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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地多将其境内名胜经评选

后集为“八”数，分别命名，这也成为一

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八景”之说大约

始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提及

当时画家宋迪作“潇湘八景”图，应是

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八景”之说。

玉田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大约在

明代中后期，由文人雅士和地方官员

遴选的“玉田八景”就已产生。县内

保存的康熙、乾隆、光绪年间《玉田县

志》均有记载，乾隆年间的志书中还

附有玉田八景图。但是，县志中关于

八景位置多是“城西北二十余里”之

类，语焉不详，描述也不具体，一部分

景点确切位置难以考证。

我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张树

云先生在其编著的《玉田说古》、《玉

田历史文化大观》两本书中，有关于

“玉田八景”稍为详细的描述，推测张

先生应该有过实地的考证、勘测。在

此基础上，笔者在 2009 年曾组织同好

者开展了多次“玉田八景发现之旅”

活 动 ，目 的 是 探 寻 八 景 更 准 确 的 位

置 ，弘 扬 乡 土 传 统 文 化 。 但 水 平 有

限，得出的东西难免有谬误。不过还

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文化，愿与

大家分享，同时希望多批评指正。

一、麻峰种玉

麻峰即麻山，古称古溪山。位于

玉田县城北部郭屯乡麻山村北，海拔

105 米，是一座顶部平坦的低山。山

顶矗立着一通略显破旧的古碑，坐落

在一尊石雕赑屃上。碑身正面阴刻

“古人种玉处”五个古朴大字。这里

就 是 诵 传 久 远 的 阳 伯 雍 种 玉 之 地 。

据古县志记载，麻山上很早就立有石

柱，上面铭刻“玉田”二字，是种玉人

阳伯雍后裔杨于石所立。明清时期

将 已 经 残 破 的 石 柱 换 成 石 碑 ，刻 上

“古人种玉处”五个大字，并多次修

缮，可惜在特殊年代石碑损坏流散。

改革开放后，县主管部门将残碑收集

到一起，修复后重新竖立在原处。而

今，“古人种玉处”碑被列为唐山市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名山与古寺总是相得益彰，在麻

山南山腰，明正德年间曾兴建起一座

占地大约 2 亩的佛寺，名为麻山寺。

借助麻峰种玉的传说，寺庙吸引了周

边的大量善男信女，香火旺盛。寺内

苍松翠柏环抱，香樟古槐掩映，殿阁亭

堂高低错落，一片幽静清雅世界。每

当晨钟暮鼓敲响，浑厚悠长的钟鼓声

把那份宁静安详一直传送到十多里外

的古城内。而今，在古寺原址又重建

起一座殿宇巍峨的寺院，让人们对这

一古老胜景再现辉煌充满期待。

麻峰种玉是个神奇而又古老的

传说，最早见于晋代干宝编著的《搜

神记》卷十一，原文记载如下：

阳公伯雍，洛阳人也，本以侩卖

为业。性笃孝，父母亡，葬无终山，遂

家 焉 。 山 高 八 十 里 ，上 无 水 。 公 汲

水，做义浆于坂头，行者皆饮之。三

年，有一人就饮，以一斗石子与之，使

至高平好地有石处种之，云：“玉当生

其中”。阳公未娶，又语云：“汝后当

得好妇。”语毕不见。乃种其石。数

岁，时时往视，见玉子生石上，人莫知

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

行，时人求，多不许。公乃试求徐氏，

徐氏笑以为狂，因戏云：“得白璧一双

来，当听为婚。”公至所种玉田中，得

白璧五双以聘。徐氏大惊，遂以女妻

公。天子闻而异之，拜为大夫。乃于

种玉处四角做大石柱，各一丈，当中

一顷地名曰“玉田”。

《搜神记》是志怪小说，但伯雍种

玉的传说在历史资料中可以找到其原

型。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地

理名著《水经注》中，有关于这段传说

和阳伯雍家族谱系的考证记载。结合

县内其他古文献资料，可以推断，种玉

者阳伯雍就是记载中春秋末期的玉田

人阳翁伯，而玉田的县名就来自这个

传说。

玉田在春秋时称“无终国”，唐武

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 696 年），依

《搜神记》中“阳伯雍麻山种石得玉”

