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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厚能

距离湘西永顺县城灵溪镇不到一公里的

猛洞河畔，有不二门国家森林公园。境内怪石

嶙峋、古树参天、曲径通幽、温泉趵突，更有梵

音缭绕不绝于耳。

不二门的自然美景和深厚的佛教文化，吸

引着远近的游人来这里参观、膜拜，历史上，一批

批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在这里流连忘返，触景生

情，留下了大量诗词、偈语和石刻书法作品。

一

据考证，不二门摩崖石刻开创于清嘉庆十

五年（公元 1810 年），最早石刻为“眼前南海”。

传说远古时期，这里就是南海。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在两位永顺朋友的陪

同下乘车前往不二门。进了景区大门，我们在

洗心亭边下车开始步行。洗心亭为一座依山所

建的小四角亭，正面上悬挂有一块黑色匾额，

上有“洗心亭”三个篆字，未题款。亭内一股清

泉汩汩从山体石缝里流出，注入亭正中的一口

水池里。泉上立有一块长方形石碑，右刻为“洗

心”两个行书大字，左刻有清同治贡生彭勇行

竹枝词一首：

黄菜花开碧柳丝，城南门外洗心池。

劝君洗净全烦恼，莫洗心头一点痴。

字写得有些潦草，缺少古意，疑为今人所

书，但诗意还是值得玩味。

不二门的“门”，是由一巨石斜躺在另一石

壁上所形成的空隙，高 10 余米、底宽约 4 米。人

来到这里，仿佛感觉就是天下独此一门，别无

二处。岩石上面藤蔓灌木丛生，下面寸草不长。

在入口处左上方，刻有“不二门”3 个红字，字不

太大，但很醒目，看后使人明白这里是何处。字

为魏碑体楷书，笔画斩钉截铁，干净利落，可惜

没有见落款，不知是何方高人所书。

入口的石壁上有多处石刻，最引人注目的

是，右壁高处镌刻的湘西凤凰籍文学大师沈从

文题写的“石门天凿”4 个大字，字已被涂成绿

色，落款为“沈从文七十八岁时手书”。作为一

代文学大师，沈先生能写一手漂亮的章草，但

他的书名被文名所掩，书法作品面世的不多，

摩崖刻石就更少了。他为此专门题字，可见对

不二门的推崇。

“石门天凿”4 字是用他所擅长的章草写

就，“石”的一横很短，而一撇十分舒展，有一泻

千里之势，“口”部又写得紧凑。“门”字的一点

与竖笔简省成笔断意连的 3 点，紧紧地与竖钩

的起笔连在一起，留出了广阔的空间，竖钩如擎

天一柱，稳稳矗立，纹丝不动。在经过两次大开

大合后，“天”又写得不急不厉，稳健中和。最后

的繁体“凿”字，收放有致，上密下疏，密处不可

以透风，疏处可以跑马。也许是放大和勒石的

缘故，这 4 字一改他典丽隽秀的书风，而写得

开合有度，豪放老辣，一种阳刚之美扑面而来。

关于沈从文题字的来龙去脉，亲历者、永

顺文管所老所长向渊泉老先生告诉了我们。

1979 年 11 月，为了搜集整理红二六军团在永

顺的有关史料，向渊泉等人来到北京，走访萧

克等老将军，期间拜访了沈从文先生。向渊泉

请沈从文题字，沈老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

抱病书写了“石门天凿”“溪州胜迹”等题字。

二

通过狭窄的门扉，便进入了一个小峡谷，

峡谷两旁绝壁耸立，壁顶树木遮天蔽日，只有

在正午才有少许阳光照射进来。

在这小峡谷的崖壁上，石刻书法令人目不

暇接，如楷书有清道光二年秦廷杰题写的“别

有天地”，行书有清道光年间永顺县知题写的

“洞天福地”，篆书有清同治癸酉柳万春题写的

“大千世界”，草书有李真题写的“海上飞来”，

隶书有清同治癸酉黄单云题写的“胜境无双”。

此外还有“森林独秀”“慈航普渡”“作仙源观”

“吾道南来”“普陀法相”等石刻 10 余处。人行

其间，仿佛进入了一个偌大的展厅，可以欣赏

到一幅幅风格各异的书法作品。

走出峡谷，便可听见猛洞河滔滔水声。左

侧的石壁上依然石刻不断，有清光绪癸酉景元

孙淼题写的“到此人皆佛，同来我亦仙”，民国

二十八年孙常均题写的“自己为善，与人为善，

人人为善，同登彼岸”，颜体风格犹存，个人风

貌凸现。观其书，思其语，使人若有所悟。

在摩崖石刻中，诗词、梵语、佳句题刻者甚

众，最让人驻足品评、津津乐道的是石壁上的

一连体巨字。字高两米左右，从落款看，是由清

光绪甲午庚辰探花景元所书。这幅草书，用笔

圆润，婉转流畅，峻挺有力。但细细端详，上部

笔画粗壮，下部笔画纤弱，有头重脚轻之感。特

别是，那缠绕在一起的 3 个圆圈，用力和分割

太均匀了，有点像一盘蚊香。

这到底是何字呢？有人认为是“山青海岸”

