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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提及我的母亲，我就想起了辛酸至极的往事。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贫穷、落后、偏僻的小村庄，童

年正值抗战时期，我的外公被抓去服劳役，外婆精神受到刺

激，不能正常照看自己的子女。母亲兄妹三人就靠挖野菜、

吃树叶，相依为命。饥饿的恐惧、富人的淫威、战争的破坏，

给她幼小的心灵蒙上了可怕的阴影。

土改给穷人带来了转机，母亲家分到三间马棚二亩地，

从此，全家人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兄妹三人相继走进学校

接受教育。

母亲后来考入一所财会学校，毕业后分配在襄县百货

公司任会计，与我的父亲喜结良缘，成为当时人们非常羡慕

的一对双职工。

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政策有所调整，大批在外工作人员

返乡，母亲受孩子的拖累，不得不放弃自己心爱的工作返回

老家去，住进我父亲继承来的那孔窑洞里，开始了她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从此彻底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母亲对农村生活并不陌生，她具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

质和职业会计的严谨认真，想把什么事情都做好，从来都不

想让人们说出点什么。她投身于农业生产队伍，起早摸黑在

田间施肥打坝，锄耧割种。孩子们一天很少见到她，只有到

了晚上才能看见她的身影，几个不懂事的孩子一见到母亲

就要耍赖、撒娇，大的哭，小的叫，把白天所有的委屈统统甩

给母亲。母亲边安慰边做活，尽力给孩子们改善生活，检查

作业，让孩子能早点吃饭，早点休息，当一切都安静下来时，

她又忙着为我们第二天的生活做准备，检查看哪个孩子衣

服破了，鞋子开了就缝上几针。半夜醒来，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母亲在昏黄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夜深了，母亲望着孩子们

不同的睡姿，往往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母亲就像一部机器在不停地运作。第二天天不亮，她

