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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哥

天坛，是世界上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古代祭

祀坛庙。它以精美绝伦的“明堂”式建筑，承载的

天圆地方、敬畏上天的宇宙观，人与天在此沟通

对话的庄严神秘，而闻名于世，吸引无数人前来

游历、朝圣、探索。

十月的北京，蓝天碧净高远。天坛建筑群掩

映在一片古柏、古槐之中，像一艘庄严神秘的巨

轮，徐徐驶向远方。因为疫情限流，相比往常，游

客明显减少，这片昔日的皇家园林显得更加肃

穆安静。我们一行随着人流进入这处神秘的“洞

天福地”。

天坛位于故宫东南，距故宫 4.9 公里。天坛

始建于公元 1420 年，重建于公元 1545 年，是明

清两朝历代皇帝祭天的地方，也是仅存的一处

中国古代“明堂”式建筑群。所谓“明堂”，是指它

的建制及其布局与结构，都有明确讲究，处处都

暗喻着形态与数术的学问。大到方与圆的垣墙

殿宇形状，小到九九八十一个门钉的数量，都在

设计之中。天坛占地总面积 273 万平方米，将近

故宫的四倍，略小于颐和园，相当于 300 个标准

足球场那么大。

天 坛 是 圜 丘 坛 和 祈 谷 坛 的 总 称 ，两 坛 同

在 一 条 南 北 轴 线 上 。俯 瞰 天 坛 ，北 呈 圆 形 ，南

为 方 形 。北 圆 南 方 的 坛 墙 和 圆 形 建 筑 搭 配 方

形 外 墙 的 设 计 ，寓 意 着 古 代 中 国 人 的 天 圆 地

方的宇宙观。天坛的主要建筑圜丘坛在南，祈

谷坛在北，中间有墙相隔。两坛由丹陛桥神道

相连。

天坛建筑的主要设计理念就是突出天空的

辽阔高远，以表现天的至高无上。人们从西边的

正门进入天坛后，就能获得开阔的视野，感受到

上苍宇宙的伟大和人类自身的渺小。圜丘坛内

的祭天坛，建筑尺寸都是九的倍数，古称天数。

在古代，皇帝被认为是真命天子，君王的权力是

上苍所赐，只有君主才可使用天数。三层坛面的

直径总和为 45 丈，除了是九的倍数外，还暗含

九五之尊的寓意。在顶层的中心，镶嵌了一块圆

形中心石，称太极石，是祭祀时安放天帝神位的

地方。太极石四周镶嵌九块扇形石板，往外逐层

递加，均为九的倍数，象征天有九重。

在圜丘坛顶部平台，一群游客围绕在一位

保安大哥身旁，安静地听着保安大哥的讲解。保

安大哥一边如数家珍地讲解，一边及时提示游

人不能坐在太极石上拍照。保安大哥以假乱真

的角色客串，引起了很多游客的兴趣。

圜丘坛西侧有一所斋宫，是皇帝祭天前沐

浴斋戒的地方。东北角的钟楼内，高悬着明成祖

朱棣在位时制造的一口大钟，叫太和钟。皇帝祭

天时，从斋宫起驾，开始鸣钟，到皇帝登上圜丘

坛，钟声即止。祭祀典礼结束时钟声再起。

圜丘坛内的皇穹宇是放祭祀神位的殿宇，

建于公元 1530 年，公元 1752 年重建。殿顶有许

多斗拱支架，没有一根横梁，巧妙地运用了力学

和几何学的原理，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科学的

珍贵标本。

皇穹宇周围有直径 65.1 米的正圆形围墙，

就是众所周知的回音壁。围墙内侧墙面平整光

洁，为圆形磨砖对缝的围墙，声音可以从内弧传

递，堪称一绝。据说，古人在建造这座围墙时，并

没有刻意设计传声效果，而是在建造过程中偶

然暗合了声学的传声原理。这一神奇有趣的声

音传递现象，为这座普通而又奇特的圆形围墙

