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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晨，在雄鸡三声啼鸣中，邵武市水北镇
龙斗村苏醒了过来。村庄披着浓雾的薄纱，炊
烟袅袅升起，四周弥漫出大米稀饭的浓浓香
气，掺和着辣椒炒咸菜、大蒜炒肉片的农家早
餐味，让人闻之顿感胃口大开。人间最至繁至
简的，莫过于这乡村的烟火气。

勤快的村民们三三两两出现在自家房前屋
后，早早就忙碌了起来。大樟树底下，村里请来
的那位木匠雕刻师傅轻扬起手中的铁锤上下飞
舞，有节奏地敲打着一块硬木雕刻，配合着小鸟
的鸣叫声，唱响了充满活力的乡村晨曲。

不一会儿，太阳从不远处的云灵山跳了
出来，清晨的冷雾四散而去。虽是小寒节气，
但冬日暖阳，大地微微暖气吹，日子似乎是进
入了明媚的初春。

这两天，村里老少特别喜庆高兴，盖因春
节来临前，龙斗村为期十天的沙雕文化节就
要开幕，届时南来北往的游客将乘兴而来；还
有新建的村史馆快开馆了，省城的书法家寄
来了“龙斗村史馆”的题字墨宝。村民们说：

“这几个字写得好看，有气势，很对咱们龙斗
的路。”

这些年，在乡村振兴的路上，龙斗从一个
贫穷的村成为省内外人们交口称誉的“明星
村”，它的变化有着不一般的经历。它的故事
不是那种轰轰烈烈、一鸣惊人的传奇，而是聚
沙成塔、水到渠成的过程。

二

青山如黛，富屯溪一湾碧水绕村而过。
龙斗村始建于沙洲上，沙洲长满芦苇，名

芦洲。先民们看到旁边的山形如龙，地势如
斗，便把村名定为龙斗。龙在人们的眼中，从
来就是一个行云布雨、消灾降福的祥瑞神兽，
龙斗村人喜欢这个名字。

2024 年的元旦刚过几天，小寒不见寒，水
暖不成冻。我走进龙斗村采访，些许的毛毛细
雨在天空中悠然飘逸，轻拂人面，平添了村庄
的妩媚多姿、湿润柔情。

只见村道宽敞，房舍错落有致，庭院干
净整洁，偌大的钢结构停车场上停放着村民
们的私家车，整齐有序。村道两侧丹桂飘香，
空气清新。村民文化广场上，一棵古樟树老
枝新芽，焕发生机。它不仅聚集了龙斗村男
女老少的欢声笑语，也见证了龙斗村的历史
过往变迁。

龙斗村的乡村振兴故事，得从 20 多年前
说起。20 多年来，龙斗村推动产业兴旺、建设
美丽乡村、促进乡风文明，绘出了一幅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

当地原本有“剥树皮借寿”的习俗。后来，
村民们再也不剥樟树皮了，村里请了林业专
家前来为古樟树治理，开了药方施治，让古樟
树重焕生机。村里还调整产业结构，划定生态
公益林，把森林保护起来。在村民大会上，大
家举一反三，哪些事该干，哪些事不该干，制
定出了村规民约，并把它刻在老樟树对面的
一面石墙上。

龙斗村以其乡村治理新格局，获评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成为福建省的文明村、精品
村、小康样本村。村里先后投入 500 多万元进
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 15 个村民小组通村通
组道路全部硬化，建起电子阅览室、文化俱乐
部、党员活动室、农民健身公园等文化阵地。

三

一剪白云一溪月，一程山水一年华。
为了做好林木资源的保护文章，龙斗村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高村民爱林、护

林、造林的积极性。又推出“森林生态银行”，
通过股份合作经营、山地合作造林、林业空间
流转等方式，将分散、零碎的林业资源规模
化，让林农和村集体获得长期持续稳定的收
益，把绿水青山培育得更加壮实。

