

携我的手

云间漫步

你是狂风派来的

扶我的肩

飞越荒原

我是大海派来的

冲向陆地

永不疲倦

你是坚守海岸的礁石

圣洁的身躯

己伫立千年

我是崖边逆风的海鸥

喉咙的嘶鸣

你可听见

我

遍寻世界

望不见你

我走进混沌的黑夜

我看见

旗杆与旗

紧密相依

迎风耸立

各拉丹冬的冰川

大树太大，

小草太小。

一瓣绿叶跳不出生命的舞蹈。

天边有什么？

莫非贮藏了很多

风、雨、云、雪……

他们是听众吗

?

太阳是指挥吗？

谁能告诉我？

那来自天边的温暖，

怎么总是一树的花瓣，

一夜凋散。

日子久了，心倦了，

有没有幸福的源泉？

能像各拉丹冬的冰川。

纵使融化，

可否再慢一慢，

慢一慢，

像各拉丹冬的冰川

,

融化上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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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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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亲情

我 的 父 亲

������

父亲，此生我所最敬仰的 、最对

不起的人， 就在

2002

年

4

月

2

号走

完了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您没有遗

言，卧床数年

,

昏迷多日，靠点滴维系。

我因工作原因，未能守在床前。 记得

那天我正在高速路边植树，大哥的电

话传来

,

犹如晴天霹雳，击打着我的心

灵，我的心一下子跌到了低谷……一

路颠簸摇动，一路雾霭沉沉。 泪眼看

到车外柳树发绿， 桃花泛白， 我禁

不住热泪滚滚， 痛哭流涕。 当我赶

到家时已按照家乡风俗， 父亲着寿

人服饰， 面目慈祥， 静静地躺在当

屋的木板床上。 那一刻，我大脑一片

空白……

再有几天，就是父亲的祭日。 父亲

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母亲也离

开我们十二年了。 十年的时间，我们就

像蒲公英的花絮飞离了故乡， 飞离了

父亲和母亲长眠的地方。 许多时候，只

有父亲母亲相互陪伴。 空中的百灵鸟

,

偶尔会在您的周围盘旋， 荒冢边的野

菊花则永远守护着您。

父亲，

1921

年

3

月

21

日出生于

农民家庭。一生务农。解放前夕，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先后当过大队保管、

会计、副支书、支书。 父亲的一生光明

磊落，乐观豁达，坚忍不拔，虽然没有

取得显赫功名，但活得实在，活得充

实，活得坦然，活得无怨无悔，活得圣

洁而淳净。 一生辛劳，充满着奉献，平

凡中显示着伟大。

从我记事起就是“文革”年代，母

亲身体一直不太好。 父亲在大队当干

部，总是忙里忙外。 由于我们兄妹多，

父亲有时在工作时间还要到家里干

些家务。 由于当时政治环境、居住环

境都不太好， 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

父亲总是提醒要把那扇小街门关上。

这样邻居从门口经过，就不会看见院

子里忙碌的父亲。

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玩

具。 父亲也不是手巧的人，也不能给

我造出像样的玩具。 印象中，父亲把

五哥从外村带来的小皮轮，用两个木

棍夹住，让我推着玩。 就这样一个简

单的玩具，让我高兴得不得了。 让我

感觉简直就是一部小推车了。 一天到

晚，我推着它疯跑。 跑热了就解开衣

服上的扣子， 让冷风吹拂火热的身

体。 到家后，父亲一边把衣服上的扣

子给我扣住， 一边用手擦我头上的

汗，一边说：“看把你热的。 ”