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连接圜丘坛和祈谷坛的甬道叫丹陛桥，长

360 米，宽 30 米。丹陛桥上有三条石道，中为神

道，东为御道，西为王道，北高南低，北端高 4

米，南端高 1 米，向北而行，步步登高，如临天

庭。

祈谷坛内的祈年殿是历代皇帝举行祭天仪

式，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场所。鎏金尖顶

光彩夺目，蓝色玻璃瓦檐，逐层收缩向上，象征

着与天接壤。祈年殿中间 4 根龙井柱，象征着一

年的春夏秋冬四季。中层十二根大柱比龙井柱

略细，名为金柱，象征一年的 12 个月。外层 12 根

柱子叫檐柱，象征一天的 12 个时辰。中外两层

柱子共 24 根，象征二十四节气。

祈年殿的天花板是精致的九龙藻井。相应

地面有一块平面圆形大理石，石面上是自然形

成的龙凤花纹，叫龙凤石。相传，这块石头上原

来只有凤纹，殿顶藻井内只有雕龙。天长日久，

龙凤有了灵性。金龙常常顺柱而下，来到凤石上

与凤寻欢，不料，有一天正遇见嘉靖皇帝来祭

天，金龙来不及顺柱盘回，从此才变成一深一浅

的龙凤石。

祈年殿前广场，几十个六七岁的孩子分成

几拨，在老师的指导下，专注地画着祈年殿。看

样子，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在上室外写生课。风有

些凉，孩子穿戴得严严实实，几位老师在孩子们

中间来回穿梭指导。

祈谷坛内的这座大殿叫皇乾殿，是专门供

奉皇天上帝和皇帝列祖列宗神牌的殿宇。公元

1780 年，年逾七旬的乾隆皇帝祭天，群臣们为了

让年逾古稀的乾隆皇帝少走些路，便在皇乾坤

殿西侧开了个小门。乾隆皇帝心里明白，他走过

的门是不能让后人懈怠的。为此，乾隆皇帝降

旨：皇子皇孙，年逾古稀者，才可走此古稀门。在

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话叫作：人过七十古来稀。

据说，这道门只有乾隆一人走过。

祈年殿东南角，古柏下有几块巨石静静地

卧在草坪上，这就是著名的七星石。传说，明代

建都北京时，想寻找一个祭天的场所。一天夜

里，天门大开，北斗七星落于此地。于是，朝廷决

定选址在此建庙祀天。这大概就是天坛的由来。

其实，这些石头极为普通。公元 1530 年，有一个

道长说这里太空旷不利于皇位和皇寿，便设七

石镇在这里。到了清朝，又在东北方加了一块石

头，以示满汉一家民族大同。

史料记载，天坛是古代最为频繁，最为活跃

的祭祀场所。明清两朝共有 22 位皇帝在这里举

行过 654 次祭天大典。在明清两朝时期，以紫禁

城为中心，以今天北京市的二环为界，分为城里

城外。按《周易》“四象”学说，在城池外的东南西

北分别建造了南为天坛，北为地坛，西为月坛，

东为日坛的皇家祭祀坛庙。公元 1900 年 6 月 10

日，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在天坛斋宫内设立司令

部，其中的文物、祭器被侵略者一抢而空，建筑、

树木惨遭破坏。公元 1913 年 12 月 23 日，袁世凯

在天坛举行了历史上最后一次祭天活动，作为

帝王朝政的天坛祭天活动就此关上了大幕。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坛成为第一批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成了向大众开放的公

