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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 了你那酝酿艺术的 “绿叶居”，漫步在京都古老的小
巷里弄 ，就这样边走边侃 ，你陪我走向那个夕 阳普照 的钟鼓楼
——真正地面对你 ，认识你 ，你的威名 不再 “震摄”我 ，你也
不再遥远 ，不 再似那佛国 里参禅悟道 的 高僧 ，你也和王朔笔下
的俗人一样——是一个真真实实 的名人凡人刘心武 。

记者 ：你很喜欢绿色植物吧 ？
刘心武 ：是的 。我种养了 吊 兰 、紫罗兰 、龙雪树 、巴西木 、万年

青等不分贵贱 的草 木 ，花很少 。我称 自 己 的 书房为“绿叶居”。
记者 ：自 1977年 《人民文学 》杂志上发表了你著名 的短篇

小说 《班主任》，你发 出 了愤懑 的呐喊 “救救孩 子！”，而被
文学界称之为是“伤痕之学 ”的代表作和新时期文学的发韧作 。
以《钟鼓楼 》捧走 中 国 当 代文学最高荣誉 “茅盾文学奖”。以

领导 了纪实作品 的新潮流 。长篇新作 《风过耳 》又掀起了 “刘
心武狂潮”，这是 为什么 ？

刘心武；《风过耳 》我不乞求有什么效应 ，也不在乎
能得什么奖 ，对名利我 已很淡漠 了 。畅销我也不刻意追求 ，
因为 ，我的作品还是属于严肃文学 。但这些年我的创新意
识一直 是很强的 。我拥抱现实 ，比较有韧劲 ，不愿走捷径 ，
愿下真功夫 ，更不愿重复 自 己 的过 去 ，这或许是我仍然能
拥有广大 读 者 的原 因 吧 ！《风过耳 》一改过去写 “人性善 ”
而写了 “人性恶”，这是我在人性方面着意挖掘 的 。

记者 ：请你谈谈你的写作情况 ？
刘心武 ：当 我从一个主编的位子 上 下来 以后 ，不再承

担那些具体的 工作责任了 ，也没有了一些繁琐的事务缠 身 ，
我又进入 了 一 种创作状态 。回过头来看看 ，连我 自 己也觉
得惊讶 ，一 是个人的创作进入 了 一个高 潮期 、成熟期 ，这
是我史料未 及的 。写作 对我是一种爱好 ，一 种生 活 的方式 ，
是我个体生命存在的一种表现 。我还是 一个有社会意识的
作家 ，不是在象牙塔里沤心沥血 ，纯粹地营造 自 己 的艺术 。
写作——是我关心群体 、社会和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 。我
出名 已 经十 几年 了 ，出版 了37部著作 ，还算是一个信誉好
的“老字 号 ”吧 ，作品的供求关系总是 “求 ”大 于 “供 ”
的。我 也仍在不断地开拓 自 己 的新领域 ，并通过 自 己 诚实
的劳动 ，挣点稿费 ，来维持 自 己 的小康生 活 ，不求奢侈 ，

但求舒适和有情趣 ，这是我刻意追
求的 。

记者 ：现在 的读者很挑剔 ，而
且谁 的 “帐”也不买 。所以 ，一个
作家绝不可吃 “老本”。而随着 商
品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节奏会
越来越快 ，长篇小说 一 类 的 东西 已
经很少有人去花时间花精力去看 了

（ 学者和研究者除外），大家忙里
偷闲 喜 欢 看 一 些 实 用 的 （指 导性
的）、轻松调侃的 （娱乐消 闲 的），
带有一点启迪 、哲思的小文 。而你
“ 散布 ”在 国 内各大报刊上 的 杂感 、
随笔 、很受读者好评 ，市场正 “火”。
而面对每天不断的稿约 ，你是怎样
安排生活 的呢 ？

