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岷 江 之 滨 有 青 神
县 。《蜀 中 名 胜 记》
载：“县之名胜在乎
三岩。三岩者，
上岩、中岩、下
岩也。今惟称
中岩焉。”

过岷江入
中 岩 山 门 ，满
眼的细草微风，
耳 畔 涧 水 潺
潺。行数十米，山
青如黛，群花杂树中
飘着一丛丛乳白的花，
细观之，两瓣平举如翼，一
瓣悬月如尾，一瓣如玉颈奋前，张
头寻觅，且清香馥郁。请教山中
人，曰：形如飞凤，为王弗爱物，叫
飞来凤。

王弗，一个叫多情才子垂泪的
女人。

北宋年间，中岩有座书院，青
神乡贡进士王方执教时，好友苏洵
送他儿子苏轼到中岩书院读书。
苏轼聪明好学，王方喜爱在心。

中岩下寺丹岩赤壁下，有绿水
一泓，平静如半轮明月，相传为慈
姥龙之宅。苏轼读书之余常临水
观景，想入非非中不禁大叫：“好水
岂能无鱼？”于是拊掌三声，立时，
岩穴中群鱼翩翩游跃，皆若凌空浮
翔。苏轼大喜，便对老师王方建
议：“美景当有美名。”王方于是遍
邀文人学士，在绿潭前投笔竞题，
可惜诸多秀才的题名不是过雅，就
是落俗，最后苏轼才缓缓展出他的
题名：“唤鱼池”，令王方和众人叫
绝。苏轼正得意之时，王方的女儿
王弗也使丫鬟从瑞草桥家中送了
题名来，红纸怡上，跃然而出：“唤
鱼池”三字，更令众人惊叹：“不谋
而合，韵成双璧。”

后，苏轼手书的“唤鱼池”三字
被刻在了赤壁上，经可三丈，秀美
俊拔。王方请人做媒，将王弗许配
苏轼，是时，苏轼19岁，王弗16岁。

唤鱼联姻的佳话背后，实是恋
爱故事。

在中岩灵秀的山岩里、涧水
边、小路旁，一丛丛飞来凤扬着阔
长的绿叶，吐露娇柔的花蕊和幽幽
清香。在家中吟诗作画的王弗，也
常常带丫鬟从瑞草桥到中岩游山
朝庙，采得一大抱飞来凤回家，每
每听父亲说起眉州少年苏轼如何
聪明机智，心中颇有好感，但又不
便明显流露，闻苏轼常在山水间
静思、读书，便悄悄隐于一旁树丛
中静观，却见苏轼英气勃勃，抚掌
唤鱼。

“小姐，你最喜欢的飞来凤花
开了！”丫鬟在草丛惊喜一声。

苏轼转回头来，见一少女婷婷

站立在初春的绿草丛中，
轻盈飘逸。王弗受

惊，抬起头来，双眸
如星，闪烁着少
女的娇态，粉脸
含羞，自有一种
淡墨染不出的
风情⋯⋯

不 久 ，苏
轼 与 同 窗 到 瑞
草 桥 为 老 师 王

方祝寿，因生性豪
放而醉倒在老师家

中，睡到半夜起来，知
道同窗们都已回书院，便

独自踱到翠竹掩映的后院，师妹王
弗正临窗梳头，苏轼从怀里摸出从
山上带来的一簇飞来凤，轻轻地投
进 窗 里 ，王 弗 一 惊 ，继 而 心 跳 不
已，把那簇浓香阵阵的花苞贴在
胸前⋯⋯

飞来凤，你是少女情窦初开的
心吗？

唤鱼池，你的明眸倒映过多少
次有情人相倚拊掌的倩影？

而今江山依在，碧水澄清，可
那翩然游出的鱼儿，大约也随苏轼
王弗而去了吧？

放眼岩上，历代名人显宦的摩
崖题刻异彩纷呈：知音鱼跃、高山
流水等，众星拱月般衬着“唤鱼池”
三个大字。

那个唤鱼的少年后来走进了
中国的文学圣殿和政治舞台；如飞
来 凤 般 清 雅 秀 丽 的 王 弗 相 偕 出
川。嘉祐二年（公元 1057 年），苏轼
考取进士，任陕西凤翔府，再居史
馆，王弗随之赴京城。治平二年