程忠辉是村里的林业大户，过去主要靠
砍树挣钱，现在他成了村里的一名护林员。每
次巡山看到绿水青山的好景色，他心里踏实
多了，护林、造树，不仅保护生态、造福子孙后
代，还让大伙儿有了长期的稳定收入。

当年，村民们对云灵山这个旅游项目有些拿
不定主意。在前后十年时间里，几任村支书锲而
不舍，一家一户地做工作，以情感人、以心换心。

2012 年，云灵山景区正式运营。优质的项
目与优美的环境，使得游客纷至沓来，不少龙
斗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现在每逢周末，村
民戴华光都格外忙碌。他和妻子一大早就在
农家乐里忙活起来。他经营的饭馆里供应的
全是地道农村菜：青蒜炒肉、土辣椒炒鸡蛋、
腌菜炒笋干，物美价廉、经济实惠。再配上自
酿的米酒，菜香酒醇，很受游客欢迎。随着村
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戴华光将自家农家乐的
经营面积从 100 平方米扩大至 300 平方米，每
年的营业收入超过 100万元。

2023 年，云灵山景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
30 万人次。村民们深有感触：“绿水青山，真的
就是金山银山！”

四

下派龙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游旭辉说，多
年来，村里持续进行荒地开垦和农田高标准改
造，耕地面积不减反增，达到 4033 亩。村里打
造了闽台农业示范基地，在闲置农田种植有机
水稻，生产的有机大米不仅价格好，还不愁卖。

水稻种植大户林文生和其他三位村民合
伙种了 300 多亩水稻，喜获丰收，产量达 18 万
公斤。他高兴地算了一笔账：“我个人能分到
十多万元。加上平时打零工、干副业，日子过
得可有盼头了。”

龙斗村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土特产，立足
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了多个特色产业。萝
卜、杨梅、花卉苗木种植和水产养殖等特色产
业均有一定规模，中草药、养蜂等林下经济也
成为村民增收的新路子。

村民吴亮亮既是杨梅种植大户，也是养
蜂高手，他在杨梅树下养蜂 200 箱，年产值可
达 30 多万元。龙斗村全村养蜂 3000 多箱，只

要全卖完，收入很可观。
农业多种经营有声有色，产业项目落地

也颇具成效。随着云灵山旅游、闽台农业示范
基地、沙雕文化体验项目一个个项目在村里
落地生根，资金、管理、技术等各种优质资源
也跟着不断流入龙斗，为村里带来了更多的
活力与自信。

五

龙斗村由于土质条件好，农作物质量高、
味地道。本地人有句顺口溜：“一都鱼，二都的
瓜，龙斗的萝卜顶呱呱。”龙斗的萝卜又嫩又
甜脆，口感清甜多汁，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很
受人们的喜爱。

虽说龙斗的萝卜早就闻名，但早些年，村
民们种萝卜只能换点买油、盐、酱的钱。一天只
敢收 500 来公斤，上午收完，中午开车运到市
场找商户，卖掉一大半，剩下的萝卜只能拉回
来卖，听天由命，能卖多少卖多少。

为了打破产业发展瓶颈，村里成立了龙马
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专业户能人李垂永被推
选为会长。菜农抱团发展，规模越做越大，有了
固定销售渠道，只要一个电话，客商上门收购、
当天结账。由此农民种植萝卜的热情高涨，萝
卜种植面积达到了千余亩，人均近 1亩，年产量
可达 5000吨，实现年产值 1800余万元。龙斗萝
卜还成功通过国家绿色食品的商标认证。

去年 3 月，“第四届龙斗萝卜节”举行。活
动展区设有萝卜酱菜、萝卜糕、萝卜油饼等蕴
含萝卜元素的各种风味小吃摊位，品种繁多、
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外地的消费者、游客与
经销商。本届萝卜节还设置了“萝卜王”和“最
佳萝卜制品风味奖”评选活动，近 12公斤重的
萝卜最终摘得“萝卜王”称号。