刘心武 ：这几年 里 ，我在全 国
3 0多 家 报 刊 上 开 设 自 己 的 个 人 专
栏，如 “心武茶桌”、“蓝郁金香”、
“ 人生 一瞬”、“灯下拾豆”、“人生感
悟”、“窗外人语”、“绿 叶居随 笔 ”等
专栏 ，平 均每3天就有 署我名 字 的
文章见报刊一次 ，的确很忙 。

我已 习 惯上午 睡觉 ，下午看书 、
会客 、听音乐 、看画册 ，或 出 门漫
步或与妻子购物 、郊游 、或参加一
些社会活动 ，晚上和家人聊聊天 ，
1 0点他们休息了 ，我则开始写作至
凌晨4点左右 ，生活还算很有秩序 。

记者 ：面对 当 今的经济大潮 ，青年人该怎样为 自 己 “发财 ”
做准备呢 ？

刘心武 ：在社会大 的转型期 中 ，有许多发财的机会 ，有些
人梦想暴富 ，青年人 中也有这种想法和意识 ，这在改革 中 是不
可避免的 ，但我要奉劝青年人 ，要懂得在这个社会转型期 中 ，
不是人人都可能发财 、暴富的 ，归根到底还得靠 自 己 的能力 。
所以 ，要有文化知识 ，而 且还要有社会 、生活 的应变能力 ，光
有书本知识显然是很不够 的 。青年人要有 自 知 自 明 ，乘现在年
轻、精力旺盛要好好学 习 ，一个是外语 ，一个是 电脑新兴科技
知识 。如果这些在有些偏僻的地方暂时没有条件做到的话 ，一
般的社会科技知识和 自 然科技知识要弄懂 。知识大爆炸 以后 ，
全才全方位 的人才不可能 出现了 ，所以只要肯钻研 自 己选择的
专业 ，就一定能有机会 “出人头地”。

（ 下 为 刘 心 武 为 本栏题 词 ）

刊头 设 计　魏 玉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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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 ，是我的生命 ”
——趣 记 著 名 摄 影 家 王 天 育

齐连 声

三秦大地 ，古老而
文明 ；社会生活 ，丰富
而多 彩——深沉黄土 ，
富饶沃野和甘美汉水哺
育着 一个个执着奋斗的
古今人物 。他 ，时 年53
岁的 著 名 摄 影 家 王 天
育，便是其 中 的一个 。
1 962年 ，学生时代就有
朦胧 “镜头感”，在部
队亲手为战友们留 下过
永恒纪念 ，转业后在西
安电 影 制 片厂从事 过3

年新闻纪录片摄制工作的 王天育 ，被调到陕西 日 报社 ，当 摄影
记者 。从此 ，他和相机结 为伴侣 ，在三 秦大地上 同歌共舞 ，敞
开心扉 为时代风貌作 证 ，为社会发展代言 ，为圣人圣物树碑 ，
为人文景观立传。30年来 ，他上榆林 ，下陕南 ，去宝鸡 ，攀商 山 ，
花半数时间在三 秦大地上捕捉到 了 一万 多个光彩动人的瞬间 ；
以组照表现 自 己 的敏锐 目 光 ，以专版表现 自 己炽烈的情感 ，以
单幅特写表现 自 己深沉的思索 ，忠实地表达生活和艺术的真 、
善、美 ，因而跻身 国 家级摄影艺术 圈 ，多次在 《人民 日 报》、

《 人民画报》、《中 国摄影 》上艺术地向亿万读 者报道陕西的
古代文明和时代风貌 。其 中 《革命圣地》、《八百 里秦川》、

《 沙漠绿洲》、《打靶归来》、《华 山松林》、《华清 池》、
《 大地起宏 图》、《黄 土高原闹春潮》、《财源滚 滚 》等 百 多
幅（组 ）作 品 ，先后在省 内 、西北地区和全 国摄影艺术展 览 中
获奖 。尤其是他摄记的 《蒙代尔逛 自 由 市场》，因 以 高度的真
实性和强烈的现场气氛反映了 当 代社会的主流和本质而入选荷
兰第23届新闻摄影展览。1992年 ，他百尺竿头 ，又进一步 ，向
社会捧 出 了用 5年 心 血精摄 的全景式大型画册 《三 秦风采》。
我国唯一的 国 际摄影大师 ，台湾省郎静 山 老先生还乘兴提笔书
写下 “物华天宝 日 ，人杰地灵时”的条幅赞赏和勉励王天育 。