的传说更名为“玉田县”，沿用至今已

1300 多年。

二、燕山叠翠

玉田北部山地属燕山一脉，因地

处古燕地而早有其名。燕山叠翠，位

于 县 城 西 北 约 12.5 公 里 的 燕 山 口

东。燕山口，夏商周时直至明代之前

称蓟 门 ，是 连 通 内 地 与 塞 外 的 重 要

咽喉要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

略地位十分重要。北宋诗人苏辙所

作《燕 山》一 诗 中 有 ：燕 山 如 长 蛇 ，

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

岸……诗中对这里地形之险峻、战略

地位之重要都有描述。玉田境内燕

山虎踞，唐水龙环，是形胜之地，所以

北部燕山可谓县之灵脉。

“ 燕 山 叠 翠 ”所 指 的 燕 山 ，个 人

认 为 是 玉 田 县 境 内 燕 山 口 东 ，包 括

草 帽 山 、庞 山 、大 肚 山 、九 峰 山 、大

转山、西凤凰顶等多座山峰的总称，

因 这 些 山 多 可 见 到“ 叠 翠 ”景 观 。

“叠翠”是指这里的山体多分布石灰

岩，悬崖陡峭处层层叠叠堆积如云，

层 间 阶 隙 处 岩 石 风 化 侵 蚀 ，碎 石 沙

土堆积，草木生长。春夏之际，如碧

玉锦缎横披于山崖岩层间，形成“叠

翠”胜景。

近年修建了水泥观光路，山路蜿

蜒起伏，路南有一座状如神龟探海的

小山，其北坡是如鬼斧神工劈成的峭

壁悬崖，山腰松林如黛，山脚处是一

片绵延无际有如暮霭丹霞般的火炬

林。环路东侧悬崖，即为观赏燕山叠

翠景观的绝佳地点之一。

环路北侧有一四崖壁立、突兀嵯

峨东西向延伸的崖峰，这就是古县志

所载的“庞山”。当地人又称其为庞

家寨山。庞山顶部较平坦，与县北部

独乐崖形似，玉田户外人称之为“小

独乐崖”。

庞山北侧山谷中怪石孤峰林立，

造型奇特，是一处良好的地质地貌景

观，玉田户外人称之“小石林”。小石

林西北侧为草帽山，盖因山体形似草

帽得名。东北方向不远大转山南，有

一道东西走向横跨山梁，由石块垒砌

宽约两米的墙垣，相传是唐初白袍大

将军薛礼东征时所建防御工事，俗称

“拦马墙”，至今尚保持较为完好。沿

山梁防火道东行再北折，过野菜坡后

即到达一处山梁陡窄，岩石崚嶒的山

口，当地人称为“龙门口”。此处地势

较高，两侧悬崖高耸壁立，站在悬崖

巨石上视野开阔，一直可以望见城内

林立的高楼大厦。古人吟咏燕山叠

翠的诗作不少，王庆元诗云：“叠叠烟

峦接窈冥，烟销拥出翠围屏，游人莫

出燕山口，口外山无如此青。”清朝进

士胡维翰诗云：“叠翠层峦里，郁葱万

树苍。屏环禅院古，崖滴乳泉香。雨

润 田 畴 宅 ，风 清 窦 逊 庄 。 危 峰 依 旧

峙，何必问沧桑。”