父亲为了让我吃上几天饱饭，向

郑兴妈借了七毛钱，带着我就去浚县

看望服兵役的大哥，下了火车我真是

太饿了。 父亲就给我说：“天亮后，部

队有白馍馍。 ”我闭着双眼伏在父亲

的后背上，父亲艰难地前行着。 天亮

后还未赶到部队， 我饿得实在不行，

父亲就在路边的起伙店，说尽好话让

店家施舍给我半碗面条儿，那好吃的

感觉我至今难忘……而父亲只喝了

几口面汤。

父亲读过几天私塾，喜欢讲三国

道水浒。 记得父亲在给我讲《西游记》

中的孙悟空时绘声绘色。 他说道，孙

悟空离开花果山去天宫时，对小毛猴

说：“孩儿们，我到天宫走一遭，十天

八天就回来！ ”此时，我会听得入迷，

如身临其境。 记得父亲还有一次给我

讲《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讲到高

兴时还会哼上几句：“我正在城门楼

上观山景。 ”小时候这个故事我听了

不知多少遍， 并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现在想来， 父亲想让我懂得机智多

谋，遇事不慌，碰到困难

只要有勇气、临危不惧，

就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

的道理啊！

父亲性格倔犟 ，母

亲脾气不好， 我们兄妹

又多。 在那缺吃少喝的

年代，父母经常吵架。 我

记得两个人吵了嘴 ，能

几天不说话。 吃饭的时

候， 母亲就让我去叫父

亲。 父亲默默地吃完，也

不说一句话。 父亲、母亲

有时候吵得厉害， 父亲

就会离开家， 到周边的

集市上赶赶会，转转圈。

还会买上半斤筋骨条和

一些水果糖。 父亲只吃

一个， 把剩下的全拿到

家。 当我闻到香味、甜味

的时候，就知道父亲回来了。 还有一

次，父亲又和母亲吵架了，父亲一气

之下，身上发烧，就生病了。 母亲给父

亲熬了碗姜汤，想让父亲喝。 我当时

很紧张，怕母亲端给父亲时，两人再

吵架，就拦住母亲说，“让我端吧。 ”母

亲把我推开，自己端过去。 父亲接过

碗，喝得干干净净。 此时我才明白，他

们心中也有爱啊！

父亲曾很自豪地跟我说 ：“论打

算盘，白庙村没有谁比我强。 ”父亲教

会了大哥、二哥、五哥，就很想把这本

领传给我。 父亲教我背口诀，教我三

变六，四变八。 但我始终不能让父亲

满意。 后来父亲教我乘法除法，而我

真的不开窍，怎么也学不会。 父亲也

有些失望，生气时会很灵活地“啪啪

啪”打个“凤凰双展翅”，嘴里还会说：

“这有啥难的，你的哥哥都学会了，你

怎么就学不会呢？ ”父亲又教我一段

时间后， 便问我：“你到底想学不想

学，如果不想学，也就不难为你了。 ”

当时我想，父亲是希望我说“想学”，

可我却低着头说：“我真的不想学。 ”

父亲无奈地摇摇头，就再也没有教我

打算盘。 但父亲却用失望的目光告诉

母亲：“小重不如他的那些哥哥。 ”