（公元 1065 年），王弗不幸病故，苏
轼泪写《亡妻王氏墓志铭》，次年扶
柩千里送回四川安葬。熙宁八年

（公元 1075 年），苏轼梦回中岩，醒
来伤感不已，写了一首《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
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昨 夜 幽 梦 忽 还 乡 ，小 轩 窗 ，正 梳
妆。相顾无语，惟有泪千行⋯⋯

飞来凤是女儿心，风风雨雨千
年岁月，依然沉浸在回忆中，为王
弗那早殒的青春致哀，等待另一次
生命又翩翩起舞。

1987 年，唤鱼池畔塑起了苏轼
与王弗年轻时同游中岩纪念像。
落成之际，山雨如泪挂满飞来凤。

飞来凤生在中岩寺、唤鱼池
畔。

年来年去香未尽，叶生叶死根
不烂。

又是岷江水涨时，风起唤鱼池
边一层层绿波，惟听飞来凤起伏低
语：此情难诉！

苏轼王弗，携手云游之中，可
曾听见？

物风风
唤鱼池畔飞来凤

□邵永义

飞来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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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地地

花照壁地名的由来
□周庆

在成都，南有红照壁，西北
有花照壁两个很有地域特色的
地名。

什么是照壁？照壁是中国
古代传统建筑中一个特殊的单
元，它是用于宫殿、寺庙、园林、
祠堂、住宅等建筑大门前修的一
堵墙。它可设置在院墙的大门
内，也可用于大门外。前者称为
内照壁，后者称为外照壁。这种
墙形状有一字形或八字形，通常
用砖、石砌成，也有木制的，上面
需盖有屋脊。

照壁这一独特建筑的形成有
多种因素，古时人们认为自己的
住宅中，不断有“鬼”来访。如果
是自己祖宗的魂魄回家还好说，
如若是孤魂野鬼溜进宅子，就要
给家庭带来灾祸。如果在“宅”的
院内或院外设这么一堵墙的话，
鬼来到它面前就会照见自己的影
子，就会被吓跑。所以，这堵墙就
叫照壁或影壁，抑或叫萧墙。说
到它的功用：它可遮挡外人的视
线，即使大门敞开，外人也窥探不
了宅内的情况；它也可根据所有
者的富裕程度或喜好对墙饰有各
种绘画或浮雕，它的装饰，既可美
化宅院，也可烘托气氛，增加住宅
的气势；但就主人的考虑，照壁
更多的因素还应是放在风水的
角度，照壁立于门前门后都可阻
挡外来强大的气流，使冬季的寒
风不至于直抵宅内，明末有本风
水书籍《水龙经》中有句话：“直
来直去损人丁”。风抵照壁这
里，轨迹发生“S”形变化，虽然气
流倒拐减缓，但它“气则不散”，
非常符合“曲则有情”的风水原
理。所以，古代风水学认为，照
壁墙是针对外面气流的冲煞而
设置的。古代的风水学中，无论
河流还是湖泊，都忌讳直来直
去，无一不以婉转、曲折和源远
流长为吉兆。所以，古代的园林
设计都是曲径通幽，连故宫的设
计也不例外，它的每一宫每一院
都是在萧墙内游刃，就是取其

“曲则有情”之意。
红照壁，就是明代修建蜀王

宫之时，在它的宫城门外立的一
堵墙。因为皇家规制的原因，墙
是用的朱红色。所以，人们就习
惯把它叫作“红照壁”。习惯成自
然，于是乎人们也把当地的地名
叫作了红照壁，沿用至今。

