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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大洪山，犹如隐藏在楚北境内的一颗明珠，

一处绝秘仙境。

大洪山，是佛教圣地，中国禅宗曹洞宗发祥

地，与道教圣地武当山遥相呼应。

大洪山，是养生圣地，一山分四季，十里不

同温，溶洞、泉水、原始森林……是大自然赐予

的天然氧吧。

大洪山，是革命胜地，在这片英雄的土地

上，目前保留有李先念、陶铸等创立的新四军五

师司令部、医院、被服厂、兵工厂、印刷厂等几十

处革命遗址。

2016 年末，第一次站在大洪山南风垭，天空

中开始飘起雨丝，夹杂着星星点点的雪花。

车开不上去，顺着南风垭的一条小径向大慈

恩寺步行。我一边走，一边被眼前惊心动魄的雾

淞之美惊艳到。

从来不曾期待过自己的家乡有胜景，在这天

之前，我一直以为诗与远方都在他乡。

从来不曾期待过自己与佛法能结缘，在这天

之前，我一直以为佛法高在庙堂之上。

徒步穿过这条银色蜿蜒的琉璃世界，我的心

被狠狠地击中：跋涉了千山万水，最好的远方近

在身旁。

在心中就这样发了一个愿：我要将这些美传

递给更多的人，我要用镜头来表达对家乡的挚

爱。

这便成为后来，每年雾淞之时、大雪纷飞之

时我会第一时间赶往大洪山拍摄的缘起。

生命线里的那些缘，妙不可言。如果没有

“最好的时光城市书店”，就不会遇见大洪山佛教

图书馆；如果没有担纲大洪山佛教图书馆的设计

师，就不会恰好遇见大洪山的此时此刻；如果没

有此时此刻，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

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而所有看起来必然的

果都由无数个偶然的因扣紧。因与果，交替往

复。

因这般的缘起，我会经常住在寺院里工作。

因为住下，大洪山之美才真正地向我拉开帷幕，

令我惊心动魄的不止雾淞。

大洪山之大美，美在它的日出与日落，美在

它的云海和碧空，美在它的静谧和庄严，美在它

的每一寸光影变幻。这两年的春夏秋冬，我拍摄

下大量照片，细细地整理下来，已经超过 10000
张。

而这一切，需要住下来、慢下来、静下来，方

可以得见。匆匆而来，草草而去，是很难见证到

天地之大美无言的胜境。

后来，很多朋友问我：如何更好地走进大洪

山？于是，我趁着去大洪山放空的二天时间，自

驾完成了“大洪山三天二晚”的短途之旅。

Day 1
我喜欢行走在大洪山清静的山路上，也喜欢

独自听潺潺溪水的欣喜，更喜欢独赏山间的云卷

云舒。

选择了一个错开周末游客高峰的周二下午，

完成手头的工作后收拾好行李便驱车出发，顺着

“最好的时光城市书店”旁的随州南收费站上麻

竹高速，四十分钟便到达了大洪山脚下。

大洪山风景名胜区是可以自驾游玩的。一

路上蓝天白云，宽阔的高速公路上没有多少车

辆，大路两旁的农舍、村庄、蓝天、白云、秧苗、炊

烟袅袅，让我感受到当地保存完整的田园生活。

凭籣居精舍
到达大洪山脚下，正好是夕阳西下的时刻，

我入住了位于风景名胜区游客服务中心旁的“凭

籣居精舍”，不想那么快直达山顶，而是想细细地

品味山下长岗镇上的风土人情。

我更想走近这里的人们，探寻他们在这片土

地上酝酿生长出的那份独有气质背后隐藏着的

故事。

站在房间门前，与金灿灿的夕阳玩起一场游

戏。每一天的光影自是不同，却让我永远拍不够

它的美。

我之前几乎都是住在寺院里，第一次走进

“凭籣居精舍”，被它处处流露的禅宗理念所打

动，闲寂、自然、优雅、朴素的风格更显禅意隽永。

喜欢酒店大厅里墙壁上的几幅工笔山水画，

每一幅都是大师级画家以大洪山代表性景点为

原型描绘的真迹。

步出酒店，准备去外面走一走。

鸟儿啾啾地归巢，夕阳洒在酒店里的湖泊

中，投射在蓝球场、网球场上，眼前的一切都洋溢

着金灿灿的光芒。

顺着酒店旁边的路走过去，便是“慈忍公

园”。《大洪山志》记载：“洪山之为道场，自唐慈忍

始。”

