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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下是个地名，如今是一所初级
中学校名，在云林街道辖地。人说仓
下校园里有三宝：宋代石桥、文昌阁和
古银杏。

清秋时节，我走进了这个令人向
往，又易让人遐想的美丽校园。果真
名不虚传，校园里的旧迹遗存给人以
沉沉的沧桑感，置身其间，不由得生出
思古追贤之情。

“飞虹桥”可谓至宝，在校园最南
端，是一座平板石梁桥，看上去端庄敦
实，结构和谐，桥身和桥栏都由紫褐色
的石头组成。桥北矗立的石碑昭示，
这是千年古桥，桥面上两块武康石条，
竟然还是宋代原物。由资料获知，武
康石产于浙江德清，“采石始于唐，盛
于两宋”。此石属于火山喷出岩中的
熔结凝灰岩，一经风雨侵蚀，就会氧化
成淡淡的紫色，而紫色象征祥瑞，它被
广泛应用于江南的建筑和园林，也就
自然而然了。可一所建校才七十年
的校园，怎会存此古桥？原来，仓下中
学的前身，曾是千年以来几经毁兴的
江南名刹祇陀寺，石桥即是寺院山门
前的桥梁。尤为可喜的是，地方政府
十几年前斥资维护时，依然选用武康
紫石作为修缮之材，充分体现了保护
文物修旧如旧的良苦用心。

校园内另一古桥曰“香花桥”，是
一座金山石桥，据说原在寺院的金刚
殿后，两侧有“放生池”。放生池是所
有寺院不可或缺的设施，善男信女们
可将鱼、龟等水生动物放养其中，以求
积德。如今，只有小桥东侧的池面尚
存。停步于此，古人畅游寺院后“恍在
放生池上坐，抛残香饭听湖钟”的那般
意境便生生地浮现出来。

香花桥西边，便是另一宝“文昌
阁”了，一座两层的亭式楼阁。校长
说，此阁原为寺院“藏经楼”，后来才改
成“文昌阁”的。有同访的学者说，就
叫文昌阁好哇！确实，与学校匹配，叫
文昌阁岂不更为妥帖，学子知书达礼、
文运亨通，地方人才辈出、文风昌盛，
不正是我们教育的孜孜追求吗？

文昌阁旁粗壮参天的古银杏，平
添了校园的高古氛围。银杏也分雌
雄，雄者伟岸，雌者肥硕，虽然未及辨
识，但这棵古树无论雄雌，春绿冬枯，
夏荫秋色，都是学校的无价之宝。天
下古庙名刹，大都植有银杏。故明人
在《重修祇陀寺记》中有言：“凡物可猝
致，唯乔木不可猝之。邑古刹中能存
千百年古木者，唯独祇陀寺。”因此，即
使有人对古桥和阁的原真性提出存
疑，古银杏便是仓下校园即祇陀寺旧

址的过硬佐证之一。
又闻文昌阁后曾有“听秋轩”。

如此，这里便与生于祇陀寺旁长大厦
村的元末高士倪云林有了不可分割
的关联。有专家考证，云林四十来岁
时，在祇陀寺西构筑私家园林，平地造
园，掇山理水，中辟广沼，复石成坡，沼
南建三层方塔形楼阁，四面开窗，是为

“清閟阁”。阁名取自唐代韩愈“笋添
南阶竹，日日成清閟”之句。阁成即为
倪云林藏书读书、书画琴友之处。而
清閟阁与听秋轩，相距不过数十步。
按此推测，清閟阁应该就在寺边。云
林品性以逸名世，清阁韵味以幽怡
人。如今阁已无存，但“清閟阁”的名
声，却伴随着倪云林的文集《清閟阁
集》长留人间。在其身后六百多年来，
清閟阁一直是天下文人墨客梦中打
卡之地。此处无形胜有形，每个人心
中的清閟阁必定比真实的楼阁更有
韵味，更加幽雅，也更为神秘。

