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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

数十年来，每次往来于张渚、
无锡之间，我要么经铜官山（又名
君山）东面的104国道，要么经铜
官山西面的342省道，每一次的绕
山而行，均是顶礼膜拜和虔诚仰
望。今年7月，决定回宜兴老家爬
铜官山。就在出门之际，妻子摔了
一跤，结果住院两周。在准备出
院、再赴宜兴之际，我自己又因腿
伤直到11月中旬才康复。这些登
临前的磕磕碰碰，引发了我的思
考：一座大山名山，对于想它念它
的人们，有着怎样的精神昭示？我
辈应以怎样的情感准备和精神思
考来和大山对话？

眨眼间就已入冬。我等不及
了，急急约了宜兴朋友攀登铜官
山。但铜官山是不对外开放的。
幸亏朋友沟通，铁门终于打开，眼
前是如通天绳一般的盘山公路，整
整8公里，一直通到521米的峰顶。

好一座“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的铜官山。

“铜峰叠翠”，比起常常被人诟
病的所谓十景来，古荆溪十景之一
的这处美景，的确名副其实，它集中
了太多可以观、可入画、可慨叹的景
观元素、空间层次和历史的、现代的
文化内涵。

宜兴前贤大多是从西城墙上眺
望铜官山这幅绝妙江南山水的：近
水远山，山水相依，如簇翠峰下，西
氿风帆点点，一派“春水揉蓝接远
汀，晚山愁黛矗层屏”的旖旎风光。

我们开车而上，看到满目修篁
翠杉，黝壁叠嶂，巍峨山崖，深感古
人诗句“君山苍翠接青冥”确非虚
言。

但妙处更在山顶上。迎着山风
畅怀四顾，方圆数十里内，平日里那
些趾高气扬的中部、南部山脉，独
立为王的北部馒头山，在铜官山面
前早已匍匐一地，一动不敢动，即
便是不可一世的宜兴最高建筑，也
不过像根短棍杵在那里。君山名
与实符。我努力寻找围住铜官山
的围墙，可是，望眼欲穿，哪里看得
见半点影子。不对呀，铜官山的确
是被围墙圈禁着的啊？

北眺水网平原，迢迢荆溪从安
徽一路东来，经西氿团氿东氿一头
扎进太湖，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此
宏阔景象最宜登高远眺；回望南部
山区，天目山余脉自湖 经太华至
西渚一带，青峦起伏，层层叠叠，映
天波涌，山海窅霭。老实说，以数
十公里的清晰景深，以几乎一百八
十度的宽银幕，放映至少有十多重
的奔涌山浪，我是第一次看到，黄
山没有，庐山没有，峨嵋山没有，这
大概就像小天下的泰山了吧？我
登山的时节与明代的方逢之相同，
故我有幸看到了他笔下的“溪深霁
景冲融里，树染晴岚杳霭中”美
景。至于李白《铜官山醉后绝句》、
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浣溪纱雨中
修 》等等，他们的心境，他们的诗
词，无不令我心生同感。然而，作
为现代人，我还看到了他们所看不
到的，譬如“飞机与高铁齐飞，天池
与氿湖一色”，再如，因为骆驼墩遗
址发掘而产生的繁华之城与7300
多年前铜官山脚下先民艰难生活
的怀古蓄念……

朋友是从事旅游管理工作的，
他研究发现，作为“一邑之镇”的独
特景观，同时也是观景佳绝处，与
宜兴其他景区相比，铜官山有几个
地方堪称“独绝”：可纵观层峦叠
嶂，可尽睹城市全景，可综览宜兴
南北地域截然不同地貌，可近观西
氿团氿东氿又远眺太湖甚至长荡
湖，可既观浩荡湖水又睹连绵群山
……

一言以蔽之，铜官山融自然、
历史人文、城乡风貌于一体，是观
景、健身、休闲、科普（蓄能电站）的
综合体，是宜兴人民的祖山。

金秋登铜官山，我看到了宜兴
最美丽的风景。

最妙还在山水奇缘。据《宜兴
文史资料》记载，铜官山山体岩石
坚硬，地质结构稳定，自 2003 年
起，山上建起了抽水蓄能电站，由
央企管理。60多米深、库容量达
520万立方米的天池由此赫然呈
现。这是一座有着特殊意义的电
站，更兼有科普教育基地之名，但
出于安全考虑，电站方面采取了最
安全也最简单的做法——锁门关
山，铜官山从此“消失”。呜呼哀
哉！宜兴人在获得一件宝物的同
时，也失去了一座宝藏……

我一个人站在破败的望氿亭
下，面对四野湖山，陈子昂登幽州
台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的怆然之痛突然袭来。不见了，
7300—5900年前，在铜官山西侧
坡地上生存了1400多年的宜兴最
早先民；不见了，曾经登临铜官山
并且写下不朽诗篇的李白、蒋捷、
陈维崧；不见了，自2003年以来，
再也无缘攀登铜官山的本地人外
地人……此时此刻，唯有歌咏铜峰
胜景的诗词名篇，伴随着山风在耳
畔回响。它们是在呼唤吗？为谁
呼唤？呼唤谁？

管理需要关门，但关门绝不等
于锁山。小时候读大禹治水的故
事，得知其父鲧治水九年，只知用
堵的办法，终致失败。我一直不相
信一个和水打了九年交道的人会
如此固执，如此愚昧。等到得知铜
官山被锁了近20年的事实后，我
才相信，同样是面对水的问题，只
是稍稍变化了一下题型，尽管理论
上辨析其是非很容易，但具体面对
又是多么不易。

