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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景区长 80
余公里，茫茫六万多公顷，因环境优
美而闻名遐迩。说铜陵有个 “九寨
沟”，让人狐疑，笔者索性于近日去了
“九寨沟”，看后让人思绪不断，感慨
万千。2001 年我在江苏无锡参加《工
人日报》特约通讯员表彰大会，休息
之余，一位辽宁的通讯员问我，铜陵
有没有好玩的地方，有没有特色美味
佳肴，我无言以对。

的确如此，铜陵作为一座工矿城
市，除了有铜资源和一些化工建材企
业以及依靠扬子江畔，还能有什么
呢？

记得我 1971 年跟队友一道赴蚌
埠参加全省体操选拔赛，路过南京下
关休息时，南京市民见我们脚上穿的
印有“铜体”字样的田径鞋，说我们
是“钩体”。不用多言，字是草写的，
被误读了。我立马解释说是铜体，我
们是铜陵人。而南京那位人士当即回
应，铜陵是小山沟吧。可见当时的铜
陵放到全国看，是何等的位置。

其实，外地人不知道铜陵，并不
因为铜陵城市小，而是当时的铜陵为
封闭的城市以及信息流通不发达所
致。

如今的铜陵，不仅醒来了，而且
也被世人所关注。铜陵人向全国各地
乃至世界诸多国家涌动，国内和世界
各国人士纷纷进驻铜陵，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后，铜陵这座工矿城市，在建
设、转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2015 年
与合肥、芜湖一道摘得了第四届全国
文明城市称号。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山水园林城市，成为城市新的
“风向标”。每年的牡丹花开季节，游
人如织，从四面八方纷纷向凤凰山赶
去；更有市民，摆渡过江到被誉为铜
陵的太阳岛上，拍沙滩、吃野餐，过愉
快的周末。

但作为铜陵城市的一员，仿佛感
受到，铜陵去外地旅游观光休闲的人
还是很多，或到黄山、九华山，湖南的

张家界“凤凰古城”，或到四川的九寨沟
乃至云南的西双版纳等风景名胜之地，
更有许多人把目光投向宝岛台湾、香港、
澳门和欧美等诸多国家，唯独没有想到
铜陵还有个“天门胜境”一样山水秀丽
的“九寨沟”。

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这一日，天空放晴，我与家
人自驾游到天门镇双龙村，在朋友的引
导下先前野外垂钓，吃罢午饭后驱车赶
往“天门胜境”———“九寨沟”。可能道
路没有修好，车不能进去，我们徒步走了
几分钟，不一会儿“天门胜境”门牌入了
我们的视线。走过大门，继续上坡，一道
拦河大坝，让我们看到了水库里的水清
澈透明，四面环山，还有几个垂钓的人，
吸引了来往的过路人。从家人的口中得
知，“九寨沟”还要往里走，里面有古树。
陪同我们的家人，可能怕车开不进去，不
方便掉头，再说里面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止住了脚步，在已建好的休息庭内，
我们稍事休息了一会，打起了 “掼蛋”
牌。可能往里走的路铺的是石子，有汽车
行走过后卷起的尘土，让人紧锁眉头。离
开时，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偌大的餐馆、住
宿，未见游人进出。这一日，来这里游玩
的人，陆陆续续，说不多，也不少，都是自
驾游。

唯有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
“九寨沟” 里的古树。如果把这里路修
好，景点打造好，在水库让游客登船游
览，让少年儿童有自己的乐园，让老人们
有个休闲之地，通过人造景观以及对自
然美景加工，那么铜陵人的短途游，尤其
是周末休息的“一日游”，应当说是个好
去处。建设旅游，发展旅游，“十三五”规
划已经作了具体部署，发展旅游已不是
一个地方的事，如今已经成为全国的事，
近日在北京召开首届世界旅游大会，充
分表明了建设旅游，发展旅游之要义。

铜陵既然有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
就不能投资建设、打造出名副其实的铜
陵“九寨沟”，让铜陵人在“天门胜境”
里享受生活的情趣，也让外地人看到铜
陵之美，流连忘返！

铜陵有个“九寨沟”
□沈宏胜

坐 22 路公交车在 701 终点站
下，雨小了。早上出门时，我们一行 5
人都带着雨伞，有的还准备了鞋套和
防雨服。到 701 菜市场买好菜，出来
时，雨停了，天空出现亮色。

