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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有九架毗邻市区的孤山，它们

从地平线突兀而立，互不相连，分别是遮

山 、 羊 山 、 磨 山 、 塔 子 山 、 紫 山 、 独 山、

蒲山、丰山、隐山。

山有灵气，水也传情。这是大自然赋

予南阳盆地的九颗璀璨明珠，点缀着淯水

风情，绵延着南阳悠长的历史文脉。

北郊十五公里处的丰山，是九架孤山

之一。丰山虽小，然而“山不在高，有仙

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由于它历史

悠久，文化深厚，是载入 《山海经》 的一

座名山。

《山海经·中次十一经》 中记述，丰山

住着“雍和”“耕父”两位神仙。山边淯水

回旋处，有一个深潭 ;丰山里面有九耳大钟 ,
每当到秋冬下霜季节 ,山体内会发出钟鸣声

音。古人认为，“霜鸣九钟”乃天子之象 ,神
圣九鼎给主人以护佑陪伴。

另外，《汉书》《吕氏春秋》《水经注》

等古书典籍，都有关于南阳丰山的记载。

东 汉 科 学 家 张 衡 ， 是 丰 山 附 近 石 桥

人 。 他 通 晓 天 文 地 理 ， 被 后 世 尊 为 “ 科

圣”。张衡从先贤遗留在当地的典籍中，了

解掌握到关于丰山的神秘传说。在 《南都

赋》 一文中，对这些题材进行了深入而细

致的描写。同时，从他那饱含情感的字里

行间，亦能体会到张衡对家乡的热爱和深

情。

丰山从远古走来，人文灿烂，拥有数

千年文明和文化。早在上古时期，这里就

是人们的观象祭祀台。

盛唐时代，佛教文化昌盛。人们在崖

壁上开凿石窟，雕琢佛龛。人文景观，融

入秀丽的自然风景。丰山植被茂盛，芳草

萋 萋 ， 古 木 参 天 。 寺 院 庙 宇 ， 香 烟 袅 袅。

白云悠悠，峰峦叠翠。

丰山东麓，崖壁上有两块醒目巨字石

刻，分别是“清泠泉”“清泠渊”。字体苍

劲，书写流畅。清流绕山，淯阳河在此转

弯。鱼翔浅底，欢快地游来游去；岸边与

小洲上的花草，绿茵成片。景色之美，尽

在山水间。

古时出行，水路为先。丰山繁忙的水

旱码头，接驳着陆路通道。百艇接樯，桅

杆林立，商贾云集。河中千帆争渡，扬起

点点白帆。至上世纪 50 年代，仍然能够从

市区乘船抵达丰山。

古往今来，历代文人雅士，慕名到此

探访，吟诗题词，写下许多不朽诗篇。

浪漫诗人李白曾五次游南阳，登丰山

寻古。开元二十八年 （公元 740年） 春，李

白漫游来到南阳，写下脍炙人口的优美诗

篇 《游南阳清泠泉》：“惜彼落日暮，爱此

寒泉清。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空歌

望 云 月 ， 曲 尽 长 松 声。” 诗 人 站 在 丰 山 之

巅，望着落日余晖，感慨万千。诗中隐含

着游子绵远深长而又难以为怀的情思。这

也是诗仙李白，到此览胜的历史印迹。

丰山从清朝末年，开始走向衰落。由

于年久失修，山上的庙宇古建被无情的岁

月 冲 刷 蚕 食 。 香 火 败 微 ， 房 舍 坍 塌 残 破 ，

后来逐渐变成一片断壁残垣。丰山成为一

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绝世芳华湮没在历

史的长河中。荒芜的场景，让人感觉凄凉

萧索。

后人编纂地方史志时，丰山被写入南

阳重点历史文化景观。据 《南阳县志》 记

载，“丰山霜钟”是南阳八景之一。县志里

记述：丰山内有九耳钟，每年秋红霜降期

间，东北风乍起，风吹丰山，发出轰鸣之

声，嗡嗡作响。这便是古之相传的“丰山

霜钟”。但为什么会“霜钟自鸣”，从古到

今，没有人能够说明它的原因。

在 上 世 纪 80 年 代 ， 当 地 人 为 获 取 石

料，开始大规模开山炸石，丰山被炸得豁

然洞开。原来丰山外实内空，实为一个巨

大 的 溶 洞 ， 它 属 于 北 方 稀 有 的 岩 溶 地 貌。

丰山这种特殊的地质构造，使山体宛若一

个巨大的古代吹奏乐器“埙”。不可思议的

是在丰山东北面，由老天造化出数个牛眼

似 的 深 不 见 底 的 洞 孔 。 每 年 刮 起 东 北 风 ，

大风吹入山洞，气流在洞内产生共振，发

出 和 鸣 声 ， 犹 如 钟 鸣 。 它 与 人 吹 奏 陶 埙 ，

道理相同。

可惜“霜钟自鸣”，这一人们百思不得

其 解 的 千 古 之 谜 ， 在 其 谜 底 揭 开 的 同 时 ，

山 体 也 被 毁 灭 。 旷 世 自 然 奇 山 ， 毁 于 一