禅宗祖师慧能的第三代弟子善信和尚，开启

了大洪山佛教名山之始，后由唐文宗赐“慈忍大

师”的法号。自此，大洪山佛教名山之称便名扬

四方，香火逐年旺盛。

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部惊世之作《问禅大洪

山》，讲述了大洪山佛教的前世今生。

冥冥之中，仿佛一切自有天意。

我到达的这天傍晚，天空燃起了一片火烧

云，“拂拂生残晖，层层如裂绯。天风剪成片，疑

作仙人衣。”慈忍大师手执法杖远眺着山顶的慈

恩寺，诉说着几千年来大洪山几兴几衰的佛教名

山的历史。

直至天空完全黑下来，我才放下手中的相

机，向长岗街道慢慢走去。

沿着慈忍公园，散步的居民们三五成群地溜

达着，也有人在跳广场舞，老百姓顺心顺意的生

活，正彰显着佛教名山大洪山的最神奇的力量：

顺。

顺，取自大慈恩寺的主持印顺大和尚的法

号，也成为了大洪山和远近居民们最为信仰的一

种生活态度。

大洪山的美食，全部取自于大自然。地皮

菜，唤起儿时的回忆；汽水馍配臭豆腐，就是人生

一绝……

我最爱黄牛肉，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牛

肉，没有之一。附近的村民在大洪山上散养黄

牛，其牛肉的口感劲道却鲜嫩，汤汁浓郁却不

腻。听说，每到农历年末，如果不提前预订大洪

山黄牛肉，是买不到的。

大洪山豆腐，每次去寺院都会吃，有时离开

时也会跑去街上的豆腐店带一些回家，与家人

一起享用。

Day 2

大慈恩寺
凌晨 4:00，收拾好行李驱车前往大慈寺拍摄

日出，通过天气预报可以查到当天日出的时间

是 5:20。
20 分钟车程到达处于大洪山之巅的大慈恩

寺，爬上“楚北天空第一峰”的观景平台，架好三

角架、听着穿过山川的风声，静候太阳的冉冉升

起。

向金顶的方向眺望，一轮满月还挂在天际，

天空中出现的玫瑰红正在酝酿太阳的升起。5:
20左右，太阳从天际一跃而起，照耀着大洪山脉

间奔腾涌动的云海，映照着金顶更加灿烂夺目。

在这两年半里，我反复拍摄大慈恩寺的日

出与日落，春、夏、秋、冬，日出带来的感觉是完

全不同的。

大洪山在远古时期是一片汪洋大海，经燕

山和喜马拉雅山运动逐渐提升形成现在的地

貌。大慈恩寺位于大洪山最高峰宝珠峰，此地正

处在九龙拱拜、群山环抱之中。

明代诗人王钺在《金刚坡望大洪山寺》诗中

描述道：“扪萝攀石扣禅关，五月阴寒雪满山。遥

听云端箫鼓沸，始知天上有人间。”可见当时禅院

钟声响彻群峰的盛况。

“名山佳气郁重重，横亘西南压万峰。”站在

1055 米的最高峰宝珠，眺望大洪山脉万山重叠、

群峰竞拔、沟壑纵横、林海茫茫，真有“登大洪山

而小湖北”的气概。

早斋
拍摄完日出，收拾好装备，正好是寺院里用

早斋的时间。

来到“斋堂”的大厨房，发现今天有许多从四

面八方而来的义工们与师父们一起用斋。饭桌

上还摆放着义工们带来的最新鲜的时令水果，散

发着大地的芳香。

切得细碎的酱萝卜、一碗香浓的白粥、一个

手工馒头，这些简单的食物里总是会让我吃出最

香甜的滋味来。

之前参加大慈恩寺的禅修班，每天感受着师

父们将这些最朴素的食材做出精致的斋饭，感动

于食物里蕴含着的禅意和慈悲。

法会
用过早斋，过不了一会儿，开始听到大殿里

传来阵阵诵经声，原来是师父们开始做法会了。

除了每天必做的早课，每逢佛教活动日，大

慈恩寺的师父们都会举办各种法会，有缘来到寺

院的居士可以留下来参加。

我守候在大雄宝殿里，等待那一束光从窗棂

里恰好斜射进来。

光，穿过有缝隙的地方撒进来，撒在虔诚跪

拜的师父身上，撒在鎏金的佛像上，撒在拜垫上

……

因为有裂缝，光才可以照进来。在这个世

间，我们人人都是这有缝隙与窗棂的殿堂，在等