沿着山间小道走了大约一小时左
右，徒友说：再拐三个弯就到了。在山
间一开阔地段，果然看到了半山腰的
房子。徒友说：那就是云崖寺。

雨又开始下了起来，落在高大的
树叶上，啪啪作响，仿佛是为我们洗尘
似的。不一会，就到了青石板铺就的山
道，入口处两旁有石狮子把守。我知道
这是到了云崖寺的核心区域了。我喘
着粗气，沿着山道拾级而上。汗水裹着
雨水顺脸颊而下。迎面偶有三三两两
的女香客下山。年龄大都在六十岁左
右。

这么早就下山啦。下雨，当心路
滑。我说。

不早了，谢谢你提醒。
你们这么早上山干什么？我问道。
进香呗。你们上山不烧香那来干

什么？
在一问一答中，得知今天是农历

四月初一。原来她们逢初一、十五都要
上山进香的。

这寺庙里供奉着什么菩萨？我问。
释迦牟尼呀。你不知道呀。
释迦牟尼管什么呢？我又问。
香客们仔细打量着我。那神态觉

得我不该问这样的话，让她们一时没
有思想准备。一人拽了另一人的胳膊，
继续往下走。

管什么？什么都管，有求必应。她
们边走边语。似乎在回答我，似乎又不
是。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是自信还是
不自信，不得而知。

我听到了风铃清脆的声音。那是
古刹特有的韵味。在台阶的转角处，我
看到了寺庙熟悉的黄色墙体。此时，我
已经走过了 454 级青石板台阶，身处
铜陵市新桥镇明月村海拔 400 米的
莲台山之巅。

直角形的寺庙前，一男性老者正
在用手搓洗衣服。我的到来没有引起
他的注意，虽然没有抬头看我，虽然没
有身穿袈裟，直觉告诉我应该是云崖
寺的住持。

“没有女人的地方，会是什么样
子”我用世俗的眼光在打量着眼前的
寺庙。

云崖寺临崖而建，由两栋平房一前
一后错开布局。简单明快。四面群山簇
拥，形如莲台佛座。门前空地上有一棵高
大的香椿树，树龄据说 30 多年，大师刚
来时已有碗口粗，又过了近三十年，现在
已有十多米高，树围一米多粗。树下有香
炉，香烟正袅袅。炉体中下方铸有“云崖
寺”字样。在墙体拐角处挂着一牌，告诉
我 ： 云 崖 寺 是 明 朝 正 德 年 间
（1506-1521） 一钱姓人捐资而建，名
“石山寺”，俗称：观音洞。后更名云崖
寺。寺内存有一明朝铁钟，高 95 厘米，
重 250 公斤，正德 10 年 10月吉日造。
据了解：此铁钟是铜陵地区现存最古老
的，是镇寺之宝。寺庙周边清洁整齐，环
境幽雅，收拾有度。

我的耳畔不时传来风铃声，清脆的
铃声告诉我此处是佛地，不能有俗心。来
时的路上一再被告诫说话要小心。

“大师，你贵姓？”我还是忍不住地
问道。

大师笑而没答。
“出家人都姓释”同行中有人抢先

说。又担心我乱问，急忙补充道：“释迦
牟尼的释”。

我知道又闯了“红线”。真是祸从口
出。我的俗性还没有收敛。刚想辩说：是
问他俗姓。但又怕犯忌。只好憋了回去。
看着释大师自己搓揉衣服、清洗衣服、晾
晒衣服，一切是如此的娴熟，令我佩服。
真是环境造就一切，环境也改变一切。没
有女人的地方，一切也井井有条。

播雨织霞千禅愿，耕云锄月万佛心。
寺庙厨房门前对联上如是写着。对联红
纸泛白，但字迹清晰可认。午餐，我们和
释大师共进。把酒对坐话往事，悠悠岁月
在眼前。释大师法号果喜。今年 59岁，
属犬。1988 年应新桥乡 （现改名新桥
镇）的邀请，佛教协会把他从九华山派
来云崖寺当住持。当时，山上条件很差。
一开始有两人，（另一人不是和尚，是帮
大师烧饭、种菜、打杂的）后来那人嫌山
上清静清贫清苦，不久就离开了云崖寺。
一个人的寺庙真是孤独无助。在最艰难
的时候，把自己的父亲也叫来帮忙。
2012 年，几个小孩在山上玩火，一场大

