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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雨水淅沥，桃花次第绽放，大小

溪流仿佛一夜之间从睡梦中醒来，她们

兴致盎然地蘸春水为墨，在经冬的大地

上 笔 走 龙 蛇 ，一 路 写 下 湿 漉 漉 的 诗 行

……

古人为春汛取了一个美妙而又文艺

的名字——桃花春涨。这一形象表达，许

是源自北宋苏轼“桃花春涨孤舟起”（《次

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句，而有异曲同

工之妙的“桃花水”一说，则出现在更早

的东汉班固《汉书·沟洫志》中，唐代颜师

古 对 其 注 疏 时 解 释 道 ：“ 桃 方 华（古 通

“花”字，下同）时，既有雨水，川谷冰泮，

众流猥集，波澜盛长，故谓之桃华水耳。”

桃花与春水的邂逅，诗意与烟火的

交织，让桃花春涨成为经典意象，既是季

节变换与生命律动的生动展现，也承载

了丰厚的文化内涵。

（一）
位于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西麓的

炎陵县（原名酃县）多山地，多溪流，多桃

树。每逢春姑娘姗姗而来，暖湿气流便如

画家笔下的淋漓水墨，在这一片气象地

图上泼溅出桃红色漩涡。洣水河、斜濑

水、沔渡江、云秋水等水系春潮涌动，一

路欢歌。岸边枝头上的桃花，也被春雨唤

醒，怯生生抖落几瓣，悠悠坠入水中，随

波逐浪，轻盈灵动，将溪流装点得生机盎

然。

桃花流水窅然去，撩拨起多少春愁，

荡漾起多少诗的涟漪。

清代前期，“桃花春涨”就已被列为

“酃县八景”之一。清同治版《酃县志》引

旧志云：“桃花春涨：城东一里许。悬崖而

下，喷雪溅珠，直至桃花源。春雨溪涨，波

流涟漪，岸花倒映，秀色可餐。”

顺治十五年（1658）出任酃县知县的

李朝事，在位期间曾作《桃花春涨》诗，热

情礼赞这一景致：

桃花乍放锦张帷，新涨溶溶水一涯。

细卷雪涛频漱玉，暗流春涧自成漪。

携来裙屐应添兴，衬入茴林更作姿。

此日太平风景别，扁舟不是武陵时。

治理县政初赢口碑的他，在诗的结

尾还巧妙化用桃花源的典故，言语之中

流露出几分自矜与抱负。

约一百年后的清中叶，本地诗人谭

显名（字谦庵，岁贡生，官兴宁教谕）也写

了一首《桃花春涨》，诗云：

三春多雨露，涨满簇桃花。

几片波中灿，一枝浪里斜。

乘风翻潋滟，耀日荡秾华。

好向龙门跃，昂头缀锦霞。

在文学作品当中，桃花易逝，流水无

情，常常暗示光阴流逝的惆怅，但李朝事

与谭显名却一反常态，他们的笔墨沾满

了春天的阳光，呈现出一派青春靓丽、生

机盎然的景象。他们放弃了晋代陶渊明

《桃花源记》里“乌托邦”式的幻想，没有

了唐人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

笑春风”（《题都城南庄》）的失落与怅惘，

褪去了明朝吴中才子唐寅“不愿鞠躬车

马前，但愿老死花酒间”（《桃花庵歌》）的

遁世隐逸情怀，表达出积极进取的入世

心态。

据后人考据，县志载“桃花春涨”景

观原迹位于炎陵县城兰花冲与扶家冲一

线，建国后兰花冲筑坝建库囤水，自然溪

水被人工水利工程取代，旧时景观随之

湮没。

然而，坚硬的水库坝体，截不断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的浪漫轮回；冰冷的高标

号水泥，也凝固不了溪流般汩汩滔滔的

文脉传承；从前清到如今，桃花春涨的诗

意已在这片土地上足足流淌了三百余

年。

（二）
故土记忆中的桃花春涨，一半是诗，

一半亦是人间烟火。

在那静谧的山村春夜，年少的我正

在窗前挑灯夜读，一阵阵春雨洒落，时而

急促，时而舒缓，似乎暗合宋词的节奏韵

律。不多时，远处大姑仙山脚下的岩前瀑

布传来哗哗的水声，奏响了春潮的序曲。

“涨桃花水了！明天一早要开犁了！”

