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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雪花飘落，有腊梅花开，有
脊瓦上的霜花，还有一池的冰花，青州
偶园里的“冬”石，一定会跟我寒暄。
到那时，与我耳鬓厮磨的文字也会与它
擦出人间情暖的火花。
  爱上“冬”石，便是治愈我冬天里
的温暖。
  “冬”石是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
士兼刑部尚书、太子太傅冯溥收藏的四
季太湖石之一，石身青色，其质细腻而
光滑，因常年日晒风化，略显得灰白。
据中国观赏石协会专家们鉴赏，此石形
跳脱舒展，充满韵律，仿佛跳跃的音
符，酷似行草书体的“冬”字，是文化
与自然的妙缘结晶。草书有行云流水之
美，交笔起讫分明。这尊太湖石上端厚
重，从左侧赏之，如草书的落笔逆锋
入；中端宽厚，如锋在画中延细，虚、
柔结合；下端窄小，但有草书起笔的韧
性之美。
  我对偶园奇石的钟爱，起源于初夏
时节，单位安排我整理奇石文化资料，
并给每尊奇石写出简介。于是，我和周
公拿着图纸，比对着中国观赏石协会提
供的资料，满园子寻找冯溥的藏石。
  夏日植物生长茂盛，我扯断攀附在
奇石上的藤蔓，抚摸着石身，从洞孔里
窥探几缕斜阳跳跃的样子，在万籁俱寂
的园林中，我仿佛置身于唐代寒山的
《诗三百三首》里，“凡读我诗者，心
中须护净”。
  我用指尖去触摸每尊奇石，以心灵
与它共语；用笔墨去抒写它的情怀，去
读它的古今往昔。特别是“冬”石，它
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种跳跃性和愉悦
性。古有名句“石不能言最可人”，那
是因为你没有跟它来个贴心的交流。如
果你足够静心，站在它的身旁，仿佛能
听到声声沁入心底的呢喃。
  从这开始，无论花开漫漫或金叶纷
飞，还是阴雨袅袅或白雪皑皑，我都要
来看一看它的样子，听一听它的心声。
  夏日，莲池南岸绿荫遮日，一缕缕
荷香摇动着碧水萦绕两岸，打落在奇石
上。上午8时的光线很弱，它吝啬地从枝
桠间塞进几缕薄薄的光束，林间瞬间变
得如梦如幻。借着几声鸟鸣，临立在
“冬”石旁，望着池水的林影，豁然于
唐代皇甫曾的“漾漾带山光，澄澄倒林
影。那知石上喧，却忆山中静”。

  “冬”石位于偶园云镜阁北邻，莲
池北岸。云镜阁原建于冯珣的怡园中，
堂弟冯瑗与他登阁一览美景，故为阁取
名并作有《云镜阁记》。《云镜阁记》
全文如下：(余)岩栖日久，每入郡城辄违
鹿豕之性。偶登家季园阁，顾瞻林壑，
恍若素交，一丈闲愁，顿减三尺。南眺
云门如悬玉，照于树梢之上，空翠欲
流，光染栏槛。因举酒酹阁曰：“号尔
‘云镜’可乎？”家季解阁意，代应之
曰：“然。”遂名之。
  后来，冯珣之孙冯溥在整建偶园时
将云镜阁划归园中。此阁延续至清末，
现在已不见其原迹。或许是因有明朝时
期的云镜阁之故，让秋日的“冬”石显
得更有情趣。特别是秋雨绵绵的日子，
听着雨丝轻拂绿水，望着云雾穿过云镜
阁，又从“冬”石的石孔中进进出出，
恍如身处人间仙境之中。倘若有琴声相
伴，琴瑟在御，岁月静好，正是觅得的
佳境所在。
  清朝时期的青州，还是一座府城。
冯溥当年收集“春”“夏”“秋”“冬”四
石，一定是蕴含着深厚的寓意，要不他
怎么会费心、费力去寻得呢？后人把这
四石归纳为崇尚自然系列。如今，能够
拥有一片洁净的天地是人人追求的目
标，而偶园就是一座天然氧吧一样的园
林。有一天，我在集雅山房陈涛老师的
工作室里欣赏他的藏石，他说：“偶园
的奇石之所以多年来一直很干净，那是
因为偶园里的空气好。如果一块石头常
年在空气不洁净的地方，石身上就会留
下一些褐色或黄色等污浊的杂痕。”
  我一直觉得“冬”石在白雪皑皑的
日子里，或者冬日里，更彰显其独特之
处。特意盼着下雪后，再去写它温柔的
一面。前几天，看到朋友在微信朋友圈
里发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拍摄
“冬”石的照片。我无意之中在他的图
片 下 面 留 了 一 句 ， 很 希 望 看 到 雪 后
“冬”石的样子。
  下雪后的第二天一早，朋友发给了
我十几张雪中“冬”石的照片。那是一
张张铺满洁白雪花的照片，没有留下任
何飞鸟人兽踏过的脚印。
  我满怀感激地给朋友打电话致谢，
他说自己也很喜欢“冬”石，此石看上
去很敦厚，就像一个人的品格一样，让
人感觉很舒服。