那么，金牛区营门口街道子
云路不远处的花照壁名称，又是
因何而来的呢？

听茶店子一带原住民老人
说，在清光绪年间，在茶店子路东
北侧不远处，有一袁姓人家在此

建了一座大院，并在大门内砖
砌彩绘照壁，因为照壁上的绘
画很美，人们称它为“花照壁”，
后来人们索性就把这个地方也
叫作了花照壁。

说起这地名，还流传着一个
充满传统智慧的故事。在袁家大
院出现之前，这里原来曾住着两
户大户人家，一个姓薛，一个姓
刘，大院隔田相望。刘家大院占
地数亩，建修得十分气派，院内建
有亭台楼阁；薛家也不甘示弱，也
将薛家大院修得非常壮观。因为
两家都有钱，就暗中较起劲来，你
想整倒我，我也想整垮你。

于是，薛家为了自家的风水，
在大门外修了一堵照壁。这刘家
不仅有钱，还仗着儿子在外做官，
凡事都想压人一头，你薛家敢在
院门外修墙，刘家也必须在大门
口立墙，而且这照壁还要修得比
你家高。刘家照壁修好后还在墙
檐正中位置塑了一尊吞口，怪兽
豹眼怒睁，龇牙咧嘴，血口洞开，
仿佛要吞掉薛家一样。说来也
怪，自从刘家照壁修起后，薛家大
院大大小小的怪事就接踵而来，
不是遭土匪洗劫，就是家人和人
斗殴，就连在外读书的儿子也染
上了鸦片，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的。更不幸的是，有一年家里突
然发生火灾，烧毁房屋数间，损失
惨重。这连年的灾祸，弄得薛家
几乎倾家荡产。薛家认为：看来
此地与我薛家风水不和，便产生
了去意。岂不知这一切都是刘家
在后面捣的鬼：抢劫是刘家勾结
土匪干的，儿子染上鸦片瘾是刘
家买通人去引诱的，火灾是刘家
拿钱雇人去烧的。

薛家要出售田产的消息，正
好被一个胆大心思的袁裁缝知道
了。袁家的祖上是乾隆初年由江
西移民来四川的，袁家世代为裁
缝，他入川后先落户在金堂赵镇
一带，靠走街串巷干裁缝营生。
由于手上的活路做得漂亮，加之
诚信待客，很快就有了自己的裁
缝铺，几代人下来，有了些积蓄，
便又移师到成都少城，专门为八
旗子弟做衣衫。到了光绪年间，
袁家已传承六代，已是人丁兴旺
的大家族了，不仅在城里有了三
家裁缝店，而且也有了到乡间购
置一些土地的打算。正好薛家出
让土地和宅院的消息被袁裁缝获
悉，袁家走南闯北，是见过世面的
人，他先不动声色，暗中走访。当
他大致将情况摸清后，作出判断：
此地土地平坦肥沃，又处在成都
的上风上水之地，这里还和茶店
子的松茂要道离得不远不近，进

出方便，哪存在什么风水问题？
只是薛家以前也要强，没处理好
邻里关系，这与我袁家来说反倒
是个机会。于是，袁家在花了很
少钱的情况下就盘下了薛家的产
业。接手后，袁家第一时间便是
拜访邻里，他第一个上的就是刘
家，奉上礼物，一阵寒暄后袁裁缝
便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表示今后
乐意在裁剪制衣方面为刘家效
劳。刘老太爷一听，这家人懂事，
连忙叫出小姐太太，让袁裁缝为
他们量身定制一套体面的礼服。
不几日，当袁裁缝奉上这些华丽
的衣衫后，小姐太太都连声叫好，
刘老太爷一高兴便将今后全家老
小的衣服都包给袁裁缝来做，这
不仅拉近了邻里的关系，还接洽
了一笔不错的订单。在改造宅院
时，袁家也是采取避其锋芒主动
退让的姿态，他们将过去的外照
壁全部推翻，在院子大门里建了
一道内照壁。在对照壁进行装饰
时，袁家采用了老子的哲学思想

