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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巡礼】

张家界

事谚语农

●苎麻不怕肥，要种肥堆里。
●向阳石榴红似水，背阴李子酸

透心。
●三年不挖地，茶树无生机。
●地绿天蓝，益寿延年。
●冬耕深一寸，害虫无处存。
●伏里不下雨，黄豆贵过米。
●雷打惊蛰前，高山好整田。
●栏中无猪，田中无谷。
●立春好栽树，夏至好接枝。
●六十天的猪崽，三十天的秧。
●芒种芒种，样样快种。
●若要来年病虫少，冬至前后铲

尽田边草。
●三分种、七分管，十分收成才保

险。
●深种洋芋浅插姜，浅种油菜苗

苗旺。
●三年桃子五年棕，十年竹子砍

不通。
●雨打元宵节，没得豆和麦。
●冬至晴，油菜麦子好收成；冬

至阴，来年风调雨又顺。
●正月初一打了霜，一担谷子一

担秧。
●梅花开得快，不久有雨来。
●穷人莫听富人哄，桐子开花下

谷种。
▲指中稻播种时间。

（记录：陈初毅）

老 家 左 边 两 里 地 以 外 有 座 云 台
山，海拔约 300 米。它的东南边悬崖
峭壁下有一道峡谷，谷底是雷公溪，
东北边群山逶迤，峻岭相连，岩石掩
映，林海茫茫。由于雷公溪溪水的作
用 ， 潮 湿 的 空 气 被 上 升 气 流 带 到 山
上，液化而形成的云雾状态，致使山
峰常年锁在云蒸霞蔚的雾气里，故名
云台山。

山峦群峰犹如大海的波涛起伏在
静止的瞬间。峰峦密立，溪水长流，
树茂林深，空空蒙蒙。这大自然的神
妙造化正是道士们断绝俗缘世虑、修
真炼性所崇尚和追求的虚清环境。

山 下 有 条 古 道 ， 两 头 连 着 大 庸
（现在的张家界） 和沅陵两县。山顶
面积不大，约三室两厅的一套房屋那
么大。据传在清朝道光年间，有位张
姓道士在山顶修建了一座道观。这座
道 观 早 被 风 云 岁 月 辗 压 成 了 一 堆 废
墟。小时候，我经常在这里放牛、捡
柴、摘野果、挖药，累了就在那片废
墟堆上的条石上坐下休息，看青山、
白云，看那追逐嬉戏的林间小鸟。看
天空一碧如洗，灿烂的阳光从密密的
树叶间射下来，形成一束束粗粗细细
的光柱，把飘荡着轻纱般薄雾的林荫
照得通亮。看晚霞满天，一片又一片
火烧云，把天空织成美丽的锦缎。有
时就躺在石条上，闭上眼睛，把自己
藏在童话般的美好幻想里，憧憬和向
往幸福的未来。因此，云台山在我的
生命里留下了深深烙印。

后来离开家乡去部队，还时常想
起云台山。1977 年，我从部队退伍回
来，在村里转悠一圈后，冥冥中似有
一种牵挂在心头，便不由自主地来到
了云台山下。爬上山顶，越走越静，
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等到脚步
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我已走进道
观旧址了。这里的气象更显陈旧，但
是破败散乱景象却是原封未动。再次
与这里的山石草木亲密接触，我十分
高兴，像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张
开双臂作了一个拥抱动作，仿佛拥抱
了童年的时光。道观只剩下青石砌的
基脚了，里面长满了树木杂草，走进
去 ， 浓 荫 匝 地 ， 清 凉 附 体 ， 幽 静 空
寂，一阵风儿吹过，树摇叶鸣，似有

“嘎玉撞金、鸣丝吹竹”的道教仙乐
从云端飘来。在百年前，这里不知有
多少道士曾在这里颂经文真诰，自我
修持，陶冶性情，虔诚其心，一心向
道 ， 在 升 仙 的 阶 梯 上 净 化 心 灵 。 如
今，这里早已成为陈迹，阴森暗淡的
气氛十分幽寂。这样的环境，这样的
气氛，把我的记忆推到了百年前，自
己 简 直 就 像 生 活 在 这 里 的 一 个 苦 行
僧，俨然成为古人了。

