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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位於山東
半島，是我國古
代九州之一，素
以「東方第一
州」聞名天下。
這次赴山東濰
坊，正好到青州
一遊。
青州我以前對

它沒有什麼印
象，現在當我走
進它時，才覺得
它是那麼的迷
人，處處散發着
古韻新顏的風采
和魅力。
下了火車，漫

步青州大街小
巷，濃郁的文化
氣息頓時撲面而
來。城內古街巷
隨處可見，昭德
古街、偶園街、
衛街、東門大

街、北門大街、參將府街……，這些街巷已
經延續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但肌理還是那
麼清晰，內涵還是那麼豐富，展現了古青州
傳統的市井風情和社會習俗，走在這些青石
板鋪就的古街巷中，你便可領略到青州古城
曾經的輝煌，感受到深厚的歷史文化氣息。
而現代建築也是風味獨特，不同尋常，火車
站、外賓樓、李清照紀念祠、青州博物館、
橋頭建築小品……，座座古樸典雅、雄偉壯
觀。青州讓文化引領城市發展，積極構建文
化特色城市，讓青州特有的「城市基因」與
現代化融為一體，充分體現和張揚了古城的
獨特風貌。
風景優美的青州，歷史遺跡眾多，文化底

蘊深厚，最著名的還是它的石刻文化。古代
石刻是中國數千年文化史
中的一枝奇葩，而青州的
石刻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青州的石刻歷史悠久，種
類齊全，數量眾多，保存
完好。最早的石刻藝術當
數酈道元《水經注》記載
的堯王山岩畫，時代為春
秋戰國，距今已有近3000
年的歷史。自此以後，歷
代都以獨特的石刻珍品享
譽古今。北魏時期的鄭道
昭摩崖題刻，創中國魏碑
榜書之最。宋代，許多著
名文人如范仲淹、歐陽
修、富弼、趙明誠等先後

到青州，他們優遊山水，抒發情懷，摩崖峭
壁之間，留下琳琅滿目的題名、題記和題
詩。雲門山石刻則是青州石刻文化的代表，
遊覽雲門山，欣賞石刻藝術，你會有一種別
具韻味的審美享受。
在雲門山，散落的石頭，路邊的石壁，四

周的摩崖，山頂的石窟，一抬首，一張目，
隨處可見石刻藝術。踏階999級，到雲門山
陰，便可欣賞到中國古代最大的摩崖巨刻
「壽」字。此「壽」字端莊大方，結構嚴
謹。通高為7.5米，寬3.7米，僅寸字就有
2.30米高。所以青州當地便有了「人無寸
高」的戲語。這個壽字為明朝嘉靖三十九年
即公元1560年九月初九所刻，題寫者是衡
王府內掌司冀陽人周全，到現在已有接近
500年的歷史了。細端此「壽」，筆法古樸
蒼勁，氣勢磅礡，雖千鑿百斧雕成，卻不露
分毫痕跡，充分體現了勞動人民的聰明智
慧，是書法石刻藝術的瑰寶。近五百年來，
前來拜壽的人一直絡繹不絕，人們不僅觀賞
這美妙絕倫的書法巨作，更祈願自己和親朋
好友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海拔421米的雲門山南崖壁，便是最賦歷

史價值的雲門山石窟群。和其他佛教石窟有
所區別的是，這裡不但有釋迦牟尼及其弟子
們的塑像，也有沉睡在洞府的陳摶老祖及打
坐的全真七子之一馬丹陽等道教尊神，同時
這裡還是文人墨客題詞賦詩的場所。佛教、
道教和書法刻石構成了雲門山摩崖石窟的鮮
明特色，成為青州最受歡迎的觀光勝地之
一。史書記載雲門山石窟造像多為隋初雕
鑿，屈指算來也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了，而
文人墨客的書法雕刻則年代不一，遠者千年
之上，近者也有數百年。這些人文石刻景觀
愈發為雲門山增添了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
登臨峰頂，放眼眺望，青州古城靜靜地斜臥
在腳下，像一個正在酣睡的可愛寶寶。天高
雲淡，風清氣爽，那種登高望遠心地開闊的
愉悅與舒暢無法言喻。

