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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林深处青松岭
李巧文

弃了船只，一走进湖南茶陵东阳湖景区青松岭那

密不透光的半山坡，明晃晃的天忽然就暗了，像黄昏不

约而至。树林内外两重天，我甚至有了一种呼吸不畅的

感觉，站在一个先陡后稍平的坡上，待气喘平了些，才

静下来观察四周。

一棵棵枞树、水杉、松树、香樟都伸着脖子，踮着脚

跟像要站得更高些，每棵树都在竭力往上长，碗口粗的

身子骨，看起来还是瘦长瘦长的，偶尔有几棵粗壮的，

便觉得它占了天时地利。树的荫蔽使树下的杂木不够

茂盛，杂草却疯长着。一路走来，虽有小径可上，我还是

小心地披荆拔草，走得颇为辛苦。

越往上，高高矮矮的竹子越来越多，层层叠叠，成

了这里的主人。去年的或更早的竹子在时间里慢慢变

成浅褐，再变成深褐，叶子落到地上，变成枯褐色；今年

的新竹，竹竿上还有层淡淡的绒毛，留在竹上的叶子翠

绿着，伸着笔直的腰，像健壮的小伙子，有着足够的力

气指向天空。上山的路很陡，新修的台阶一级级往上，

我走得还是气喘吁吁。走上一段路，便要歇一歇，竹林

也不嫌弃，始终在我的左右跟着，我走它也走。往来路

看，深邃清澈的东阳湖，刚才还碧波荡漾，青黛如螺，此

时都消失在密翳的竹林中。竹木依然参天，竹林里阴凉

阴凉的，偶尔会露出一角含了水分略显沉重的云朵以

及白色的淡成丝缕的云絮，在湖的上空慢悠悠地荡着，

一会儿就躲进了竹林里，不过也就一会儿，新的云絮又

来了。一级级的台阶沾了人间的烟火，指引着前进的方

向。

上得山来，阳光扯着一缕缕的丝线，几乎要朝我横

陈过来。有的干脆挡在我的前面，白白亮亮的，强过蛛

丝。我走过去，这些丝便缠在了我身上，随着我的身躯

起伏，似要把我绑起来。可当我跨过去，它就即刻松了

绑，又在我后面横陈了无数条线。虚虚实实的阳光，让

我好生痛快，微凉的风吹过来，把我的喘息也渐渐吹

平。一只鸟儿啁啾着，忽地从眼前“嗖”的一声飞到另一

棵树上去了，接着又是两只。这里本来是它们的世界，

但愿我的到来没有打扰到它们。

山上有一大块平地，靠近陡坡的一侧，竖着一块与

人高差不多的大石头。另一侧，两栋颇有年代感的房子

呈丁字形站立，墙壁淡黄色，夯筑而成，当地人叫“抖

墙”，上面布满裂痕。我走近其中一个大门，大门上挂着

一把锁，这屋原来住着一位护林的八旬老人，现在已经

不在了。几年前我来这里，老人还健在，矮小清瘦，在这

里住了几十年，他曾跟我说起这里发生的故事。青松岭

下的当地人祖辈以农为业，山高林密，地处僻远，他们很

少外出，便就地取材，架木为屋，劈竹为器，挖井取水，过

着男耕女织，不为外人知道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山上除了几栋房子，满眼都是竹木苍苍，翠绿窈