待光进入的时刻，在等待佛法普照的时刻。

金顶祈福
“金顶”是大慈恩寺的标志性建筑，按照“传

世杰作，不可复制”的建设理念，由清华大学王贵

祥教授领衔设计，由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朱炳仁

打造，在建筑上采用了唐式风格，成为一大景点。

其瓦柱门窗四壁皆为黄铜铸造，建筑高度

15.9米，在全国同类建筑中位居第一。

金顶大殿里供奉着本焕长老的舍利塔。

舍利子令众生睹舍利而思见佛，由此勇猛精

进地修行。如果我们至诚恭敬供养佛的舍利，便

会感应道交，感佛现身。

在金顶虔诚地燃一柱香，叩拜佛陀，许下自

己的心愿，把它托付给佛祖，托付给天地，托付给

岁月的关山重重。

步下金顶，将亲手写下的祈福牌绑在祈福木

架上，初升的阳光撒过来，山风轻轻吹拂着，木质

的祈福牌发出轻脆的“叮叮咚咚”的声音，将我的

心愿传递向遥远的大洪山脉。

亲爱的人儿啊，你是否可以听到我最虔诚的

心声？你是否可以感受到我最深沉的爱？大爱

稀声，只有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默默付出。

站在金顶，放飞无人机俯瞰整个大慈恩寺全

貌，整个建筑群依山而建，坐北朝南，以大雄宝殿

为中心，成十字形展开。

中轴线主体建筑由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

法堂、佛足阁、金顶依次展开。

农禅
拜过金顶，我回到大雄宝殿，这时看到义工

们已经扛着农具准备去垦荒种菜地了。

农禅，是将禅修悟境与日常生活结合到了一

起，使得具有出世色彩的佛教实实在在地立脚在

现实生活的土地上，变成了日常生活中修持悟道

的佛道。

出世是修行，入世何尝不是道场呢？

山花
大洪山上的植物、药材品种非常丰富。极喜

欢寺院里的一条小径，路旁的岩壁长满了各种园

艺品种：虎耳草、线绣菊、萱草、兰草、原生刺玫、

蕨类植物……

这些原生植物巧夺天工地构成了一道和谐

的岩壁园艺墙，有着人工难以复制的气质和美

感。我常常喜欢拿着剪刀随手剪下些山上的植

物，随性地插成一个野趣花篮，贡奉在佛堂里。

中式插花，本源自中国的寺院用于供奉佛像

前的立华。

隋朝时期，日本派出第一批佛僧到达当时的

都城洛阳，向大隋学习佛法。日本僧人不仅领悟

了佛法的精义，也感悟到立华超凡脱俗的禅意。

僧人们回到日本后创办了“池坊流”，此为日

本花道起源。

佛教图书馆
与大慈恩寺结缘，始于这座佛教图书馆；被

大洪山深深地陶醉与折服，始于这座佛教图书

馆。

人的一生不会做成几件有意义的事情，能有

幸成为大洪山上佛教图书馆的设计师和建造者，

我相信一定是有一种神奇的佛缘在牵引着我遇

见这里。

虽还未悟到这其中最为最深刻的真谛，但是

这几年在佛法与阅读的浸润下，已经让我在灵性

世界里建造了一座清静的佛堂。

把《心经》刻在佛教图书馆推门而入的墙壁

上，意为：走进这道门的人，即跨过红尘步入般若

智慧的世界。

整个佛教图书馆以翠竹为主要材料，装饰物

均为大洪山上的天然植物与花材，除了成本的考

量之外，更注重整个空间天、地、人的和谐共存。

禅修
禅修班的空间，也是我和师父们一起探讨打

造的，利用最简单、朴素的材料和光影来强调禅

意的氛围。

有幸参加过一期五天禅修班，沐佛听禅、晨

起昏定、隔绝尘世，每天看日出日落在山峦间幻

化为种种妙相，内心深处涌起万般感动，并想要

分享给更多的人。

很感恩自己手中的镜头，在这两年半里忠

诚地记录下每一个时刻里内心的悸动与颤栗。

禅修班，师父除了做开示讲经，也会请老师

教授大家茶道、花艺、太极、古筝和中医。每天

带着大家穿越光芒行脚，沐浴在这光中，仿佛我

