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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入江郎
曾元沧

! ! ! !浙江衢州的江山市，是我
国惟一用“江山”命名的县级
市。境内的江郎山，以其独特
的存在形式，为毛泽东的诗句
“江山如此多娇”提供了真切
而生动的诠释。

司机说，此地毗邻福建。
于是，我随手给武夷山那边拨
通了电话。朋友告诉我：“江
郎山确实很美，特别是‘一线
天’，传说中是被来自福建的
农家三兄弟用扁担劈出来的
……值得好好玩味。”
车停山麓。一方平地，一汪

清塘。雾霭飘飘，三峰倒影仅见
依稀。仰望，岩峰突兀，石径蜿
蜒。环顾，群山错落，林木扶疏。
好一个传说、传奇交汇之地！

!"#$年 %月 !&日，江郎
山迎来了一位名叫杰布·克里
斯的飞侠，身着翼装从 &""米
高的直升机上纵身滑翔，穿越
郎峰与亚峰之间的“一线天”。

短短的 '%秒，点燃了数万观众
的激情，爆发出阵阵呐喊。尖叫
惊飞栖鸟，声浪遏止流云。
拾级而上，听导游继续叙

说：“你看，这一线天通道其
实并不垂直，且有斜度，长
$%" 米，高 %& 米，最窄处仅
$()米，穿越难度极大，稍有
偏差，就要粉身碎骨。翼装双
翼长，伸开两臂掠过时，离峭
壁最近处只有 *"厘米。”

杰布·克里斯兴奋不已，
连声感谢江郎山给了他做“超
人”的机会。

世界最狭长的一线天，让
挑战无动力翼装飞行极限的杰
布奏响了旷世绝唱，赢得了“当
代最强悍的冒险运动家”的美
誉，从此他的名字永远和这座
神奇之山粘贴在了一起。
人家从西半球不远万里而

来，而身为闽籍中国人的我时
至今日才与江郎山谋面，不禁

心生“来迟了”的愧疚。
难得爬山，提腿投足有失

自如，然而心旷神怡，吐纳之间
分明有着一种宜爽，这大概就
是人们所说的负离子在暗中帮
助我吧。掉头往下看，游客络绎
不绝。离我二十余级石阶处，有

两位年龄相仿于我者已气喘吁
吁。“加油！加油！”我冲着他们
呼叫。同为山野道上人，相逢何
必曾相识。世界说大亦大，说小
亦小，在一线天里结识，这种缘
分更为难得啊。
站在通道半程的中心点抬

头望，一线天由谷口看上去的
直线状转换为虹形大弧线。虽
然没有七彩，只见湛蓝，但这是
天之本色，映照出环境的明净，

留连游人无不津津乐道。
一线天坡道尽头有个茶

亭。歇脚时，那两人问我：“历史
上的江郎跟这江郎山是什么关
系？”这一问倒让我想起遥远的
典故来。我说：“浑身不‘搭界’。那
个秀才生于南朝，真名江淹，‘江
郎’是昵称，没记错的话，是河南
商丘人。江郎晚年诗文大不如
前，时人都说他‘才尽’了。”“噢，
原来是地名与人名的巧合。”
钟灵毓秀，盛世修能。如

今，这里的江郎们，充满了开
拓进取的才情与活力。
江郎山以郎峰、亚峰和灵

峰三峰为轴，铺开 *个景区，
方圆十余公里。除了一线天，
还有三峰列汉、洞岩钟鼓、东
山草堂、江郎书院、霞客亭等
多处景点。因行程另有安排，
未能逐一访赏。
比起徐霞客来，已然领略

得够丰富了。徐霞客曾三次欲

登江郎山，由于天公不作美等原
因均未如愿。但他留下了对这里
景色的传神描绘：“山渐合，东支
多危峰峭嶂……其南一峰耸峙，
摩天插云，势欲飞动……”唐代诗
人祝其岱似乎也不曾尽兴问顶，
否则怎么会有“待我养成翎翮健，
奋身直上翠微巅”的吟哦。
两年之前，我得幸参与编撰

《中国的世界遗产》诗画册，为中
国 ')处“申遗”成功地各赋了一
首诗，才知晓中国推出了 *个地
方的丹霞山“捆绑申遗”。江郎
和武夷同属丹霞地貌，是江浙沪
地区独一无二的世界自然遗产。
我去了武夷山，江郎山没有来
过，这回总算补上了缺憾。
江郎山，衢州骄傲的地标，江