田畴和窦逊都是古代玉田境内的

名人。站在此处，遥想古人登燕山而

远眺，追思怀古，禁不住让人心思之，

神往之。

北侧山峰为西凤凰顶。龙门口西

侧有一隐秘小径，穿松林花海可行，沿

途东为巍峨耸立的叠翠悬崖，崖上有

一悬空石洞；西为天津蓟州区翠屏湖，

此处亦为欣赏叠翠美景的绝佳地点之

一。西凤凰顶东有已毁坏的据说是铁

瓦无梁殿的旧址，为厚约 0.5 米、长度

为 2 米的方形墙基，似乎是一座塔的

基础。折向北沿小路下坡，可到一处

稍显破败的土房处。土房西北即为清

代所建九峰朝阳寺旧址。尚有碎石砖

瓦和石碑残存。遗址下有一井泉，井

中泉水无论春夏秋冬不溢不落，且冬

季也不结冰。此处林木茂密，早春时

节，山坡上山桃山杏，花开遍野，草木

绿黄，景致迷人。

（待续）

玉田八景漫谈（上）

□ 钱兴利

“霞光”伉俪漫忆
□ 刘士裕

1951 年 ，“ 评 剧 皇 后 ”新 凤 霞 和

“戏剧神童”吴祖光在北京举办婚礼，

媒人是老舍，主持人为郭沫若。这对

佳人才子的结合，被当时文艺界称之

为“霞光之恋”。

没想到 45 年后，我们竟闯入“霞

光”视界，聆听两位耄耋老人那些动

人的故事。

书画传情
为征集唐山抗震二十周年书画

展作品，1996 年 4 月 9 日，我和同事叩

开了位于北京工人体育场东路的凤

霞 老 师 、祖 光 先 生 的 房 门 。 房 间 不

大，很简朴，但文化氛围很浓。祖光

先生安顿我们坐下，寒暄了几句后，

凤霞老师便坐着轮椅从里屋出来，和

我们一一握手。她话虽不多，但精神

很好，热情地招呼我们合影留念。祖

光先生说，1975 年，凤霞老师半身瘫

痪后，就一直以轮椅为伴。

我们的到访，是经新华社贾靖宏

先 生 介 绍 的 ，因 此 两 位 老 人 早 有 准

备。凤霞老师打开一幅名为《春光》的

国画。画面上两朵牡丹光彩夺目，墨

绿色的叶子纯净厚重，颇有白石先生

的风韵；祖光先生的题字“唐山地震二

十周年祝今日辉煌”，起到了画龙点睛

的作用；落款为“新凤霞画吴祖光题”。

凤霞老师不能久坐，把画递给我

们便回里屋休息。祖光先生介绍：凤

霞老师告别舞台后，心情一度低沉。

他知道妻子对知识的渴求，便特意装

修了一间书房，每天教她读书认字，

写回忆文章。后来又陪凤霞老师拜

在白石老人门下，既教她绘画，又教

她如何从艺、做人。一次，白石老人

说：“你们夫妻是霞光万道，瑞气千

条……”从此，凤霞老师画画，祖光先

生题词，便成了他们的标配。

临别时，祖光先生把他创作的一

幅书法作品赠送给唐山人民。内容

为借用元代诗人刘秉忠的诗句“直到

雪消冰泮时，百川春水自东流”，将诗

中的“直”字改为“待”，老句新用，别

有创意。作品笔法浑厚圆润，骨力遒

劲，功力自现。面对两位老人对当年

地震灾区人民的深情厚谊，我们还能

做些什么呢？除邀请他们到唐山做

客外，并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

“生正逢时”
1997 年 3 月 15 日 上 午 ，晴 空 万

里 ，乍 暖 还 寒 ，我 和 同 事 第 二 次 往

访。一是向两位老人再次表达谢意，

二是汇报展览盛况，并送上《纪念唐

山抗震二十周年美术书法作品集》。

当时凤霞老师身体不适，还在休

息，我们便和祖光先生攀谈起来。从

介绍中我们得知：凤霞老师幼小被人

贩子从苏州卖到天津，辗转落到一户

卖 糖 葫 芦 人 家 ，七 八 岁 开 始 操 劳 家

务，照顾幼小的弟妹，十三岁便学评

剧挣钱养家。新中国成立前一年才

在北京天桥扎下根，唱红北京城。20

世纪 50 年代，戏曲电影《刘巧儿》《花

为媒》问世后声名远播。从 39 岁开

始，在接连不断的“运动”中，她历尽