“以柔克刚”，你刘家的吞口不是
很厉害吗？我就在我家的照壁上
画上太阳和花花草草，让你吞不
了太阳，反而还会掉进花草的温
柔乡，柔化了你——这就叫逢凶
化吉。

当袁家的照壁建好后，墙面
的画灵动有质感，引来过往老百
姓的观瞻，大家纷纷称赞这个花
照壁好看，连刘老太爷也不得不
说这个花照壁做得好，从此两家
人和睦相处，从未发生过事端。
倒是袁家不仅生意越做越好，顾
客盈门，就连这照壁也声名鹊起，
成为方圆数十里的地标性建筑，
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叫这个地
方为“花照壁”。

如今，袁家大院和照壁已不
复存在，但花照壁已深入人心，以
花照壁名称命名的街道就有八
条、外带三座桥，它们分别是花照
壁街、花照壁正街、花照壁东街、
花照壁里、花照壁上横街、花照壁
中横街、花照壁下街、花照壁西顺
街和花照壁一、二、三桥。在花照
壁东街旁，政府建设了一座面积
约 1733 平方米的花照壁东街小
游园，涉及绿化、景观、铺装、小品
等附属设施，该园与“五彩照壁
园”隔街相望，两园一起形成“花
照壁”这一街区主体街景。园林
结构结合川西园林曲径通幽的形
式，形成有障景、对景、框景、主景
的中式园林风格。小游园呼应着

“百花”，“五彩照壁园”体现着“照
壁”，这里给居民带来惬意的环
境，也时不时勾起人们对花照壁
乡愁的记忆。

城
名名

珙桐皎然，玉树临风
□杨庆珍

感
情情

跟等人相比，等雨要来得快，来得多，
来得容易。

郁达夫先生讲过：“无雨哪能见晴之
可爱，没有夜也将看不出昼之光明。”反之
又何尝不然？旧传有诗四句，专诵世人得
意之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
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诗经》云：“琴瑟击
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逢甘雨也就是

“祈”或《孟子》“大旱之望云霓”的美好结
局，无色无味之雨竟会给人一种甘甜的感
觉，难道还不可爱吗？那年的立秋下了一
场大雨，俗话说立秋下雨叫“顺秋”（不下
雨叫不顺秋，不顺秋就有二十四个秋老
虎），遂以为“秋老虎”不会再来了，结果一
直晴热到前晚，其间的阵雨倒是不少，但
始终祛退不了残暑。头天的那场没有雷
电与狂风合奏的连绵雨才真正叫人感到
秋的凉意，出门去吃饭，冷冷的雨，阴阴的
天，雨天下一朵朵寂寞的伞，突然有些伤
感，将被盖重新铺上了床，今晨我也不得
不换上了长袖春衫。宋词说“一番雨过一
番凉，秋入苍崖青壁”，我们则说“一场秋
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正是此间况
味。回想当时在“秋老虎”的炙烤之下望
云等雨，亦不失为一件可爱的事情。

当年许浑站在咸阳城东楼之上，除了
体味“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的景色，应该还有所待吧：雨，或是其他？
我住在这以秦堰著名的边城里，一晃已经
三十年，每当刮“出山风”的时候，往往是天
将放晴的前兆，如果整日无风而闷热，那才
可能迎来骤雨的洗刷。

雨，豆大的雨，终于倾盆而下。我释卷
起身立于书店门口，戴着耳机听齐秦悲情
地唱“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
雨水一样冰”，听许茹芸深情地唱“大雨下
个不停，我依然爱你”。你发现没有，“依
然”其实是个残酷的词：说“我依然爱你”，
是在失去你之后。当我们用“依然”组织我
们的言语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安慰我们自
己的时候。歌声之外，全世界只有雨声，雨
响城更静，平时咆哮的江涛也听不见了，尽
管它们就近在咫尺。