早已睡下的父亲，披衣而起，喃喃自语。

翌日清晨，山色空蒙、清风潋滟，细

雨有一阵没一阵。院子里各色植物，早已

饱饮了春水，叶子绿得发亮。院门口那棵

老桃树下，一片落英缤纷，粉红的花瓣层

层叠叠，像碎了一地的心事。

农人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不约而

同地赶着黄牛在田间耕耘，吆喝声此起

彼伏。新翻的泥土里散发着春天的气息，

也估计钻出了不少蚯蚓、泥鳅，惹得鸭子

们拍打着翅膀，追逐着争相抢食。

母亲去给犁地的父亲送田饭，我跟

着去“掌牛”（客家语：放牛）。父亲蹲在田

边的一棵桃树下，就着糯米酒吃下一块

粉蒸肉，望了望一树带雨的桃花，郑重其

事地说：“秧田里的稻子发芽了！”

母亲自然懂得话里的弦外之音——

又到酿春酒的时候了。农谚说“桃花水涨

三分，秧苗能长一寸”，预示着天时人事

日相催。锄田坎、犁田、施牛粪、耙田、扯

秧、莳田、种豆、扯草、耘田……一桩桩农

事都将接踵而至。长时期在泥水里劳作，

驱寒祛湿、缓解疲惫，自然少不了桃花酒

的慰藉。

村里的农妇都会酿酒。每至桃花怒

放时节，母亲也总会放下农事，精心酿造

一两坛桃花酒。

这天晌午，母亲轻轻舀起一勺勺清

澈的井水，将温润的糯米浸泡起来。喝饱

了桃花水的糯米粒粒饱满、洁白如雪，随

后被盛进饭甑里经大火蒸熟。出锅后，母

亲小心翼翼地拌入酒曲，又动作轻柔地

撒入一把娇艳的桃花，那粉红便如春日

里的绮梦，在酒料间晕开……

父亲嗜酒，常说：“桃花水有灵性，桃

花酒能养生。”每当看见他吱溜吱溜地品

咂着，我猜想那酒里一定蕴藏了春的温

柔与烂漫。

十来岁的我对酒不敢奢望，只期待

喝一碗客家“糟嫲粥”。三日后的清晨，发

酵的酒缸里隐约传来酒香。母亲舀出满

满一碗“酒娘”，倒进熬好的米汤里，磕两

颗新鲜的鸡蛋，再撒上一把粉嫩的桃花，

便是上等的点心。

桃花水漫过村庄，滋生了各类新鲜

食材，也唤醒了春天的味蕾，桃花酒、糟

嫲粥、春团、艾叶米粿、禾线米粿……在

节气里一一应时登场，将琐碎的日子调

和得韵味悠长。

年年岁岁，桃花水来了又去，去了又

来，潺潺流淌的不仅是一江春水，更是大

地上晕染开来的盎然诗意、大山深处的

烟火人间。

二十岁那年，我仰头饮尽一大碗桃

花酒，与父母一起赤脚走进涨满桃花水

的田野，插完一季秧苗，便远离故土，此

后每见桃花盛开，春潮般的乡愁便在心

头荡漾。

（三）
又是春潮涌动时，唤醒我对故土春

天的眷念，不知那桃花春涨的水纹里，是

否还藏着逝去的年华旧梦？

春雨霏霏之际，我回到故乡炎陵，又

品桃花酒，再续家乡情。

如今，这里已荣膺“中国优质黄桃之

乡”，桃花也鲜活成了罗霄山脉春天最美

的表情！在中村、垄溪、霞阳等地，我看到

漫山遍野的桃花正肆意盛放、灿若云霞。

一年一度的桃花节正如火如荼，春游的

人们在此赏桃花、品美食、打卡周边景

点，体验着古“酃县八景”之“桃花春涨”