山得意的符号，已经写在了我记
忆的首页上。

明日请看

《常山奇石翠
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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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非洲》是一部关于非洲野生
动物的纪录片，共有 *集：卡拉哈里沙
漠、非洲大草原、刚果、好望角、撒哈
拉沙漠和非洲未来。每集 -小时。片中
的主持人是大名鼎鼎的大卫·爱登堡，
他曾策划、制作许多脍炙人口的自然纪
录片杰作，诸如《生命三部曲》 《地球
脉动》等。这个足迹遍布地球各处的老
人，被誉为“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
听着他苍老的声音，跟着他走进自然的
深处，去感知美丽、惊险、未知、奇
异，还有比这更刺激、更享受、更美妙
的事情吗？
毫无疑问，《非洲》就像他所有的

作品，打开我们通往自然世界的大门。
在非洲这块大陆，至今仍然保有世界上
').未经耕种的土地，非洲是世
界上最大的野生地，人类在这里
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时间，比其他
任何地方都要长久。这部耗时 '

年拍就的纪录片，把我们带进了
非洲古老而奇异的大地：红色的
沙漠、喷射的火山、干裂的土
地、肥沃的草原、茂盛的雨林、
无垠的沼泽、晶莹的冰川、险峻
的群山、苍郁的古森林、神秘的
地下湖……而在烈日、晚霞、白
云、浓雾、星光、月影、大风、
冰雪之下，动物世界掀开了它隐秘而令
人神往的帷幕。在镜头里，我们看到了
那么多或熟悉或陌生的野生动物：羚
羊、犀牛、猎豹、狮子、长颈鹿、斑
马、黑猩猩、河马、猕猴、大象、骆
驼、企鹅、蜥蜴、卷尾燕、狐獴、鸵
鸟、红嘴奎利亚雀、披甲蟋蟀、鲸头
鹳、小红鹤、剪嘴鸥、裸鼹鼠……

大卫·爱登堡说：“'年来， 《非
洲》摄制组寻遍非洲大陆，只为找到新
鲜奇特的故事，不仅是那些未知的陌生
生物，也包括那些我们自以为很了解的
生物。”《非洲》不是单调记叙野生动
物习性的电影，它要在动物的生活中，
寻找“戏剧性”，增添“故事性”，所
以，看这样的纪录片，就像看剧情片一
样，饶有趣味。这里有“打斗片”：老
年长颈鹿为保住世袭领地，和青年长颈

鹿搏斗。开始它们推推搡
搡，年轻的见有机会了，
于是发起进攻，它甩着长
脖子，专攻对手的臀部；
而老斗士则瞄准对方的
腿。老斗士倒下了，可它又顽强地站立
起来，狠狠地甩出长颈，击中年轻对手
的下腹部，它胜利了。这里有“言情
剧”：黑漆漆的夜色中，雌犀牛有了一
位追求者，但雌犀牛更中意另一头强壮
的雄性犀牛。原先的追求者想要阻拦它
们的好事，在鼻子上悬挂一对羚羊角，
以赢取雌犀牛的芳心，果然，雌犀牛被
它吸引，它们远离了同伴。可它在关键
的时候表现不佳，“姑娘”唯一能摆脱
它的方法就是装睡。这里有“悲情剧”：

悲凉荒漠的大远景中，饥饿干渴
的大象们开始向远方迁徙，小象
虚弱地倒在地上，母象作着艰难
的选择：是跟随群象继续远行，
还是留下陪伴。象群远离了视
线，母亲的天性让母象留了下
来，它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小
象停止了呼吸。还有，看看那些
“黑帮片”不缺的元素：卷尾燕
用诡计赢得狐獴的信任；披甲蟋
蟀喷射奇臭的血液攻击红嘴奎利
亚雀，而它的臭味引来同类厮

杀；蛛蜂企图瘫痪蜘蛛以供自己产卵
……动物世界和人类社会一样，有着形
形色色故事，或温情，或励志，或刺
激，或紧张，或邪恶。
对《非洲》摄制组来说，拍摄这样

的纪录片，非常艰辛：长颈鹿打斗场
景，摄影师等待了 $"多天；晚上在树
上过夜拍摄丛林象，丛林象用头撞击大
树把摄像机摇了下来，并弄断了电源
线；各种生物都想噬咬你、吸你血，飞
虫爬满手臂、全身，只得戴上罩子。但
当摄像师用星光摄像机，穿透黑暗，拍
摄用肉眼看不见的黑犀牛场景，并由此
发现黑犀牛性格中的另一面：它们并不
是如我们原先所料喜欢独处，在黑夜深
处，它们善谈、社交而合群，因这发
现， 《非洲》 摄制组立即变得自豪满
满，他们纠正了我们的误解。