照旧在大门外的石磨上磨面。我们家居住在沟里，母亲经常

能看见野兽从身边通过。当生产队上工的号声响起时，母亲

就拿起劳动工具跟着农民队伍去干活，有时饭熟也顾不上

吃，抓个窝窝头边走边啃。即便是在上工休息的片刻，母亲

也要割把草，挽捆菜，等到散工时，扛回家去烧火喂猪。母亲

的勤劳影响着我们。每个礼拜天，兄弟几个都要去碾面、拾

柴，也就在那时，我们学会了合作，你烧火、我切菜、他擦面。

垯早上起床时，就连腋窝下的纽扣圪 都得相互帮忙才能穿

好衣服，一起去上学。

母亲春、夏、秋、冬劳作不停，她一年所挣工分不够两

人口粮款，孩子们总是吃不饱。我父亲当时负责外调工作，

平时很少回家，我们家自然就成了“四属户”。不知是啥时候

立的规矩，“四属户”在生产队分粮草时，总是被安排在离村

最远、时间最晚、条件最差的地方去等待分配，母亲劳累了

一天，同样少不了这个“待遇”。

在那个年代什么都紧张，我家六口人共睡一个土炕。

母亲利用父亲休假时间，在自家窑前搭了三间土房，暂时解

决了全家住宿紧张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初春，我父亲因病住院，手术失败，夺去

了他年轻的生命。年仅三十六岁的母亲，面对突出其来的

变故，没有退路，她接过父亲留给她的四个男孩，当时最

小的是六岁，最大的只有十三岁，踏上了漫长的、艰辛的

生活之路。

贫穷使人性扭曲，父亲死骨未寒，母亲就遭到我叔父横

眉冷对、暴力驱逐，孤独凄惨的母亲，心灵与肉体忍受着痛

苦的折磨，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母亲没有忘记我父亲临终

时留给她的那句话“守住孩子，傍母母，欢虎虎”。母亲深知，

孩子一旦失去母爱就会失去一切，就会踏上古老的生存轨

迹“放羊———挣钱———娶媳———生子———放羊”。对于爱情、

婚姻，母亲也曾动过心，很多人劝说她应该有自己的幸福，

但最终因难以割舍亲情而放手。

困难超出想像，母亲面对经济拮据，流言蜚语，内外欺

凌，举步维艰。她曾无数次爬在我父亲的坟墓上呼喊，呼天

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泪水流干了，身体累垮了，也没有唤回

一点儿希望。她困顿的眼神里透着强人的英气，她信守承

诺，守家教子，过起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

母亲明事理，她教育我们要学会生活，学会做人，不惹

是非。她教育我们要刻苦读书，知识能摆脱贫困，改变命运。

当时国家的高校政策是推荐上学，一般家庭的孩子是没有

机会继续深造的，母亲为了让我们能多读点书，曾和他人评

过理。

母亲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每逢天阴下雨，她就坐在织

机旁纺花织布，当村里有人进城时，就拜托人家给捎袋“学

生蓝”，对白布进行染色，没钱时就用青草与白布混染，然后

给我们做成衣服，衣服经常是做成夹的，夏天单穿，冬天装

套。我们一年四季就穿那件衣服，破了补，小了接，大孩穿

了，二孩穿，实在不能穿了就用来糊褙子，绝不会随便扔掉

一络布头。

母亲淳朴厚道，乐于助人。她在上班时买有一台缝纫

机，孩子们衣服上的补丁比别人家缝得要好。在那个年

代，补丁缝的好也会让人羡慕的。因此，母亲要比别的妇

女忙，特别是到了腊月，真是忙得不亦乐乎！母亲总是先

给别人家做好衣服，才做自己家的事，她觉得帮别人做事

是件乐事。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村里谁家办事，总能看见

她忙活的身影。

随着孩子们的成长，家庭经济窘迫越显突出。在我父

亲过世的第二年春，母亲领着我大哥，找到我父亲原工作

单位，乞求人家给找点事做，或许能减轻点家庭生活压

力。父亲是国家干部，子女不能接班，单位又没有临时编

制。我大哥长的很瘦小，让做交通员晚上睡着叫不起来，

派不出去，人家觉得不好安排。经过母亲再三央求，最后

敲定让大哥到毛纺厂学徒。母亲把大哥交给厂里指定的师

傅，眼中含满泪水，无言以对，只听到儿子的告白：“妈

妈，你不用接济我，路上注意安全，回去照看好弟弟们，

让他们好好学习。”母亲泪如泉涌，转身就走。把一个孩

子送入异域他乡，心如刀割。大哥过早离家，是母亲的一

块心病，长期困扰着她，一个本该在校读书的孩子，却每

天在想着按时上夜班，给弟弟们节省几个钱的事。

生产队的划分一般是按村民住所而定的，相对而言，

居住集中，工作方便。就在母亲送大哥去上班的那几天，

人家故意把我家调整到一个很远的生产队。母亲每一次上

工，都要比原来多走三里、五里。而且在分粮草时，有意

把我们家安排在很远的地方。哪怕是分几根玉米秸杆，母

亲领着我们几个小孩孩，都得熬到后半夜。走在地势险

