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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走进枞阳  拜读浮山    长江从唐古拉山山麓发源，像一条银色的巨蟒，以狂野威猛的气势穿山越峡，进
入江面开阔、水势浩荡的皖江水域；而长江北岸的枞阳，是八百里皖江巨幅画卷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江流孕育文化，文化见证江流。
据文字记载，枞阳在西周时即为古宗子国，后为群舒之地。
无论是汤家墩遗址出土的陶片、石器，还是幕旗山古墓葬群中以青铜和铁为主的鼎、壶、镜、剑、戈
等，都让考古工作者意识到，早在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并创
造了灿烂的文明。
此后的漫长岁月，无数确凿的史实更加印证了枞阳丰厚的人文底蕴。
    据地方志记载，“枞阳负山而居，山不甚高，因多枞得名”，又“盖在枞水之阳，故汉以名县”。
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南巡长江、洞庭，舳舻千里，浩浩荡荡，自浔阳顺水而下，登临枞
阳达观山顶，挽弓射蛟。
江水泱泱，枞树苍苍，“枞阳”从此开始置县，属庐江郡。
据传，此前秦始皇也曾南巡至此。
一片灵异的山水因为君王的莅临而大放异彩。
    “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
”枞阳在战国时属楚、三国时属吴，为“吴头楚尾”，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时东吴在幕旗山山麓修筑“吕蒙城”，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浮山与函山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的
激战，太平天国将领陈玉成、李秀成两次在望龙庵召开“枞阳会议”，及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这里又
驶出了“渡江第一船”。
刀光剑影挥洒着血雨腥风，金戈铁马凝聚着千年厚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长江北岸的枞阳人，既有北方汉子的粗犷、奔放和热情，又有江南女子
的细腻、温婉与浪漫。
枞阳号称“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
这里是桐城文派的发祥地，文派三祖皆生长或祖居于此，所谓“天下高文归一县”；这里有作为徽调
主要声腔的“枞阳腔”，胎化和影响了后来的黄梅戏；这里有独具特色的“东乡武术”，习武之风长
盛不衰，有“三十六名教，攻打九华山”的传奇。
诗的灵秀与浪漫，文的洒脱与飘逸，武的粗犷与勇猛，铸就了枞阳人特有的秉性。
    八百里皖江，枞阳独占五分之一。
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枞阳外得长江之便，内兼河湖相连，是一处重要的交通枢纽。
河网密布、八方通途，造就了枞阳商贾云集、物阜民丰、人文蔚起的局面。
曾经商业繁荣的古镇古集遍布县内各个地方，古貌古风依然；南朝宋侨置阴安县古城以及宋代四大铸
币基地之一的“同安监”，至今遗址仍在；更有胜迹浮山，留下了无数文人骚客的足迹，摩崖石刻上
勒下了辉煌的印记。
    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枞阳的土地上无处不闪烁着人文的光芒。
凤凰山山麓“惜阴亭”，流传着东晋县令陶侃励志勤政的故事，引人凭吊景仰；四望亭下刘大槲讲学
处，依然漫溢着翰墨书香；浮山脚下的“在陆山庄”，有过“一门五理学，三代六中书”的荣耀；左
岗大朱庄至今还流传着“铁骨御史左光斗”的佳话。
山水相依，风光绮丽。
白荡湖、菜子湖、枫沙湖，烟波浩渺，枞阳长河源远流长；青山、岱鳌山、三公山、柳峰山，峰峦竞
秀，更有浮山如鹤立鸡群。
说不完的故事，赏不尽的美景。
    举凡文化的动人之处，是人与山水土地的亲情交流；所有山河地貌、风土人情都闪烁着特定地域的
漫长背影。
“已从浮山来，更觉浮山好。
万壑染秋云，乾坤怪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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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无古今，天风醉花鸟。
我欲煮烟霞，呼童拾瑶草。