老桥的记忆 张 跻 图/文

! ! ! !有着百年历史的浙江路桥，旧称
“垃圾桥”。盛夏，站在桥上看跳水，那
是儿时的记忆。那些“高台跳水者”双

脚稳稳地站在桥护栏上，然后一
个展翅造型，纵身一跃，笔直地
插入河中不见了影儿！不一会儿，
远处河面冒出了几个黄豆般大小

的脑袋，还伸出手臂向桥上的人们挥舞
呢！现在为了市民安全，苏州河里禁止
游泳，便也少了这样一道“风景”。

燕子飞向云端 潘家新

! ! ! !朱燕云老师去世了！
虽然知道 &0 多岁的朱老
师近年身体不好，但不幸
的消息传来，我还是感到
突然和震惊！那天已经下
班，我特意再去看了报社
贴出的讣告，独自在空荡
荡的大厅里，朱老师的音
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
说起来，我和朱老师

是 -%&! 年新民晚报复刊
时成为同事的，但认识朱
老师却是在这之前。那是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一
个夏日，“文革”刚结束，
!0 出头的我去母亲单位
辞海编辑所（现在的上海
辞书出版社）听讲座，在
办公楼的过道里，
我第一次见到了朱
老师，那时她 '0

多岁，正急匆匆从
外面进来，清秀的
面庞戴一副浅色眼镜，短
发夹在耳后，裁剪合身的
白底蓝碎花小衬衣配藏青
短裙，挎一个黑色短带小
包。今天看来，这一身打
扮再普通不过了，但那是
一个着装不讲身段、男女
蓝灰一色的特殊年代，朱
老师独特的气质和装束太
美了！母亲告诉我，“文
革”时新民晚报停刊了，
朱燕云和晚报老社长赵超
构 （林放）、总编辑束纫
秋以及著名报人冯英子等
来到“辞海”工作，朱燕
云任辞海医学编辑。
不想数年后新民晚报

复刊我和朱老师成了同
事，朱老师还是我的第一

任领导。每日里近距离接
触，这才感受到，笑咪咪
的朱老师其实内心很
“硬”，很顶真，很坚强。

上世纪八十年代，
“轧电车”是上海人生活
中一桩痛苦的力气活。晚
报当时在九江路外滩，早
上七点半上班，正是“轧
电车”的高峰时段，好不
容易等来一辆车，却往往
拼足气力还“轧”不上
去，上班难免迟到。但记
忆中朱老师从不迟到，她

也要“轧电车”！
有一天我迟到了
-0 分钟，被朱老
师直面批评。今天
的年轻人可能会觉

得不可思议，但当年的我
并没有感到特别委屈，因
为那时整个晚报的工作氛
围就是这样。

-%&* 年 - 月新民晚
报第一次扩版，医科大学
毕业的朱老师成为“康健
园”专版的第一任编辑。
专业对口在同事们看来是
“朱医生”（老同事都这样
叫她）一大优势，但她反
而更加顶真忙碌了。她对
我说，就是因为懂得专
业，便总是对稿子不满
意！为了一篇稿件，她常
常反复和作者切磋修改，
而且修改后还要请作者审
阅，那时没有电脑，办公
室也没有传真机，小样来

回审阅都靠邮寄，偏偏每
次邮寄朱老师还要手写一
封短信，她说这是对作者
的尊重，于是每天忙碌不
已。医学稿件常有些生僻
的字，那时是铅字排印，
常常拼版时有的字没有，
必须浇铸制作，比较麻
烦。我曾说能否改一下句
子避免用这类字，朱老师
坚持医学是一门科学不能
随意更改！
在报社，大家都知道

朱老师有一双出色的儿
女。上世纪八十年代，她
的两个孩子相继全日制大
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这
在当时是令人称羡的。然
而，平静的生活在一夜间
被打破了。那年，她儿子
外出被车撞倒腿受重伤，
女儿又患病卧床。两个孩