峻、泥泞坎坷的羊肠道上，她时刻担心几个孩子肩扛秸

杆，失去平衡，掉在崖下。夜静得让人打颤，不时会传来

鬼哭狼嚎的声响。

母亲刚毅果敢，在农村养儿无房是难找媳妇的，孩子

成了家，才算拉扯成人。她要争口气，人家把咱撵到这个

生产队，咱就在这里安家生根，开始申请宅基地。她想让

孩子们都有个窝，让孩子们活得不比其它有爹的孩子差。

母亲省吃俭用，怀揣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几个抚恤金，独

自走进太岳森林寻买木材。那是个白雪皑皑的冬天，寒风

刺骨，行人稀少，便地是不同的兽印，一个瘦骨嶙峋的女

人，拄着一根树棍，踏着尺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的向

前爬行，随时遭遇各种挑战。几天后，母亲买回了木材，

久拖不决的宅基地在两年后也批准了，母亲先后经手盖起

十五间草房，房子上的一砖一木都沾有她不少心血和汗

水。

我们读书时，多数人得不到温饱，学生上学需要粜

粮，家里无粮可粜，母亲无可奈何。只能让年龄接近的孩子

先去参军，我是个幸运儿，母亲在家养有几只鸡，她用一个

小瓦缸，给我攒鸡蛋，缸满五斤，正好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

她还怕我吃不饱，经常给我烧干粮。买书没钱，母亲跑遍全

村，向亲戚邻人给我借钱，就这样我得到母亲的恩宠，多读

了点书，为我日后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母亲深明大义，心胸宽广。她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度

过了艰难岁月，把我们养大成人。教育我们要宽容待人，

忘记过去的是是非非，让我们牢记世上没有永久的敌人，

仇恨在伤害对方的同时也伤害自己。当我们在人生路上遭

遇挫折时，她开导我们，让我们重新充满自信；当我们在

人生路上取得成功时，她提醒我们不要骄傲，谦虚使人进

步。在母亲的正确引导下，我们学会了做人，学会了生

活，学会了工作，我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做得都很优秀，

这是母亲最大的欣慰。

时间在指间流淌，命运在不断的捉弄人。一九九八年

春，我大哥因心脏病突发倒下了。母亲在青年丧偶后，又一

次接受老年丧子的痛苦，老天爷太不公平，给她的打击太大

了。大悲无声，母亲让儿子静静的安息了。她接过儿子未竞

的事务，将孙子养育成人，她想或许能让儿子在天之灵得到

点安慰。

如今，母亲寿登耄耋，精神矍烁，当她看到儿孙满堂

时，心里显得格外舒畅。她不想让孩子们为她多操心，一直

坚守在她亲自缔造的那个家。勤劳的习惯让她总闲不住，她

把孩子们穿旧的衣服，对成门帘，纳成鞋垫，分发给每个孩

子。在家里养花种菜，养狗养猫，粗茶淡饭，生活充满情趣。

孩子们孝敬她个钱，也攒着不花。母亲把一生的爱毫无保留

地奉献给了她的四个儿子及儿子的孩子们，也赢得了孩子

们的孝顺。

母亲又当爹又当妈，她的一生也许很平凡，苍颜白发刻

录了她苦难的伤痕，人是物非见证了她生存的历程。在人生

的旅途中，母亲赋予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比任何一本哲学书

籍都周全，是她用行动诠释了爱，她清新而远长，她厚泽而

无杂，她亲切而温柔。

感谢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感谢母亲给

我丝丝温暖养育成人，能做您的儿子，我感到自豪、骄傲。

（作者系实验中学副校长）

裴福昌简介院 男袁1968
年生袁 册村镇新住村人氏遥
初 中 毕 业 后 为 生 计 外 出 打

工袁伤残且经历了诸多的人

生变故后袁 方仰屋咏絮袁先

后 有 中 短 篇 小 说 叶羊 二 进

城曳尧叶开凌曳在叶晋中日报曳尧
叶漳河文学曳发表遥

这老天爷就是让人难以捉摸袁头晚还哩哩啦啦的一直在下
雨袁让人们觉得这雨不知道是要下到何时才能停了呢袁可到了天

亮袁雨点就给住了袁红艳艳的太阳也给出来了遥 天气晴朗袁出行
的人就多袁到上午十点多袁王婆婆家的门口就接二连三地停下了

三辆车遥 它们分别是王婆婆的大闺女尧大儿子尧二儿子的遥 今天
是王婆婆的八十五岁寿辰袁她的儿女们回来给她贺寿来了遥

王婆婆本名桂花袁年轻时人如其名一样的漂亮袁是吴家庄
的一枝花袁可嫁给王续苟后袁却是三年不孕遥 看着比他们早结婚

迟结婚的都抱了娃娃在怀袁一家人可就都着急了袁整天的求神拜

药请郎中遥好在一家人的努力没有白费袁桂花在一年后生了一个
白胖白胖的闺女遥 这个闺女来的不容易袁 夫妻二人遂为其起
名要要要盼来遥 有了女儿袁两口子就又盼小子了袁桂花的肚子也争