园。

天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是一座普通的

建筑群，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场所，而是象

征古代中国人理念中的天、地、人之间关系的建

筑群，体现古代中国人独特宇宙观的建筑群，也

是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与宇宙万物的主宰者——

天，进行交流沟通的至圣之坛。天坛始终披着神

秘的色彩，在即将到来的量子时代，假以时日，

不知还会发现多少使人震惊的秘密？

我们一行在园内走马观花游览了近 3 个小

时，园内自始至终静谧肃穆的氛围深深感染了

我们。不知是建造者匠心营造的氛围感染了大

家，还是敬畏宇宙、敬畏自然的文化力量触及了

入园者的灵魂，每个人脸上都呈现出肃穆与宁

静。尊重规律、和谐共生，或许就是华夏民族数

千年来生生不息、中华文化灿烂绵延的原因吧。

尊重规律，宁静致远，或许我们的人生会减少很

多迷茫、挫折和失败。在今天，天坛这处凝聚着

华夏民族古老智慧的“洞天福地”也许能给我们

些启迪和前行的力量。

天坛，是中华民族的“洞天福地”，是中华文

化的“洞天福地”，也是芸芸众生的“洞天福地”。

我以《周易》里的一句话共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入溆浦（组诗）
刘羊

入溆浦

沿着溆水河就不会迷路

回到雪峰山就不会迷路

一都都山泉水铺陈着骚动之心

一座座悬索桥摇晃出万里归途

穿过穿岩山，穿过千里瑶寨

脚下就是吾乡吾土

漂过思蒙河，漂过十里画廊

眼前皆是楚辞人物

要爱一个人，须深爱着他的山河

要哭一个人，须搂着他的山头哭

在溆浦，且留步

入溆浦，请留步

打卡穿岩山龙凤观景台

最高的赞美一定是全身心的

置身故乡之巅

当无边无际的山川尽收眼底

——苍天在上，白云在上

河流在下，家园在下

一长串海豚音如战火在你体内蔓延

对天盟誓的盛典令人窒息亦令人迷恋

让人倍生一种顽石之志

一颗草木之心

高山流水

高山之上的流水是最古老的乐师

你只须找一方临溪石头躺下来

就可以化作一张古琴

自动弹奏出天籁之音

只是游鱼之乐终难体会

玻璃栈桥归来，在穿岩山的无边泳池

学着古人的样子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把两扇耳朵洗了又洗

你分明看到，从人群那边远远走过来的

仍是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

夜宿山背梯田

这一次

山背村是被一管竹笛唤醒的

放牛娃和报晓雄鸡几乎同时醒来

满天星斗几乎同时消失不见

秋收过后的梯田多么满足

草垛和山泉散发出阵阵香气

放牛娃把自己撂倒在一块巨石上

远近的虫鸣鸟叫让他忘了自己

不知是先人成仙后

脚印化作这千层梯田

还是这步步梯田

原本就是他们登仙的阶梯

吹笛人什么也没有留下

只是把四面青山训练成忠实乐迷

让他们星罗棋布整齐列队

守护着这永恒的圣迹

刘希

菱角是大自然赠予的美味食物，它

形似“牛角”，两头有尖刺，不易剥开，但

采摘来即能食，并且果肉清新爽口，甜美

鲜嫩，是我们儿时最爱的零食。

家家户户都有池塘，一到夏天，池塘

里便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菱角，物以多为

贱，因而这菱角，不大受大人们的珍视，

从小吃到大的他们，早已不屑于这种零

食，倒是孩子们，一有空就跑去摘，总摘

不厌，也总吃不厌。嫩菱角生吃，清香甘

甜，老菱角煮熟后绵软粉糯，也极美味。

如果剥出菱角肉，放油放肉沫炒熟当菜

吃，那更是餐桌上极受欢迎的美味，一端

上桌，准会被大家一抢而光。

划一艘小船，在池塘里采摘菱角，是

别有情趣的一件事。池塘里养着鱼，却并

不妨碍菱角的生长，一丛一丛，一片一

片，长势茂盛。船是养鸭人的小船，不大，平常大人

们都不允许孩子们上船。但说采菱角，又得知孩子

们个个识水性，便满口答应了。几个孩子涌上船，手

忙脚乱开始划桨，不多一会儿，小船就入了菱角丛

中，拧起菱角的藤，便可见大大小小的菱角挂在上

面，很是壮观。因菱角两头有刺，很是扎人，摘菱角

得小心翼翼，将成熟的菱角一个个摘下来后，在水

里洗一洗，剥开墨绿色的硬壳，里面便会露出白嫩

的菱角肉，咬在嘴里，一股自然的清香沁人心鼻，顿

觉满口生香，让人回味无穷，总感觉再没有比这更

好吃的零食了。

采完一处，再采另一处，直到竹篮满了才舍得划

船返回。到了岸上，大家比比谁采得嫩菱角多，手脚慢

的自然采得少，手脚快的当然采得多，但这有什么关

系呢，大家欢天喜地地坐在一起，吃完这一篮，再吃另

一篮，反正这菱角呀，湖里多的是，池塘里多的是。

采来的老菱角，咬不动，大家便混在一起，开始

野炊。在空地上用砖头垒个简易的灶台，从家里拿一

口大锅，倒上水，再把菱角倒进去，水开后十多分钟的

工夫，菱角便熟透了。把菱角盛出来，就可以大快朵颐

了。你拿一只，我拿一只，谁也不服输，看谁吃得多，等

家里大人喊“吃饭”，这才慢吞吞地回家去。

菱角生长期长，一茬接一茬，摘完了大的，没几

日，小的便又长起来了，整个夏天，都有鲜嫩的菱角

陪伴，从童年，到少年。

时光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儿时的伙

伴，均已人到中年，且大多数都已离开家乡，在外面

成家立业。每当菱角成熟的季节，我就会想起，那些

一起采菱角、一起吃菱角的小伙伴，以及那些闪闪

发光的，采菱角的幸福快乐的时光。

天坛，人生必修的“洞天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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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闻桂花香