旦 。 丰 山 被 毁 的 残 酷 现 实 ， 令 人 扼 腕 叹

息，是人们心灵里一道永远难以抚平的伤

痕。

丰山一去不复返，期盼丰山遗址公园

早日开建。请留住丰山的根，安放丰山文

化之魂。让这里的绿水青山重现在白河岸

边，我们翘首以盼。②5

苏东坡诗词书画流芳千古，出自他手的

东坡肉等东坡菜系，让他又有了“美食家”的

美称。

“美食家”的生活却异常俭朴。苏轼写下

的《节饮食说》，给自己定下吃饭“一杯清酒，

一个肉菜”的规矩。

苏 东 坡 对 自 己“ 抠 ”，那 请 客 吃 饭 大 方

吗？大方到“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

增”，也就是遇到尊贵的客人，也不过三个肉

菜，甚至还要减。

自己抠门，也要求别人吝啬。有请吃饭

者，苏轼曰：“有召我者，预以此先之，主人不

从而过是者，乃止。”就是说，任何人请吃饭，

也不能超过三个肉菜，否则就不赴宴。

尚俭戒奢，苏轼内外兼修方得风清气正，

金光闪闪。

一次饭后散步，苏东坡问侍从：“我肚子

里藏些啥？”侍从回答说：“满腹都是文章，都

是见识。”而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官人一

肚子不合时宜”，苏轼听后哈哈大笑，他笑这

句话一语中的。

在请客吃饭上，我觉得自己也有很多不

合时宜。

我不喜欢参加别人的宴请，不参加就不

用“来而不往非礼也”回请别人。因为有句话

说：“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

请客难在找谁当陪客，如果把刘邦、项羽

弄一块，就请成了“鸿门宴”。

请客和被请，还难在点什么菜，喝什么

酒。看似一桌子食品，其实是饰品！烟、酒、

茶、菜和饮料，是一桌子所有人的“脸面”。这

是 一 门 不 小 的 学 问 ，也 是 国 人 骨 子 里 的 丑

陋。外国人甚至弄不明白，中国人眼里的这

种浪费，咋就成了“荣光”？

我们经常说“好吃难消化”，有些“难消

化”的酒场本质是“围猎场”。吃了人家的免

不了嘴软、耳软、腿软，直至骨头软。盘点古

今中外，有多少免费的午餐晚餐？即使有，那

也是给流浪汉吃的救济餐。

我为了不吃“免费餐”，采用的是声东击

西战术。

在县里工作，和从县里调回到市里的来

来回回工作经历中，县里有人请吃饭，我说我

回市里了；市里有人请吃饭，我说我还在县

里，反正他们找不到我。

也有穿帮露馅儿的，有次我说回市里了，

一厉害人物接过给我打电话人的电话，声声

厉害：“刚刚咱俩还在一起说事儿，你一会儿

就飞回去了？你必须‘马上、立即、赶紧’地过

来！”我只好乖乖地去了，去了未落座，先自罚

酒三杯。

其实与真正的好朋友聚会，我还是喜欢

“撒腿跑”去参加的。简单几个菜，茶酒随意，

主 要 是 轻 松 自 在 聊 天 。 大 家 约 定“ 素 食 朝

天”，每次在碗清盘清桌清中加深友谊。

嗜好泡酒局、吃饭店的人，改不掉“不去

不去又去了、不喝不喝又喝了、少喝少喝又

喝多了”的毛病，他们的身体大多会发生“变

化多端”“长相混乱”：该凹入的部分变成了

凸出，该凸出的部分又变成了凹入，浑身上

下，从头到脚，连皮带肉，摇摇欲坠，风雨飘

摇。

管不住自己的人，身子也不会管他，一生

也会被别人管。

苏格拉底到繁华的集市非常感慨：这个

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东西我并不需要。我

能管住自己，我给自己立的规矩是中午吃肉

了，晚上不吃；晚上吃肉了，跑三公里。肉涨

价了我不吃，涨价是减肥瘦身和省钱的大好

时机。

所以现在的我，虽然脸老得不能看了，但

身材还算对得起自己的这张老脸。

我一向不胜酒力，所以惧酒就拒酒，是酒

场上的“钉子户”。所以很多朋友讨教我“不

喝酒是怎么炼成的”，建议我写本这方面的

书。

怎奈我没有苏轼那样的“满腹都是文章、

见识”，只能惜字如金地借用《红楼梦》的开篇

诗，抒发我们应该坚守“粮”心的警世“粮”言：

满桌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吃者痴，

谁解其中味？

黄金本无种，出自勤俭家。但愿自此后，

任凭天下山珍海味美味佳肴“弱水三千”，男

士们“只取一瓢饮”，美女们风情万种，与吃无

争……②5

隔一场春雨，想念

流入家乡的铜铃

是否继续在唱，春风别院

一顶旧毡帽下换出一副新颜

轻轻搭窝筑巢的燕，弹去

套在身上的灰白，以为荒谬