气袁又给王绪苟生了一个袁却不是心中想的儿子袁于是就为这个
女孩起名盼弟遥盼弟还真是没辜负他爹娘对她的期望袁真的带来
了两个弟弟袁高兴的王续苟为两个儿子起名为要要要顶天尧立地浴
王续苟盼望他的两个儿子能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浴

尽管王续苟有盼儿子成为顶天立地男子汉的心愿袁但他并

不因为有了这心愿袁就产生重男轻女的想法袁他对儿女们的教育
还是一视同仁的遥 他的大闺女尧大儿子都考取了学校袁在本县的
单位里吃公家饭遥 二儿子虽没吃公家饭袁却也是不含糊袁凭着精

明的头脑在城边搞的企业红红火火的遥这姐弟几个家中袁只有二
闺女盼弟家没车遥 不过袁这没车的二闺女袁却也经营的个药铺摊
子风生水起的袁在村里也在有钱人的行列里遥 村里人都说袁王婆

婆的儿女们都有出息袁王老汉早早地走了真是可惜了袁这儿女们

的福只有王婆婆一个人独享了浴这不袁年老不能自己做饭了的王
婆婆袁这二年就一直在嫁在本村的二闺女家住着袁只有在她生日
和过年的时候袁才回自己家来遥

因是母亲的寿辰袁盼弟早早地就和娘回到娘家来袁安顿好

娘看电视袁她就在厨房里忙活开了袁菜是她头天就买好了的遥 等
到盼来和顶天尧立地三家人回来袁她已经把大部分的活计做了袁
盼来进厨房里来袁也就是帮点小忙遥 盼来的男人和顶天尧立地尧
两个弟媳妇袁打麻将的打麻将袁围观的围观曰顶天尧立地两家的

四个孩子袁把几家带来的寿礼翻了个遍袁捡好吃的吃曰而今天贺
寿的主人公王婆婆则一个人坐在那儿看电视遥

一大桌饭菜很快就摆了上来袁一大家子人也围着圆桌挨挨
挤挤地坐了下来遥 酒水满上袁老大盼来端着酒杯站起身来袁来了

一段贺词院野我们姐妹几个袁 虽不能说是大富大贵袁 但都没给老
人家丢脸袁在人面前我们还都说得过去袁这全都是妈妈她老人家
的功劳袁 让我们都举杯感谢妈妈袁 共祝妈妈她老人家长命百