而現代石刻也不甘示弱。細心瀏覽「雲門
山」三個大字，為著名書法家舒同題寫。
「望壽閣」三個大字則是原中國書法協會主
席啟功的傑作。而「海岱雄風」和「竹林
圖」則分別由中國著名馬背書法家武中奇和
著名畫家于希寧完成，兩者相得益彰，別具
風采。再看一些景點裡的擺設，上面的雕刻
便都出自現代青州人之手。如雲門山觀壽亭
內的六個石鼓形凳子，上面分別刻有貂蟬、
西施、李清照、王昭君等美女、才女的形
象，雕工細膩，線條流暢，給遊客以美感的
享受。而荷花橋北側新建景點狀元路上的
「石刻狀元卷」，更是為文化青州增添了一
處新的靚麗風景。細觀「石刻狀元卷」，共
2460個字，字體極其端正漂亮，分為4組10
塊，每塊寬約半米，高約兩米，用青色石頭
雕刻而成。此狀元卷複製於明代萬曆年間狀
元趙秉忠的殿試卷，是中國現存的唯一一份
狀元卷。1598年，青州趙秉忠赴京趕考，
殿試題目便是萬曆皇帝出《問帝王之政與帝
王之心》。趙秉忠在文中論述了帝王與百
姓、政策與法治、法制與德制的關係，大膽
提出了「天民」的觀點，將皇帝君主與平民
百姓置於上天面前的平等地位，其法制、德
制以及廉政對於安撫民心、穩定社會有重大
作用。整篇文章文筆流暢，氣勢磅礡，觀點
鮮明，主題集中，說理透徹，一氣呵成，是
一篇難得的治國安邦的好文章，至今仍有可
取之處。
青州的石刻文化之所以為世人所瞻目，我

想，除了歷史上青州自漢魏到明清一直為歷
代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文人薈萃，商賈
輻集，眾多名人乃至平民百姓都熱衷於石刻
文化外，另一方面更與現代青州人重視石刻
文化有關，他們不懈餘力地挖掘和宣傳古老
的青州石刻文化，繼承和發揚新的青州石刻
文化，從而創造了青州石刻文化的輝煌。使
青州石刻之花開得生生不息，開得更加燦爛
多姿。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大陸同胞接二連三
地在所乘的飛機上打架，逼得飛機不是返
航就是差點返航，使我想起某個年代常說
的一句話：「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就不明白，不就是坐了次飛機麼？至
於那麼戾氣十足，為雞毛蒜皮的小事而不
顧飛行安全、不顧國際影響、不知禮儀廉
恥地在離地萬米高空大吵大鬧甚至大動干
戈麼？
隨着國門打開，經濟發展了，國人手裡
有了點餘錢，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已經被
愈來愈多的人認可和實施。然而旅遊（包
括考察、留學、探親等等）是綜合經營，
只會掏腰包還不行，腦袋與手腳還得密切
配合。有些人一坐上飛機，便頓感成了高
等人物（其實只是高空人物），把空姐的
微笑服務，當成使喚丫頭一般；把飛機供
應的餐點，看作是去飯店點菜吃飯；把飛
機上的座椅，當作了在家看電視時的沙
發。以至於在那樣狹小的空間內，頤指氣
使，專橫跋扈，充當危險人物，演出一幕
幕醜劇。有的直到被員警「請」下飛機，
才感到後悔與害怕，可是已經晚了。《上
海青年報》曾經報道：2012年2月1日，一
位姓張的女士和丈夫攜女兒在美國關島返
回上海的航班上，當美國的航空乘務員在
整理行李時，將他們的行李轉了個方向，
以便騰出空間讓其他乘客放置，豈料遭到
了這對夫婦的嚴厲拒絕。空姐向他們解
釋，但男方卻用英文讓空乘閉嘴(You shut
up！)，這在英語國家屬於不禮貌用語。空
姐問他為什麼？而那位男士還一個勁地重
複「閉嘴」。空姐認為受到了侮辱，於是
報警。機艙的走廊上瞬間出現了5個荷槍實
彈的美國員警，張女士夫婦隨後被「請」
下飛機。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位
張女士和她的丈夫，平時一定是斤斤計
較、盛氣凌人，否則不會因此而被處理，
這種結果，只能說是咎由自取。
一位資深領隊在看到「泰國亞航泡麵返
航事件」的消息後在網上發帖，講了自己
帶隊出國時所遇到的幾個事例，讓人領教
了一些國人的素質是多麼低下。有一位鄂
爾多斯客人去澳大利亞旅遊時，不聽導遊
「在酒店房間抽煙要被罰款」的告誡，竟
然以身試法，結果剛抽了一口煙，馬上招
來了3輛消防車，要對吸煙者處罰1500澳
幣（9000人民幣）。最後經過兩個小時的
討價還價，澳方才「優惠」了300澳幣。這
位導遊帶領一個只有11個人的團出國旅遊