事实上 ，人们的赞许 中 隐含有对王天育把摄影 当 生命的夸
奖钦佩 。

1964年冬，“十 年寒窗”时 。王天育受令去定边县种羊场
采访 。夜幕降临后 ，他孓身一人被疾风骤雪 围裹在毛乌素沙漠
中。后来 ，是隐约 的羊 咩声救了他 。他循声摸索进一个无人看

管的羊 圈 ，象 苏武牧 羊那样靠和群羊交换体温熬过了难忘的一
夜。

1 965年 夏 ，采访途 中夜宿旬 邑县老 乡 家的王天育 ，受凉病
倒。翌晨带病 前行的他竟晕倒在路旁 。渭北高原 ，路长人稀 。
天黑时分他方被一马姓农民发现 ，并用 架子 车拉 回家 中 ；一碗
姜汤 才使他悠悠醒转 。

生活这部教科书使王天育懂得了摄影的真谛 ：　“不为摄影
而摄影 ，不为艺术而艺术”。为了 当 好 “历 史记录者”，他把
相机视做武器和眼睛。1983年赴岚皋县采访 ，在盘 山 道遇险的
他，跌人10米深 的沟时 ，他双手紧抱的不是 自 己 的头 ，而是摄
影包 ！因为他随时要咔嚓咔嚓按动快门 。

为了及时按动快 门，1964年冬 ，妻子临产前 ，王天育仍直
奔延安采访 。回来后 ，初为人父的他未待孩子满 月 ，又赴宝鸡
突击采访任务 。还是这只辛勤的蜜蜂 ，飞东飞西飞南北 ，忘了
一切 ，致使 自 己 的二姑娘 当 年未能进入重点 中学 ！

还是这只辛勤的蜜蜂王天育 ，为了摄影事业的普及 、提高
和繁荣，1985年在陕西 ，率先 出版了理论专著 《新闻摄影》。

王天育铭人心骨的还有这样一件事：10多 年前 的一个清明
节，各方人士祭奠黄帝仪式开始前 ，一个和祭奠前奏 曲不相吻
合的镜头呈现在人们面前 ，只见凌空升高10数米高 的大 吊 车鼻
钩上 ，绑缚着一个俯瞰轩辕庙 的人——那人正是手持相机 ，寻
求轩辕庙全景满意艺术效果的 王天 育摄影师 。

无　题 韩　沛

神功 元气袋 ，OK！

神奇 裹 肚 疗 百 疾

爸爸十年前 患 了 胃 穿孔 ，
作了手术后身体还是很虚弱 ，
全家人都为他的 身体担心 ，四
处寻医找单方 ，药也吃了 无数 ，
都无济于事 。

一次 ，我在《陕西农民报 》
上看 到 “505”神功 元气袋能
治胃 病 ，我为爸 爸买 了 一个 。
谁知两个星 期后 ，奇迹 出现 了 ，
他吃饭正常 了 ，睡眠也好 了 ，
身体渐渐结 实 了 。他说 ：托 了

“ 505”神功元气袋的福 。
去年春节期间 ，我在美 国

留学的姨姨 回家探亲 ，走时说
想带 点 中 国 特 产 送 给 美 国 朋
友，我 建 议她 买 些 “505”神

功元气袋 。最近她来信说 ，她
的美 国 朋 友用 了 “505”神功
元气袋后 ，都说 “中 国 人了 不
起！”“505”神功元气袋OK！
姨姨还 说 “505”神功 元气 袋
为咱 中 国 人撑了脸 ，增 了 光 ，
下次回 来 ，一定 多带些 。