的现代升级版。

在老家大姑仙山脚下的仙坪村，时

而阳光明媚，时而烟雨空蒙，粉墙黛瓦的

客家民居点缀在万亩花林当中，构成一

幅幅和美的乡村画卷。你看！依山傍水遍

植桃树，远观是“满树如娇烂漫红，万枝

丹彩灼春融”（唐·吴融《桃花》），细品则

“桃花浅深处，似匀深浅妆”（唐·元稹《桃

花》）。

慕名而来的游客三五成群，纷纷掏

出手机，或操控着无人机，将烂漫桃花转

化成一帧帧精美的照片，不断地在朋友

圈传递着春天的浪漫。路边一位画画的

女孩，正用水墨勾勒山水的轮廓，一朵桃

花不偏不倚，落在画稿上，宛如钤上了一

枚朱砂印章。

在熟悉的青石板小桥下，溪水依旧

潺潺。几瓣急性子的桃花，等不及清风相

送，扑通一声跳进春水的怀抱。花瓣被春

水托着漂流，像一封封粉色的信笺，有的

卡在石缝里，有的漂向远方。我俯身掬起

一捧桃花水，仿佛捧着一个桃花春涨的

陈年旧梦。

时光荏苒，故乡的桃花春涨依旧，但

传统农耕的景象却已悄然改变，心底有

一丝藤蔓悄然生长，缠绕着对过去的眷

恋，也蔓延着对未来的隐忧……

沉思间，果园深处飘来一阵客家山

歌，高亢而悠扬。我轻咳一声，那歌声戛

然而止，紧接着桃树下探出一张笑脸。

我愣了一下，认出这位头戴耳麦正

在直播的农家子弟。早年他痴迷于吹拉

弹唱，不事农活，为此没少挨父母的斥

责。听说近年“触网”唱山歌引流，推销土

特产，成了远近闻名的“新农人”！

我开玩笑地说：“阿牛牯，你又不务

正业，你阿爸没用牛条子（客家语：赶牛

的鞭子）抽你？”

路过的老支书接过话头说：“哪舍得

抽？阿牛牯现在是能人，一场直播卖桃，

收入抵得上他阿爸种地半辈子呢！”

这番变化，令我吃惊！走出好远了，

那质朴的歌声还裹挟着花香悠悠传来：

“春风轻吻罗霄山岗，

万亩桃林酿出胭脂芬芳，

露珠滑落，打湿竹篓盛着的晨光，

阿 妹 笑 脸 盈 盈 ，酒 窝 里 藏 着 一 窖

蜜糖。

哎呀嘞——

炎陵喂，炎陵！

三月花开如梦里仙境，

七月桃熟似人间天堂！

哎呀嘞——

粒粒黄桃，都喝山泉长大，

甜透远方，温暖时光……”

我细细品味着，或许失落与担忧是

多余的。老家，这片深爱的土地，正经历

一场静水流深般的变革，也正迎来嬗变

之后的新生。三月赏桃花，七月品黄桃，

它不仅成为远方游客心中梦寐以求的

“桃花源”，更点燃了一代新农人的无限

憧憬。

刹那间，我领悟到——“桃花春涨”