時，有6個人要求取消景點去逛街，另外5
個人則堅持按行程必須去看景點。結果多
數派中有人站起來大罵：「你敢不同意逛
街，我回國不打死你！」我的天啊，這還
是去旅遊嗎？是去參戰吧？
其實這種戾氣，不是在飛機上培養的。
看看我們的周圍，平常的生活中，這樣
的人和事，所在多有。湖北宜城市政法委
副書記吳光山因對停車交費不滿意，就對
收費員拳打腳踢。（《楚天都市報》2013
年7月31日）；河南內鄉縣板場鄉派出所
的幾名民警在執行公務途中，因一輛私家
小轎車沒有及時避讓，便迫停對方，將其
前擋風玻璃砸爛。（《大河報》2013年7
月31日）；而北京一男子因為違規停車，
與人發生爭執，竟然獸性大發，當街將兩
歲女童活活摔死，更令人毛骨悚然，不寒
而慄。種種跡象表明，不少國人的身上，
都有一種暴戾之氣，內心像裝了火藥一
樣，一點火就着，動輒拳腳相加，繼則拔
刀相向。主角既有升斗小民，也有權貴官
員。至於將這種「全武行」打到了境外，
只是國內的延續和重複而已；繼而在萬米
高空辱罵和掐架，也是地面行為的複製和
升級罷了。
長期以來，我們的媒體機構，都在宣傳

和教育國民，出國代表的是中國人的形
象，不要丟中國人的臉。豈不知，這種
「家醜不可外揚」、「驢屎蛋子外面光」
的思維邏輯，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的。
一些人在國內養成了在公共場所大聲喧
嘩、隨意加塞插隊的不講文明、不守道德
的習慣，一旦到了境外，怎麼會瞬間改變
呢？非但不會改變，變本加厲也說不定。
有些人在國內可能還穿了條遮羞的褲衩，
而一跨出國門，卻連褲衩都甩了，直接就
放肆地裸奔了！看看那些到美國拉斯維加
斯賭博的人，那些到泰國芭堤雅觀看色情
表演的人，不正是如此嗎？
因此，要轉化和改變中國遊客出境的不

文明行為，遏制暴戾之氣，必須着手最基
本的功課訓練。
寫到這裡，想起了1981年2月，全國學
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等九個單
位，聯合發出《關於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
倡議》，號召在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
中開展文明禮貌活動，大興「五講四美」
之風。對於全體國民，不管是未出國的還
是要出國的，還是從講文明、講禮貌、講
衛生、講秩序、講道德開始起步吧。

