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过定林寺
□ 逄金一

跋跋履履

　　再一次站在浮来山定林寺前，不由得浮想联翩。
　　那位名为慧地的僧人，此刻与我执笔相对，相顾
无言。
　　这位僧人，我们后世更常唤的名字，即是刘勰。
　　《梁书·刘勰传》记载：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
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
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
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
　　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
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
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
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
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
文学，深爱接之。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
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既成，未
为时流所称。勰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
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
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然勰为文长于佛
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
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乞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
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于世。
　　传书至少告诉我们以下四点常被人忽视的事实：
　　一、定林寺早在东晋时便已存在，且当时寺内藏
经，就是刘勰确定的。
　　诚然，历史上至少曾有三座定林寺，分别是南京的上
定林寺、下定林寺与日照浮来山定林寺，刘勰的确切校经
处也众说纷纭，但在莒国后人心目中，刘勰的魂灵与精气
神从来就不曾离开过莒国，这是他的故乡，他根脉之所
在。而且比较而言，莒国后人确实也比南京人更爱他。
　　二、刘勰是一位能接触皇帝、太子的人物，所交往的
文友中有著名的昭明太子，太子爱好文学，很爱护并接
纳了他。他后来还深得著名诗人沈约的赏识。沈约很重
视《文心雕龙》，认为深得文理，放在几案上时时翻看。
　　三、佛学是当时的显学，刘勰在定林寺校经，是皇
帝（梁武帝萧衍）的旨意，体现了国家意志。
　　四、刘勰与佛门渊源颇深，年轻时依附出家人僧

祐，一起生活达十多年，终于广通经论。他作文擅长佛
理，京城的寺塔和名僧碑文，时人必定请刘勰撰写。晚
年的他禀告皇帝请求出家，先烧去鬓发以表明志向，皇
上下谕应允。于是他在寺里郑重易服，改名慧地。
　　出个家也得皇帝批准，可见刘勰在皇帝心中的地
位有多高。
　　传书还给我本人至少两点启示：
　　首先，刘勰37岁时就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成名
作，这让很多写作者敬佩不已。
　　其次，一部《文心雕龙》只有区区三万七千余字，而
我们现在的著作，动辄二三十万字，甚至百千万字。老
子的《道德经》也只有五千言。过去的文字简约精练，现
在的我们却越来越啰唆。但从另一方面看，文化的普及
度现如今大大提高，通俗的文字使一般人都能读懂，从
而使知识得以更容易地散播。而过去深奥的文字，只有
高深的专业人士才能读懂，阻碍了更广泛传播的可能。
　　浮来山定林寺院内，还有棵著名的银杏树，树龄达
3500余年，树高26.7米，周粗15.7米，号称“天下银杏第一
树”，也有人叫它“银杏之祖”，龙盘虎踞，气势磅礴，繁
荫数亩。早在春秋时期，鲁隐公与莒子就曾在树下会
盟。而毫无疑问，在莒国后人浪漫的想象中，刘勰也应
曾在此树下校经、休憩。
　　“这是一棵雌株。雄的在五六十里外。是风和鸟
使他们得以奇迹般地结合。”朋友南方先生介
绍说。
　　一会儿，他又断然提示说：“她一天就需要喝两
吨水！”
　　寺钟忽地响起，微风静静梳过高树，触及众人脸
面，如母亲的手抚摸过游子的脸庞。
　　在重建中的莒国故城，在日照的寻常巷陌，一路
走，一路看，我无意中发现这城市的一个秘密：剪纸艺
术中有《文心雕龙》的内容，文人们研发出“勰公砚”，市
民捧出“文心大饼”，商家搞了“文心名车汇”……
　　《文心雕龙》崇古、原道、尊传统、重历史，莒国后人
们同样如此。
　　莒文化润泽了刘勰，而定林寺的风，同样轻拂莒国
后人的心灵。
　　《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
色之动，心亦摇焉。”
　　今日之日照，人人皆有一颗文心，生态优先已成共
识，绿色发展脚步也更为坚定，物色之美处处可见。“全
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十大最美海滨城
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联合国人居奖城市”……每
项荣誉、每个奖牌都是日照生态环境雕龙刻凤的一面
亮灿灿的镜子，见证日照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与生态
立市的物色蝶变。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的日照大地，金
滩镶绿野，碧海映蓝天，山海相依，草木葳蕤，水清田
绿，候鸟翩跹——— 我们一行随后所去的白鹭湾湿地公
园即是如此之景致。但见那清澈的河水蜿蜒曲折，顺流
而下，白鹭翩飞起舞，鱼儿嬉戏追逐……
　　不只白鹭湾如此优美，翻开日照的“湿地图鉴”，傅
疃河口国家湿地公园、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西湖国
家湿地公园、沭河国家湿地公园……4个国家级湿地公
园、5个省级湿地公园、12处人工湿地，共同擦亮这座城
市一个个靓丽的生态地标。
　　“近年来，世界级最濒危鸟类、有‘神话之鸟’之称
的中华凤头燕鸥多次飞临日照，有‘鸟中大熊猫’之称
的中华秋沙鸭等罕见鸟类亦纷纷前来打卡栖息。天鹅、
鹈鹕、鸳鸯、白鹭、苍鹭……从傅疃河、两城河到沭河、
潮白河，从袁公河到北溪，一处处美丽宜居的湿地，吸
引越来越多的鸟类飞来日照越冬。湿地之美，已成为日
照一张多彩的生态名片。”
　　讲解员深情而生动地向我们普及。
　　优秀文化为新发展赋能。山清水秀的日照，沐浴着
来自定林寺的风、向阳村的风，生机勃勃，生生不息。
　　我仿佛看见，那位名叫慧地的僧人，含笑不语，化
为岚烟与清风，漫布天空。