也会渐渐地走出一个光明的自己。

师父教大家长拜，叮嘱我们要坚持练习，这

不仅是虔诚向佛的修行，也是强身健体的妙法。

星空
夕阳染遍天空，映照着大慈恩寺仿佛是天

堂的模样，仿佛是童话里的世界，仿佛是尘世之

外的仙境。

语言、文字，甚至是镜头都无法描述心中那

些美妙时刻的感动，那就让它们成为我心中的

一个旋律吧，无法分享就独自拥有。

每个生命的独特体验，需要我们亲身去经

历、用心去接收天地万物散发的灵感，我的不一

定是你的，只有你来，住下、看到、听到、品到，方

会成为你的生命旅程。

常常蹲守在金顶和大洪山白龙池边拍摄银

河系，横贯长空的银河下只有我的呼吸、风的应

和、蛙的轻鸣、小溪的潺潺声。

每一阵风过，吹拂起寺院挑檐的风铃声，清

脆之声庄严宁静，也格外温柔慈悲，伴随着阵阵

的铃声，内心越来越安宁、越来越沉静、越来越

忘却恐惧。

剑口瀑布
在 大 慈 恩 寺 过 用 午 斋 ，驱 车 前 往 剑 口 瀑

布。盛夏时节的剑口，一股细流飞流直下，形成

一匹瀑布，瀑布下面是一口千古深潭，潭下巨石

如牛，神秘莫测。

雨季里，山风习习，水声隆隆，芳草如茵，蝉

鸣雀跃。

阳光从山谷上方撒落下来，穿透郁郁苍苍

的树冠投射到瀑布上、潭水中、草丛里，与瀑布

一起跳跃着、欢唱着。

我采了些山林间的野百合，坐在潭水中叠叠

累累的石阶上，放松全部身心插了一个花艺作

品。我也会经常带瑜伽老师来这里，在瀑布下打

坐悟道，涉取生命修行的养份。

在剑口瀑布，明显感受到凉爽清静，山林里

的气温较山下会低五度左右，盛夏时节，利用周

未带着家人来大洪山避暑小住二天，是一个绝佳

的选择。

丛林探险
经过一道石阶，到达真正的“剑口”。

传说慈忍大师当年唯恐龙神发怒水淹大洪

山，祸及百姓，遂用宝剑劈堤放水，旱毙龙神，为

民除害。在慈忍祖师劈剑之处，有一块高、长各

约 5 丈，宽约丈许的巨石脱离山体，留下有一米

宽的剑口。

穿过剑石，游人顿感凉风习习，鸟语花香，蜂

飞蝶舞，闻之有流水潺潺之声，紧挨剑石之处，便

是剑口瀑布。

剑口处的山崖对峙，有一处两块巨石紧锁，

如刀削斧劈，形成一线天。在一线天陡峭的石壁

上，设立了攀崖项目，让一些善于挑战的勇士可

以从绝壁而上，探索大千世界。

我也忍不住走上两座山峰之间的悬索桥，全

副武装、小心翼翼。脚下便是万丈深渊，内心世

界的恐惧那么清晰、尖锐，同时不断在心里为自

己呐喊：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个世上最大的

敌人是自己。

塔林碑廊
曹洞宗“中兴之祖”的芙蓉道凯碑刻仍保

存完好，它静静地向世人还原着大洪山慈恩寺

和日本曹洞宗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法脉联系。

大洪山是佛教曹洞宗的中兴地，宋代曹洞

宗著名禅师报恩、芙蓉道凯曾在此住持、修行

和传法，南宋时期，禅法经过永平道元禅师传

至日本，建立了日本曹洞宗。

东塔林主塔为明代大洪山贤禅师的墓塔。

在此碑旁还立有不同规格的宋、元、明、清

各个朝代大洪山高僧如大洪山报恩、芙蓉道凯

等墓碑 5 块。这些墓碑原立于洪山禅寺门前，

后一起移于墓塔旁。

东塔林 2002 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夕阳西下中，我从塔林碑廊信步走向洪山

禅寺，高大的树木、耀眼的夕阳，空灵的天地。

这独自一人行走的旅程，不仅感觉不到孤

单，反有一份充盈与丰满。晚来寂静，王维说：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经历过的所有惊涛骇浪与念念不忘，都化为