岁浴 冶
盼来的话刚说完袁其他人就都齐刷刷地站起来齐声对王婆

婆说院野妈袁我们祝您老身体健康袁长命百岁浴 冶
王婆婆老态龙钟了却耳不聋眼不花袁她从走风漏气的嘴里

吐出了几声野好冶遥
对老人的祝贺完毕袁大家刚重新坐了下来袁在学校里当校

长的大女婿端起酒杯来说院野我们为妈妈越老越幸福干一杯浴 冶
众人把杯里的酒喝尽袁 盼弟持瓶给大家的酒杯都续满了袁

又给她妈夹了些软和些的东西让老人吃袁 才端起酒杯来说院野孩

他爹因为正吃中药来不了袁我代他祝贺妈妈身体健康干一个遥 冶
众人喝罢盼弟的袁又依序是顶天的尧立地的尧两个媳妇的袁

说的话无外乎都是野祝老人幸福快乐冶之类的话遥 一圈酒喝过袁
人们就都由着自己的性子袁边吃边喝边说了遥人们这时的话题就
改为老人活得是如何如何的幸福的了遥

饭吃到一半袁 盼弟说院野让妈轮流到你们家也住两天吧袁今

天大家拿出个方案来吧遥 冶
盼弟的话刚一落定袁盼来就接上了话院野是啊袁妈都这么大

的岁数了袁也该去我们家住两天了遥 冶
顶天也说院野是啊袁妈老了袁确实是该享两天清福了遥 冶
立地说院野现在哪家没吃没喝没钱花钥 谁还舍不得养老人的

几个钱钥 冶
盼弟又说院野以前单是孩他爸身体不好袁妈一直在我家我累

是累点可还能扛得住袁可现在孩子他爷爷也病了袁我是伺候罢这

个又伺候那个袁还得种地还得给其他病人输液打针卖药袁我是实
在扛不住了才和你们说的遥 冶

两个媳妇没有表态遥 老人挨个儿从儿女们的脸上看过去袁
也没有说话遥 倒是盼来的男人说院野你说的我们都理解袁 咱先吃
饭袁饭后再说这事遥 冶

盼弟见姐夫如此说袁也就不再吭声袁低头吃饭了遥 她匆匆吃
了些饭袁就出来回她家了遥她得回家看看生病的丈夫给婆婆和公

公做得吃了饭了没有遥 回到家一看袁情况还好袁不能擀面的孩他
爸已经给两位老人煮得吃了挂面遥她收拾了一阵家袁又回娘家来
了遥 她觉得姐弟们还都在袁她一个人走了不合适袁再说袁关于娘

的生活问题也还没有个结果呢遥
盼弟回到娘家袁 其他人也都吃罢刷洗了碗筷在打麻将了袁

她也就和她娘坐到一块看电视遥或许在她回家的时候袁他们已经

商量好了办法袁只等走的时候才和她说吧袁她想遥
人们的麻将一直打到太阳快西沉了才算结束袁一伙人走到

大门口了袁盼弟听见她姐对她妈说院野妈袁虽说我退休在家了袁可
倩倩马上就要坐月子了袁我得伺候她出了百天才能来接您袁您先

去其他人家住一段遥 冶
盼来说完袁跟着又是顶天说院野妈袁孩子他姥姥一直在我那

住的袁等她走了腾出房间了袁我再回来接您袁这段时间单位里活
儿紧袁我先走了遥 冶顶天说完袁一家人也上了车遥

立地也过来说院野妈袁 孩他妈要给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做饭袁
去年我就在找保姆了袁可一直找不下袁等我找好保姆了就回来接
您袁我生意忙袁先走了遥 冶

立地的话还没说完袁盼弟就觉得失望尧后悔尧心酸了袁但她

也很快就有了主意袁不管有多难袁自己都得扛下去浴
王婆婆也转过了头袁她看见西天的那块日落云袁和昨天的

那块差不多大遥

一天，有事去县文联，有幸得到武二赖老师所著的《家园心雨》，以后
每天忙余翻看几篇，有一种总想一口气读完但又舍不得放手的感觉。因为
我对武老师一是崇拜，二是从他的文章中能学习到许多习作技巧，还不说
读之可以回味沁县人难以忘却的记忆。

与武老师相识，也就六、七年光景，但是知道他的大名要早得多。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我正在本县山区单人小学校任代课教师，村委订的报
纸都是送到学校，使我有机会看到新闻和了解信息。所以，便经常在《山西
日报》、《长治日报》上见到关于沁县的报道和县内作者的文章，杜秀瑾、武
二赖等老师的名字不时出现在报端，我非常佩服他们写的文章。早就有接
触一下武老师的想法，但觉得自己是一名乡下人，又其貌不扬，拜访武老师
成了我心目中可望不可及的梦想。