第一乐章 万里绿色长城

　 谁见过“三北”万里林墙那么壮观
　　撑起荒漠高原一抹碧绿蓝天
　　那一条中国北疆连绵绿色长城
　　惊艳了世界让人刮目惊叹

　　多少年的坚守多少人的血汗
　　治沙人与风沙相搏与绿色相伴
　　不曾有过的人类壮举
　　那是中华与自然和谐的宣言

　　长长一条万里绿色长城
　　风展中华儿女担当的风范
　　哪怕沙暴滚滚千难万难
　　永不言败的坚持一年又一年

　　像守护孩子守护每一株绿
　　惊天地泣鬼神无悔奉献
　　哪怕治沙路上任重道远
　　代代前行托起绿色美丽江山

第二乐章 西北篇

  陕北绿了

　　陕北绿了
　　阵阵清风轻轻拂面
　　如今坡梁叠翠层层绿染
　　高原陕北正迈向深绿盎然

　　陕北绿了
　　珍鸟贵兽林中又现
　　绿进沙退告别沙暴来袭
　　信天游唱醉了陕北的天

　　陕北绿了
　　陕北绿了
　　从黄沙漫天到翠绿满园
　　从荒山秃岭到瓜果香甜
　　绿色发展谱出绿色陕北
　　陕北人深情续写红色诗篇

  民勤的守望

　　你坐落在大漠河西走廊
　　三面沙漠把你围在中央
　　干旱少雨沙暴肆虐猖狂
　　与风沙征战是民勤的守望

　　一方方草格给沙地披新装
　　一株株青绿在春风中生长
　　播绿的队伍一年又一年
　　阻断大漠合拢种出绿色风光

　　寒来暑往几十秋
　　民勤人民血泪坚守
　　万众一心携手不回头
　　向前走谱写民勤华章绿洲

  父辈的身影

　　你是沙漠上不老的胡杨
　　奇迹般征战在荒漠沙场
　　也许你梦里是家园的期盼
　　草绿花红在沙丘绽放

　　你是沙地上不老的沙棘
　　风沙中依然腰身不弯
　　也许你心中装满子孙的日子
　　愿用一生种下一片绿色田园

　　七旬老汉征战沙场几十年
　　汗水把荒漠变成小江南
　　你把生命化作闪亮的星
　　那是你苍天般的伟岸身影

第三乐章 华北篇

  河套风情

　　一渠黄河水流向河套平原
　　养育了河套风情万千
　　千条水渠织成一张网
　　浇灌出河套塞北江南

　　万亩良田风吹绿浪翻
　　葵花向阳瓜果香甜
　　牧歌悠远哈达风卷
　　河套儿女耕耘绿色家园

　　我爱河套母亲河水潺潺
　　我爱河套乌梁素海美艳
　　我爱河套林海片片
　　我爱河套北国画卷

　　河套啊江南
　　你是北疆绿长城的动人歌弦

  塞罕明珠

　　塞罕坝 塞罕坝

　　你的名字誉满天下
　　提起你就想起那片林海
　　你用身躯阻挡南下风沙

　　塞罕坝 塞罕坝
　　你的风骨冒寒挥洒
　　热血温暖了林海嫩芽
　　坚贞撑起绿色风雅

　　塞罕坝 塞罕坝
　　说不尽的塞罕坝
　　唱不完的塞罕坝
　　你是绿色长城的一曲神话

  天边牧歌

　　天边呼伦贝尔大草原
　　碧绿的大地蓝蓝的天
　　每一株绿都是自然的恩赐
　　牧歌声声在大草原回旋

　　弯弯曲水流淌在草原
　　哗啦啦唱着天籁歌弦
　　每一条河水都那么清澈甘甜
　　一座座蒙古包飘着袅袅炊烟

　　高举哈达仰望这片蓝天
　　用赤子胸怀拥抱这片草原
　　每一次日出都是草原的灿烂
　　每一声牧歌都是绿色的呼唤

第四乐章 东北篇

  大地如画

　　黑土地的大东北
　　怎忍耐风沙的肆意蚀侵
　　用植绿锁住大风口
　　滚滚绿浪抖精神

　　辽阔的大东北
　　织出棋盘网格绿深
　　沃土连天林茂粮丰