克制自省与豁达放下。不再爱他人如烈酒，开始

与自己、与天地、宇宙、星空、山川恋爱。

洪山禅寺
洪山禅寺位于大洪山麓南面，始建于北宋绍

圣年间，史称“保寿禅院”“万寿禅院”或“万寿

寺”，也称洪山禅寺下院。

洪山禅寺其实分上下两院，位于宝珠峰顶的

上院史称“幽济寺”“灵济寺”“灵峰寺”“楚天望

刹”，也就是目前慈恩寺。

在洪山禅寺下院前，有一棵千年银杏树。

传说是建寺院时的和尚栽种，历经沧桑巨

变，冠幅荫笼半亩余，需七人环抱。每逢金秋时

节，银杏树四周层林尽染，一片红枫，唯千年银

杏，满树叶片金黄，鲜艳夺目，极为壮观，似一尊

顶天立地的金身大佛，耸立云汉。

每每来这里，都会伫立良久。希望自己如千

年银杏树有着坚定的信念、饱满的内心，在岁月

里以笃定骄傲的姿态，淡定坚韧地成长为自己喜

欢的模样。

筱泉湾酒店
第一天的行程在洪山禅寺处结束，回到入住

的筱泉湾度假村，推开酒店的大门和房门时，彻

底地被惊艳到。

四合院式的“筱泉宾舍”依然沿袭山下“凭籣

居精舍”的风格，禅意、素简，在枯寂中蕴含丰盛。

这枯寂的感觉，好似“白露”的秋意，万般滋

味化成不动声色绕指柔，丰富、深刻、饱满，在潦

草的世间有着一言不发的深情。静水流深、万籁

俱寂、浮云吹雪后，把世间种种吞咽下去，化成禅

意。

真好，我没有错过。偌大的院子里，只有我

一个人。登上房顶看远处山黛在天际隐没，夕阳

给天空镀上最后一抹金黄。

我入住的“筱泉宾舍”偏日式，另一处院落紫

竹苑偏中式。推门而入时恰好窗外的光阴洒落

在床单上，如一幅水墨画卷。

这些不经意的生活之美，我愿用一颗苍老又

纯真的心与它嬉戏良久。生活禅，不正是我们在

生活中的时时处处都能保持一份禅定安宁的心

吗？

筱泉湾美食
在房间里冲了个热水澡，洗去一天的汗水和

尘意，整个人便月朗风清起来。

沿着酒店门前的石子小路，听着路边小溪里

的水声，来到酒店的餐厅。每一道菜都做得极为

用心和精致，我更爱吃那道干锅竹笋，带着从山

间采摘后的新鲜与露水的味道，满口脆爽清香。

新鲜的香菇与鸡蛋一起，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口

感。

一整夜，我独自听窗外的蝉鸣蛙叫，整理白

天拍摄的照片，独享这空山深处的岁月静好。

越来越喜欢独处静幽，把所有心事独吞，慢

慢让光阴消化。中年时光，是千里江山、万里山

河都化了浅笑，是安宁简朴的生活过出有滋有

味。