盛敏

深夜，我独自在客厅写字。忽而，一缕

沁人的桂花香不约而至，我竟不自觉地深

吸了一口。整个人一下子变得轻盈起来，

便觉着通体舒畅，闭上眼，仿佛自己已置

身于桂花树下。一朵朵黄色的小花，独自

在叶片下悄然开放，“花气熏人欲破禅”，

这是我最喜欢的香味！

相传黄庭坚曾随晦堂法师学禅。黄庭

坚是特别聪慧之人，一部《金刚经》学了几

年，早已烂熟于心，然而始终未能悟道。有

一日他便问法师，有什么悟道的方便法

门？师父说，不要以为我有什么隐瞒，我早

就传给你了。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往山中走

去。黄庭坚紧随其后，不多远来到一片桂

花树下。师父又问他，你闻到桂花香了吗？

庭坚答：闻到了。师父接着说，“我无隐尔

乎？”这一下子庭坚恍然大悟，“青青翠竹，

悉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世间万

象皆是虚空，而我们只有放下执着，摒弃

执念，用心去感悟身边的一切，才能识得

自己本性。桂花香开悟了黄庭坚，让闻香

而悟道成为一段佳话。

今年的气温比往年高抑或是久旱不

雨，长沙的桂花开得稍微迟了一些。尽管

多等了些时日，但我知道，它一定会开的。

就像你和老友，每年都会见上一面，尽管

不知是何时，但你知道他终究会来。不期

而遇，往往更添几分浪漫。在人的一生中

要学会等待，任何的失败与挫折都是暂时

的，我们要做的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继

续努力，等待成功的到来；我们在教育子

女的问题上一样要学会等待，每个孩子都

像是不同的花朵，花期不同。与其攀比焦

虑，揠苗助长，不如区别地对待他们，静待

花开。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

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在白

居易的笔下，山寺月中落桂子，是他在杭

州时浪漫的回忆，至今在灵隐寺飞来峰的

岩石上还刻有“月桂”二字。杭州人是最懂

浪漫的，桂花就是他们的市花。在杭州读

大学时，从南山校区到象山校区都会要经

过满觉陇，路边有块硕大的观赏石，上书

四字“满陇桂雨”。每年秋季，试想当你走

在满觉陇的路上，道旁都是桂花树，你轻

轻地嗅一嗅，便觉已是满足。俄而微风轻

抚，桂枝清漾，桂花簌簌般如雨落下，你会

不会已沉醉其间？

桂花亦可做美食 。杭州的桂花糯米

藕，应该是很多食客不能忘记的美食之

一。莲藕必须是带粉质的湖藕，家藕偏脆，

不适合做这道菜，只适合做小炒藕片。做

桂花糯米藕时，将湖藕去皮洗净，将藕节

切掉，把泡过的糯米填进藕洞，压紧实，再

把切过的藕节封口，用牙签插紧，放入冰

糖、红枣、红糖，慢火炖一个小时以上。出

锅时切成约一厘米的片状，淋上桂花蜜，