”明代书法家雷鲤悠然心会，道出了钟爱浮山的肺腑之音。
浮山作为枞阳山水的精华，如一幕精彩纷呈的压轴大戏，值得我们深情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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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魅力浮山》是安徽作家张正顺历时三年打造的一部关于安徽浮山的旅游文化专著。
该书整合多种史志内容，融合各种文化内涵，以散文随笔的细腻优美、流畅典雅的语言风格，结合作
者的观感体验，从旅游、文化与历史多维度，全新视角解读，全面发掘浮山作为火山、佛山、文山、
生态的山等方面特质，内容共分为“厚重风雅、地质奇观、佛国灵光、生态家园、人文荟萃、真情至
爱、四面山水、走马观花”等八个部分，计380多个页码，内含近200幅精美图片，厚重大气，别致典
雅，赏心悦目，真正是展示枞阳及浮山形象的一张靓丽名片，既适合于一般热爱行旅者导游赏读，又
适合于本土人士用作馈品或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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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笔名下午茶，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理事、安徽省写作协会会员。
作品收入十余种选本。
有散文集《大地行吟》《纸上的雪山》及散文随笔集《天空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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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的一些名山往往因为佛教的兴盛而被人关注，从而名气大增，“天下名山僧占多”。
浮山自然也不例外。
    浮山自晋梁时代开始建寺，而真正香火兴盛则是在北宋仁宗年间。
庆历六年(1046)，临济宗高僧法远居于天柱山月华庵，后应舒州知州吕济叔的邀请，住持浮山，遂成
为浮山的第一代开山禅师，后人称之为浮山远公。
    法远禅师，河南郑州人，起初投三交嵩禅师出家，后接受临济宗叶县归省禅师的衣钵，成为临济宗
传人。
他云游四方，遍历丛席，因知识堂奥、步履轩昂，每至一处都不知不觉地成为大众首领，在禅林中有
“远公虎子”之誉。
正是出于对法远禅师的钦佩，曾为翰林院大学士的吕济叔才竭力邀请他住持浮山。
    法远禅师在吕济叔等人的帮助下，将浮山的所有寺庙都进行了重修，很快香火日益兴盛起来，一些
政要大儒、文人墨客也相继慕名前来浮山，或参禅问法，或欣赏山水，其中就包括宋代文坛的一代宗
师——欧阳修。
    欧阳修少年时期，得见唐代韩愈的六卷文稿，甚是喜爱，深受影响。
众所周知，韩愈反佛思想旗帜鲜明，一篇《论佛骨表》是反对佛教的力作。
仁宗明道年间，欧阳修以儒学继承人自命，一方面倡导古文，另一方面反对佛学，他还曾作《本论》
，提出了排佛的几点理由。
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有一个长老去欧阳修府上赴宴，席间见欧阳修的家人唤他的儿子
为“僧哥”，长老戏谓欧公：“公不重佛，安得此名？
”欧阳修笑道：“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为名，如牛羊犬马之类也。
”由此不难看出他对佛学的抵触情绪。
    但相较而言，欧阳修对待佛教的态度又要比韩愈理智、策略得多，且温和，少杀伐之气，这与当时
宋代社会的普遍风气有关。
佛教经过唐代的理论中国化，到宋代更进一步出现了理论上的儒学化和弘法方式上的世俗化，特别是
禅宗(它本身就是中国化了的佛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别青睐的佛教派别)，可以说是综合了儒、
释、道三教，最适合中国士人的脾胃。
与之相应，那时如果有人要谈道，就不得不先修禅；如果不懂禅风或者禅机，几乎就没有讨论“道”
的资格。
宋仁宗曾经与多位禅师探讨禅理，留下较多与禅师交往、答对的记载，均具有一定的禅识和见解。
宋代的文人学士或多或少有修禅的经验，且第一流的儒者注重静坐在宋代已成通例，所以欧阳修造访
禅林高僧也是很正常的。
    大致说来，欧阳修与佛教的接触以及对佛教态度的真正转变，是从他谪守滁州开始的。
庆历五年，也就是法远住持浮山的前一年，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富弼等的“庆历新政”，被贬到安