Day 3

绿林古道
第三天清晨醒来，阳光撒满整个山

涧，我在鸟鸣啾啾中拎着相机边走边

拍。

筱泉湾度假村座落在古木林间，炎热的

夏季平均气温 26℃。在度假村里有绿林古

道、无相寺和筱泉洞几个景点。

沿着绿林古道拾级而上，绿树浓荫，格外

清凉。“绿林起义”的战火纷争已成历史，留给

我们的是这当时当下的美好光阴。

顺着筱泉洞向里行走，顿感凉意袭人。

筱泉洞全长至今没有考证，洞口狭小，须低头

入洞，洞内泉水成溪。

筱泉洞内冬暖夏凉，四季如春。夏日洞

内温度比洞外低 10 度，冬天比洞外高 10 度，

洞厅豁然，遍布石柱、石帘、石幔、石花、石莲、

石禽、石兽、石罗汉、钟乳石墩，宛如一座天然

石雕宝库。

特别是还有大小形态各异的石笋达数百

之多，极似佛堂罗汉。洞口池水水质甘凝，置

硬币入水，漂浮不沉。

千佛古道
在大洪山上，有一条少有人至的神秘古道

——千佛古道。吃罢早餐，我便准备徒步千佛古

道，担心带多余的设备会增加徒步的负重，便只

带了一部相机轻装前行。

千佛古道古称樵河古道，上至灵官垭，下至

洪山寺，全长 3.6 公里，落差 400 米，古道之中山

随水转，水绕山行，树木参天，怪石嶙峋，瀑潭密

布。

千佛古道，当年是连接洪山禅寺上院与下院

的通道，也成了众多香客上山祈福的必经之路。

“登登山路何时尽，决决溪泉到处闻”，我一

边行走发现路边有一些结满成熟果实的杏树和

桃树，停下来，信手摘下些杏儿、桃儿，在溪水中

洗净。

居然捡到一个被村民丢弃的罐头瓶，将罐头

瓶洗净后装满洗净的杏儿，再舀一些清洌的泉水

进去浸泡着果实。我便坐在这溪中小憩，赤足下

溪戏耍，真正是“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

衣”的意境。

溪水旁，满是蓓蕾待放的萱草。我第一次在

千佛古道发现原生种的萱草，胜是欣喜！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和秋风先生一起游过千

佛古道，那时发现漫天遍野尽是彼岸花的花苗。

于是，那年的秋天，我独自再走千佛古道，看

见溪水流涧间开满黄色的彼岸花，煞是壮观。

佛家以有生有死的境界为“此岸”，超脱生

死，即涅槃的境界为“彼岸”；此岸为生灭，彼岸是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在千佛古道旁，开满彼岸花，真是天意之妙！