4 字的合字。同行的朋友也这么认为。如果把那

像一盘蚊香的几个圈取掉，的确是一个“岸”

字。刻于此，佛教中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尘世中的猛洞河之岸，是讲得通的。况且那盘

蚊香好像后来补上去似的。我除“山”和“岸”可

以认得出外，其他两字无论如何也读不出的，

而且四字连在一起文理不通。我倒觉得，“山”

字 头 下 面 是“虎 ”的 异 体 字“乕 ”的 草 写 。“山

虎”，即告诉路人山中有虎出没，或者说有下山

虎。也可能就是一个草书“虎”字，近见光绪皇

帝的御笔草书虎字，就与此字大致相似。

山东烟台蓬莱阁天后宫立有一石碑，碑上

所刻一巨字与此同出一辙，为清末名将宋庆所

书，对此字人们历来争论不休，有“虎”和“箎”

两种说法，我倾向于后者。史料说，宋庆老年得

子，取单名“箎”，后夭折。宋庆日思夜想，天天

写“箎”字，竟写得行云流水，很有书法味。后有

好事者将此字刻之于石。不二门的这个字，我

推测是摩刻的，并作了一定改造。

我曾读过永顺县作家张明仁一篇关于不

二门的散文，他说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耑”

字，即“专”的异体字，意在告诉人们要专心致

志。但我觉得与“耑”字草写相去甚远。这是一

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文字游戏，谁最接近

书写者的本意，是不得而知的。

三

石壁上还刻有不少当代名人手迹。如 1983

年 12 月，国家民委蒙古族副主任洛布桑以蒙

汉两种文字书写的题词“人间天宫不二门”。汉

字用颜体骨架，魏碑笔意，蒙文写得潇洒自如。

这是不二门唯一的少数民族文字书法。还有湘

西凤凰籍的李振军将军的行书“神石夺奇”，中

宫紧凑，行笔凝练，藏蓄遒韧，颇具大将风度。

这些名人书法中，要数毛泽东的诗词、题

词最多。据说是灵溪镇一位年逾古稀的向姓老

石匠所刻。他用了整整两年，把毛泽东当时已

公布的诗词和题词书法全部刻在这绝壁之上。

通观那些刻石，点画、章法都保持了毛体书法

的原貌。

随着岁月的流逝，石壁上大量古人题刻被

损毁，古人题刻的 100 多首诗词歌赋现仅存 35

首。这些题刻中，精短的梵语、妙句让人品后余

味无穷，诗词也使人津津乐道。

清嘉庆永顺县知事白介庵所作的《石门天

凿》一诗对不二门作了生动的描述：

法门高耸五云偎，鬼斧神工妙化哉。

鞭石无痕还着相，振山有铎不须锤。

地沾花雨千歧坦，道接薪传一线开。

莫讶终南称快捷，巨灵神辟小蓬莱。

清代平湖诗人张金镛，来到偏远的永顺督

学时，在游历不二门后，即兴题诗一首：

万竹窗然暝，一门讶忽开。

夏寒森欲雨，空响殷疑雷。

峭壁嵌新翠，留泉咽古哀。

招携得佳侣，从此出尘埃。

一代儒将萧克将军，曾在湘西的永顺等地

建立革命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他重返故地，

挥毫写下了“悠悠猛洞河，通天不二门。登攀玉

皇顶，信步入画屏”的豪迈诗句。

不二门附近，有一名曰“培英”的宝塔，系

清道光年间所建。塔高约 10 米、7 级。第一层门

额嵌青石匾额，分别阴刻楷书“培英塔”和“天

开文运”。这是我在保靖县城酉水岸边之后，第

二次在湘西境内发现“天开文运”石刻。字体大

小不能与保靖题刻相比，但时间要早上四五十

年。

不二门石刻中有一幅竹画，也是不二门唯

一一幅画刻。画面很简约，两根风雨竹而已。画

的顶部刻有“关圣帝君诗记”6 个隶书大字。画

里刻有关公关云长的小诗一首：

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

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

这竹叶画，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个字，连

着一读就是关公那首诗。真可谓画中有诗，诗

中有画。

据说，后人仰慕关公的忠义大节，把这风

雨竹画刻在石碑上，称之为关帝诗竹碑。这幅

画刻，我在西安碑林、白帝城均见过，我想此竹

画应是从他处摹刻来的。

从嘉庆到现在，在这 200 年的时间里，文

人墨客、达官显要、能工巧匠，用智慧和汗水，