徽滁州。
个中缘由，也不排除那桩不明不白的“张甥案”。
官场的险恶，命运的莫测，使欧阳修一时心情十分抑郁，但他很快也就调整好了心态，一方面体察民
瘼、与民同乐，另一方面则寄情山水，结交丛席高僧。
此间，欧阳修认识了琅琊寺的住持智仙和尚。
为了便于太守游玩，智仙特在山麓建造了一座小亭，并邀欧阳修亲自为之题记，这就是有名的《醉翁
亭记》。
    我年少时学习《醉翁亭记》，背诵如流，尤其喜欢其中的景物描写，并没有留意到欧阳修与智仙和
尚的故事。
有一年与友人结伴在琅琊山游玩，在醉翁亭里一张大石桌前，有同伴打趣说：“这就是醉翁与智仙和
尚‘对弈饮酒处’，遗憾没有标志。
”我不由想到几百里之外的浮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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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浮山会圣岩下，有一块“因棋说法”的摩崖石刻，记载着法远禅师与欧阳修因棋说法的故事。
我曾从明代高僧的《续传灯录·卷三》中，读到过“因棋说法”的具体记载。
在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
欧阳修从滁州专程来到了浮山，听说法远禅术奇逸，名气很大，非常好奇，很想会会这个和尚。
到浮山后，他首先就造访华严寺，及至与法远见面，发现对方除容仪凛然、目光射人之外，并无奇特
之处，所以也不太在意。
当时，欧阳修并没有急于问法，而是与一位客人对弈。
法远禅师默默地坐在旁边。
等下完一局棋之后。
欧阳修才请法远禅师说法。
法远知道来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于是擂鼓升堂说法。
    会圣岩石壁上的“因棋说法”中的“棋”字，写作“著”，这可能会让一些普通游客感到费解。
其实法远禅师当时所下的是围棋，不是象棋。
象棋在我国出现于南宋初年，自有了象棋，汉字中的这个“暮”字才逐渐改成“木”字偏旁。
而隋唐时期日本人从我国带回去的仍是围棋，所以在日本“暮”这个字一直沿用至今。
    围棋是一种娱乐竞技活动，在上层社会的士大夫阶层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古代，士大夫阶层并不把围棋看成是“雕虫小技”，他们发现围棋中包含着深邃的思想性。
小小方尺纹枰之内包含有哲学、天文、地理、易经等数万年人类观察自然界的认识，有与军事兵法完
全一致的道理。
有禅学、儒家、佛教、美学等修身养性的玄机。
围棋的深奥幽玄是其他任何棋类或竞技娱乐方式难以望其项背的。
人们在下围棋的快乐过程中，潜移默化地领悟了天地万物的法则，不知不觉地步入高雅圣洁的心灵殿
堂。
    棋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有着深重情结，自古人们习惯将人生喻作棋局，什么“一着不慎，全盘皆
输”，“世事如棋局局新”，颇多含义。
例如，棋盘的总路数三百六十加一，一就是数字的主体，其余一切数字都由此数而派生，根椐这个中
心向四方发展。
三百六十，是象征一年三百六十多天的约数。
由此按四角地区分排，借以象征一年四季；四个角各有九十路，借以象征每一季的天数；棋盘最外一
周的七十二路，象征气候时节。
棋子数三百六十个，黑白各半，象征阴和阳。
棋盘上的线路叫做枰，四周线路的中间叫做野。
棋盘方形，象征静止；棋子圆形，象征运动。
从古到今，所下的棋局，没有一局相同的。
正如古书所说的“日日新”。
因此，下围棋要用意深远，思考缜密，以探索胜败的原因。
这样，便可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
    法远说法，并不是直截了当地向欧阳修解释“法”是什么，只是极富禅机地答非所问，而以棋比喻
，他说：“若论此事，如两家着棋相似。
何谓也？
敌手知音，当机不让。
若是缀五饶三，又通一路始得。
有一般底，只解闭门作活，不会夺角冲关，硬节与虎口齐彰，局破后徒劳绰斡(绰斡，这里大意指下棋
时的动作)。
所以道，肥边易得，瘦肚难求。
思行则往往失粘，心粗而时时头撞。
休夸国手，谩说神仙，赢局输筹即不问，且道黑白未分时，一着落在甚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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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师说法，一语双关。
的确，面对棋局，有多少人不知所措，投身佛门，又有多少人不识自性。