辗转几所单人校任代课教师近十年时间后，由于撤乡并镇、学校合
并，我被辞退回家干起了老本行———放牛下田。春种秋收、劳作之余，偶尔
提起拙笔写几篇小稿，聊以自慰。转眼到了 2011 年，在县文联的办公室，见
到了仰慕已久的武二赖老师。武老师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当我把短篇小说
《阿秀》递给武老师后，武老师边看边说：“写的不错，”还说，早就知道“劲
丰”这个名字，只不过没有见过面，并开玩笑地说“你也是一位高产作家
呀”。武老师的夸奖，使我无地自容，但是更加崇拜武老师的虚心和文采，
那篇短篇小说《阿秀》在武老师和王泽宇老师的直接指导修改下，不久就在
《沁园春》小报上发表了，许多热心读者看了后都给以好评，特别是大多数
在单人小学教过书的老师们说他们感同身受，认为小说写出了单人校老师
坚守山区教育事业的志向，以及在那被婚姻爱情遗忘的角落的苦衷……

得到武老师的《家园心雨》，捧读一篇篇朴实无华、感人至深的文章，
真是受益匪浅，觉得也是一种享受，《喂牛房轶事》、《田野上的梦》好像是
带我们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农家生活、耐人寻味，《小康村里的擎旗人》让我
们了解到了好支书龚来文的感人事迹，尤其是有关我村《情到痴迷业自兴》
的文章，更勾起了我的回忆，关于原段柳乡中学的报道稿《雏燕翩翩争春
晖》中写到的青年教师王晓攀，现在已经是沁县实验中学的骨干，她是我女
儿的初中班主任，读此文使我对王晓攀老师那种钟情教育，爱岗敬业的崇
高形象更加钦佩。

武老师的文章写的好，人品也很好，真是文如其人。他曾经在《沁园
春》小报开辟专版，登载农村作者的作品，为我们这些乡下的农民文学爱好
者提供了发表文章的机会和平台。在武二赖等老师的支持下，我建起了沁
县第一个关于崇尚读书的“沁县读书俱乐部手机微信群”，邀请了县内多位
文学爱好者和知名人士，并和“长治市最美读书群”互动交流，郊区政协副
主席张灵芳和作家路阳华女士专程来册村镇新住村对身残志坚的文学爱
好者裴福昌进行采访，还把裴福昌的文章介绍到《上党晚报》发表。裴福昌
的中篇小说《开凌》第二部也被他们推荐给著名女作家、山西省作协副主席
葛水平批阅。我牢记武老师的告诫：“沁县读书俱乐部微信群”只发正能量
的内容，为读书爱好者创造学习、沟通的微信平台。

《家园心雨》是我写作的参谋和助手，读武老师的作品似春雨如丝陶
冶情操，如言传身教启迪心灵。他的赐教与关心我铭记在心。写此文的初衷
是缘于我正读《家园心雨》之际，农民文学爱好者吴曙伟来电说他也正在灯
下拜读武老师的文章，深觉对提高写作水平很有帮助。不谋而合的举动，不
约而同的见解，使我萌生了写一篇读后感的想法，于是，敲打键盘写下了上
述文字，表达对武老师的崇拜和对《家园心雨》的喜欢。