劫难，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后加之医

院误诊，导致半身瘫痪，当时她刚 49

岁。在我们问及凤霞老师现在的身

体状况时，祖光先生说，凤霞老师饮

食 起 居 向 来 很 有 规 律 ，每 天 坚 持 锻

炼。大难后的二十年时间，凭借坚强

的毅力，先后写下四百万字的回忆录

式的文章，画了一千多幅画。随着年

龄增大，现在身体状况虽大不如前，

但仍坚持每天写作、画画。至于自己

的坎坷经历，祖光先生则谈得很少，

且一带而过。

这天祖光先生兴致很好，他站起

身走到书桌旁，从一叠事先写就的“生

正逢时”书法作品中抽出两张送给我

们。他说，闲着没事就抹上两笔，朋友

来了，省得现写。四个大字用墨枯湿

相参，章法巧妙，结字修长，整体和谐

统一，实为难得。据说，祖光先生先后

写了近千幅送给朋友，且只写这四字，

别的不写。在返唐的路上，我思忖：一

个人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坎坷，

有的选择了消沉萎靡，眼睁睁地错过

一次次机遇；有的则迎难而上，奋力拼

搏，成为人生的强者。面前这位很有

资格说自己“生不逢时”的老人，却把

艰辛化作成功的宝贵财富，活出了生

命的高度。“生正逢时”，这不正是“霞

光”伉俪至高精神境界、达观生活态度

的真实写照吗！

心系唐山
唐山是中国评剧的发祥地，凤霞

老 师 对 唐 山 有 着 难 以 割 舍 的 情 感 。

但唐山留给她最初的印象却是烧鸡

“香香”的味道。

早年她来唐山唱戏，每天从住处

到戏院总要经过一家烧鸡店。多年

后她仍清晰地记得：“我每天路过这

里就会闻到香香的味道，总想什么时

候才能吃上唐山的烧鸡呀？”母亲安

慰她：“等你成了角儿，就给你买一只

吃。”直到 1949 年，凤霞老师来唐山天

乐戏院演出时，张庆和先生才提着一

只烧鸡说：“小凤啊，你小时候就想

吃，吃不起，现在可成了角了。来，孩

子吃吧！”但凤霞老师总觉得这次不

像当年闻到的味道那么香。

1955 年，中国评剧院成立后，凤

霞老师为了演好改编后的现代评剧

《杨三姐告状》，曾三次到滦县双榆树

村拜访杨三姐。当时因为一些旧戏

胡编乱造恶意丑化，给杨家造成许多

困扰，因而遭遇杨三姐家人的婉拒。

由于凤霞老师锲而不舍，最后还是见

了一面，但没有深谈。当她看着眼前

这 位 沉 默 寡 言 ，表 情 木 讷 的 农 村 大

妈 ，真 不 敢 相 信 这 就 是 当 年 那 位 勇

敢、机智、不屈不挠的杨三姐，心中留

下不少惆怅和缺憾。但通过采访其

他当事人，她还是得到了不少真实的

生活感受。1980 年 10 月，到北京看

病的 78 岁杨三姐，得知凤霞老师已经

不再演出，且当时不在北京时，遗憾

地表示，以后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向她

道个歉……

凤霞老师患病后，转为从事文学

创作和培育新人。她关心唐山评剧的

发展，念念不忘为唐山培养评剧人才。

1992 年初，后起之秀的罗慧芹终于成

为凤霞老师的入室弟子。1996 年夏，

凤霞老师和女儿吴霜还专程来唐山常

记戏楼，看罗慧芹主演的《刘巧儿》。散

戏后，又热情地把罗慧芹叫到住处说

戏。虽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但她一个

眼神、一个手势的示范，仍然透着当年

的灵秀和妩媚，仿佛“刘巧儿”从银幕上

走了下来，令学生受益匪浅。

1997 年 初 ，罗 慧 芹 被 中 央 电 视

台选定参加春节戏曲联欢晚会。凤

霞 老 师 得 知 消 息 后 异 常 兴 奋 ，从 北

京打来电话：“快到家来，我给你说

戏。”凤霞老师做示范时一直喘着粗