（ 陕西泾 阳 县崇文 乡 坡底
小学 尚 静 ）

我因长期从事脑力 劳动 ，
加之有过脑外伤 ，患 上了顽固
性头痛 、失眠症 。八年来 ，虽
经多方求 医吃药 ，但疗效甚微 。
头痛 尤以晚间为甚 ，有时通宵
不能人眠 ，只好半夜起来服镇
痛药 、安眠药 。由 于长期头痛 、
失眠 ，身体越来越衰弱 ，四肢
乏力 ，精神萎靡 ，痛苦不堪 。

去年九 月 初 ，我儿子到长
沙市 出 差 ，因肠 胃 不适 ，购买
了一个 “505”神功元气袋 ，

使用仅一个星期 ，就感到 胃 部
温热舒适 ，食欲大增 。随后他

给我也买了一个 ，起初 ，我将元气袋 白 天戴在腹部 ，晚上放在
枕头上枕 ，半 月 后 ，头痛 、失眠症状明显好转 ，食量增加 ，晚
上不再服药了 。而后 ，我 白 天把元气袋仍戴在腹部 ，晚上置于
帽内 当 帽戴 ，使药袋 紧贴头 顶 ，这样又过了 十余天 ，头痛逐渐
消失 ，睡眠随之正常 ，连原来 出现过的心悸 、便秘现象亦 已 消
除。现在我体质 明 显增强 ，心旷神怡 ，更加热爱生 活 。神功元
气袋 ，功效之神 奇 ，真乃世界医学史上 的 奇迹 。

神奇裹肚 为我驱走 了 病魔 ，确系祛病强身之瑰宝 ，内病外
治之珍品 。我衷心感谢 世界发明家来辉武教授 ！感谢为人类除
病魔 、保健康作奉献的人们 ！

（ 湖 南省东安 县城镇 第一小学退休教师　艾 玉 和 ）

名胜 游 览

今日 咸亨酒店

文/王 黛

在鲁迅先生笔 下 ，孔乙 己
常去 光顾的咸亨酒店 ，位于都
昌坊 口 西首 。自 然 ，那是 旧 时
的地名 ，如今 已改成了鲁迅路 。
咸亨 酒 店 即 座 落 在 鲁 迅 路 中
段。

这是一幢南方城镇常见的
那种 旧 色木屋 ，单开 间 门面 ，
屋檐 下悬挂着 一块木质横匾 ，
上书 “咸亨 酒 店”4个 大 字 。
当街是一个 曲尺形柜台 ，台面
摆着 茴香豆等各种下酒菜 ，与
街面垂直 的直柜台下放着朴拙
的陶制酒坛子 ，直柜台靠店堂
里面 的一端竖着一块青龙牌 ，
上书 “太 白 遗 风”4个苍劲 古
朴的大字 ，当 年鲁迅先生笔 下
的短衣帮及穿长衫者 中 孔乙 己
之辈落魄者 ，就是站在青龙牌
下喝柜台酒 的 。陪 同我参观的
区文化馆的老何说 ，现在的咸
亨酒 店 是1981年 9月 为纪念 鲁
迅先 生 诞 生 100周 年 ，按原来
的格局重新开 设的 。历 史 的车
轮在这期间又前进 了十分之一
世纪 ，酒店没再修缮 ，因而略
显陈 旧 。