若不是明心见性，何以将棋艺、禅理讲通？
可见，明心见性，并不只限于佛门，也适用于棋道。
    法远禅师谈棋而非“棋”，其“棋声历耳”，大有令人振聋发聩之感，欧阳修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
于是欧阳修向同僚们说，以前我以为禅不过是谈玄论虚的玩意，没想到竟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世间道理
。
又说，一个和尚，久住深山，如果不是禅机圆熟，又怎能谈得出这些玄机妙理？
像这样的和尚，“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君王得一以治天下”。
欧阳修对法远的评价虽然不乏文人的铺陈夸张，但我们也看出他对这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法远禅师是
何等推崇。
    法远禅师的“因棋说法”，让欧阳修大开眼界，以言佛为耻到不得不颔首叹服，从而改变了他诋毁
佛学的观点。
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意思是他有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拓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等
五样物加上他自己一个老头共“六”。
  “六一居士”深合佛法，并不执于名相，是欧阳修晚年对佛法有所体悟后的自示。
居士自称六一，是把自己和五件物什等同看待，是了悟佛法的应缘起用，就如《心经》所说的“色不
异空，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因此欧阳修倒颇得大乘佛法真趣，活得自在了。
    法远禅师借棋说法，是一段经常被引用的公案，因为棋理原本就是人生的道理，且法远禅师之论，
深入浅出，恰到好处。
其中的敌手知音、活、角、关、虎口、肥边、瘦肚等术语，今天仍被沿用，至于“从来十九路(棋盘纵
横皆十九路)，迷悟几多人”，可谓古今同慨。
    吕济叔工棋，当世第一，近人黄俊的《弈人传》曾记述。
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作《六一居士传》，寓棋于名号之中，足见对围棋的喜爱。
人以群分，志同道合，法远禅师想必棋艺非凡，至于他与二人的结缘，除了佛教的参禅就是棋了。
由此来说浮山涵盖中国的棋文化，是不无道理的。
    “因棋说法”载于《传灯录》，是我国佛教禅林中耳熟能详的一桩佳话，更是浮山佛教史上广为人
知的一大盛事。
欧阳修由“因棋说法”而信佛，继而成为宣扬佛学、护持佛法的重要人物；而且在他的影响下，许多
社会名流，如范仲淹、杨杰、王安石、富彦国以及后来的黄庭坚等人都前来浮山问法，使浮山声名远
扬，逞一时之盛。
    P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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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前年冬天，我与几位文友专程去了一趟浮山。
那是一场暴雪之后，山上树木横陈，令人惨不忍睹。
更让人忧虑的是，山上多年冷寂，道路杂草丛生，加上积雪未融，路线难寻，步履维艰。
此时，浮山的‘路”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纠结，振兴浮山、唱响浮山品牌成为我们共同的心声。
    一直以来，由于多种原因，作为安徽省五大名山之一的浮山犹如藏在深闺的佳丽，淡出人们的视线
。
这种状况与各地旅游事业的白热化极不相称，令人扼腕、愧憾。
近年，随着旅游休闲的大众化和发展旅游经济的战略化，在各级政府正确的决策和有关企业积极参与
下，浮山旅游开发进入了快车道。
对此，所有热爱家乡、钟爱山水的人们万分欣慰、充满希望，希望浮山早日走出深闺、拥抱春天，以
一方神奇美丽的洞天福地呈现在广大旅游爱好者的面前。
    在游子的眼里最美的莫过于故乡，所有钟爱山水者梦中都有一方美丽的天堂。
30年前，我在北方上学读书，毕业话别，有同窗好友向我问起家乡的‘特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浮山”。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在我看来，奇异的旅游风光如一盘珍馐美味，如一曲精彩剧目，是款待远方宾朋的最佳礼物。
但那时的我未出校门，孤陋寡闻，对浮山仅知一鳞半爪，并不能向对方详细介绍。
