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1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吴雪梅 版面设计：朱骋远 10新闻热线 2151666

桑榆情·大作

阅读提示

杭州的朋友说，最近灵峰的梅花开得很精神，问去赏梅否？ 小编因事务缠
身，无法前往，但对灵峰的梅花却生出了牵挂。 刚巧，毛传书先生的一篇《灵峰
探梅记》，解了小编的“望梅”之渴。 毛老师之文，虽然写于 20 多年前，读来却如
昨日而就，故刊登以飨爱梅者。

灵峰探梅记

� � � �昔日杭州人谈起赏梅，
言必超山。因为超山是久负
盛名的赏梅胜地，且离杭城
也不太远， 只有几十公里。
今日说起赏梅，却是西湖边
上的灵峰。说是超山的梅花
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
巫了。 初听此话，我颇有点
惊奇和诧异。自己虽不敢称
老杭州，至少也算得上是杭
州的老客人，数十年来来往
往，却不知道杭州还有那么
一处观赏梅花的胜地。惭愧
之余，遂勾起对灵峰的神思
遐想。

今岁早春季节，我正好
在杭州。 其时恰逢梅花盛
开，又巧全国盆栽梅花展览
在西子湖畔的玉泉举办。我
得知兴奋不已，再忙也不能
错过杭州赏梅的雅举。 于
是， 和朋友相约择日早行，
一了心愿。是日虽然春寒料
峭，却是个天朗气清的好日
子。我们在玉泉浏览了一番
造型奇特、神采各异的梅花
盆景后， 便匆匆赶往青芝
坞。

青芝坞离玉泉很近。我
们谈论梅展的兴致正浓，不
知不觉车已到达目的地灵
峰。我透过车窗的玻璃向外
窥望，一树树白色的梅花掩
映在天地之间。 推开车门，
便有阵阵幽香扑鼻而来。下
了车还未辨出东西南北，人
已泡在“香雪海”里了。细看
那横横斜斜的疏枝上，千朵
万朵如雪似玉的白色花朵，
有的竞相争艳，有的含笑待
放。 枝儿挽着枝儿，花儿挨
着花儿，奔向山野，涌上高
坡， 观之使人心中暖流激
荡，神思飞扬。 那数不清的
梅树，都长得不很高，很少
有铁杆虬枝、 老态龙钟的。
一株株皆似青春少年，英姿
勃发，看得出是不多年之前
新培植的。 我们趟出花海，
沿山坡向上，眼前又呈现一
幅幅动人的画卷：天底下青
松巍巍挺立， 红梅如火如
霞，显示着非凡的风采和情
操 ;松梅姿态各异，皆与天

地同心， 挺立于严寒之中，
欢呼春天的来临。

“这梅园真不错! ”我一
边称赞，一边问身边的一位
杭州老先生，“这是新开辟
的吧! ”

老先生风趣地回答：
“也可说是新的， 也可说是
旧瓶装新酒， 灵峰探梅，可
有悠久的历史了……”

原来，此处山水胜地由
来已久。早在五代后晋开运
年间，吴越王便在这里建造
了灵峰禅寺，到宋代改称为
隐峰寺，苏东坡在杭州任太
守时， 曾在寺内壁上题过
诗。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杭
州知府两次修复寺院，并植
梅百余株。 由此，“灵峰探
梅”名扬四海。后来梅被毁，
到宣统二年二月十九日恰
逢苏东坡诞辰纪念日，一位
姓周的吴兴盐商出资再修
灵峰寺。 并亲手植梅，还造
了一座“补梅庵”，邀请当时
名流吴昌硕、沈钧儒等欢宴
吟诵，编成《灵峰补梅记》，
一时传为美谈。后来几经沧
桑，梅树又被毁，寺庙亦湮
废。 直到近年改革开放，为
发展旅游业，才重新开发了
这一赏梅之地，使“灵峰探
梅”重放光彩，且比昔日更
具规模和特色。

老先生一席话，又引起
我急于去寻觅灵峰禅寺旧
址和踪迹。 于是，迎着一路
青松一路梅，过山坡，越小
涧， 进入两山对峙的幽谷。
约行数百米，迎面可见一道
院墙，映出“灵峰探梅”四个

大字。不用问，灵峰禅寺的地
址就在前面了。 我们顺石阶
进入门内， 里面是一个偌大
的公园。 古代建筑已荡然无
存，代之以新建的亭台楼阁。
唯昔日的古树依旧生机盎
然，仿佛讲述着逝去的岁月。
如今这里依旧是胜地的精
华， 只是作为探梅的一个主
要景点作了精心的设计。 整
个布局突出了赏梅的主题。
游览之中， 我忽然产生一个
想法：这靠近青芝坞的灵峰，
称它为梅花坞不更贴切?然
而我马上又否定了， 觉得还
是“灵峰探梅”好。 一个“探”
字，点出此地赏梅的特点。因
为这里的梅树有藏有露，有
隐于庭院房后， 有躲在青山
翠竹之中，漫步曲径，不时有
花枝跳入眼帘， 让你感到分
外的赏心悦目。 而从总体观
赏，遍山翠竹遍山松，处处有
梅映其中， 又是一幅展示在
天地间的巨幅松竹梅“岁寒
三友图”， 一幅大自然造化，
人工与天工合作的显示松竹
梅群体风采的“三友图”。 大
地的宽博沉厚， 山野的质朴
清新，松竹梅的高风亮节，贯
穿着天地的浩然之气。 置身
其间，感到清气荡胸，心灵受
到净化; 感到有一种人生哲
理在启开自己的心扉， 牵动
翩翩思绪、 无穷的遐想……
这梅外之“探”，其内涵就更
深了。

灵峰是诗，是画，是书，
确实值得杭州人炫耀。

(本文写于 1993 年)
(市区 毛传书 85 岁)

您 的 经 世 感 言 ， 我 们 来
刊 登 ，欢 迎 投 稿 。 来稿寄 ：丽
水 市 中 山 街 北 126 号 丽 水 日
报 报 业 传 媒 集 团 704 办 公 室
处州晚报编辑部桑榆情版收；电
子邮箱：C215166610@163.com。

� � � � 每次发表文章 ，哪怕像 《经
世感言》或《幸福一瞬间》这样的
超短文，都会收到不少美评与点
赞。 其实，作为一位古稀老人，我
虽远未修炼到“闲看庭前花开花
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纯美
境界，但对各类赞誉，早已处之
淡然。 我喜欢读书、写作、家务、
养生， 把充实和健康视为王道。
张弛有致，使身板硬朗；窗明几
净，令神气清爽；字斟句酌后的
文章，若能给读者以些许启迪和
美感，于我则是莫大的慰藉———
既对社会尽了绵力，又为晚年添
了情趣。 自己快乐，也让他人快
乐，这是我当下及余生的不懈追
求！

（市区 徐龙年 76 岁）

归燕报春
新来归燕旧时巢，
不恋城郛喜远郊。
谁为农家通月令，
堂前双语把春敲。

（遂昌 刘为民 64 岁）

九里桃花
三两桃花争俏摆，
故人欲寻先期开。
桃花人面唐诗句，
九里春风应时来。

（市区 常青 75 岁）

春意
喜今雨霁见初晴，
风暖江南水声清。
莺啼嫩柳乡心切，
对岸桃花亦吐情。

春风
鲤跃清池溅水花，
清波漾漾绕农家。
风情软软无穷意，
正在痴心剪柳芽。

（市区 叶爱莲 73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