從玉門關出發，
大巴車沿着早已湮
沒了的疏勒河古河
道，一路向西北，
平直的、沒有行道
樹的公路，通向無
際的遠方，沒有村
落，沒有人煙，開
始時，公路兩側尚
有一簇一簇的沙棘
或紅柳，宛如北大
荒沼澤裡的塔頭墩
子。到後來，已是
漫無際涯、了無遮
擋的大戈壁，車輛
進入被稱為「魔鬼
城」的無人區，何
止是無人區！這個
被稱作「甘肅敦煌雅丹國家地質公園」的所在，是
一個怎樣的世界啊！人們彷彿搭載飛船進入了火
星，黑色的戈壁灘，浩瀚無垠，蠻荒蒼涼，沒有水
源，沒有植被，甚至連蒼蠅蚊子都無處尋覓，這裡
是生命的禁區。目力所及，只有天工開物的自然傑
作——那些風蝕的大大小小的奇特地貌——在強烈
陽光的照射下，一如既往地矗立着。
雅丹國家地質公園位於甘肅、新疆交界，東距玉
門關80公里，處於羅布泊邊緣。何謂「雅丹」
呢？據《辭海》解釋，「雅丹」是維吾爾語，原義
為「具有陡壁的小丘」，特指乾燥地區的一種風蝕
地貌。這種地貌的形成，可以上追2000萬年前的
新近紀，下限也在260萬年前的第四紀。雅丹地貌
因傾斜和緩的粘土性岩層被暴流侵蝕，再經強烈的
風蝕作用而形成的一系列平行的壟脊和溝槽，順盛
行風方向伸長，高半米至幾米，長數十米到百米不
等。在我國新疆羅布泊東北地區發育很典型。
19世紀末、20世紀初，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
（Sven Heding）赴羅布泊地區考察，曾為這一奇
特、壯美的自然景觀所震撼，他問維吾爾嚮導，這是
什麼地方？嚮導回答是「雅爾丹」，於是他將之拼寫
為「yardang」，並寫入其著作《中亞與西藏》。隨
着這本書的傳播，我國學者又將「yardang」譯為
「雅丹」。從此，作為描述乾燥地區這種特殊地貌
的概念，「雅丹」成為世界地理學和考古學的通用
術語。
沙漠的黃昏遲遲不肯降臨，下午四五點鐘的陽

光，依然明晃晃、火辣辣。團隊在雅丹龍城略作休
整，六點正式乘車進入魔鬼城。置身這座神奇的迷
宮，如同進入時空隧道，又像進入火星世界，巨大

的震撼，由心底而升，天是那樣高遠，地是那樣壯
闊，人是那樣渺小。
該公園的雅丹地貌，東西長約15公里，南北寬
約兩公里，方圓346平方公里，土質堅硬，呈淺紅
色，藍天白雲之下，映襯於戈壁的黑色，更加引人
注目。進入景區，此前從未耳聞的雅丹地貌，對於
心靈的震撼，遠遠超出了辭書的定義，其規模之
大，形態之奇，舉世無匹。在這裡，鬼斧神工、鏤
雲裁月、巧奪天工、神奇造化、天造地設、出神入
化……這些詞語都不足以形容眼前的奇觀。強勁的
季風，拂去了戈壁表層的細沙，留下青灰色的粗
礫。強風如同刻刀，對這塊乾涸已久的河湖沖積
層，切割着，雕琢着，打磨着，星移斗轉，秋月春
花，按照風向的律令，這塊荒涼的土地，形成一道
道、一排排大致平行的「堤壩」與「街巷」。不知
經過多少歲月，這些「堤壩」與「街巷」又被切割
成大小不一的片斷與孤島。
如果從空中俯瞰，整個景區，如同一座中世紀的

