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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翠云廊

王绍强

我市剑阁县武连镇的觉苑寺观音殿
内，竖有一方清代诗人张问陶诗碑，为民
国二年（1913 年）剑阁县知事张政督镌。
该碑红砂石质，高1.5米，宽0.9米，厚0.045
米，字径4厘米，楷书阴刻，整体保护较为
完好。

张问陶(1764-1814年)，清代四川遂宁
人，字仲冶，一字柳门，号船山，杰出诗人、
诗论家，著名书画家，因善画猿，亦自号“蜀
山老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官
至江南道监察御史、莱州知府等职。张问
陶撰有《船山诗草》，现存诗3500余首，其
诗天才横溢，与袁枚、赵翼合称清代“性灵
派三大家”，被誉为“青莲再世”“少陵复
出”，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三月，张问
陶赴京师参加顺天府恩科乡试，考中举
人第十三名。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正月后，张问陶与其兄张问安在京师同
时参加了会试，皆双双落榜，后不久即返
川。沿途经正定、涉黄河、过灵宝、函谷
关、潼关、华州、渭南、西安、宝鸡、凤县、
褒谷入金牛道，过剑门关、武连驿、绵州、
成都，达遂宁老家小住，岁末又去北京参
加第二年恩科会试。这期间张问陶每到
一地必有诗，或凭吊古迹，或流连风景，
沿途写下了数十首纪游诗，犹在剑阁境
内题留甚多，显示出卓绝的诗词创作才
华。张问陶两年经剑门蜀道往返京师三
次，几乎每次都留住武连驿。觉苑寺诗
碑共镌刻其诗作六首，其中五言律诗两
首，五言古诗四首，全为咏叹武连的古迹
逸闻名胜，主体揭示了诗人对社会生命
的感悟与羁旅之苦的倾诉。

其一首，《武连看褒水春涨》：“一水排
山勇，双崖束浪高。欲倾巴峡泪，如看广
陵涛。笮马盘空瘦，神乌负日豪。云坳见
孤艇，直想驾鲸鳌。”褒水，亦称小潼水，今
称武连河、小西河，源出剑门西五子山脉，
西流经武连场，为嘉陵江支流西河上流。
当张问陶在暮春三月路过武连时，恰逢春
雨初至、褒水春泛，如古之广陵江涛连天
翻涌，也更若笮马及神乌在风口浪尖搏
击。诗人此时亦正北出蜀门征行于参加
顺天府乡试追逐人生梦想的蜀道上，他将
褒水春泛的情景联想到其驾鲸鳌博沧海
的气概，体现了诗人积极拼搏的人生勇气
和锐意进取的奋斗激情。

其二首，《武连驿夜雨》：“顿讶寒如
此，惊心节序讹。归人乡梦促，古县雨声
多。滩响疑金铁，山容想黛螺。来朝行不
得，闲绝是疲骡。”武连驿，即今剑阁县武连
镇，南朝刘宋至元末置武连县，为唐代剑
州八县之一，亦为古代金牛道上极其重要
的古县，明清时期设驿，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文物遗存丰富。此诗作于乾隆五十四
年（1789年）正月后，当年春张问陶与其兄
张问安同时参加了会试，惜其皆双双落
榜。该诗中归梦、雨声、流水声相互杂陈，
流露出了诗人对追赶前程的疲惫和归乡
之情的兴奋。他们并绘制了《武连听雨
图》，并于洪亮吉、孙星衍、彭蕙文等同人分
韵题写了武连听雨图诗句。

其三首，《武候坡》：“西望成都桑，东
望陈仓树。隆中归梦绝，终老三巴路。英
雄不可为，临风泪如注。”武侯坡，武连场北
山，又名七盘岭，古金牛道蜿蜒而上，据传
诸葛亮伐魏曾于此驻军，今留有诸葛亮插
旗山、点将台等遗迹传说。清雍正五年
（1727年）剑州知州李梅宾于山顶金牛道

旁建造武侯祠纪念，惜其后破坏拆毁。此
诗应亦作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
后，此时正值春寒料峭，又阴雨连日，诗人
归乡行程被阻，兄弟俩只得暂留武连驿。
当诗人从乡民处得知，武连是蜀汉伐魏的
大后方和重要的粮草供给地，诸葛武侯又
曾常于此驻军，他为了恢复汉室，北定中
原，殚精竭力，最后殒命于五丈原。此诗
中“英雄不可为，临风泪如注”既是诗人对
诸葛武侯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拳
拳报国情怀无限敬仰的写照，也更是自己
京师会试落第而受到打击顿感世路艰难、
功业难成的心态流露。

其四首，《逍遥楼》：“平原凛大节，余
事亦千古。剩墨照空山，犹堪辟豹虎。
欲访逍遥楼，濛濛隔寒雨。”逍遥楼，故址
即现觉苑寺天王殿，古时称藏经阁、逍遥
楼，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重建为面阔
五间重檐歇山顶，并更名天王殿。觉苑
寺宋时已翻刻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书“逍
遥楼”三字碑，至清代尚存，惜其文革期
间将“楼”字损毁，今碑仅存“逍遥”二
字。颜真卿(709年——784年)，字清臣，
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名臣，杰
出的书法家，其书风世称颜体。因受权
臣杨国忠排斥，被贬为平原太守，世称