的景致，从来不是文人墨客的专属风雅，

而是每个平凡生命都能欣然接住的——

春天抛向人间的温柔馈赠，它承载着故

乡的记忆，也寄托着未来的希望。

桃花灼灼，春意正浓，您若得闲，去

炎陵的大山、田野、果园、溪流里找找春

天吧——说不定有几瓣桃花，正等着让

你拾起，藏进岁月的书签呢！

船山先生与
攸县名刹的佛缘

郭亮

洣水东浮岳阜西，鱼书遥问武陵溪。

千峰旧访孤轮月，双脚难拼一寸泥。

大誓余生闻虎啸，衰年残梦弄驴蹄。

东山只履归何日，草软烟柔一杖藜。

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时任

攸县宝宁寺住持的释智韬禅师收到老朋友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晚年隐

居衡阳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

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托人从

衡阳送过来的信，随信附来的还有七律一

首，略述自身近况，以及急于渴慕见面叙旧

的情感。

地处攸县黄丰桥镇乌井村的宝宁寺，

始创于唐天宝 10 年（公元 751 年），是湖南

开创最早的佛教禅院之一，佛教界向有“北

有少林，南有宝宁”的说法。时任宝宁寺住

持的释智韬，字舌剑，一字万峰，衡阳人，俗

姓刘，幼年披缁，十七岁圆具，二十五岁参

学于南昌百丈石涧泐大师,得印可咐嘱,为

曹洞正宗第三十世。曾退隐梅峰隐居四年，

想到“只是自利而不利人,终非祖师心”,开

法席于龙溪寺,弘法于衡阳东山。

康熙四年（公元 1664 年）三月初三，攸

县僧俗人等联名上书，恭请释智韬前来攸

县任宝宁寺住持。其时的宝宁寺，因连年战

乱，早已破败不堪，释智韬任住持后，猛力

更旧购新，历时十年，建成 21 座殿宇，修复

了长髭、石室墓塔，并广收弟子，弘扬佛法，

使宝宁寺成为曹洞宗后期兴盛之地。

当然，释智韬住持宝宁寺期间，最大的

功绩还是主持修撰了《宝宁寺志》，并邀请

著名思想家王船山撰写序言，成为佛教思

想史上一桩难得的佳事。

现有典籍无从稽考释智韬与王夫之的

交情始于何时，唯有一点可确认的是，二人

都是衡阳老乡。

青年王夫之曾积极投身反清大业之

中，兵败后隐居石船山，以著述名世，清廷

地方官员曾慕名而来拜访，想赠送些吃穿

用品，但都被他拒绝，还自撰对联一副以

回：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意思是我是明朝遗民，自然不会接受你清

廷的施舍……

但是，当释智韬邀请王夫之替《宝宁寺

志》撰写序言时，王夫之却一口应承了下来

——要知道，主持修撰《宝宁寺志》虽是智

韬大师发起的，但主其事者却是攸县父母

官，当时的攸县县令余三奇——可见二人

交情匪浅。

不特如此，除了撰写序言之外，王夫之

还亲临攸县，参与寺志的纂修校阅工作，校

阅厘定寺志卷二《语录》和《像赞》。今寺志

金汤姓氏名单中题：“王夫之而农,衡阳人,

孝廉”，卷二卷端署：“衡阳王夫之夕堂父同

阅”，便是明证。

回 头 再 说 王 夫 之 的 这 篇《宝 宁 寺 志

叙》，全文虽仅 541 字，却对禅宗由两系发

展为“五叶”的历史原因做了精辟的论证，

并肯定了宝宁寺在禅宗史的地位，成为佛

教史上的重要文献资料。

释智韬来攸县后，曾三次回衡阳，写下

《三过东山吟三复》的诗文，因不见王夫之

而“迟回侧尔”，称其“无愁人不知愁耳”。王

夫之见诗后，在《万峰和尚三复吟题词》中

说，“老汉以我为无愁人也乎？无愁者而后

可与语愁，吾将于禅师游于溟滓之郊而得

之矣！”表达了双方生死之交的感情。

文前之诗亦有同样的情感蕴藉其中，

智韬大师接信后立即回信给王夫之，强烈

要求会面叙旧，并在信中近似疯狂地提出

“不愿成佛，愿见船山”的渴求。然而，造化

弄人，没等到王夫之前来叙旧，在此信寄出

后的第二年，智韬大师便唱着“月满乾坤水

满溪，我唱还乡曲曲西,果然枝头蒂自落,永

不人间借岩栖”的《临终偈》而圆寂。王夫之

深以为憾，做五律一首以为悼念：

大笑随吾党，孤游有岁年。

从来愁虎啸，几欲试龙渊。

别路琴心回，他生锦李传。

瞿塘烟棹在，洣水接湘川。

洣水接湘川，王夫之在悼诗中的结语

不幸而言中，康熙三十年（公元 1691 年），

王夫之亦因病而逝，与智韬禅师同游“溟滓

之郊”，共语“无愁”话去。

览胜东阳湖
欧阳跃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秋高气爽，艳阳高照，正是秋游好时节，又适逢九九重