我一向不相信有什么鬼神，当时
的我心情适应，处之泰然。不过后来
的 两 次 造 访 ， 也 有 紧 张 不 泰 然 的 时
候。

田土下放后，耕种田地的人越来
越 少 ， 云 台 山 更 成 了 无 人 涉 足 的 弃
地。时隔 31 年后 （2008 年冬季） 的
那天上午，我带了把砍刀，背上照相
机独自一人去拜访云台山。

从水桐木垭进山，这里已经是遮
天蔽日的深山老林，当年的小路早没
了踪影，完全成荒山野岭。我在里面
爬上爬下，只能一手拿刀一手扯树，
边砍边走。两个多小时才爬上山顶。
道观旧址上，眼前一片荒凉，基脚上
长满参天大树，几块大石头被梓木树
顶起来，已经离地面两尺多高。由于
树长得密而大，我费了个多小时才把
道观旁边的小树砍完。

休息片刻，时间已是下午 3 点半
了，我赶紧选好角度，慌忙照了几张
相，逃离似的匆匆往回走。一路上，
我 孤 零 一 人 走 在 林 中 ， 仿 佛 遗 世 独
立。没有人声，没有鸟鸣，连一点风
也没有，似乎时间静止了。费了好大
劲，才走出了那片山林。

时间来到 2013 年 5 月，令我牵挂
的云台山道观，又勾起了我去朝拜的
欲望。这是个晴朗的日子，我又独身
潜入云台山道观。这次去很方便，因
为 乡 村 公 路 四 通 八 达 ， 公 路 已 到 半
山 ， 下 车 后 徒 步 20 分 钟 就 已 到 达 。
这次没作多少停留，先围绕旧址转了
一圈，接下来向道观跪地三拜，然后
踏着中午的骄阳缓缓下山。

从此，我就更加爱上了云台山，
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有时我
在想，我为什么对遗失在深山里的这
个道观旧址如此情有独钟？莫非，我
的前世是云台山道观的一位道士或是
云游四方的野僧？如果真是这样，我
真感谢上苍的垂爱，让我又一次在轮
回中与道观邂逅相遇。

后来，有位老人告诉我，说云台
山原为道观，后废，晚清时有僧人入
住，故成道佛合一的寺观。

我从小至今酷爱书法，为自己刻
了一枚书法冠名章，而且取名“有发
僧 ”， 以 此 崇 尚 修 炼 之 道 法 。 既 为
僧，就必有出处，出处就在云台山，
一枚蕴涵道佛文化的艺名章就此诞生
——“云台有发僧”。并请张家界书
法协会的陈功文刻了“云台有发僧”
和 “ 在 家 出 家 ” 两 枚 书 法 印 章 。 从
此，“云台有发僧”成了我的好伙伴
和知心朋友，它跟随我在艺术的殿堂
悟道书法、笔墨思源，带给我无穷无
尽的力量。

云台有发僧
龚澧舟

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部旧址 （双溪桥谷
氏宗祠） 位于双溪桥老街中间，原为谷氏
祠堂，是一座规模较小的四合院，始建于
清代，坐北朝南。解放前后曾多次进行改
建，面阔三间，穿斗式木构架，占地面积
460 平方米。

1935 年 11 月 3 日，红二军团第六师入
驻于此，11 月 19 日离开。在这短短的十
几天中，师长郭鹏、政委廖汉生率领红六
师成功打通了小溪口到大庸的通道，使红
二、六军团顺利突破敌人包围圈开始长
征，极大地保存了红军的力量。旧址是红
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旧址群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与其它诸多旧址一起完整构
建起 1935 年前后红军在桑植地区的革命
史迹。

2019 年，旧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
旧址——

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部旧址
（双溪桥谷氏宗祠）

伍元军 朱雨霁

天门山南，张家界东。
九澧源流，涓细成鸿。

有金鸡岭，端坐云中。
黄杉古林，道骨仙风。

古古清流，一水流经。
金鸡云岭，山中美林。

窈窕黄杉，明宗至今。

沐风浴雪，成其高峻。

碧绿参天，陡坡立根。
初心高洁，立直云顶。

岁月无私，先祖有心。

天路崎岖，山高水灵。

云心做伴，日月比邻。
弥久成仙，夷忘古今。

思之愈古，涉之愈深。

山有大爱，遍栽云岭。

世之无名，独爱自身。
山举天福，灼灼古今。

念我缘久，识我故真。
懂我弥深，恒爱不尽。

托依金鸡，山高作岭。
古德尚旧，等观古今。

金鸡岭
朱松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