在那凭工分分口粮的年代，由于

我们累手大，缺劳力，像我们这样的

缺粮户， 家里闹饥荒是很正常的事。

孩子嗷嗷待哺，等米下锅，常常难倒

父亲，父亲有时会安排母亲尽义务为

生产队补麻袋。 上百条麻袋，一补就

是半月二十天， 母亲有时会很不耐

烦，父亲就会说；“补吧，补完后再把

麻袋底搜和搜和，兴许还会搜和出点

粮食呢。 ”就这样，母亲一季下来补麻

袋还能补出十斤八斤粮食。 父亲，为

了养活我们，您真是用心良苦啊！

记得那年暑假，我到村北责任田

干活，几个群众围过来问我：“你是读

书人，你说毛主席的话对不对？ ”我不

假思索地说：“当然对了。 ”“那你说现

在苏联还是咱中国的老大哥吗？ ”我

一阵茫然。 回家后我把我的困惑告诉

了父亲， 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孩子，

你还需要读书啊。 ”您随手把一本刚

从乡政府领来的《邓小平文选》拿给

了我。 父亲，现在看来，您拿给我的不

是《邓小平文选》，而是您的聪明才智

啊！

父亲走了！ 我知道您去了一个很

远很远的地方， 那个地方都说是天

堂，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我很想知道，

天堂里是不是大集体？ 搞不搞 “运

动”？有没有生产队？您需要干私活的

时候，怕不怕别人说闲话？ 那又有谁

为您关上那扇小街门呢！

父亲走了！ 我很想念您，不知道

您还会不会时常跟母亲吵架。 您怄气

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母亲身

体又不好，谁给您端碗姜汤呢！

父亲走了！ 您一生贫困，没有吃过

一顿肉，您生气时，会到集市上买半斤

筋骨条和一些水果糖，自己吃一个，剩

下留给我。 现在我多想加倍偿还您的

爱，让您体会体会现在的好生活。 但是

不可能了。 您已经走了！

父亲走了 ， 带着一身的疲惫走

了！ 您把“空城计”中的哲理留给了

我。 现在我多想打开电脑，让您看看

易中天的《品三国》。 但是不可能了，

您已经走了！

父亲走了！ 我会在您的祭日对您

说，“不学打算盘，我很后悔！ 爹，对不

起了！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学会乘除

法。 儿子让您失望了。 ”

父亲，在您周围盘旋的百灵鸟

,

就

是您的儿子。 它会永远停留在您的身

边，为您歌唱那首好听的歌。

那是我小时候 ， 常坐在父亲肩

头，父亲是儿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

车的牛。

忘不了粗茶淡饭，将儿养大。 忘

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

等儿长大后，山里的儿子往外走，

想儿时一封家书 ， 千里循循叮

嘱。

盼儿归时，一袋闷烟，满天数星

斗。

都说养儿能防老， 可儿在异乡，

山高水流。

都说养儿为防老，可你再苦再难

不张口。

儿子只有轻歌一曲和泪唱：愿天

下父母平安度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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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丙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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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过眼