徒步至此，出现三岔路口，向前继续行走便

通往白龙池，向右拐弯便可到达灵官垭，沿灵官

垭的的祈福古道向上行走到达大慈恩寺，实现了

洪山禅寺上院与下院的互通。

一上午，慢慢地感受千佛古道的深幽清静，

细细倾听万物有声的灵性，当到达灵官垭时已近

响午。

请游客中心的观光车将我送至筱泉湾酒店

取车，并驱车前往剑口瀑布旁的农家乐用餐。到

达后，首先要喝上一碗土壶大叶茶。

土壶大叶茶，不仅是大洪山居民，也是整个

随州老百姓们日常饮用的茶水。小时候，我每次

在外面嬉玩儿后回家，便会抱着大叶茶“咕咕咚

咚”喝上一大碗。清凉甘甜的味道朴素、平实，滋

润着我的整个童年。

农家乐
大洪山附近的农家乐非常多，我比较喜欢到

剑口瀑布旁的“筱泉山庄”吃饭，除了它的地理优

势之外，还有那临山而建的阳光餐厅。

坐在餐厅里，春赏花、夏观云、秋看叶、冬望

雪，特别是冬天每次走进来时，暖暖的阳光晒在

阳光餐厅里顿时让人慵懒无比。

夏天时，坐在户外的长廊下用餐，感受着阵

阵凉风吹过，听着小鸟和蝉鸣的声音，显得格外

惬意。

柴火土灶是随州地区农家的共同记忆，现在

已在渐渐消失，只有真正的农家才会有最原始、

正宗的柴火土灶了。

而我最最期待的，当数锅巴粥，那是用语言

无法与人分享的人间美味，除非你是随州人，除

非你喝过一口随州地道的锅巴粥，才会懂得那种

醇厚的香甜牵住了多少随州人的乡愁。

大洪山一带的农民家家户户种植木耳和香

菇，这两样也是我百吃不厌的食物。每次来，我

不仅可以吃上从大棚里现摘的新鲜木耳和香菇，

也会买一些回家送给朋友们共享。

橡子凉粉、凉拌蒲公英、清炒葛根也都是农

家自己亲手去土地里采摘来制作，这样的食材经

由柴火土灶炒出来，既是最普通、朴素的，也是当

下最奢侈、难得的。

我们从现代的、快节奏的生活中抽离去旅

行，想要寻找的正是这渐次消失的农耕生活。我

们从拥挤的人际关系中切换频道，想要的正是这

山野之间的闲适与安宁。

白龙池
将整个旅程的最后一站，放在白龙池。在这

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大慈恩寺，白龙池是我拍摄

最多的一个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到远方的大慈恩

寺、近处的状元塔和苍莽群山同时倒映在池中。

春天，我来这里拍摄樱花；夏天，我在这里露

营拍摄星空；秋天，我在这里拍摄层林尽染的华

彩；冬天，我在这里拍摄雾淞和冰雪。

白龙池在大洪山宝珠峰、斋公岩、悬钩山三

峰之间，有一个偌大的天然泉水湖。

白龙池周围山水交融，湖光山色，相映成趣，

被誉为“鄂中瑶池”“高山悬湖”。而我却觉得它

是佛祖心中一座洁净的莲池，是环绕在大洪山脉

的一颗晶莹的明珠。

池水一年四季清澈见底，池中鱼虾流动，历

历可见;手捧入口，凉口带甜，沁人心脾。过去这

里曾立有一碑：“苍松翠柏长生地，绿水青山古洞

天”，横幅“保佑一方”。

占地面积 24000 平方米的白龙池，处在典型

的卡斯特地形区内，池水却永不干涸。随便找一

个当地人聊天，他们都会自豪地对我说：池水下

面有白龙镇啊，大洪山的故事，一天两天哪里说

得完哟！

大洪山美得仿如世外的童话世界，我的镜头

仍没有表达其一二；大洪山的文化底蕴太深厚，

我的文字仍没能讲述其精髓之点墨。

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转山转水转佛塔，

只为拍摄这里的峰俊、林幽、洞奇、湖美、泉醇，想

向大家讲述这里有一个藏在世界深处少人知的

绝美之境。

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经历过的风雨、泥泞、

彩虹、荆棘、鲜花……让我悟到因果、放下和接

纳，如同莲花的绽放。

向前走，在途中遇见更对的人、更好的知己，

成为那个坚韧、饱满、圆润的人，让佛法加持我们

的岁月，成为那个亦慈亦让、亦温亦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