　　百鸟鸣唱林间飞

　　莽莽林海大东北
　　生态大笔惊春雷
　　从龙江西北到吉辽丘陵
　　舞起大秧歌欢歌长城颂

  北大荒的歌

　　忘不了那激情燃烧的年代
　　怀着一个梦想耕耘在北大荒
　　你的每一片土地都有我的足迹
　　每一条河渠都有我的汗滴

　　前行在奋进的新时代
　　追梦的理想在北大荒放飞
　　你的每一片绿洲都有我的深情
　　每一声马达都是心中的欢喜

　　北大荒是一首歌
　　一首绿色的歌
　　那是青春的歌生命的歌
　　一首难忘的歌永远的歌

  大小兴安

　　话说东北“三北”工程
　　不能不说大小兴安岭
　　那一道道高高矗立的山峰
　　蜿蜒千里绿了大东北的苍穹

　　从建设伐木到植树增绿
　　放歌巍巍兴安绿色革命
　　云蒸雾罩茫茫仙人境
　　醉了兴安人家大东北的风

　　涛涛大小兴安岭
　　一道长长大屏风
　　你是大东北的雄浑豪气
　　你是我梦中美丽家园的星空

第五乐章

我爱你，万里绿长城

　　我深深地爱着你
　　“三北”万里绿色长城
　　你那与风沙不屈的抗争
　　激荡我热血沸腾万丈豪情

　　我久久地仰望你
　　北疆万里绿色长城
　　你那天地人和的恢宏
　　鼓舞我信心百倍踏歌前行

　　“三北”万里绿色长城
　　挺拔在北疆的无畏英雄
　　你是我祖国的自豪
　　你是我人民的骄傲
　　祖国北疆万里绿长城
　　地球东方一道绿色长画屏

   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组歌 □ 陈光林

文文荟荟

   互信是一种文化和精神力量 □ 叶匡政

谈谈薮薮

　　近日频频看到一个词“数字互信”，有研
讨会信息，有互联网专家的发言和文章。
这些文字谈的多是“中德数字互信”，
大概是想通过建立中国和德国之间的数
字互信，为国与国的数字互信找到一种
可供复制的模式。这么多人在讨论“中
德数字互信”，显然是出现了“数字不
信”的端倪或危机。这就像两个朋友，
一旦言及“互信”，那常常意味着彼此
的信任出了问题。
　　看专家提供的德国官方数据，去
年德中贸易额达到2 9 7 9 亿欧元，中国
已连续7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
国也是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当数字技术如基本语法一般，嵌入经
济、产业与产品中时，两大贸易伙伴
如果失去数字互信，甚至连彼此的语
言都不信任时，未来就可能在经济领
域失去对话的可能。产业链和供应链
在过去的互补，就可能演变为未来的
“互毁”。
　　数字互信，正在成为经济互信、
贸易互信及人类互信的基础。
　　为何这么说呢？数字技术正隐身于
所有日常事物中，成为人类生活的共同
密码。我们可以设想，20多年前如果没
有基本的数字互信，互联网不可能在一
夜之间蔓延全球。数字技术不仅是一种
技术力量，也是一种开放的力量，互信
的力量，一种文化和精神力量，它改变
着我们对世界的定义。它使世界各类文
化汇聚到一个巨大的广场，在这个数字
广场上，那个等级森严、封闭分裂、秩
序僵化的传统世界在崩溃。人类心灵以
前所未有的开放与互信，被连接在这个