《三余阁拟古》跋

������

编者：张丙辰新著《三余阁拟古》一书近日已由河南大

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文为《三余阁拟古》一书作者自序。

余幼时即好古，尤以旧体诗文为甚。祖辈虽不算诗礼簪

缨之族，但亦耕亦读，在当地小有文名。十岁余即熟读名著，

一本石刻本绣图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常置枕边。 囫囵吞枣

亦惬意，情窦未开诗窦开，其间诗词几乎全可成诵。 章回题

目尤让人一吟三叹，齿脥生香。“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

风尘怀闺秀”、“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等。 意未甚解，但

骇俗惊心，叹为观止。 受此蛊惑，遂以为天下唯读书为第一

等乐事，发愤穷毕生之力读尽天下诗文。

然而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诗文迷梦在

余十岁时戛然而止。 神州履劫，文化遭难，屑小之徒在革

命旗帜下大售其奸。一日，大旗猎猎，锣鼓喧天，涌来满院

红袖箍。红男绿女冲进房间翻箱倒柜，把一卷卷烟黄色网

纸夹层石印线装书弃置当院。 可怜一炬，顿委焦土。 另有

身手矫捷者，登上高梯，舞动铁锤，向中门门头上四个蓝

色雕字“诗礼传家”，一阵狂砸。 灰飞渣落中，一群好汉踏

歌远去，挥师别处。 余瑟缩于墙角，听着一个身披鹤氅的

体面人振振有词：“这四字很反动”！

革命真不是请客吃饭。 锣鼓响处，如遇旱蝗，草枯叶

落，地净场光。 自此乡间除了语录本、红五卷、样板戏外，其

余均为封资修黑货，皆欲涤而荡之以后快。怎奈少年情怀始

开蒙，欲禁不止，欲罢不能，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日课之

余，仍对千百年前古诗文念念不忘。 所幸天道不欺，百密尚

有一疏，网钓合围中亦有潜漏之鱼。某一日于外姓人家窗台

上，窃得一古诗选本。封皮失帙，书角卷起，陆绩怀橘一般揣

入怀中，于如豆灯光下，鸡鸣犬吠声中，读兹品兹，如醉如

痴，达旦通晓，不知东方之既白。 当此时也，斯文扫地，读书

成危途；逆势而行，毕生落陷阱。读书人反成娄阿鼠，行色诡

秘，迹同窃儿，既不可持卷示人，又不敢大厅卖弄。 呜呼！ 美

丑错位，黑白颠倒，道溺文觞，胡为底止？

天不灭曹，青眼终开。 浩劫十年终告罄。 余参加高考

幸为新乡师专录取，得以登堂入室，亲近斯文。“昔日龌龊

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

安花”。当时情状与杜郎金榜题名之得意，何其相似乃尔？

但困顿人家，劫后余生，国恩浩荡，赐余良机，得尽展采之

思。敢不肝脑涂地，报效天恩？故余自入校之日起，力排杂

念，兀自发愤，既不敢放荡春风，亦无暇踏花紫陌。唯有在

清冷寒夜，于小园香径上，临水亭台中，游走偷光的剪影，

披迎苦吟的晨风，直吟来东天霞灿、旭日初升。

余当年曾受庭训， 二爷爷在柳圈椅上吟出一联：“行

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滋；为恶之人，如

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不惟启善门、杜恶根，而

且其理甚新，其词甚工，其旨甚远，以是刻骨铭心，毕生奉

为圭臬。 及至入高校，才知此类人生警语，在明清文人进

德修业典籍中所在多有。菜根谭禅悟佛性，幽梦影指点人

生，呻吟语阐发玄奥，小窗幽记、围炉夜话、增广贤文，集

古今大成，说人生智慧，谆谆劝善，言言警心。 句句金石，

字字珠玑。 如此智慧宝库、处事经典被有意冰封雪埋，人

性之残忍、凶狠、奸诈、无耻便如脱缰野马，易放难收。 三

十年来，余对此类人生经典异常偏爱，反来复去，熟读成

诵，晨吟暮省，未尝有辍，于自身德业大有裨益。

余作旧体诗起步晚，自知昆池水浅，积淀不厚，唯恐

出手露拙，贻笑于大方之家。

2004

年，余任职教育部门，

教改发端，百事待举，力行新政，亦无非照猫画虎，却引发

无端攻讦。 心神交疲，如历炼狱，偶有所感，不免敷衍成

韵。 虽然平仄不谐，格律欠工，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余作

诗本不求闻达，自娱自乐，挚友唱和。兴来词自胜，酒后语

犹颠。隔时检点，择要留存。闲来展读，犹当晤对。对人对

国无害，于身于心有益。于是乎一发难收，吟诵读写，手口

并用。 韵联散骈，齐头并进。 执著之状，何异中举范进；迂

腐之态，恰类咸亨乙己。 常为吟成好句而彻夜不眠。 诗心

凝处儿呼饭，夜读深时妻屏灯。致使家政大乱，三餐失序。

每有得意之笔，禁不住摇头晃脑，抑扬有声。 妻责我迂腐

之极，噪声污染，我依然自得其乐，不改初衷。

因而便攒成了这卷《三余阁拟古》。望文生义，“三余”