阁未重现，但“听秋轩”却在校园
东边的寺泾河畔得以再建，尽管位置
异地，也难完全复制旧时模样，却给了
今人神思清閟阁，神游祇陀寺以参照
和想象。轩前柱子的抱联上，镌刻着
《中国书法》杂志主编、著名书画篆刻
家朱培尔先生的书法：“半亩方塘来活
水，满园嘉树笑春风。”写得真好啊，仓
下中学这片“方塘”里清澈的活水，不
正来自教育和对优秀文化传承这样
的无尽源头吗？“嘉树”上结出的一茬
茬茂盛桃李，也正是我们企求的一代
又一代优秀人才！

漫步仓下校园，秋色浓郁而静
美。银杏、紫薇、枫叶、松针各展姿色，
香橼、柿子、木瓜、石榴挂满枝头，上百
种绿植同生共荣，生机盎然，让人充实
又欣慰。祇陀寺，长大厦，清閟阁，倪
云林，仓下中学……这些承载着不同
历史文化内涵的名词，在这块园地上
穿越时空交织生辉，串起一条无尽的
文脉。飞虹桥上，曾经留过云林居士
的布履足迹；古银杏下，曾经吟出萧闲
仙卿（倪云林别号）的词声诗韵。徘徊
此间，似乎可以隐约听见一曲厚重的
文化鸣奏隆隆响起！这里的学子无
疑是幸福的。倪云林以逸名世，清閟
阁以清为道，先人的品格精髓依然应
该是后辈追求优秀的参照，一个“逸”
字实难详释，是淡泊、孤高还是随性？
但先贤之“逸”，至少是静气、骨气、清
气的综合体现，做学问应有静气，做人
当有骨气，立德要有清气。

离开仓下时，我愈发感受到了那
份清秋的爽朗高洁。

在皖浙四县市交界的大山深处，有
一座千年古镇，名曰：胡乐司。千年胡
乐司位于安徽省宁国市西南部。古镇
有一条明清老街，在老街入口的东侧，
有一条小巷，一个不大的农贸市场就位
于这条小巷里。古镇最热闹的时间，是
早上6点到9点，在农贸市场靠东北侧
的拐角，坐着一位衣着光鲜、收拾得干
干净净的中年妇女，她的面前是一个两
屉桌，上面放着香、臭两种豆腐干，桌子
前面是两个红色塑料桶，里面用水漂着
雪白的豆腐。旁边还趴着她家那条大
黑狗，好似忠实的“保镖”，这便是被我
称之为“豆腐西施”的吴保青。

吴保青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上
世纪九十年代初，古镇来了四名外地
人开豆腐店，他们是兄弟四人，来自南
陵县许镇龙泽渡，那里的人全村都是
做豆腐的。年轻貌美的吴保青与勤劳
朴实的朱根扬一见倾心，双双坠入爱
河。结婚后，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夫妻双双到北京打工。2012年回到
古镇重操旧业做豆腐。

做豆腐的行当是很辛苦的。在夏
天，头天傍晚要泡黄豆；而冬天，头天
早上就要泡黄豆。凌晨一点多钟，开
始磨黄豆，然后烧水摇浆，点卤，然后
上匝，用四方木盒铺上豆腐布，将点卤
的豆腐脑盛进木盒，然后用豆腐布包
好，盖上盖子进行压榨，半小时后，豆
腐就做好了。豆腐干几乎也是如法炮
制，然后用糖色煮成，臭豆腐干则是用

皂凡、芝麻粉、豆腐脑调制而成。一套
工序下来，差不多已快六点，接下来便
是吴保青的事情了，因为丈夫的疼爱，
她每晚睡的都是安稳觉。起床洗漱
后，她便将豆腐豆腐干用湖北篓子拎
到农贸市场销售，一幅典型的男耕女
织画面，在古镇早上呈现。

因为人少，每天也就生产50至60
块豆腐，400余块豆腐干，毛收入也就
200元左右，仅够生活开支。因为是传
统手艺，她家的豆腐和豆腐干味道特
别好。吃到嘴里，满是黄豆的清香，特
别是豆腐干炒辣椒，夹一口送进嘴里，
在辣椒和豆香的刺激下，满嘴里都是
柔软、细腻、滑爽、清香，好似咀嚼着肥
腊肉的感觉。