我们跨进咸亨大门时 ，正
是晌午时分 ，店堂 里挤得水泄

不通 ，里面座无虚席 ，曲尺柜
台下还蹲着几位边吃边喝 。

老何领着我好不容易挤到
后堂 ，找到酒店经理阮凤英 。
这位女掌柜40挂零 ，尽管 已是

“ 半老徐娘”，却是脸上不见
皱纹 、两鬓没见一根 白 发 ，双
乳高耸 ，体态轻盈 ，看得 出来 ，
年轻时是极标致的 。只见她腰
系一方蓝底 白 花 围裙 ，留着齐
耳短发 ，站在店堂正 中 间 ，眼
观六路 ，耳听八方 ，一会招呼
进店 者 “里边请”，一会请离
去的 游客 “下次再来”，一会
又招 呼 服 务 小 姐 为 某 桌 上 酒
菜，俨然是场上指挥 。听着她
那京韵十足的应酬 ，看着她那
精明能干 的麻利劲 ，我忽然觉
得她很象 《沙家滨 》里春来茶

馆的老板娘阿庆嫂 。老何把我
介绍给 “阿庆嫂”，请她对付
两个座位 。她擦擦汗 ，喘着气
说：“实在抱歉 ，地方太窄 ，
人又太多 ，只好委屈你俩先站
一会 ，容我设法。”说完 ，在
桌子 间穿行几趟 ，一 刻钟后 ，
给我们匀 出 了 两个座位 ，引 我
俩坐下 ，交代服务小姐上酒菜 ，
尔后乐观地说 ：　“眼下店堂面
积200平方米 ，太小 了 ，我们
正打算将后面部分扩大 ，扩大
到400平方米 ，下次你们再来 ，
请你们入雅座。”

“ 看来生意非常红火？”
我切入正题 。

“ 那还用 说 ，生意一年 比
一年好。”阮掌柜眉 飞色舞 ，
满脸得意的神气 ，　“外地游客

来绍兴 ，没有 一个不来咸亨喝
二两 的 ，不喝酒 的也要来吃一
碟茴香豆 。这两年 ，港澳台 同
胞及外国友人逐年增多 ，到 目
前，已有40多个 国家和地区 的
游客光顾过 。我们也是外向型
企业 ，大把大把的赚外国 人的
钱呢 ，不赚 白 不赚。”

“ 去年赚了 多少？”
“ 不 多 ，一万 出 头兑换卷 ，

全年 纯 利 润4.4万 。今年 1至 9
月已 超过4.5万 了 ，估计全年
能超过6万。”

说话之间 ，绍兴黄酒 上来
了，咸煮花生米 、茴香豆等也
出现了 。

“ 茴香豆！”我们不 由 得
来了情绪 。

“ 是买的成品吗？”我想
起了 上海城隍庙的五香豆 。

“ 不 ，是我们从农村收来
蚕豆 自 己做的。”

“ 卖得动吆？”
“ 好卖得很 ，来这里 的顾

主没有一个不吃茴香豆的 ，有
的临走还要带 上几包 ，袋装 的
一天可卖700到800袋 ，坐堂小
吃的一天也要吃七八十斤。”

“ 孔乙 己长久没来了 吧？”
我想起先生 的小说里咸亨酒店
的掌柜 的念叨 。

“ 来 ，几乎天天来。”阮
掌柜话音未落 ，忽听后 面传来
一阵哄堂大笑 ，急忙 回头一看 ，
我几乎怔住 了 ：这不是孔乙 己
兄么 ？真是提起曹操 ，曹操就
到。只见他还是穿那件洗得发
了白 的青布长衫 ，头上戴一顶
破毡帽 ，正站在青龙牌下 ，神
情紧 张地守护着 曲尺柜上那碟
属于他的 茴香豆 ，而周 围却伸
着几只手在乞讨 ，急得他只好
伸出 右手 张开 5指 盖住碟子 ，
一面说：“不多不多 ！多乎哉 ？
不多也。”就在这时 ，只听得
快门 “咔嚓”一声——原来是
几位香港游客正在拍古装像 。

一笑之余 ，我忽然想起 ，
在鲁迅先生 的笔下 ，长衫帮是
从不 戴破毡帽 的 ，只有 阿Q、
闰土之类短衣帮才戴 ，不知是
港客疏忽 ，还是孔乙 己越发潦
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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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 之 光
（ 连载 ）