撒上少许桂花便完成了。咬上一口，会让

你的整个人变得柔软起来，口齿留香。除

了桂花糯米藕，还有桂花糕、桂花糯米汤

圆、桂花酒、桂花茶 ...... 只要你用心去发

现，还有很多的桂花美食。

小时候嘴馋，总央着奶奶做吃食。每

当芝麻丰收后。奶奶总会给我们做芝麻桂

花糖吃，把红糖在热锅中炒化，放入芝麻，

翻炒均匀，将要出锅时放入桂花。最后把

芝麻糖浆倒到平铺的湿毛巾上，包裹好后

压紧实一些，待稍微冷却一些，便可以食

用了。吃起来特别的香脆，桂花的香味和

芝麻融合在一起，减淡了糖的腻味。如今

奶奶也老了，每次回家，都问我要不要吃

芝麻桂花糖。在奶奶的心里，总觉得我还

是个孩子。

在乡下老家，每户人家屋前都会种上

桂花树，寓意“堂前富贵”。桂花树好养活，

不娇贵，也不需要特别打理，自然生长即

可。我家屋前左右也各种了一棵桂花树，

母亲种树时说这两棵树苗一棵高一些，一

棵矮一些，就像你和弟弟一样。20 多年过

去了，小树苗如今已枝繁叶茂，其间桂花

树有被暴雪压断过树梢，也有因电火烧过

大半，但都存活过来了。人的一生或许也

如这桂树一般，总会经历许多的意外，然

而保持内心的坚毅与不屈，总能让我们从

容面对。

桂花未开时，桂花树是再普通不过的

一种树，没有遒劲盘曲的枝条，亦没有挺

拔伟岸的身姿。开花之时也只是在枝干的

顶端和叶腋下，花瓣特别小，不像牡丹梅

花之类。宋代才女李清照有诗云“暗淡轻

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轻

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桂花是无意去与

别花争个高下，每到秋季自然静静地绽

放。做人便也要如此，但行好事，莫问前

程！

又闻桂花香……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奋进新征程 抒写新湖南

兴果村（外一首）
李定新

略显丰满的资水一路穿山越谷

终于选择在葱绿平坦的洛滩小憩

兴果村像枚正在成熟的青果

别在资水的衣襟

闻着一阵阵飘溢的清香

就能找到兴果村绿色深处的内核

绿色的草地，绿色的叶

绿色的纹路，绿色的空气

风一吹，兴果村绿色的希望里

橙黄的枇杷，火红的柿子

青翠的柰李一一拱现眼前

刚加入中国书协的第一支书

趁着酒兴，扯着资水绿色的衣襟

挥毫写下三个红色的大字

兴果村

新洛滩谣

湍急的资水依旧头也不回地流淌

水面上的木筏竹排不见了

巉岩上血色的纤痕依稀可辨

吃力拉纤的身影不见了

新时代的春风

吹来一匹无比宽阔的绿色绸缎

轻轻覆盖住洛滩

覆盖住一代又一代洛滩人的记忆和忧伤

分享着脱贫攻坚带来的红利

新一代洛滩人欢聚在五月的草地

喝着新酿的米酒

吃着新摘的水果

踩着自信的节奏

在绿色绸缎铺就的大舞台

欢唱新时代的洛滩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