城堡。不過，這座城堡，無關任何官員的政績，甚
至與人類行為沒有任何關聯，完全是地質變遷、風
雕沙刻的結果。這座由自然之手精雕細刻的城堡，
如同全世界著名建築的薈萃之地，在這裡，至少可
以找到它們的「山寨」或變體，大型的如天壇、布
達拉宮、金字塔、蒙古包、清真寺，美輪美奐，奇
絕千古；小型的如雄獅、孔雀、駝隊、獅身人面、
艦隊遠航、中流砥柱，造型奇特，形神畢肖。分佈
在這些奇異地貌之間的風蝕凹地，猶如大街小巷，
深邃而幽靜。天工開物給定的秩序，沒有尊卑之
別，沒有中西之分，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人世的規
則，渾然天成，天地合一。

豆 棚 閒 話 ■文：孫貴頌

飛機上的戾氣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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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立志

2015年元旦來到了，不妨說一說元旦的話題。「元
旦」 是公曆新一年開始的第一天，也是世界多數國家通
稱的「新年」。元旦純屬中國的本土節日，它的地位無可
替代。
元旦歷史悠久，據說起源於三皇五帝之一的顓頊，距今
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元旦」一詞最早出現於《晉
書》：「顓帝以孟夏正月為元，其實正朔元旦之春。」
中國古代曾以臘月、十月的首日為元旦，從漢武帝開

始，定為農曆一月初一日，並歷代延用。公元1911年，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統治，建立了中華民
國。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開會決定使用公曆紀年，把農曆
的一月初一日叫做「春節」，把公曆的1月1日稱為「元
旦」，不過當時並沒有正式公佈。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

決定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也決定採用世界通用的
公元紀年法，即我們所說的陽曆。為區別農曆和陽曆兩個
新年，又鑒於農曆二十四節氣中的「立春」，恰在農曆新
年的前後，因此便把農曆一月初一日改稱為「春節」，陽
曆1月1日定為新年，也就是「元旦」。元旦被列入法定
假日，成為華夏重要的節日。2015年的到來，新中國的
元旦已有「66歲」了。
憶往昔，歷代王朝都在元旦這天，隆重舉行慶典儀式，
祭諸神祭先祖。民間也逐漸形成祭神佛、祭祖先、貼春
聯、放鞭炮、守歲、吃團圓飯，還進行娛樂歡慶活動，呈
現普天同慶熱潮。晉代詩人辛蘭曾有《元正》詩：「元正
啟令節，嘉慶肇自茲。咸奏萬年觴，小大同悅熙。」此詩
所記述慶賀元旦的情景，說白了，並不是現在的元旦節，
而是現在的春節。
其實，新中國確定的元旦與封建王朝時期的元旦有區

別，在華夏各族人民中，似乎對於過元旦並不是很重視，
除了放一天假之外，沒有過多的慶祝活動。中國人過元旦
比較簡單，在城市，一般情況下吃頓水餃，或者朋友們聚
在一塊喝點小酒，再就是舉家到公園裡逛一逛。在農村更
為簡單，有的農戶連頓水餃都不吃，還趕不上過端午節熱
鬧。華人重視的是春節，總認為那才是中國的新年，一進
臘月門，都卯足了勁的準備過年。
時下，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節慶活動也打破了國

界，國人對過聖誕節似乎比過元旦更熱鬧，有的商家為了
追求既得利益，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讓那些善於跟風
的人覺得過「洋節」蠻有滋味。假如有一天，國人猛然意
識到還是民族的節日值得慶賀，有可能元旦比聖誕更熱
鬧，也更能體現華夏民族的節慶風尚。
地球在轉，日月星辰依舊；四季輪迴，年年周而復始，

元旦這一歷史年輪上的節點，「一年之際，始於足下」的
地位永固。對於過元旦，不在於是否過得有聲有色，也不
在於民間奢華的慶典，貴在於國人不要忘記它。年表數字
在變化，日曆扉頁上永遠是它的位置。

亦 有 可 聞

話說「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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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丹國家地質公園。 網上圖片

■元旦燈籠。 網上圖片

■雲門山的摩崖巨刻「壽」字。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