日落云

我 的 母 亲
李建宏

读《家园心雨》有感
劲 丰

仙堂山，本来我十几年前去过，那是应襄

垣工商局副局长杜震峰的邀请，我和妻子一块

去的。如今自己年老体弱，行动不便，不宜爬

山，原不准备再去。但后来有人劝说我仙堂山

又新开发景点，不去要后悔。出于好奇，我便随

大家一起去了，看看有什么新变化。

我们早上七点出发，在车上大家非常兴

奋，又说又拉，笑声满车，不觉就来到仙堂山景

区大门口，下车一看，这个新建大门雄伟高大，

是坐落在距风景区足有八公里的地方。景区管

理规定，必须在大门前坐他们景区观光车入

山，每人来回缴费 20 元，单这一新举措，除门

票外，每年景区就可增加一笔相当可

观的收入。

进了仙堂山景区，确实新增添

了不少景点。主要是在法显和尚身上

做了不少文章，下了功夫。据说法显

和尚本是沁县人，他所在的村因紧挨

襄垣，原归沁县，后划归襄垣。襄垣人

根据东晋高僧所著《佛国记》，将法显

西行所经三十多个国家，按现在疆域

版图划分的八个国家佛教以微景形

式再现于仙堂山。整个建筑群占地

15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475 平方

米，投资 2.5 亿元。具体排列顺序从南

向北，依次为中国、巴基斯坦、阿富

汗、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

卡、墨西哥八国。各馆外国充分体现

各国家佛教建筑风貌，馆内以图、人

及声、光、电等现代化手段，再现法显

西行各国风土人情、佛教文化、以及

途中所遭遇的各种磨难。

法显是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第一人，比

唐僧玄奘西天取经早 230 年，比哥伦布发现美

洲大陆早 1080 年。

从中国馆介绍看，在东京隆安三年（公元

399 年），法显从仙堂山辗转长安，与慧应等结

伴，踏上西行取经征途。法显以 63 岁高龄，率

弟子一行，舍身渡流沙，艰难走戈壁，冒死越葱

岭。他们一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以顽强的

毅力走出国境。公元 401 年，法显西行到达巴

基斯坦。而后来到阿富汗过雪山，经历了一次

人生中的生离死别，同行慧景雪山遇难后，他

怀着悲痛的心情爬过了雪山。到了罗夷国，此

地有近三千僧侣，大小乘兼有，法显与道骛走

访圣地，拜谒佛塔佛像。法显等人于公元 401

年先到达印度，于 403 年与道骛抵达中天竺和

东天竺，法显在天竺为寻求戒律，东奔西忙。先

后七年多时间，走遍印度 10 多国家与地区。法

显到尼泊尔，这里是佛教最早流行的地区之

一，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即诞生于此，目的是

参拜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地，成佛得道后回见

父王的地方。法显后来来到孟加拉国，这里为

出口海岸，交通便利，佛教盛行。这里全国有

24 座寺院，法显海受这里佛教文化的熏陶，毅

然决定在孟加拉国住下来，刻苦学习外语，整

理抄写的经藏戒律，描摹和绘制各种

佛像。法显在斯里兰卡住了 2 年，曾

找到了四部重要经典，他曾经住过一

个村子后被命名为法显石村，当地人

成法显是中斯文化交流的先驱，并建

有法显纪念馆，树有碑。

东晋义熙八年（公元 412 年）已

是 76 岁高龄的法显，在斯里兰卡登

上一艘载有两百人的商船，回归祖

国。途中，船舱进水，连续十三日大

风，行九十 日，乃 到一国，名“耶婆

提”，法显停留五个月，诵读佛经，检

点举止，修成正果，于同年 7 月回到

祖国。

法显高僧百折不挠，西天取经

的精神，使人很受教育。所以使成群

结队参观这景点游客流离忘返。

在法显西行八国馆的西侧，也

新建了规模宏大的“财神庙”，这里

庞大庙里香客寥寥无几，冷冷清清，

说明人们已逐步认识到天上是不会掉下馅饼

的，只有靠党的政策、勤劳苦干才能致富发

财，所以对财神庙冷落，不抱半点侥幸心理

和任何希望。

仙堂山景区不仅挖掘本地历史文化卓有

成效，令人佩服。而且景区管理的井井有条，到

处是干干净净，特别是许多设施，像地上安的

射灯等照明设备完好无损的做法值得我们学

习，当然既体现了管理有方，又说明游客素质

高，下山回来，我感慨很多：

襄垣打造仙堂山，内容独特不一般。

法显文化下功夫，襄垣美名天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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