荏苒　晓寒　方 美

他说 ，每个 官 都 象 一
味中 草 药 ，只 有 综 合 配 伍
才能 为 社 会机体 平 衡 阴 阳 ，
调养 血 气 。想 被 重 用 ，你
得合 时 而 来 ，成 为 如 法 炮
制的 一 味 。不 然 ，便 如 孙
思邈 所 说 ，徒 有 药 名 并 无
药实 ，与 朽 木 无 殊 。不 但
于社 会 无 益 无 补 ，反 成 为
臃赘 。

在户 县 、咸阳 ，不论职
务高低 、官大官小 、平民百
姓，凡是有求于他的 ，他都
热情奔波 ，竭 诚相助 。因 而
被赞誉为有德有才 、年轻有
为的后起新秀 。早在1980年
前，户县 一 些有影响的 干 部
就曾称他为 “德 高望 重 的 干
部”。

　 精神升华

流传
说，三 十七
八等提拔 。

1 986年

刚满36岁 的
来辉武 ，在
党校深造之
后，带着丰
收的 喜悦 ，热情满怀地回到户
县时 ，却不但没有被重用 ，反

倒失掉了发挥
才能的机遇 ，
他烈火般 的热
情被泼 了 一瓢
冷水 。来辉武
碰到人生旅途
的第 一 个 坎
坷。

人，从呱
呱坠地到离开
人世 ，总是在
欢乐 与悲哀 、
幸福与痛苦 、

高兴与忧愁 、顺利与艰难 ，甚
至在血泪 、火海 中 度过的 。人
生的风风雨雨 、坎坎坷坷 ，有
政治的 、事业 的 、追求 的 、前
途的 、爱情的 、生活的 、疾病
的，等 等等 等 ，还有说不清 的
七灾八难 。在唐僧西天取经的
神话故事里 ，不是也有九九八
十一难嘛 。来辉武在这艰难的
人生十字路 口 犹豫 、徘徊 、发
愁了 。

父亲严格的家教 ，农家生
活的熏陶 ，人生 的某些体验 ，
以及三年 中 医 、中 药刊大的学
习，使他养成一种怪僻的秉性 ，

遇事老爱在祖国 古老
文化的宝库 中 寻找答
案。看看炎黄子孙的
先哲圣贤们 ，当 他们
困厄潦倒时 ，是怎样

从失 意 悲 愤 中 得 到 精 神 的 解
脱、重新激励振作 的 。他是个
普普通通 的三秦汉子 ，可先哲
圣贤的精神 、品德 ，是我们民
族的瑰宝啊 ！

楚国 的 三 阊 大 夫 屈 原 ，
在与 贵族 斗争 中 被 削职 为民 ，
逐放 于 汨 罗 江 岸 。在 失 落 潦
倒的 悲愤 中 ，依然 深 入 人民 ，
了解 人 民 ，歌 颂 人 民 ，写 出
了伟 大 的 诗 章 ，成 为 我 国 最
早的 伟 大 爱 国 诗 人 和 世 界 文
化名 人 。

西汉 的 太 史 令 司 马 迁 是
三秦 韩 城 人 ，因 为 同 僚 争 辩
而被 免 职 人 狱 ，经 受 了 残 酷
的腐 刑 ，仍 然 念 念 不 忘 著 书
立说 。他 的 《史 记 》是 我 国
最早 的 一 部 通 史 ，开 创 了 传
纪体的先河 。

还有孙
子、吕 不 韦
… …等 等 。
人总是要有
点精神的 ！

在那些
心烦苦闷 、
孤独寂寞的

日子 里 ，来辉武在陋室 里徘徊 ，
在我们民族文化宝库里遨游 。
他向先哲请教 ，和圣贤交谈 ，
向他们质疑 ，请他们答辩 。他
的心 灵 和 先 哲 们 的 心 灵 碰 撞
了，闪现 出 点点火花 ，一点点
一束束的火花 。这火花是精神
营养 ，是 巨大 的力 量 。他失落
的心得到了安慰 ，惆怅的情绪
宽松了些 ，苦恼的思想解脱了
些。