然。坪前的几棵大树高大壮硕。最大的那棵，标牌显示

是“木荷”，山茶科，距今已有 260年。树身上的皮像鱼鳞

一般，呈黑褐色，一片一片像贴在树身上，却非常牢固。

树身笔直，似乎要参破天去，树叶浓密而茂盛，岁月的

风霜只是添加了它的厚重与伟岸。离这棵树一丈来远，

有棵小一些的马尾松，距今 100年。还有几棵，有的在坡

边，有的在更远的坡上，都笔直地站着，茂密着一树的

叶。这些树长在这里，成为这里的原住民，惯看秋月春

风，它们始终保持着直立的姿势，将过去的轰轰烈烈都

深藏在沧桑的年轮里。

从房子的前坪穿过丛生的草木，再登高望远，东阳

湖便朝我的眼底奔来。我曾经中洲、滋坑进入洮水，坐

上简易的木船，驶入万顷碧波的东阳湖。茶陵是我的第

二故乡，是个拥有 43万亩耕地的农业大县，但历来农业

基础薄弱，旱涝灾害严重，洮水水利工程东阳湖应时而

出。而今的东阳湖像嵌在山中的一颗明珠，良好的自然

资源为水禽栖息提供了大量的食物来源，赤腹鹰、雀鹰

红隼、白鹇、领角鸮等珍稀鸟类在此栖息繁衍。山岭上，

单单瘦瘦的南方红豆杉、叶子平行呈两列的篦子三尖

杉、有着灰绿色树皮的花榈木、长着迷你小香蕉般果实

的喜树等国家保护植物在这里落户。山清水秀，风光旖

旎，让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眺望东阳湖，湖面波光粼粼，湖水从山中浩浩荡荡

而出，衔山倒映，几只白鹭在湖上盘旋，让人神清气爽，

心旷神怡。一条船正劈波斩浪向远方驶去，直到消失在

苍茫之中。我感受着湖的辽阔与山的逶迤，也感受着自

然与人文的相互交融。

从山上沿路返回，再次来到湖边。“东阳湖号”船静

静地待在那里，不知什么时候，阳光躲进了云层。湖周

围，一座一座的山在我面前排着队，高高低低，我已分

不清哪座是青松岭。只能朝着来时的方向回看，满山的

竹子与树木一片苍翠，原先看到的新新旧旧的房子、大

大小小的草木、铺满落叶的台阶，还有那一山清脆的鸟

鸣，都躲进了林中。

岁月流徙，古陵沧桑。今逢盛世，人和

政畅。

如今，炎陵县不断擦亮“中华始祖炎帝”

品牌，并屡屡向全球华人发出“新春就来炎帝

陵，共拜始祖，祈福四方”的诚挚邀请。朝天子

坟也逐渐演变成为集祭祀、缅怀、祈福、旅游、

休闲为一体的体验神农文化与地方民俗和传

承炎帝精神的新春嘉年华。

自去年腊月初八开始，持续到今年正月十

五，景区适时推出“侨胞、台胞与居民共祭祈

福”、非遗展演、特色美食、“炎帝文化”知识竞

赛、梅花节、“龙兴望典、礼祀炎帝”等一系列活

动，掀起一股炎帝神农文化热潮，吸引了众多的

海内外华夏子孙。

古老的民间朝圣之路，如一条绵亘悠长

的民族精神纽带，正向大江南北延伸，向海峡

对岸延伸，向全球华人延伸 ......

甲辰龙年，正月初一，午饭过后，我又一

次怀着崇敬之情拜谒炎帝陵。

雪霁初晴，风和日丽。高高的阙门如丰碑屹

立，宽阔平坦的祭祀大道上翠柏侧立，鹿鹰对卧，

鼎簋并排，图腾高耸，行至其间，仿佛走进数千年

前的远古历史，走进那些耳熟能详的炎帝传说故

事里……

在庄严肃穆的神农大殿，我们瞻仰到了

炎帝圣容。他的石刻雕像一手拿着耒耜，一手

握着谷穗，目光睿智、面容清癯，像是依旧在

为造福亿万子孙而殚精竭虑、日夜操劳。殿内

四周墙壁上的红砂岩浮雕则生动再现了炎帝

的十大发明和丰功伟绩，无不令人景仰。

随后我们跟随人流从炎帝陵大殿的掖门

进入，依次到行礼亭和炎帝祀像前行礼，最后

到达墓碑亭，在炎帝墓冢前点燃香烛纸钱，陈

列祀品，宰杀雄鸡，行三跪九叩首之礼，祈愿

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山河无恙、国

泰民安。

爆竹声中，走出神农大殿，在午门广场

上，我立即被来自民间的龙狮队伍深深吸引：

龙珠引领，巨龙翻腾。舞龙者矫健有力，他们

身姿灵动，如同飞燕穿梭于云间。龙身蜿蜒，

鳞片闪耀，犹如星辰坠落凡尘。那铿锵激越的

鼓点，不正演绎着华夏民族的豪情壮志吗？那

劲健飞扬的舞龙，不正昭示着盛世腾飞的华

夏巨龙吗？

是呀，五千年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一脉相

承，泱泱中华大国崛起，彰显文化自信。“炎帝

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石与核心元

素，也是民族和平统一、祖国繁荣昌盛，和实

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梦的动力源泉！

我幡然醒悟：朝天子坟，不仅表达着后人

对始祖的崇敬与缅怀，更是一次教化与传承的

双向奔赴，一场心灵的净化，一种精神的洗礼！

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洋溢在欢声笑

语当中，脑海里悠悠浮现远古腊祭的场景，我

依稀看见炎帝始祖正怀抱桐琴，手挥五弦，且

歌且舞，与民同欢。神鸟喜而起舞，万兽畏而

雌伏。于是耳边传来雄浑、低沉又极具穿透力

的嗓音——

仰荷天庥兮，俯临海宇。

继天建极兮，抚以绥猷。

谨修地利兮，粒我烝民。

唯图利人兮，不贪其酬。

形神尽悴兮，在所不辞。

弗伤弗害兮，受福耕桑。

……

当我们依依不舍地走出神农园，走出鹿

原陂，回望洣水环流的千古圣陵：夕阳下，红

墙黄瓦、古朴凝重的陵殿披上了一层金色的

霞光，那里正飘荡着缕缕轻烟，如千年的弦

歌，余音袅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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洣水汤汤，如千年弦
歌不辍；古木森森，似万世
恩泽荫庇。