每周有那么两三天，我都会在清
晨从火车站走到古镇的农贸市场，三
里路正好边走边“打八邪”（江苏省中
医院推广的手掌养生操），叫上一碗百
年历史的水木馄饨，买上两根土法炮
制的油条，再买上点吴保青家的豆腐
和豆腐干，碰巧的话，还能买到西津河
上游的胖头鱼，或者在屠夫张双喜处
买上一二斤土猪肉。偶尔，也会买上
点豆腐、豆腐干和油卷，带回家让老母
亲和兄弟姐妹们尝尝，89岁的老母亲
对油卷情有独钟。

古镇人是幸福的，尽管没有城里
人有钱，但幸福生活未必全是钱创造
出来的，用一颗平实的心面对生活，生
活同样给你惊喜。

桂香季节，漫步校园，看见了枝头
的黄金点点，告诉我又一个秋天来
到。那一缕甜甜的味道，让人想起儿
时的美食。

看丁福保先生的书，读完了他的
《六祖坛经笺注》《金刚经笺注》，案前
那套金色的四卷本《佛学大辞典》为书
桌积厚了许多高度。

初秋女人们喝茶，面对湖光山色，
聊家长里短、烦恼琐事，聊总要面对的
生、老、病、死。一位老师说：爱别离怨
憎会，撒手西天，不过是满眼空花，一
片虚幻。但是，重复地谈起此类故事，
让健忘的我们总有启发与心动的时
刻，试着慢慢去了解与体验生命这个
大课题。

丁老先生在《坛经》“用自真如性，
以智慧观照”一句下笺注：“以智慧照
见事理也”，认为以自己本性的智慧，
可照破诸妄，道理晓然自见。佛性遍
及一切有情，是“青青翠竹尽是法身，
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吗？于是可想一
株桂树，甚至它的香，何曾不是在表
法。在我今天驻足、踮起脚尖使劲儿
闻它的时候，想到了这个因桂香而悟
道的故事。

宋时与苏东坡齐名的诗人黄庭
坚，号山谷，跟晦堂禅师学禅。他常诵
禅门经典《金刚经》，根器学问都好，但
跟了三年并未开悟。一天就问师父，
您有没有方便法或秘诀，传我一个
——像现在的年轻人，在考试前总想

在老师那求划范围、给个秘诀。
晦堂禅师马上问他：读过《论语》

吗？面对这样的问话，黄山谷当时脸
就红了，老师这么问，真“侮辱”让人下
不来台，但只好答：读过。师父说：

“《论语》上有两句话，‘二三子，我无隐
乎尔’！”他都说了：你们这几个学生不
要以为我隐瞒你们，我没保留什么秘
密、早传给你们了。

晦堂禅师眼睛一瞪，拂袖而去，老
和尚拂袖出去了。黄庭坚心中郁闷，
也只好跟在师父后边走。走到空旷的
山上，秋天桂花开了，一阵淡淡的清香
迎面而来。老和尚知道他跟在后面，
就回头又问黄山谷：“汝闻木樨花香
否？”

黄山谷先被师父一棍子打懵，跟
行其后正难受呢，闻到花香，心情自然
松快舒畅，再听老师这么一问——这
时在满眼的桂树里，老师又问他闻没
闻到木樨桂花香。他当然把鼻子翘
起，闻啊闻啊……然后说：“我闻到
了。”这时听见师父又说：“二三子，我
无隐乎尔！”

这一下，黄山谷言下心开。他悟
道了。

闻到与闻道。智慧是高远又是当
下，如桂枝摇曳、桂香飘过。在这个著
名的禅宗公案里，在校园弥漫的清雅香
味里，我也问自己——今天，我闻道了
吗？在一年一季的花香记忆里，发现，
秋天的一株桂树，还能让人这样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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