夜深了 ，古城马路上 的人
流车往停滞了 ，人声喧哗没有
了，隔壁 电视机的音 响关闭了 ，
热闹嘈杂的大千世界暂时宁静
了。他从斗室 的二屉桌前站起
身，在仅一席之地的空 间踱来
踱去 ，他瞅 了 瞅桌 上 、床上和
简陋书架上 、箱盖上堆满的 中
医药书刊 。这是他独有 的小天

地，象是狂风 巨浪 中 一个安宁
的孤 岛 ，又 好 似 千 里 沙 漠 中
一块 诱 人 的 绿 洲 。在 汹 涌 澎
湃的 生 活 激 流 中 ，只 有 这 间
斗室 是 属 于 他 的 。他 从 中 医
古典 著 作 中 得 到 新 的 启 示 ，
会心 自 得 地 笑 了 。并 自 言 自
语说：“中 医 学理 论真个妙 ，
说是 治 病 ，也 是 治 世 ；为 人
治病 ，也 为 自 己 ；可 医 肉 体 ，
也可 医 灵 魂 ！”他把 中 医 书
往桌 边 推 了 推 ，从 书 堆 里 翻
出一 本 《老 子 》来 。老 子 是
春秋 时 代 的 大 思 想 家 ，道 教
的祖 先 。他 朴 素 的 唯 物 辩 证
观点 对 我 国 哲 学 产 生 了 深 刻
的影 响 。老 子 曾 从 河 南 来 到
陕西 在 楼 观 台 传 经授 道 。来
辉武 专 心 致志 地 看 着 看 着 ，
耳旁 似 乎 有 楼观 台 隐 隐 约 约
的钟 声 在 回 荡 。他 嘴 里 念 出
声来 ：　“无 为 自 化 ，清 静 自
正！”

嘿！他 重 重 地拍 了 一 下
大腿 ，高 兴 极 了 。猛 地 站 起
来，他 一 连 把老 子 的 话 念 了
三遍 ，一 遍 比 一 遍 高 ，一 遍
比一 遍 快 ，第 三 遍 几 乎 是 引

吭高 歌 了 。
后来他还专程朝拜了楼观

台。这里南依秦岭 ，北临渭水 ，
竹林茂荫 ，风景秀丽如画 。来
辉武一 口 气攀登上楼观台的主
峰。往西 ，在太上老君庙后 的
悬崖上 ，有个黑咕隆冬 的洞穴 。
据《周至县志 》载 ：此洞左壁
有个石穴 ，不断有 阴 风溢 出 ，
透骨渗髓 ，凛冽不可久留 。这
就是老子用来炼长寿永生仙丹
的炼丹炉 。他在说经台徘徊了
许久 ，似乎在聆听老子 说经传
道：“无为 自 化 ，清静 自 正！”
那里有八角亭 ，有赵颉手书 “上
善池”的墨迹 。旁边有一小水
池，泉水从石雕龙 口 中 喷 出 。
此泉传说有二 ：一说老子有一
天柱了拐杖来到此地 ，他把拐
仗插在地上 ，用七香草化作美
女，借以考验其弟子学道是否
虔诚 。插拐杖处变为一股泉水 ，
称作 “化女泉”。二说 ，元代
周至流行千年不遇的瘟疫 ，死
者无数 。老子托梦 ，让人挖出
此泉 ，凡饮泉水的患者 ，不过
半天就康健如初 。

（ 五 ）　（广告 ）

奥运健儿建奇功 ，
“505”重奖立功人 。图 为
来辉 武 厂 长 与 奥 运健 儿
陆莉 和 李 小 双合 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