给我们留下了不二门这一书法和文学艺术的

宝库，使我们能够得以受到艺术的熏陶。

徐 欣

11 月 15 日 晚 ，由 长 沙 市 委 宣 传

部、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的“湘

江之声”省会长沙原创作品交响音乐

会在长沙音乐厅上演，同时线上展演，

观众超过 20 万，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主

旋律歌曲的新气象，开辟了新时代省

会长沙原创音乐的新境界。

其一，音乐会作品题材与体裁丰

富多样，表现形式匠心独具，湘音、湘

情、韵味，是一场“湘”当中国、“湘”当

美妙的视听盛宴。

开场以女声独唱《唱支侗族大歌

献给党》直抒心意、歌颂党恩，“一唱众

和”的领唱+合唱交相呼应，节奏紧凑、

律动强烈，侗乡秀丽山水及侗乡人民

幸福生活的美好画卷宛在眼前徐徐展

开。儿歌《壮哉中华》旋律优美抒情，12

位小歌者音质纯净，在舞台上表情投

入、落落大方，举手投足间彰显“少年

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的小主人公

气质。女声表演唱《太阳晒在山坡坡》

以山歌风的形式表现“禾堂鸡咯咯、溪

中鸭婆婆、山上羊砣砣、田中牛角角”

等多种意象，红叶组合载歌载舞、活泼

生动，独特服饰及靓丽外形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戏歌《赤伶》粉墨登场间掌

声雷动，交响与戏曲的结合令人耳目

一新，副歌部分以精致的戏腔、优雅动

人的身段尽显中国戏曲之曼妙，两种

声线不断推进、深化主题，听来热血澎

湃。《我想陪你去长沙走走》及《爱晚亭

边》用地方文化品牌讲好中国故事，打

造具有中国气派、湖南特色的精品力

作。《叶子》以民乐琵琶与交响融合，赞

颂 叶 子 默 默 无 闻 、无 私 奉 献的一生。

《他乡的月》蕴含着浓浓的思乡之情，男

女声对唱《幸福山歌唱起来》欢快的旋

律洋溢着村寨美好生活的浓浓气息。音

乐会由旅美青年指挥家、长沙交响乐团

特邀指挥吴博担任，合唱由长沙交响乐

团歌剧中心合唱团担纲，每一首原创作

品都精心打磨、精雕细琢，充分展示了

省会长沙的湘音、湘韵、湘情。

其二，音乐会作品词曲精美、思想

超拔，演唱方式各具个性特点与张力，

动听、动人、走心，是一道高标准、高品

位的声音景观。

《牵挂》选自话剧《高山之巅》的主

题曲，采用两段式的结构，旋律流畅，

朗朗上口，词曲契合度高。长沙歌舞剧

院 青 年 女 高 音 李 凯 丽 的 演 唱 声 音 沉

稳，音质清亮，前半段的深情诉说与副

歌“大爱温暖百姓心田，你的荣光闪耀

高山之巅；丰碑刻在百姓心间，你的荣

光闪耀高山之巅”形成鲜明对比，舞台

表现大气端庄，极具潜质。湖南省歌舞

剧院歌剧团青年演员仇滔兀、莫娟娟

对唱的《最美的情书》表现不俗。这是

杨开慧写给毛主席的一封未寄出的情

书，男女声娓娓道来中透着深情、唯美

画面中流露眷恋，两人的演唱张弛有

度，无论是声音、咬字、表演都十分自

然，舞台经验相当丰富，作品呈现恰到

好处。《启航》由陈香水、王承志共同演

绎，两人配合默契，低吟浅唱后以强劲

有力的气势将全曲推向最高潮，行云

流水、一气呵成，令人拍手称赞。肖杰、

罗琳演唱的《守护》男女声音色和谐，

吐字清晰自然、情感真挚，尤其副歌部

分和声效果惊艳四座。《彩翼九天》由

国家一级演员李群霞演唱，她的音色

纯正，声音极有张力，在合唱的衬托下

更显恢宏气势。

值得高赞的是，湖南省京剧保护

传承中心国家一级演员、获第三十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张璇，以一首大

气磅礴的戏歌《唱起我和我的祖国》压

轴，“唱起我和我的祖国，我就泪花闪

烁……”她的音色明亮，唱腔圆润，台

风稳健，极具个性，一颦一笑间尽显国

粹的无穷魅力，赢得了满堂喝彩。

“文艺载道，精神为魂”。虽然笔者

不敢说音乐会作品首首完美无瑕，但

是，大多数是“接地气、有灵气，增强

人 民 精 神 力 量 的 优 秀 作 品 ”，更 是 省

会 长 沙 音 乐 家 们 在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的指引下，秉持初心，凝心聚力“智”