乃自从前贤名言中偷来，冬为岁之余，夜为昼之余，阴雨

者晴之余也。此三余者，鸡零狗碎，人人皆有而多为所忽。

倘能珍惜寸阴，善加利用，自当集腋成裘，攒成大块。 “拟

古者”比照模仿之谓也。意即眼高手低，比葫芦画瓢，一来

可表诗文之陋，二来可逃方家之讥。

呜呼，花甲在望，感慨良多。生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

之非，人生百年，哪得三万六千日之乐？但检点平生，宦海

无大风大浪，声名未大红大紫，人生无大起大落，遭际无

大悲大喜。小善亦有，大德乏陈。唯寄情诗书，乃平生第一

嗜好。旅馆题蕉，客途惊雁，伏枕处独对春山，开轩处喜见

白雪。 当此时，最宜思、最宜诗、最宜吟、最宜咏。 执卷在

手，灵魂与古人晤对，心思与圣贤相契，直觉得洗尽俗肠，

唇齿留香。所以磨穿铁砚、坐残冷月，恒兀兀以穷年，乐于

诗文而不疲者，因其养性怡情、愉悦身心故也。放眼浮世，

欲成一事，其间牵缠绊绕，积弊多矣。唯有诗文事，一人闭

户，清赏已足。 既不惹上峰不满、同僚猜忌、部下检举；又

不致婆媳勃谿、姑嫂斗法、兄弟阋墙。多年来，自知为官心

拙，无心于公门奔走，却好远遁红尘，于象牙塔中寻章摘

句，偶有所得，喜不自胜，欣欣然寄赠于友人。至于诗词格

律、平仄、对仗，自当精雕细琢，力求其工，但求正亦当容

变。 我以格律冠之而不遵，其病在我，我未以格律名之而

见责，其苛在人。 格律之于我，如是而已矣。

搁笔之际，想及黛玉焚诗一段词：这诗稿，“不想玉堂

金马登高第，只指望高山流水遇知音”。哀感顽艳，其情堪

悯。 但是余既无高登之意，亦无知音之求。 所以比潇湘主

人少了若干烦恼。 自知诗文浅薄，其间多有瑕疵，无论诗

意和格律都难入高人法眼。 小志区区，纯属自爱，谅大雅

之士必不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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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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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风物

山阳城与藏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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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修武也即古宁邑，其境域包括