雨未来之前，等雨来；来了以后，又等
雨停。有时候热了、困了、累了，或者只是
饿了，想早回家，就盼着雨来。雨真是一个
偷懒时不错的借口，就像在影视剧里，是个
必不可少的桥段。雨越下越大，怕打湿自
己，遂不敢出发，便希望雨停；等了又等，看
看实在没有要停的样子，就希望雨小、能够
小到可以大步行走而不会濡湿裤脚。聪明
的，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恋
水，长大了却怕雨了呢？

雨响城更静
□林赶秋

喜欢珙桐的名字。“珙”者，本义
为形状较大的璧玉，如月一般，玉洁
冰清，纯洁灿然；“桐”乃树名，凡是
叫桐的树，都有着无一例外的坚毅
和祥瑞之气，而且“桐”也是琴名，如
桐丝、桐竹、桐音。二字合在一起
——“珙桐”，皎如玉树临风，让人想
到古琴的雅音，寂静的白，在长风浩
荡中有着珍贵的情意。

珙桐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植物，因为花形似鸽子，大众都直呼
它“鸽子树”。我最初认识珙桐，是
在无意中翻到的一本植物学图谱
上，其中附有法国动植物学家阿尔
芒·戴维手绘的珙桐花纵剖图，素描
和彩色渲染让花叶栩栩如生，苞片
上甚至可以看到细致清晰的脉络。
1869 年 4 月，戴维在四川宝兴穆坪
首次看到盛放的珙桐花，他被眼前
的一幕惊呆了，激动得喃喃自语，多
美的白鸽啊。只见万绿丛中，珙桐
花宛如万千白鸽栖息于树，洁白的
苞片酷似鸽翅，紫红花序如同鸽头，
黄绿色的柱头，又像鸟喙。山风吹
拂，一棵棵花树轻微点战栗，美不胜
收。后来，珙桐被引种到西方，逐渐
成为举世闻名的观赏树种。

我在现实中听说珙桐，是来自
家乡一位摄影师的讲述。他说，大邑
西岭山中也有很多珙桐树。“在第四
纪冰川期，绝大部分珙桐相继灭绝，
仅在中国南方山区幸存少数，很难移
栽成活，也不易繁育。”在他的描述
里，珙桐是充满灵性的美树，枝叶间
飞满白鸽，不知是翅膀变成花朵，还
是花朵变成翅膀。他发过来几张自
己拍摄的照片，一树洁白，一群白鸽
蹁跹，芳菲正华，唱着青春之歌。

从此心心念念。那山谷云雾里
的一树树纯洁，是来自千万年前的深
情呼唤。后来跟人提及，发现想看珙
桐花的并不只是我一人。一位朋友
说，他多次进山，皆因时间不对，没有
遇到开花。他盼望了却多年的心
愿。没承想，无心插柳，在一个暮春
下午，我们竟然与它不期而遇。

那次去西岭，我们原本打算拍
摄高山杜鹃。每年四五月间，在海
拔2000米以上，树形高大的高山杜
鹃燃烧怒放，十几朵花相互簇拥，
或红似丹霞，或粉若桃腮，或淡紫
如梦，端的是花团锦簇。不料，抵
达鸳鸯池一带时，杜鹃花已经香消
玉殒，树上挂着一些枯萎的花瓣，
像几片残梦。

午餐后，乘坐缆车去日月坪。
阳光灿烂，山中能见度很高，透过
缆车玻璃窗，能清楚地看到山谷里
的树木，有些树的绿叶丛中开满洁
白花朵，花形如鸽子，温柔美丽。

“快看，珙桐花！”朋友大声惊呼。
我内心忽起旖旎，像生命中等待许
久的人，突然撞见了。

此刻，阳光倾泻于大地，我的欣
喜伴随珙桐花开放，在蓝天下高举

着新奇。阴阴树木间，那些洁白的
小翅膀仿佛振翅欲飞。我远远地
望，心有渴念，缆车啊，请开得慢一
点，可知道，一忽儿便擦肩了——擦
肩，就是错过啊。一生中的许多年
华，曾有过多少鲜妍的错过？