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数字宇宙中，世界也
因此而改变。
　　因为有国与国的数字互信，我们看
到一国的数字技术发明，会在其他国家
激发出另一种发明，数字技术开始了它
的连锁反应。在每个领域，我们都看到
了数字技术的自我增强能力，它们催生
新的社会化组织，它成为改良社会的主
要力量。
　　数字技术也有一种生物性，它有自
己的生长发育周期，会自己成长。它有
自己的感受系统，存在于全球技术精英
的大脑中，这些大脑因为互信而联结
着，成为整个数字技术的大脑。这些大
脑因互信而互动，发生着进化。数字技
术有自身的信息聚合体，它保存在书
籍、网络和人脑中，因为互信这些信息
才能发生交换，产生新的信息、新的技
术。观点之间，想法之间，因为互信而
实现着连接和交换，创造出新的想法和
新的思维模式。正是因为有了数字互
信，数字技术才能在国与国之间实现它
的自我繁殖。
　　人脑和心智创造了数字技术，数字
技术又反过来改变人脑和心智，于是经
过修正的大脑也成了数字技术的一个发
明。人类是生物物种，同时也在变为一
个技术物种。数字技术使信息成为今天
这个星球增长最迅猛的事物，正因为有
数字互信，才会发生这种信息的超级链
接，它加快了数字技术自我增强的速
度，也加快了各类技术间的融合。数字
技术生成的一套复杂的生态与语义结
构 ， 早 已 超 出 了 大 多 数 人 类 理 解 的
范围。

　　数字技术已深深嵌入人类的社会结
构和个人生活中，而且嵌入得越来越
深。当数字技术变得不可或缺时，它就
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元素，成为人类实现
沟通的基本语法，无处不在。这一切都
是以数字互信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和市
场经济，也是以契约为基础，遵守契约
本身意味着互信的开始。正是这种互
信，促进了人类社会凝聚与开放的力
量，才有了跨国投资与贸易。当数字技
术成为一切产业的基础，成为人类沟通
的基本语法时，如果陷入“数字不信”
的泥潭，不仅会导致经济与贸易成本的
无限增加，甚至会让国与国的经济往来
陷入停滞。
　　有一份研究报告透露，德国企业在
中国数字核心领域占的位置很重要。
如德国软件厂商SA P，就有占七成的
中国超大型企业在使用它们的企业资
源规划系统，这些企业大多年营收规
模超千亿元，有中石油、中石化、国
家电网、中国商飞等，涉及了能源、
交通运输等很多重要领域。这个系统
管 理 着 企 业 核 心 的 财 务 、 物 料 、 组
织、流程等信息，这些企业的经营早
已与该系统深度绑定，核心数据也大
多存储于SA P的这个系统中。可以想
见，如果失去了数字互信，这一切都
是不可想象的。
　　互信，曾是数字世界最重要的资
本。因为有了互信，才有了遍及世界的
互联网，也因为有了互信，才有了数字
世界合作与信息的高效。数字技术本
身，就是为了破除信息交流障碍，让国
与国及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实现深度融

合。而要培养数字互信，更需要国际社
会的开放性，而不是变得日趋封闭与保
守，它与其他国际意识一样，需要在开
放的国际生活和交往中，达成对人类数
字生活规范的共识，并以此调节自身的
行为。
　　现代国际交往的灵魂就是互信，无
论市场行为、政府行为还是社会合作，
互信都是行为的前提。国与国之间的数
字互信，需要各国政府保持数字技术政
策与法律的连续和稳定，这是数字互信
的关键。各国政府为数字技术运营提供
“游戏规则”，规则的稳定当然是首要
原则。只有政策与法律稳定了，那些与
数字技术相关的企业，才能对未来做出
清晰的预期，通过完成商业约定，来保
证信用。一旦政策与法律不稳定，数字
企业可能就不知道该遵守何种规则，对
未来变得无法预期，这样可能导致整个
数字社会的信用缺失。
　　市场经济与数字世界，说到底都是
以互信为根基的。当互信减少，无论是
市场经济，还是数字世界，国与国能共
享的价值与利益都会大大减少。世界历
史的无数事实已表明，“比狠斗强”的
丛林法则是无法推动世界进步的，只有
国与国的互信与合作，才能真正推动人
类社会的进步。所以，要修复被损伤的
数字互信，需要加强整个国际社会的开
放性，而不是让它变得更封闭，在一个
更开放包容的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才
可能真正发展出互信、协商与合作的
意识。
　　只有让互信成为数字世界的支柱，
人类才会有一个可预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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