火把云崖寺两层楼 （香客住的房子，房
内是砖木结构，又堆放着许多棉被）烧
毁了。家当几乎殆尽。后在别人捐助下，
在原地重新修建了现在的平房。大师现
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路修好，让香客好
走一点。再建造一个小型停车场，让车辆
能够往上开一点。但修路的资金太大。前
期已经投入了 370 多万，把路面简单硬
化，疏通了路边水沟，铺设了部分涵洞，
更换了所有电线。释果喜说：修建的资金
都是香客自愿捐的，他一般不去找别人
的麻烦，硬叫人家出钱不好。为难别人就
是为难自己。

云崖寺有着光辉的历史。清朝光绪
25 年（1899）清兵统领李定民（也有叫
李铜陵，统领相当于将军），湖南长沙
人，打仗来到此地，由于李将军领兵打仗
多年，朝廷让他处决犯人，他一连杀了
18人。在杀第 19 人时，是个孕妇。说：大
人有罪，但没出生的孩子无罪。杀我可
以，但不能杀未出世的孩子。李将军看看
三丈布匹上密密麻麻写着要杀的人的名
字，想到肯定还有许多无辜的人将被错
杀。于是，愤然弃戈皈佛。于是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李将军来到云崖寺重修寺庙，
日饮清流，夜揽明月，飘忽欲仙。圆寂后，
状金肉身坐像，让云崖寺闻名遐迩，暮鼓
晨钟，香火袅绕。1939 年 10 月，新四军
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前来察看，以至皖
南事变后这里成为新四军的秘密联络
点，这里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
贡献。

借着酒力，释果喜还透露了秘密：他
俗名丁才喜，老家铜陵普济圩农场，父母
都健在，家有兄弟三人。虽然遁入空门，
心中也时常挂念老家的父母。二十多年
前，他的父亲生病，当时医院已判死刑。
虽然大师有兄弟三人，但条件都不好。大
师当年刚来云崖寺不久，条件十分艰苦，
但大师没有放弃，替父多方求医。功夫不
负苦心人。终于找到一老中医，求得一妙
方，治好了父亲的病。

大师也有过年轻。他曾在江西庐山
打工，那时才二十出头，小伙子一表人
才。曾被大他一岁的女子看中，家中两个
哥哥也都同意。后来，阴差阳错，到九华

山出家了。那女子知道后痛哭流涕，十分
后悔。也曾追到九华山，让他还俗，但不
从。有缘无分。后来，当作姊妹相处至今。
现在那女人还每年到云崖寺看他一次。
释果喜说着这些时，眼睛是雪亮的，心里
是透明的。偶尔还有点羞涩。原来出家也
俗人。

午后，雨停。大家在竹林深处的茶园
里体验摘茶。有人说：释果喜当年为何遁
入佛门，毅然决然地离开对他那么好的
姑娘。又为什么能当作姊妹相处到现在？
这其中隐含着什么秘密。如此美丽又凄
凉的故事，让我们一行人有了无数个猜
测和假设。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大家决
定夜宿云崖寺，与住持深入交谈，进一步
挖掘。晚上，我们和释果喜共同做菜、煮
饭、喝酒、掼蛋。继续着中午的神侃。好多
次，我们把话题引上来，他似乎觉察到了
什么，每次都成功地回避了。大家以为他
“酒多吐真言”。岂知，他说酒喝多了休
息去了。让我们无法挖掘了，线索就这样
失去了，十分遗憾。

深夜的云崖寺，室内鼾声、梦呓声，
声声入耳；室外鸟叫声、风铃声，声声揪
心。我无法入眠，听着这些声音，如同释
果喜在述说着往事。我幡然醒悟：无知方
为有知，不说方为已说。

次日清晨。打开手机，画面提醒我今
日是母亲节。一篇文章跳入眼帘，题目
是：红尘中母亲是最大的菩萨。我心中默
默祝福母亲节日快乐。瞬间，眼泪如同寺
外淅淅沥沥的雨水流了出来。91岁的母
亲，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我没有守在你的
身边，反而不辞辛劳来到莲花深处的云
崖寺，做了一回虔诚的朝拜人。

走，我一刻也待不住了。
作别释果喜。他就站在“意境不随

流水转，心闲还笑白云飞”对联旁。云崖
寺的雨噼噼啪啪地打在树叶上，落在地
面上。那雨点带着声息而来，又无声无息
地回到天上。沿着来时的石板台阶，我们
拾级而下。不见了来时的烧香客。雨越下
越大，我带着某种祈念回首，那高山云雾
笼罩之下，云崖寺忽隐忽现，我们夜宿云
崖寺一心要挖掘的答案，就笼罩在烟雨
的面纱里。

夜宿云崖寺
□林积才

副 刊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