龙斗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杨梅，龙斗杨梅
在邵武远近闻名。一到采收时节，商贩和游客们
便接踵而至。去年夏天，龙斗杨梅又迎来了一个
丰收年，可就要大量上市之际，村里通向外界
的主干道却因降雨而塌方阻断。道路不通，要
采摘的游客进不来，采收下来的杨梅也运不
出。就在种植户们焦急之时，村“两委”动员党员
干部带头，抢修出另一条便道，也抢通了杨梅的
销路。为了多卖杨梅，村党支部还组织种植户到
邵武城区举办杨梅节，并在城区农贸市场设立
龙斗杨梅专卖点，线下线上一齐上阵，众人齐吆
喝，将杨梅种植户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六

皎洁的月亮爬上了云灵山顶。
龙斗村宁静安详，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

进入了梦乡。老支书冯开云睡不着觉，他像
往常一样披衣踱到大樟树旁坐下，禁不住又
回忆起过往来，思绪万千。1969 年他从福州
来到龙斗插队，一晃 40 多年过去，他的青丝
已 变 成 了 白 发 ，年 轻 时 的 酒 窝 也 活 成 了 皱
纹。问风问雨问自己：爱这个地方吗？答案是
肯定的，龙斗，是他走了心、入了梦的地方，
这里有他的青春岁月，有他充满温情的家。
回首往事，自己走过的路，虽然没有轰轰烈
烈、掌声四起，但一花一叶都是生命的写意，
一草一木都是风景。想到这里，老支书冯开
云十分欣慰，又想起龙斗的眼下和未来。白
天，游旭辉与他交流时说：“老支书，钱、地、
人这三项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资源要素，龙
斗村最需要的是人，尤其是需要多多的年轻
人回来创业。”他接着又欣慰地说：“故乡永
远是一个令人魂牵梦萦的所在。随着咱们村
旅游产业的发展，一些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已
开始陆续返乡创业……”

夜深了，大地一片月光清辉映照。龙斗人
定然不负这片月光，他们乡村振兴的故事还
在继续。

“明星村”的故事
□马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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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偏远幽静，道狭草木长，等山里的四季都悄悄完
成轮回时，我来到九侯山。

九侯山中有九侯禅寺，始建于唐咸亨年间，怎么算也
都有上千年了。九侯禅寺俗称九侯岩，清康熙六十一年

（1722 年）碑记、镌刻《九侯岩指南传》碑记云：“诏邑之北
有乌山九侯岩胜境，远观形势若五星聚讲，九曜联辉；近
历古迹则层峦叠翠，岩石崔嵬，诚天然大观……”该处藏
风聚气，日出有曜，山浪峰涛，自然天成，地理位置极好。

九侯山别有洞天，山雄、水秀、树奇、洞幽，好景天造，
奇岩怪石皆各具神韵，山中的九侯禅寺也让这座山更添
几分吸引力。登上山坡，前有巨石耸立，天然大石构成一
副门的框架，这就是山门了，上刻“天开”二字。未过这扇
意象中的“空门”之时，门中仿佛有一幅流动的画，春与
秋，晨与昏，云蒸霞蔚，星辰明灭，皆成一景。走过门之后，
豁然开阔，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天开”二字，是明万历七年（1579 年）云南参政使罗
汝芳题署，知县邓于藩刻石。罗汝芳是有“来头”的人，他
是明中后期著名学者，还是戏剧大师汤显祖的恩师。但云
南离九侯山千里迢迢，罗汝芳怎么会在这里留下墨宝呢？
原来，当时诏安上湖进士胡文，曾任云南按察司副使，也
许是在某个场合，他们一见如故。胡文聊起家乡的山清水
秀，特别是九侯山值得一游，罗汝芳应邀欣然而来，并大
有感触，挥毫一书。这种邀请和赴约不比现在，那时出一
趟远门不易，远方而来的墨宝尤为珍贵。当时的诏安知县
邓于藩遂赶紧命人将其勒石其上。一块题字的背后，汇集
了诸多故事和机缘。