今天的修武、获嘉两县和焦作市区全

境。 秦时，初设县制，只有一个修武

县，到了汉时，分为修武和山阳两县，

从此山阳县与修武县并存

700

多年，

直到北齐天保七年（

556

年），山阳县

并入修武县。

有县就有县城 ， 山阳城遗址在

焦作市城区东邻， 在修武县城西约

十七八公里， 过去的新济公路， 就

沿着北城墙穿城而过。 两千多年的

城垣， 颓废得像一道年久失修的土

墙， 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新济

公路改走丰收路后， 原来的道路成

为建设路东延的一部分。 早在

1963

年， 这里就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2006

年， 国务院批准为国家

文物保护单位后， 政府对城墙采取

了较好的保护措施， 原来被道路冲

开的断面， 被用砖石包裹了起来 ，

并在西城墙北端建立了保护标志。

其实，山阳城的历史要比设山阳

县的历史悠久。 《史记·秦本纪》记载：

“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

邱、山阳城。 ”之所以在这里设城，是

因为这里地处车马大道要冲，西扼秦

韩，北达燕赵，实为兵车冲会之区。 近

年来， 人们在城墙上多次拣到过铜

镞，而且还在城的附近发现了被箭射

穿成孔的人头骨，可见当时夺城之战

的惨烈。 正因为先有了山阳城，在汉

初才从修武分设了山阳县。 到了汉末

魏初时， 又因为一件重大历史事件，

山阳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史书上。 建安

二十五年（

220

年）正月，曹操病死，其

子曹丕继承魏王。 同年十月，在曹丕

的授意下，群臣劝说汉献帝以尧舜故

事禅位魏王。 他虽然很不情愿，但审

时度势，汉朝早已名存实亡，遂三下

诏书，设坛禅位。 曹丕受禅，封退帝刘

协为山阳公，都浊鹿城（今河南修武县

五里源乡李固村），邑一万户，位在各诸

侯王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

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

并命他即日起行，前往封国山阳。 山阳

公的封国即山阳县，《三国志》记载：“魏

黄初元年（

220

年）十一月，以河内之山

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从此，山阳

县又被称为山阳国。

山阳城的废弃当在北朝之后。 北

朝时，古修武区划十分混乱，在北魏

时除山阳县外，还有北修武、南修武、

西修武三县。 北齐天保

七年（

556

年），合数县为

修武县， 从此再未置山

阳县， 山阳县城也逐渐

废弃。 到唐时，刘禹锡作

《山阳城赋》， 其中有句

云：“山阳故城， 遗址数

雉， 四百之运， 终于此

墟。 ”说明当时即已成为

一片废墟。 今天的山阳

古城大部分高出地面 ，

清晰可见， 呈不规则长

方形，缺东南角。 北城墙

长

1850

米， 破坏严重，

有断有续 ； 东 城 墙 长

1350

米；西城墙长

1000

米，除自然风化外，保存

基本完好 ； 南 城 墙 长

5000

米， 大部分已无痕

迹，有九座城门的痕迹，

分别为北五门，西二门，东一门，南一

门。城墙宽

14~35

米，残墙高

4~6

米，

为夯筑而成。 城墙断面夯土层明显，

每层厚

10~15

厘米，厚薄均匀。

我沿着东西和北三道城墙走了

走，北城墙断为数段，且较低矮，只有

中间一段较为完整，卧伏在一片麦田

里。 东西城墙基本完整，只是和北城

墙的连接处被道路冲断。 我甚至还登

上了东西城墙。 东城墙高阔，上面平

整。 西城墙则相对较瘦削，且东边就

是麦田， 沿墙还散落着几个养殖场，

散发着别样的气味。 西城墙鲜有人登

临，城墙上杂草荆榛丛生，特别荒芜，

让人顿生荒凉之感。 我忽发奇想，当

年的山阳城头，是不是也有一个人站

在这里眺望这沧桑岁月？ 不过，在唐

代，确实有这样一个人来到过这片城

墟，这个人就是大诗人刘禹锡，他以

刘汉裔孙的身份在这里发出悲鸣 ：

“我止行车陨涕于山阳之墟， 是何苍

莽与惨悴？ ”

古山阳城内是现在的墙南村，是

一个有近万人口的大村。 看完古城

墙，我决定到村内走一走，寻找心中

向往已久的藏梅古寺。 藏梅寺，又名

法明寺，藏梅是其古名。 道光《修武县

志》在“金石志”中两处提到藏梅寺。

一处是 “藏梅寺山阳令苟祖欢造像

碑”， 为道光年间修武知县冯继照发

现，并考证为北魏年间之物。 这通造

像碑刻有苟祖欢夫妻的模样，并标有

苟祖欢妻子的名字“卫阿奴”。 一处是

“藏梅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碑”，也是

冯继照发现，根据碑中“大唐怀州修

武县”、“开元二年”、“仪凤元年”等字

样，断定此碑为唐碑。 我之所以要寻

找藏梅寺， 除了这些古碑吸引着我，

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充满诗意的寺

名———藏梅寺。 既名藏梅，这里一定

和梅有关。 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何等

的幽静高洁之所啊，几间大殿，数楹

僧舍，三五株梅花倚墙而栽，或红或

白，疏疏淡淡地开在枝头上，这哪是

修行，分明是诗意地栖居啊。

我边走边问，在村子的正中水塔

下，果然找到了藏梅寺的旧址。 只是

这藏梅寺完全非我想象中的藏梅寺。

旧寺早已无存，新建的几间民房样的

屋子权作安神之所。 我怀疑此处非

藏梅寺旧址， 但所谓的大殿上 “法

明寺” 三个大字匾额， 打消了我的

疑问， 三圣殿前一通乾隆四十七年

（

1782

年） 的 “重修法明寺大佛殿中

佛殿金妆神像碑记”， 更是印证了藏

梅寺就在这里。 重修碑上字迹大多

蚀坏， 前半部还可略读， 从中可知，

原藏梅寺在城内偏东， 金代大定年

间迁移到今天的位置， 并改称为法

明寺。 我在这里找不到旧志上所说

的造像碑和经幢碑， 寺院里的人告

诉我说， 焦作市博物馆保存有藏梅

寺的古碑， 大概就是这两通碑吧。

寺院的简陋，不免让我心生几分

遗憾。 我不知道，如今的藏梅寺，是否

还可以继续安放人们的灵魂。

骑着车子，离开了藏梅寺 ，离开

了山阳城。 路上，奔跑的风景在眼中

掠过，山阳城与藏梅寺，屹立在历史

的影子里，也在现实的影子里。

（本版图片均采自本报资料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