罗霄山麓、洣水河畔，
炎陵县鹿原陂，是中华民
族伟大的人文始祖之一炎
帝神农氏的安寝之地。每
逢农历新春之际，海内外
的众多炎黄子孙（尤其是
出生在湘赣边地区的人
们）不远千万里，总会自发
地来到这里。他们沿着先
辈的足迹，一步一步走向
心中的圣地，为始祖炎帝
敬献一瓣心香，缅怀其丰
功伟业，祈福民族复兴、盛
世永昌。

这一现象，百姓称之
为“朝天子坟”，是一项绵
延了五千余年的新春祈福
与祭祀风俗。历来为炎陵
民间一年当中规格最高、
香火最旺、历时最长，涉及
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
影响力最大的祭祀活动。

“朝”者，炎陵客家方言中保留的古汉

语，有朝拜、朝觐、祭祀、祈福等意。炎陵人乐

于“朝仙”、“朝神”。朝天子坟，则被视为民间

最为崇高与神圣的祭祀活动。

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新石器时代姜姓

部落的首领，号神农氏，民间称“神农天子”。

他生活于距今 5000 多年以前，始种五谷以

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耕耘，遍尝百草以治

民恙，织麻为布以御民寒，陶冶器物以储民

用，日中为市以利民生，制弧剡矢以御侵凌，

居榭造屋以安万民，足迹遍布黄河中下游和

长江流域，被称为中华人文始祖，功昭日月、

德泽后世。炎帝南巡中亲尝草药为民治病，

因误尝断肠草时毒发而亡，葬于长沙茶乡之

尾（今炎陵县鹿原陂），坟茔称“天子坟”——

后以此为基础建成华夏第一陵。

“乾坤此开辟，千载祀频仍。”据《路史·后

记》记载：黄帝“崇炎帝之祀于陈”，《轩辕黄帝

传》亦载：黄帝“作下畴以祭炎帝”，表明具有官

方性质的炎帝祭祀最早始于黄帝。而民间朝天

子坟的历史，则可以远溯至炎帝“驾崩于长沙

茶乡之尾”之时。

自古及今，对炎帝的祭奠方式有多种，延

续至今的朝天子坟仪式尤重墓祭和血祭——

每逢新春时节，湘赣周边地区民众整肃妆容，

自发前来天子坟前敬献祭品，宰杀牲禽，将牲

禽之血淋漓于纸钱上进行焚化，并向始祖行三

拜九叩之礼。华夏民族是龙之传人，若以家族、

村落、社团为组织进行祭祀的，往往携龙狮队

伍，敲锣打鼓，一道前来坟前助兴、叩拜。

曹敬庄主编的《炎帝传说故事》一书说：

炎陵县民间的这种祭祀活动，追根溯源，实

际上是古代腊祭的遗风。

相传今鹿原陂上咏丰台曾为神农氏族

举行腊祭庆祝丰收、祭祀祖先和上天的大型

聚会之地。炎帝并作《腊祭歌》以祈求丰收年

景：“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

其泽。”

远古的腊祭，后来成为祭祀神农氏的礼

仪，进而演变为今天的春节，因此朝天子坟

也以新春佳节前后香火最旺。炎帝陵虽历经

沧桑，然此风俗不改，盛行如一。同治版《酃

县志》记载：除夕日“贴门神，换桃符，办羹饭

牲酒，谒神庙，祀先祖。”初一日“设香酒果，

祀先祖及常祀之神。”其中包含拜谒炎帝陵、

祭祀炎帝神农之俗。

御祭（官方祭祀炎帝）有一套规整的仪式，

而民间朝天子坟则可繁可简。自清代以来流传

至今的民间《祭祀炎帝神农鼓词》分为“迎神”、

“香案”、“初献”、“亚献”、“侑食”、“三献”、“辞神”