子接连遭遇不幸，作为母
亲心中一定难以承受。但
朱老师依旧每日上班，没
有为照顾孩子们而请假。
那些日子，她仍然忙忙碌
碌地工作，平静地和大家
谈论孩子们的病况，微笑
着和每一位同事相处。是
她没有感情吗？不是！私
下里，当和我说起看着儿
子车祸后被剪掉裤子推入
手术室、看着女儿反复呕
吐，朱老师不住地摇头叹
息。她是不愿打扰别人，
不愿因自己的痛苦而妨碍
大家的工作。她压抑着自
己，这需要坚强的内心！

按照朱老师的遗愿，
后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
式；这一如她的为人：不打
扰别人，不妨碍大家。那
天，她儿子还到报社替母
亲缴上最后一次党费！这
就是朱燕云，顶真、执着。
燕子飞向云端，飞入

天堂，燕云老师一路走好！

断 想
李 峰

俄罗斯方块

生命就像俄罗斯方
块，突然之间就蹦跶出
来，几番机缘巧合之后便
消遁于无形。轮回就是再
来一次。

充电电池

生命就像充电电池，
充上一阵，续航一程。也
不知道可以充多少次。

换股

莎士比亚借朱丽叶之
口说，名字有什么关系
呢？玫瑰不叫玫瑰，依然
芳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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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 《离骚》 中

说：何所独无芳草兮，又
何怀乎故宇。
苏东坡在一首《蝶恋

花》里感叹道：枝上柳绵
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
草。
后来不知道是谁又加

上一句：何必单恋一枝
花。

开封府里访包拯
陈志泽

! ! ! ! 参加“丝
路”之旅的第一
站就是开封。一
说开封我就想到
包拯，就想到开
封府拜访这一位古往今来
被老百姓尊称为包青天、
包公的大清官。抵达开封
府已是正午，偌大一个府
衙沐浴着太阳的金光，显
得特别壮观、耀眼。开封
府系重建的“现代版”，
自然不是当年的模样，但
它的威严肃穆还是立时给
人一种预期的满足。

我最感兴趣的是包拯
的断案处。
堂前陈列着专斩罪大

恶极的皇亲国戚的龙头
铡、专斩贪官污吏的虎头
铡和专斩地痞恶霸的狗头
铡。三副铡刀造型各异，
寓意深长，它们并列竖
排，在高悬的“正大光
明”横匾的照耀下闪耀着
光芒！它们静穆无声，但
我觉得它们在宣叙着什
么。想象它们执行神圣的
使命，体现正义的力量斩
杀恶势力的情景，觉得痛
快。开封府大堂门前立有
一块石，南面刻着“公生
明”三个大字，是包拯断
案为何能明察秋毫、公正
无误的注释，也可以说是
包拯人格的简明而深刻的
概括。“公生明”凝聚着
多少人的期盼，也是正义
审判的核心。难怪它镌刻
在一块寻常的石头上，石
头也仿佛充满了圣灵。在
它跟前留影的游人络绎不
绝。石头的北面镌刻的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
易虐上天难欺”#* 个字
也极具思想光芒！这 #*

个字当时被称为“官笃”，
后宋太宗将其颁于州县，
正式命名为戒石铭。在这
块石头跟前留影的游客当

然不都是当官的，法官恐
怕更难有个把，大多不是
到那里接受工作的启迪与
熏陶，而应该说是出于对
包拯的敬仰和一种感情的
寄托。他们纷纷在那里照
相，一块石头谈不上是什
么特别美的景观，却这样
吸引人，值得深思。
开封府官衙前的照壁

正面，还有一只身似鹿、
头像兽、一只角、目光炯
炯的，据说能“辨别是非
曲直，善恶忠奸”的怪兽
威然而立，名字叫做獬
豸。这是形象的警示，其
思想内涵不言而喻。我想
这样的警示是有力的，也
是苦口婆心的，但其效果
如何当然要看走到它跟前

的人本身的体验与接受程
度，看其品格与素质的高
低。生活中屡屡犯罪而又
执迷不悟、不思改悔，非
得走向三副铡刀者并不鲜
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恐怕也就是直到今天的
法制社会，包青天情结依
然历久不衰的缘由了。为
官一任，让民笑，让民有
冤可伸，这就是包拯为官
的“特色”，也是中国老
百姓最景仰、最崇拜的为
官品德。中国老百姓最开
心的日子就是包青天这样
人物的行事风格转化到法
制的深处———其不朽的精
神融入社会主义法制，那
才是真正的没有乌云一片
晴光灿烂的青天啊！

十日谈
衢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