朋友说，所谓抽水蓄能，是因
为电能难以储存，于是人们利用晚
间相对多余的谷电，将水从山下抽
入天池，当白天用电量大的时候，
就将天池水放出以便发电。这上
上下下听凭聪明的人类指挥而奔
涌了十多年的水，都是在山体内部
穿行的，其咆哮之声不可闻，奔腾
之势却可以想见。这一想，我仿佛
听到了大山腹语，那是又一种天地
间的大音希声！可是，谁会来理会
其咆哮着的喑哑呢？还有那网络
上希望开放铜官山的民意。这一
实一虚，彰显的正是供需之间一直
在僵持却一直没有打开的死结
啊！打开一批人、一个地区的思想
之门，比打开一把锁，开放一道山
门更难。

有没有使山水相融、实现鱼和
熊掌兼得的办法？在这里，我想补

充一下有关铜官山名称的传说。
此传说也许不可信，但它反映了管
理者对老百姓疾苦的态度，以及老
百姓对于管理者的评价和期待。
东汉时期，袁玘为阳羡令，有一年，
宜兴连续两个月未下透雨，袁玘筑
台求雨，他赤裸上身，任由烈日暴
晒，连续数日，以表赤诚，最后竟被
晒死。出殡这天，其灵柩刚至君山
之麓，忽然风雨大作，其棺未及入
土，暂置山坡上。是夜周围群众听
到有数千人的嘈杂声，未知何故。
天明便到县衙禀报，一齐到山中察
看。只见苍松翠柏中，停放着一具
铜棺，两侧石台石凳、石人石马排
列成行。原来是袁玘爱民之心感
动上天，夜里有天兵天将下凡，更
有天赐铜棺安葬。从此，人们便将
君山改称铜棺山，后衍称铜官山。

袁玘是那个时代的好官，他为
民而死，感天动地，老百姓用一座
山为他树碑立传。数十年后，射杀
南山（铜官山）猛虎、斩杀西氿蛟龙
的周处，成了浪子回头为民除害的
典型，老百姓世世代代用山河传说
来称颂他。干旱、恶虎是那些时代
摆在老百姓面前的生死考验，而当
前，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如何架起央企与地方的沟
通桥梁，寓管理于服务，是迫切需
要回答的课题。

山，成为了考验当代人为民情
怀的试金石；水，成了照鉴各级领
导治理能力的一面镜子；铜官山之
名，本身也可视作天地间的一道密
码，谁能参透其中的奥秘，谁就能
芝麻开门。

穿越六七千年的时空阻隔，今
人尚且能与古人对话，一道围墙，
又怎么能阻断人类与大山的对话
呢？

青山锁不住！被埋没的，被围
禁的，终将以其不可磨灭的光彩辉
耀世界。青山，如此！人，更如此！

以精神之旅乃至生命之旅视
之，叩首一个族群的祖居之山，我
感到了它的表里芬芳；对话一座城
市的精神之山，我听到了它的清晰
腹语；顶礼一座俯视众生的智慧之
山，我明白了它的拈花微笑。

婷筠的“新实验”隶书，典雅遒
劲，峻实朴真，古拙如村妞，辨识度非
常之鲜明。在觉心的支配下，冲破陈
腐常规的艺术桎梏，实验于笔墨之
间。

观婷筠隶书，气势磅礴，大象壮
观，质朴灵动，柔刚相融。或阳春白
雪，或鹤发童颜，或妙龄少女，或七尺
丈夫，或雅俗共赏。笔笔疏朗利落，
器宇不凡；字字渊博厚重，精神矍铄；
句句善良淡定，含英咀华。

婷筠隶书，一撇一捺的分寸，书
势复而不厌，迹而不乱，虚实造境，可
谓幅幅佳构。有的前承后继，一泻千
里；有的层层设疑，由果追因；有的上
情下景，情景交融。神奇的艺术构思
和艺术态度，通过每一个隶字的传
达，充分表现出来。

后世各种书体的滥觞，多见于秦
汉之隶。婷筠在隶书的逻辑中，坚持
求变求新，形成自家风貌，自成一
体。从《曹全碑》《礼器碑》《西狭颂》
到汉简，得汉碑的雄浑之气，具汉简
的灵动气象，自在、适意、夸张，在浓
淡、轻重、动静、徐缓兼顾的笔墨中，
上下呼应，字字独立，遂指掌可玩。
在灵魂操练中，古寺青灯，独上高楼，
于生命与灵魂的范式转换中起舞，而
婷筠最大的能量就是靠谱。咫尺便
是天涯，会心不在远，得趣不在多，尘
世烟火中，盆池拳石间，百味尝尽，便
居有万里山川之势，更多了一份淡定
与从容。片言只语，便宛然见万古圣
贤之心，这是高士的眼界，达人的胸
襟。

婷筠十年临池洗砚，十指如锥，
十年泼墨，得大自在，临千帖自是决
定了她的视野与走向，更是洗尽了那
些俗媚之气而见凤毛麟角。婷筠是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文背景，于江
南山乡经生活磨难淬火的人生经历，
已全然融会贯通于其笔情墨韵。神
奇的艺术构思，审美的哲学态度，在
隶书的境界中，不断丰厚自己的心智
与智慧层次。

今日婷筠，清风两袖，天资敏捷，
且美且独立，纵然栖居一隅，陋舍一
榻，案几一张，羊毫一管，自辟途径，
白云青竹，娑婆安然，便可双袖生香，
流水汤汤。那是大智慧下的聪颖与
朴素，奇女子也。

氵父

吴风越雨

关不住的山 婷筠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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