抵达日月坪，我们直奔珙桐而
去。幽静山谷里，薄雾氤氲，几株开
花的树木，静静站立于常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间，正是珙桐。其中一棵，
主干早已断掉，但又长出两根树
干。树干笔直，树态端正，茂密的枝
条斜向上伸展，真是苍茫山川间的
一道风景。细看，珙桐的树皮呈灰
褐色，其上覆盖着苔藓，还有一簇簇
槲寄生植物，散发出原始之美。

珙桐的树叶呈心形，叶缘带一
圈锯齿，鲜翠地堆聚满树。每一片
都有清晰而深刻的脉络，仿若记录

着过往的记忆，那些与银杏、鹅掌楸
共度的极寒与艰难，怎能不刻骨铭
心呢？最耐看的，自然是珙桐花。
一群白鸽展开羽翼，在绿叶间上下
翩飞。雪白花瓣、翠绿树叶，交相辉
映，书写着清新与淡雅。多么干净
的白与绿，不耀眼，不艳俗，呈现出
丰富的单纯。我看得呆住了，这就
是珙桐花，这来自千万年前的问
候。它使人联想起欢乐、和平、烂
漫、纯净⋯⋯这些汉语里的好词，仿
佛都是为珙桐而准备的。

朋友神情激动，他不说一句
话，只是不停地按动相机快门，一
阵猛拍。

走近细看，我这才发现，珙桐花
并非仅是白色，初开的花朵其实是
浅绿的，它们在风雨的爱抚下，叶绿
素渐褪，渐渐变为乳白，快凋谢时则

会变成棕黄色。如此次第渐变，就
像人从年轻到老去，会经历不同阶
段的美。其中深意，值得寻味。

然而，珙桐开的花并非真正意
义上的花。是不是很意外？我们
看到的两片鸽翅形状的白色花瓣，
是生长在正常叶和花朵之间的两
片变态叶，也称苞叶。朋友说，珙
桐非常聪明，它将真正的花朵藏
在苞叶下，是为了让它免遭雨淋，
以防花粉受损，同时，宽大柔软的
苞叶如同旗帜，还能招引昆虫前
来采蜜授粉。有趣的是，珙桐辛勤
孕育出花朵，想尽办法吸引昆虫来
传粉，但其成功繁殖的概率就跟中
大奖一样低，大约开一千朵花才能
结 出 一 枚 果 实 ，向 来 有“千 花 一
果”之说。

记得植物书上说过，珙桐很
“懒”，跟长寿的龟一样，其种子有
一项特殊本领：休眠。在极寒情况
下，珙桐的种子便自动休眠，也就
是说，在冰川时期，珙桐种子被冰
藏起来，直到冰川融化，温度适宜，
种子才会生根发芽，长出树苗。经
历冰川的植物，不仅是勇士，也一
定是草木中的智慧者。此刻，一树
树珙桐站立在山林里，迎风招展的
美丽令人心驰神往，也仿佛昭示
着，在不同遭遇里保持恒常的静
定，才是真正的王者风范。

站在树下，闭了眼，隐隐中仿佛
听到有白鸽振翅。一声声鸽哨从山
涧幽林响起，倏忽间，清脆的哨音传
到白云之巅。风大了，满树白鸽呼
啦啦地全部起飞，让人想流泪。能
从遥远的冰川时代之前，一直开到
今天，珙桐是一种神迹。我们能在
这个时空里与它相遇，难道不是一
种幸运吗？这如玉之嘉树，翩翩潇
洒美君子，皎然有雪意，它临风一
笑，便是情动千古，风月无边！

珙桐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拍摄于大邑西岭雪山五桐沟 韦燎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