当然，罗汝芳的题字不是最早的，最早的题刻是“九
侯名山”四个壁窠大字，由元代高僧无碍题刻于大德十一
年（1307 年），距今已有七百多年了。当时无碍大师已被
钦定为潮州开元寺的方丈。就职前，他游学访道，到了九
侯山后竟停下来，不走了，也跟这方山水结缘，后来成为
九侯禅寺的住持。

在被九侯山吸引的文人墨客中，最著名的当数南宋
大儒朱熹和明末理学家黄道周。经过历代修缮，如今的九
侯禅寺西侧厢房门楣上仍挂有朱熹款署晦翁的“西斋”匾
额，前殿迎门横梁上悬挂的则是黄道周题匾“洗心之藏”。

朱熹知漳只有短短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他被九侯山
钟灵毓秀、山水相环、树木葱茏的景致所吸引。但为什么会
写下“西斋”呢？“西斋”意指文人的书房。或许是当时住持请
朱熹题字，于是他大笔一挥写就。传说中这题字还不是用毛
笔写的，是朱熹用茅草随手扎笔，蘸墨而成。墨宝珍贵，以平
石作匾，以便流传。因为是大儒写下的匾额，且蕴意深远，所
以远近学子都争先前来拜祀，以期求得金榜题名。

到了明代末年，黄道周也来到九侯山，提笔写下了
“洗心之藏”四个大字。传说中，黄道周用的那支笔恰是
朱熹的那支“茅笔”，后来这支笔还被黄道周作为镇邪之
宝，抛进汹涌的江中换得风平浪静。其实，朱文公与黄道
周相距有 400 多年，一支“茅笔”怎么可能留存那么久
呢？实物证据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仅仅留下这
个传说在九侯山的云雾中若隐若现。传说总是要比真实
的历史生动有趣得多，所以人们都愿意相信，都愿意来
这里“洗心”。

禅寺左边有一“松涧泉”。一座全是石头的山未免过
于硬朗，这些泉水和九侯山的云雾一样，缓和与修饰了山
峰生硬的线条。泉水源于后山原本郁郁葱葱的松柏林，甘
甜爽口，长流不息。撩拨了些泉水，拂面洗手，清凉无比，

“涤尽烦襟”。
从云梯循级而上，就到了福胜岩。云梯在“云根”旁，

四十五级石阶。明万历庚子（1600 年）季冬，几位读书人
相约来九侯山一游，也许是来瞻仰朱文公的“西斋”和他
的“茅笔”，到了这里，只见云雾缭绕，团团相裹，仿佛这里
是云的家，云雾从这里生根发芽，氤氲渐浓，层层叠叠。于
是大家商议命名“云根”，再恰当不过了。福胜岩因宋末遗
臣沈子真义不仕元，举家居此而声名大噪。

九侯山中最著名的，还有一个以石为顶、室内可容数
十人的天然山洞，叫“五儒书室”。南宋中期时，金陵赵嘉
客、洛阳周直言、临澄伍仲求等五人，陆续隐于九侯山这
个山洞里讲学，后人因此将其称为“五儒书室”。

九侯山历来适合隐居，因而人文荟萃、文风鼎盛。黄
昏来临，云雾散去，鸟儿归巢，樵夫回家，万籁俱寂，但余
九侯禅寺香烟袅袅。想到唐时的雨露、宋朝的冰霜、明代
的风雪、清朝的云霭，遗编断简不停地飘过历史的天空，
任它物换星移几度秋，九侯山自岿然不动。

这样的深山，真好。

深山藏四季
□黄文卿

我喜欢奔跑，长跑是我一直坚持的习惯。
有人觉得最好的锻炼方式是散步而非跑

步。因为散步的时候心态是放松的，情绪是疏
阔的，可以同时感知和参与身边的世界。散步
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座山、每一棵树，
甚至是每一朵花都可以成为风景，让我们细
微入心，了然于情。但是跑步不行，因为跑步
尤其是长距离的奔跑是紧张而疲惫的，需要
竭尽全身的体力去应对，也需要全神贯注来
参与。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一个人根本没有余
力再去感受周边的其他事物。不然的话就有
可能摔跤或跌倒，甚至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险。
所以喜欢跑步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俗语：奔
跑的途中是没有风景的。