“颜平原”“颜鲁公”。安史之乱时，因凛
然拒降，颜真卿被派遣晓谕叛将李希烈
缢杀。此诗真切地反映了诗人对颜真卿
为了维护国家安宁，大义凛然，不惜牺牲
个人生命的崇敬之情，以及对颜真卿书
法艺术成就的无限赞美和仰止。

其五首，《觉苑寺——宋元丰敕牒卢
雍八分书》：“古佛饱风霜，螺汗莲灯死。时
有频迦鸟，来衔贝多子。僧残敕牒诬，谁
辨元丰玺。”觉苑寺始建于初唐时期，初名
弘济寺，宋元丰间神宗赐名觉苑寺，并将
敕牒镌碑树立，明代曾一度名普济寺，正
德年间监察御史卢雍巡按剑南时拜谒该
寺曾重书敕牒并镌于碑，清代康熙初年复

名觉苑寺并曾一度引领川北佛寺。觉苑
寺佛传壁画始于唐代元和年间，现今壁画
为明代天顺（1457-1464年）初年绘制，以
沥粉堆金，工笔重彩技法，完整地描绘了
释迦摩尼从出生、出家、修道、成佛、传教、
涅槃的整个人生历程，规模宏大，极其珍
贵，闻名国内外。由此时可知，本诗也应
作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后，诗人
由于阻雨，拜访了觉苑寺，当时看到了寺内
庄严的佛像，但法螺污垢，莲灯熄灭，一番
颓败景象，并还看到了时隔三百余年后明
代监察御史卢雍补书宋代元丰年间神宗所
赐敕牒碑刻和玺印，只是时人少知。此诗
在记录觉苑寺在乾隆晚期颓废同时，也给
予了觉苑寺深厚历史人文的赞颂和肯定。

其六首，《种松乡》：“松风自招隐，过
客几人归。月静栖玄鹤，霜清滴翠微。遥
怜灞桥柳，补种又成围。”武连位于翠云廊
核心地段上，历代以来，当地官民都保留
了护路植树的良好传统。“种松乡”即南宋
庆元丁巳（1197年)，隆庆府（今剑阁县）武
连（今武连镇一带）县令何琰率官民于古
驿道上修路补植松柏，何琰便引用了晋代
诗人郭璞《县路谶语》诗句：“县路翠，武功
贵，县路青，武功荣。岷山阿，榜兹地，勉忠
孝，翊圣世。”刻之于碑，此碑今存觉苑寺，
惜风化剥蚀太甚。此处“松风”，即山风吹
动驿路松柏，终年青翠欲滴，是仙鹤休憩
之所。千余年来，驿路古柏枯荣更替，诗
人更进一步联想到数千年来往来于驿路
上人们，他们迎来送往，各自为了生计及
理想抱负一往直前，最后皆成了匆匆过
客。就诗人本人来说，短短三年时间，为
了个人科场名利梦想，三次经蜀道往返京
师近万里，无意中流露出诗人对生命之无
常和时光之匆忙的真切感悟，以及时不我
待的喟叹。

觉苑寺张问陶诗碑，对进一步研究清
代诗人张问陶诗风、人生履历以及武连历
史人文等提供了难得的珍贵史料。

漫话觉苑寺张问陶诗碑

觉苑寺 吴建云 摄 张问陶诗碑 王绍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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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词:麦展穗
作曲:孟勇
演唱:王丽达

词曲作者简介：
麦展穗，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广

西南宁人，广西电台文艺中心音乐监制、
广西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广西首届签约
词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发表歌词
600 多首，作词歌曲获全国及省级奖 80
多项。代表作品有歌曲《瑶山青》《摆呀
摆》《壮家妹》《一幅美丽的壮锦》等。

孟勇，湖南益阳人，国家一级作曲
家。1982 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音乐
系。现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音
乐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
创作委员会委员。从1978年开始作曲以
来，已创作各类音乐作品1000余件，其
中 90 余件作品分别荣获“五个一工程
奖”、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电视

“飞天奖”、“金鹰奖”等奖项 ，代表作
品有《斑竹泪》《工人组歌》《故乡，这
就是你》《父亲山母亲河》等。

歌曲简介：
歌曲《杜鹃花又开了》借吟诵杜鹃

花来表达对红军战士的思念与敬意。
杜鹃花，色彩缤纷，是鲜艳的红色，

也是革命的红色。杜鹃花，年复一年，有
开不完的花蕾，也有讲不完的故事。歌
唱家王丽达令人荡气回肠的深情演绎，
展现出其扎实的演唱功底。

（本报记者 张园 文·图）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杜鹃花又开了》

红色红色文化文化

演唱者王丽达

“青川归来捉铁笔”木板烙画线上展作品集锦（建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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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艳玲 摄

永恒 杨雪妮 作

曾经沧海 杨柳榕 作

古城一角 申园馨 作青溪古城 庄潘 作

旧舍 田倩 作

岁月 郭玉婷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