等八个章节，多多少少受御祭流程的影响。实际

上更多民间朝觐者只供奉时令食品、宰杀牲口，

然后行“一跪、三拜、三叩首，敬酒三巡”之礼

即可。

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岁贡任酃县训

导的清代诗人黎象乾《春祀炎陵》一诗，记录

了当时依据礼制分级举行的民间新春朝天

子坟的情形：

秩礼先期肃，驱车古帝乡。

松筠晴漾影，枫脂暗浮香。

傍陌烧刍狗，依扉筑稻场。

民何知教稼，德自启垂裳。

永夜闻清籁，庭燎达晓光。

惟馨应有赫，拜舞快趋跄。

吟咏此诗，脑海里不禁涌现斯时斯境：

道旁燃烧着刍狗（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

狗），依门构筑着道场，殿内彻夜不熄的烛火

伴随着悠悠馨香，清脆的器乐与爆竹声声伴

奏着虔诚的叩拜和傩舞……

炎陵县西三十里，桥头岭四面崭绝、叠石

层层、苔迹苍苍，湿滑的石阶镌刻着久远的

时光。

这里连接着朝廷的御祭古道，也是民间

朝圣古道之一。炎陵县旧属衡州府管辖，古代

御祭官先从京城至衡州，在地方官员陪同下，

长途跋涉 5 天 5 夜至炎帝陵祭祀。据《衡阳市

公路志》记载，衡炎古道（即御祭古道）“自衡

阳东起，经露白、斗岭、泉溪、石塘、黄田、潭

湖、九江、安仁、梅桥、斜濑、到炎陵县，全程

270 里。”昔日，沿途有行馆、古渡口、古驿铺、

唐代古桥、凉亭错落其间。如今，它们大多已

湮没在岁月的尘烟当中，只有道旁摩崖石刻

的指示路牌——“邑有圣陵”四个苍劲大字依

然写满昔日的荣耀。

此外，鹿原陂亦有古道能通达湘赣边各

州县及村落。在交通不发达的过去，世世代代

的香客，用虔诚的双脚翻山越岭，在这朝圣之

路上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据村里一位做礼生（祭祀时的司仪）的老

叔公回忆：七十多年前他曾穿着草鞋，跟随族

人步行近百里，一路艰辛到达鹿原陂，当洣水

河畔温润的清风拂面而来时，仿佛瞬间找到

精神慰藉，疲惫感荡然无存。远道而来的除了

炎陵本县居民，还有攸县、茶陵、安仁、桂东、

资兴、永兴、衡阳、耒阳、汝城、宁冈、永新、吉

安、遂川、上犹、崇义、兴国等地的香客。

他们先后来到神农墓前，摆上猪头猪尾、

米酒糍粑，点燃香烛，杀雄鸡，放爆竹，然后一再

跪拜、祈祷。焚香燃帛时，礼生们用各地不同的

方言口音诰祭和祈福。老叔公记得清楚的《丰

年》（传为炎帝所作，原作失传，实为唐人元结补

作）这样吟咏：

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实兮，济我

生人。

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时兮，成我

丰年。

我曾不止一次站在鹿原陂上遥望、喟叹。

追根溯源、认祖归宗是人类共同的心理追求。

尤其中国人对始祖的崇拜与敬仰，是一种根

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寄托。正如当今神

农大殿内的石刻对联所言：“到此有怀崇始

祖，问谁无愧是龙人。”在礼制社会，忘记祖

宗、背叛祖宗是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如何才能

无愧祖宗，造福于时代，一代代的朝拜者在此

发出灵魂拷问，尤其是那些胸怀天下的知识

分子。

1899 年正月十六，祭祀古道上走来一位

特殊的“草民”，他行色匆匆，面有戚容，无人

知晓他是名动京城的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

据《安仁县志》记载，“戊戌变法”失败后，光

绪皇帝被囚禁，六君子被杀，康有为在避难日本

之前，途经湖南安仁县城，后逃至安仁与酃县

（今炎陵县）交界的盘古仙寺，转道炎陵向广东

南海而去。

那日，康有为来到炎帝陵，燃烛焚香，虔

诚叩拜，凝望着炎帝神农氏的祀像感慨良多。

他怀着深深的自责与愧疚，千言万语，无从述

说，于是奋笔挥毫题了一联：

孳我唇民，使有菽粟如水火；

播时五谷，先知稼穑之艰难。

此上下联分别出自《孟子》《尚书》，多少

有些影射摄政者不知民生艰辛，贪图安逸享

乐，不思改革进取的意思。康有为以社稷苍生

为己任，有心做一位无愧先祖的龙之传人，奈

何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空有一腔热忱，也只

得掷笔长叹，转身迎着料峭春寒，怆然踏上南

下之路 ......

壹

贰 叁

群山掩映中的炎帝陵

庄严肃穆的神农大殿

御祭古道道旁御祭古道道旁““邑有圣陵邑有圣陵””

的摩崖石刻的摩崖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