创的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

歌英雄、讴歌新时代的音乐作品。“唱

华美新章，心随乐荡；歌盛世情长，声

声铿锵！”

翰墨春秋

令人流连忘返的露天书法展厅

肖舞 许中伟

音乐评论是一种区别于学术研究的独特

写作范式，具有现实性、主观性、大众性的文化

属性，写作者应自觉培养一种独特的思维方

式 和 认 知 视 角 ，凝 神 聚 气 修 炼“ 内 功 ”、淬 炼

“五力”，全面提升专业素质和综合素养，致力

于新时代音乐评论写作应有的专业品质与独

立品格。

其一，眼力。即一双好眼睛，博览优秀书

刊，提升知识力与学习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 。作为音乐评论人 ，要 攻 读 音 乐 专 业 书

刊，既包括一二度创作与教学教材，也包括各

大 一 流 音 乐 学 院 学 报 与 音 协 系 统 主 办 的 报

刊，做到固定的音乐理论与前沿的学术动态

结合，“一手传统，一手当代”。其次，要对马列

主义文艺理论、哲学、美学、文学等方面的书

刊进行精读与泛读相结合，扩大知识存量与

完善知识结构，拓宽文化视野与学识格局。没

有阅读的写作是缘木求鱼。只有足够的知识

积累才能满足对各种被评论对象的写作需求，

且能常写常新。

其二，耳力。即一双好耳朵，广听经典音

乐，提升感知力与判断力。“大曲一千、小曲三

千”应是音乐评论者聆听赏析的长期目标，既

要有中国民族风的大小乐曲，又要有异国风情

的经典乐曲，更要有当前驰骋中外乐坛的最新

的流行音乐。通过广泛地涉猎与聆听，甚至进

行简单的分析与记忆，持之以恒地培养对音乐

的敏锐的感受力，提升对音乐的认知力与理解

力，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与丰富自身的思想内

涵。慢慢地，练就一双善于捕捉美、发掘美的好

耳朵，具备几分“火眼金睛”的功力，在心中树

立一杆秤、形成一把尺子，对被评论对象具有

快速而精准的判断力。无论是什么音乐作品，

只要一听就明白好不好、达到什么档次、值不

值得评论……最终成为“明白人”与评论里手。

其三，脑力。即一个大脑洞，形成个人创

见，提升思考力与批判力。茅盾说：“一个做小

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

个 训 练 过 的 头 脑 能 够 分 析 那 复 杂 的 社 会 现

象。”同理，音乐评论写作者不仅需要具备独到

的思想观点与深度的理性分析能力，逐步成为

“透过现象抓本质”的高手，更要有严谨而缜密

的逻辑推理与批判性思维。音乐评论的对象包

括声乐、器乐以及人物、书籍、现象、活动等，涉

及面广、门类较多，其采用的评论理论体系与

客观标准也各不相同，因此，音乐评论写作必

须以音乐理论为支撑、以艺术思想为引领、以

历史时空为尺度，坚持批评家的立场，保持独

立而纯粹的思考，真实而负责任地表达想法，

一眼发现其“闪光点”，一语中的地指出其创新

点，是好说好，不好的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并从专业理论的角度讲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与

道理。

其四，笔力，即一支妙笔，平时多写多练，

提升思想观点的阐述力与文字表达力。长期以

来，音乐评论写作者寥若晨星，其主要原因之

一是懂音乐者不懂文字、懂文字者不懂音乐，

两者缺乏“联通”。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只有

两者兼顾甚至擅长者才能胜任音乐评论的写

作。因此，个人建议音乐院校的在读生或毕业

生以及音乐爱好者，平时多读美文，写一写日

记、诗歌、散文、歌词等，养成用文字语言讲故

事、讲道理、悟真谛即“我手写我口”的好习惯，

逐渐地提升文字的表达能力与自身的文学修

养，掌握一些写作技巧，积累写作经验，最终成

功破解写作的“密码”。这样，写音乐评论就能

信手拈来，且能做到言之有物、言而有文。

其五，心力。即一颗素心，讲真话、讲道理，

提升对孤苦的忍受力与敢于较真的战斗力。一

方面，音乐评论写作具有强烈的独立性与个人

性，要求评论者时刻保持头脑冷静与独立思考

的姿态，坚持讲真话、讲道理、讲人话，加上评

论写作者所付出的辛劳与报酬常常反差巨大，

务必保持素心，守住初心。另一方面，音乐评论

是“音乐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

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

量”，评论者要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时代

使命感，坚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对社会上发

生的不良音乐现象要勇于“亮剑”、敢于较真，

始终保存自己的底气与硬气，力求做一个有信

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音乐评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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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内功”，淬炼“五力”

艺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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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沈从文题写的“石门天凿”石刻。

图② 竹画诗题刻。

图③ 不二门石刻走廊。 均为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