正因为奔跑的途中没有风景，所以在漫
长的路程中，陪伴你的不是清风拂面或怡然
自得，而是极限的挑战与难忍的孤独。一个
人的体能处于极限状态时，也就是完全与自
我独处的时候。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你既无
法 观 赏 任 何 事 物 ，也 无 法 与 任 何 人 进 行 交
流。你所能做的就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以及你自己沉重的脚步。于是你往往会与自
己不期而遇，从而探幽索微，进而发现生命
的本质。

我的个人体验是，一个人在奔跑中完全
可以进入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微型世界。这个
世界虽然微小，却有着自己的气息和规律；
这个世界虽然狭窄，却能够让你思接千里尽
情遨游。用李敬泽的话来说，这个时候“你披
襟当风了澄怀静滤了”，“你轻了你空了，你
停不下来了，多巴胺内啡肽如风，风劲马蹄
轻，所向无空阔，你都不是你了”。这也正是
我喜欢奔跑的一个根本原因。“三公里专治
各种不爽，五公里专治各种内伤，十公里跑
完内心全是善良和坦荡。”网络上流传的这
句笑话，已经把跑步的乐趣和好处做了最好
的总结。

由于喜欢奔跑，也惊喜地发现，这个世
界上热衷奔跑的人很多，就是在从事文学创
作的作家中也有一些人非常热爱跑步。李敬
泽就经常跑步，他 在《跑 步 、文 学 、鹅 掌 楸》
一 文 中 曾 风 趣 地 写 道 ：“ 跑 步 的 作 家 ，据 我

所 知 中 国 的 只 有 刘 震 云 ，外 国 的 只 有 村 上
春树，他们都比我跑得快，跑得远。”刘震云
自称是个“笨人”，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
件事是写作，另外一件事是跑步。他在文章
中 写 道 ：“ 我 听 了 我 舅 舅 的 话 ，一 辈 子 做 好
一件事情。四十年前，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人
人 都 在 写 作 ，我 也 跟 着 写 ，四 十 年 后 ，全 班
同学都不写了，就剩我一个人还在写作。写
作让人快乐，跑步也是，让人产生一种浑身
特别舒畅的感觉……”

村上春树有一本著名的书叫作《当我谈
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读完后发现，他无疑是
当今世界上跑得最多，也跑得最远的一个作
家。从 1982 年的秋天开始，村上春树就踏上了
跑步的生涯。迄今为止，在长达 40多年的漫长
岁月里，他不管是在世界上哪个国家，也不管
天气是刮风还是下雨，每天都要坚持跑 10 公
里以上的路程，每个月都要跑 260 公里到 300
多公里的距离，每年至少要跑一次以上的全
程马拉松。

村上春树每天用几个小时的独自长跑保

持了与他人的距离，同时也用长时间的奔跑
拥抱着独立的思考。他连续多年都是诺贝尔
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但是每一次又都
与诺奖擦肩而过。于是有了关于村上春树诺
奖“陪跑专业户”的说法，对此，村上春树本人
并没有予以任何回应。其实早在《当我谈跑步
时我谈些什么》一书中，他就对此给出了一个
明确的答案：“成绩也好，名次也好，外观也
好，别人如何评论也好，都不过是次要的问
题。对于我这样的跑者，第一重要的是用双脚
实实在在地跑过一个个终点，让自己无怨无
悔：应当尽的力我都尽了，应当忍耐的我都忍
耐了。从那些失败和喜悦之中，不断地汲取教
训……这，便是我的愿望。”

作为一个热爱奔跑的人，我想，村上的这
番话或许就是所有奔跑者的心声。跑步并不
孤独，因为这世界上有着如此多共同奔跑着
的人们。现在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到有人从
身边奔跑而过时，我都会在心里默默为他加
油。这既是我对一个奔跑者的衷心祝福，也是
对自我的一份激励。

奔跑的意义
□冰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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