  此时，我觉得一个人心怀怎样的境
界，眼前的事物也由其心而发。《礼记·
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
盟。”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心情如此，
我写这篇《那知石上喧》的心情亦如此。

马致远故居

  因为喜欢独处，也就常常孤
独，就有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想
法，这种孤独与多思便令我十分
喜欢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
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
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
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读完这首小令后，眼前呈现
出的画面就是孤独、凄凉。《天
净沙·秋思》中的前三句，排列
了九个名词。这些名词，描绘出
了三幅不同的画面：掉光了叶子
的老树，被几根干巴巴的枯藤缠
绕着，在秋风中瑟瑟发抖，不知

是藤缠树还是树缠藤；黄昏中，一只老鸦呱呱叫着
落在枯树上，没有一丝活气；更有那远处即将落下
的夕阳下，一匹瘦马在崎岖不平的古道上跋涉，它
瘦骨嶙峋、举步维艰。这是一种怎样的凄凉和
孤独。
  马致远是元代大都人，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人。
在北京西门头沟区王平镇西落坡村内，有一元代古
宅，村民们世代相传这里就是马致远故居。
  我选择了下午到访马致远故居。从距离村子最
近的地方下车依然走了五六里路，终于在夕阳西下
时找到西落坡村。村子在一处缓缓的山脚下，七拐
八拐远远就看到了马致远故居。
  马致远的生平资料不多。但就我看到的这一处
不小的四合院来说，其出身应该算是富裕人家。令
我吃惊的是门前的小桥流水。按说，北方的有钱人
更喜欢高门大户，大门两边拴马桩、抱鼓石，排排

场场、威风凛凛。而马致远家却偏偏建了一处耳朵
大小的小桥，这小桥除了观赏并无实际使用价值。
这只能说明马家崇尚读书，爱好小桥流水人家的诗
情画意，是书香人家的情调。
  西落坡村地处京西要道，古道两旁是老百姓沿
街建成的房子。此地草木旺盛、泉水涌流，山上山
下处处灌木丛生，枯藤老树触目皆是，老藤缠树自
然不足为怪了。
  当晚宿在马致远后人开的农家乐中，马家在此
地是第一大姓。晚饭时，我敲开了主人家的房门。
沙发里窝着一位中年男子，看我拿了啤酒，他说天
寒，不如喝点白酒，遂默默地为我倒了一杯自家酿
的高度酒后，又“葛优躺”在沙发里不做声，样子
实在像其祖上——— 凄冷、孤独，正在秋思的样子。
  第二天早起早行。出门不远就是“京西古道”
的石碑。沿指示牌，很快就步入崎岖不平的山道。
远处丘陵群山连绵起伏，山间里蜿蜒起伏着古道。
寒风顺着山间挤进来，令人瑟瑟发抖，加快脚步很
快进入纯青石路段，就看到了著名的“蹄窝”。
  这么深的蹄窝实在令人震惊。如果是现在，有
马匹走在上面，每一匹马都会沿着前马的步子，将
蹄子稳稳地落进窝里，因为落在窝外会打滑。
  可以想象，在深秋的某一个傍晚，马致远牵着
那匹陪伴他的瘦马离开家乡，他在枯藤缠绕的老树
下驻足了一会，有晚来归宿的老鸦在叫。他留恋地
回头看看，自家的小桥流水默默地为他送行。他叹
了口气，望向远方：古道上，络绎不绝的马队在缓
缓地攀爬，耳边传来“叮叮咚咚”马脖子上的铃铛
声。马致远也牵着他的瘦马踏上古道，在瑟瑟秋风
中，奔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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