但那时的情景似乎为我日后写作浮山、介绍浮山埋下了种子，积蓄了动力。
    去年“五一”前夕我在合肥与几位朋友聚会，大家谈到浮山的旅游开发，一致认为浮山开发除了亟
须进行景点的整修与服务设施的建设外，宣传推介工作刻不容缓——“酒香也怕巷子深”。
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坚定了写作浮山的念头。
为了较为全面地将浮山展示给世人，我开始着手《魅力浮山》的写作，以作为一个文化人献给家乡的
一份薄礼。
我想，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作者，努力用文字宣传家乡、推介本土名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热爱家乡
山水的最好方式。
    写作浮山，对于我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尝试与学习。
从“考据”角度上说，我对浮山的了解仍然还很肤浅，虽然在过去的一些时日里我从未间断对浮山的
亲近，但以浮山丰富与深邃的内涵，非一般人穷其一生的心志能完全读懂参透的。
因此，我希望以一个普通的旅者、一个浮山的子民，凭着对她的一腔热情，收集整理有关资料，描述
自己的一点见闻感受，以此表达对浮山的一片深情厚爱。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我曾参阅了旧《桐城县志》、新旧《浮山志》等一些相关的资料，从某种程度
上来讲，这是一部集大成之作。
为了区别于一般旅游读物的纯工具性或超娱乐性，我在写作上不只停留于对景点的泛泛介绍，力求做
到个性的阐释与诗意的解读，与读者形成心灵的融合；在展示表象的旅游元素之中注重挖掘丰富的文
化内涵和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使之通俗而不乏厚重、有书卷气而不失空灵。
    在此书完稿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疏利民先生，是他让我最初萌发写
作此书的想法，以及在书稿的全局与细节上给予的创意。
同时，我也要感谢各级领导和众多的朋友，是他们给予我各种支持或诸多中肯的建议。
特别要感谢的是，枞阳县摄影家协会主席汪华君先生，多次陪我亲临浮山采风拍照，为本书提供了大
量精美的图片。
    写作浮山，对于我还是一次挑战性的检阅，累并快乐着。
诚然，限于个人有限的阅历与笨拙的笔力，限于自身对浮山仍很浅显的了解，限于浮山开发不断进行
之中，我所写作的文字可能挂一漏万甚至多有谬误，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
但我想，得有璞玉之真，何嫌卞和之讷？
大美不言，大爱无疆，热爱风景终究在于行走其中，风景之美待于不断发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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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期盼更多热爱山水的朋友走进浮山，期盼本书能增进朋友们对浮山的全面了解和喜欢，并期
盼更多的朋友与我一道不断解读浮山、宣传浮山。
    是为记。
    作者    2011年9月定稿于枞阳莲湖居    (联系方式：zzs684@163.com手机：1890056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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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魅力浮山》是安徽作家张正顺历时三年打造的一部关于安徽浮山的旅游文化专著。
该书整合多种史志内容，融合各种文化内涵，以散文随笔的细腻优美、流畅典雅的语言风格，结合作
者的观感体验，从旅游、文化与历史多维度，全新视角解读，全面发掘浮山作为火山、佛山、文山、
生态的山等方面特质，内容共分为“厚重风雅、地质奇观、佛国灵光、生态家园、人文荟萃、真情至
爱、四面山水、走马观花”等八个部分，计380多个页码，内含近200幅精美图片，厚重大气，别致典
雅，赏心悦目，真正是展示枞阳及浮山形象的一张靓丽名片，既适合于一般热爱行旅者导游赏读，又
适合于本土人士用作馈品或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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