阳。望着天上南飞的大雁，邀上三五个好友，去畅游茶陵东阳

湖，去领略大自然的如画美景，实在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杜牧的这首重阳登高诗，描述的正是此时面对东阳湖青山绿

水的大好心情。

东阳湖湿地公园旅游观光区，位于井冈山、炎帝陵、南

岳三大旅游区之间，罗霄山脉中段的茶陵县舲舫乡和桃坑

乡境内，距县城 15公里。从县城犀城大道驱车往东，车行约

30 分钟，到达东阳湖洮水电站大坝山下。迎面一座秀丽的

山峰映入眼帘，爬上这座山就能一观东阳湖的美景。彼时，

我抑制不住心中激动，将头探出车窗仰望大坝，只见那 210

米高的坝顶耸入云霄，犹如一个擎住苍穹的巨人，甚是巍

峨雄伟。

车子沿着蛇形公路，在烟雾缭绕、如梦似幻的大山里，

向坝顶蜿蜒上行。那大坝像藏猫猫一样时隐时现；一隐一

现间，不断地变换着角度高度，也不断地变换着身姿。它时

而像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在晨雾的半遮半掩下翩翩起

舞；时而又像一位威严的卫士，守卫着东阳湖。登上坝顶，

迎着朝阳极目远眺，半山腰上的湖面极为壮观。“高峡出平

湖”，整个东阳湖就像是悬在半山腰的一面镜子，把两岸青

山、蓝天白云尽收镜中。其景之美，不禁使人生出“此景只

应天上有”的感叹。

湖面袅袅飘浮着一层如烟薄雾，微风吹拂着湖水，泛

起层层涟漪。阳光下，浩瀚的湖面波光粼粼，借着不断升腾

的雾气，仿佛一湖碧水在沸腾。两岸层峦叠嶂的青山上古

木参天，山峰间峡谷中，潺潺流淌的清泉，仿佛正向游人叙

述着一个个美丽的传说。两岸青山与湖中碧水相互衬托，

相互辉映，好一派湖光山色，好一处人间仙境，即便真有蓬

莱、瑶池，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顺着大坝旁青石砌成的林荫仿古石道，来到游轮码

头。登上“东阳湖号”游轮，去真正体验一把游山玩水，实在

令人惬意。游轮一路溯江而上，依着山势，湖面时而宽阔，

时而狭窄。船行十几分钟，转过一座大山，眼前出现了一片

宽阔的湖面。尤为壮观的是，湖面耸立着一座座或大或小

的岛屿，岛上苍松翠柏，酷似漂浮于水面的绝色灯塔，忠实

地为游轮导航。景色倒映在水中，在晨雾笼罩下，几分清

晰、几分朦胧，神神秘秘地使游客不知到底是梦，是幻，还

是真。

小岛如座座小山，被两岸连绵起伏的大山紧紧环抱，

它就像母亲护佑儿女一样，把东阳湖紧紧地揽在怀里；小

岛也像婴儿一样，依偎在东阳湖母亲的怀抱中。真是山在

湖里，湖蕴山中，山水相连也相依，勾勒出一幅浑然天成的

山水美图，丝毫看不出人工雕饰的痕迹。导游小姐告诉游

客，湖中的小岛是电站修筑大坝蓄水所致。整个东阳湖里，

这样的岛屿有近百座，一些大的岛屿，将来会开发成旅游

景点。听她这样一说，满船游客一脸的憧憬。

游湖观光的两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望着两岸

倒掠而去的高山，我瞬间读懂了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美丽的东阳湖，它或许不及鄱阳湖那般

浩瀚，也不如洞庭湖那般富庶，但它自有其独领风骚的钟

灵毓秀。与名湖的浩瀚、富庶相比，它更像具有牛之精神的

茶陵人，显得是那样的狂野豪放，又是如此的婀娜精致。

“五岳归来不看山”，如果当年的徐霞客游历茶陵时就

有了东阳湖，他肯定也会说：东阳过后不游湖。

诗润株洲

桃花春涨：
流淌在大地上的盎然诗意

钟志刚

大姑山下，怒放的桃花

山脚下，被桃花簇拥着的客家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