站错了路口，乡道，错迎春田里

雀跃的春花

与铜铃比肩的梧桐树，静静地立着

它欲掏出腹中暖暖的春水

引我的念想，由上到下

再到深蓝的天空

看一只又一只春燕，加在群鸟中

俯瞰我的别院攒动的桃红青绿

南阳郭门外，杨花惹暮春。

主人登高去，倩鹤附书信。

及宛懵所适，铜浑积思深。

此地多英豪，大夫身霸秦。

前后出师遗表在，谁似陶朱得始终。

望来已是几千载，名传绝徼几谁同？

这是我的同学、央视纪录片《冯友兰》导

演许进安先生集唐韩愈《过南阳》、王维《送丘

为往唐州》、孟浩然《寻菊花潭主人不遇》、孟

郊《游丹霞寺》、张九龄《南阳道中作》、骆宾王

《过张平子墓》、李白《南都行》、白居易《咏

史》、汪遵《五湖》、刘禹锡《望夫石》及宋黄庭

坚《过百里大夫冢》、明王鸿儒《拜诸葛武侯

祠》的诗词集句。嘱我在南阳找个曲作家把

这个集词重复一遍谱个曲，算是诗词大家们

对南阳的歌唱，也算是千百年来为南阳做的

推介宣传和广告。

集词里面，除了“铜浑”指南阳人张衡发

明的“浑天仪”和“绝徼”指“极远的边塞之地”

有点懵懂外，其他都一目了然。

能把跨朝代、历经千年歌颂南阳的诗词

佳句集聚在一起，且别出心裁，另有洞天新

意，实属不易。进安先生是用了大心的，对家

乡挚爱如一江春水。看罢唏嘘，佩服钦敬之

情油然而生。

早上醒来，翻看南阳媒体，又看到新年南

阳晚报《南都赋》名栏目上刊登的诗人、散文

家汗漫先生的文章《第四次找你呀，我的泪水

流出来》，便情不能自已，读着文章，泪水不由

就流了出来。是“老来喜流泪，望家泪湿巾”，

还是滥情贱泪，都不是，是热泪，是动情的泪，

是不由自主对故土家乡深爱的泪！

我给汗漫微信，他激动地说，那是家乡的

厚爱。这篇文章出自《居于幽暗之地》一书，

确是家乡的人与事。

这又使我想起了诗人艾青的名句“为什

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

这是在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日本侵

略者的铁蹄猖狂地践踏着中国大地。作者和

当时文艺界许多人士一同撤出武汉，会集于

桂林。作者满怀对祖国的挚爱和对侵略者的

仇 恨 ，擂 着 墙 、流 着 泪 写 下 这 首《我 爱 这 土

地》，11月 17日写就，12月即发表在桂林出版

的《十日文萃》上，激起无数人的爱国热情。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进安先生还说：歌词结尾一句原本是“白

水悠悠入暮云”，这是诗人元好问《十日登丰

山》中的句子，但感觉太平淡、气势不够。又

换成张三丰《唐子山》中“别是人间一洞天”，

感觉还是稍感逊色。反复比较、考虑后，改为

“名传绝徼几谁同”，出自王鸿儒《拜诸葛武侯

祠》诗，借此表达南阳在全国处于独特的地

位、无人比肩、美名远扬之意。王鸿儒是明朝

中晚期著名诗人、政治家，今南阳卧龙区人。

这句诗也代表着南阳人自豪的咏叹和召唤。

目前，全国各地为“文旅创意”都使出了

浑身解数，如果有人慧眼识珠，把这首集词谱

成曲，随后再拍摄成 MTV,转化为视频或抖音

片段，在各种新媒体和手机上播放，用南阳特

色的旋律和唯美大气的南阳画面，一定能够

点燃无数游客向往南阳的激情；传递古老南

阳所发生的时代蝶变，把张衡《南都赋》中那

个“既丽且康”的崭新南阳，再次从历史深处

飘扬起来。

因为这是先贤圣哲跨越千年的深情呼

唤：南阳，一个值得三顾的地方。

看着这些推心置腹的建议，读着这些杜

鹃啼血的歌唱，喝着甘甜北流的丹江水，怎不

让人感慨：南阳人啊，无论到哪儿，都忘不了

家乡！②5

一个人的时候，

风就是风

那些刮过季节的风

带着季节自身的温度

你无法用想象，让春风拂过

冬季的你

一个人的时候

书里的桃花，墙角的梅花

和你默然相对，总有万语千言

必须亲自触摸一下

指尖的留香

或能将你于尘世拯救于云端

一个人的时候

雪花会催生无数欣喜和遗憾

在寒冷中，我们需要

用彼此温暖对方

有雪的世界，最不能容忍

没有你

一个人的时候

会克制自己

不去寻找月光

那一抹清冷，有强大的杀伤力

照亮不了眼底的黑

心里，却镀了一层霜②5

□ 微 染

一个人的
风花雪月

春风别院
□ 梦 柯

人间烟火人间烟火
王建新

无论到哪儿无论到哪儿
都忘都忘不了南阳老家不了南阳老家

丰山怀古丰山怀古

苏东苏东坡请客点几个坡请客点几个菜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