气，罗慧芹劝老师歇一会儿，她一语

双关地说：“演戏和做人都需要勤奋

和毅力，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人都要

保持一种向上的精神。”这年 9 月，当

她 得 知 罗 慧 芹 又 要 排 演 新 戏 时 ，语

重心长地说：“唐山是评剧的故乡，

振兴评剧你们这一代责任重大。”如

今，中国评剧艺术节已经举办了 12

届 ，成 为 展 示 全 国 评 剧 艺 术 水 平 的

盛会。罗慧芹也已成长为国家一级

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当今

评剧旦角的领军人物之一。唐山评

剧 的 发 展 ，与 凤 霞 老 师 的 辛 劳 和 汗

水是分不开的。

滴溜甩挂
滴 溜 甩 挂 ，一 个 形 象 生 动 的 方 言

词，形容瓜果豆角拥簇下垂，或丝丝垂

挂 、随 风 飘 荡 的 情 状 。 一 是 多 。 如 黄

瓜，那些娇嫩的小花还未凋谢，就有尖

尖小瓜，顶花带刺，显露峥嵘。稍后，便

俯 身 下 垂 ，在 青 枝 绿 叶 间 渐 次 突 兀 起

来。二是动感十足。特别是长长的挂

豆，像挂在篱笆上一排细长丝绦，有风

吹过，飞瀑般飘动。

还有一种与苦瓜有亲缘关系叫“咧

古吊”的攀缘植物，茎蔓细长，叶子弱不

禁风，但“偶依一株树，遂抽百尺条。”待

爬到丈八高时，便垂下一只只纺锤状果

实 ，在 风 中 荡 来 荡 去 。 成 熟 后 通 体 金

黄，像一个个金钟，挂在空中。稍不注

意，一个金果就悄然裂开，露出鲜的内

瓤。“晓看红湿处”，方知是几枚裹着红

衣的种子落于地上。

滴溜甩挂，一个随风摇曳的方言，

看 到 它 ，一 幅 绿 荫 匝 地 果 实 累 累 的 画

面，就浮现眼前。

老婆子耳朵
老婆子耳朵 ，一种扁片状豆角，因

形 似 人 耳 ，就 有 了 这 么 个 名 字 。 一 说

这 个 名 字 ，总 让 人 想 起 老 家 的 婆 婆 奶

奶们。

这种豆角多种在寨子根或柴垛旁，

不用管理，任其攀爬，种下几粒就能爬

满寨墙草垛。不用多久，就有紫色小花

在枝叶间次第放开。不经意间，你会发

现花丛上伸出一枚枚怯生生的尖角，过

几天那些尖角就长成一只只小耳朵。

这种形似耳朵的豆角，过往谁家都

种几株，摘下一捧，即是一菜。似麻非

麻，嚼之似涩非涩，别有滋味。多年之

后再品咂那种滋味，有一片悠长的回味

在心头。

农家院落中，“老婆子耳朵”悄然开

花，悄然结果，谛听天地音符，点缀乡村

寂寥。却少有人留意它，就像头顶的蓝

天，我们天天行走在天空之下，却往往

视而不见。

鬼指根
带“鬼”字的东西，总给人异样的感

觉与联想。黑翅膀黑身子的“鬼蚂螂”，

像一片阴影，在水边飞来飞去，有点鬼

气；外壳似老人皱纹堆累的“鬼螃蟹”，

扮着鬼脸，东张西望，丑陋而滑稽。“鬼

指根”乃是一种野草，从叶子中间挑起

一 根 根 细 细 的 茎 ，乱 哄 哄 开 出 黄 色 小

花。一有风吹草动，线形瘦果便悄悄裂

开，一蓬蓬顶着绒毛的尖刺，像一发发

随时连射的枪弹，谁从旁边经过，只要

稍一碰触，即被连连击中。少时在路边

拾柴割草，在毫无觉察时，裤脚衣襟常

被它刺中无数，只得一枚枚小心拔掉。

但总有几枚潜伏者，直到刺痛手掌才被

发现。

释放针刺，刺你没商量，大概就是

它“鬼”异之所在。

与之相类，还有“麻苍（苍耳）”和蒺

藜。麻苍结籽具钩状硬刺，稍微触及即

粘在衣裤上，路过者无一幸免。蒺藜之

籽俗称“蒺藜狗子”，刺硬如铁，一粒就是

一颗地雷。早年耪地歇烟时，在地头刚

一坐下，就觉屁股一阵刺痛，不用找，肯

定是蒺藜狗子在发狠。割草时，被混于

草中的蒺藜狗子扎出血来，是常有的事。

这些刺人的草，本无恶意，它们只

是把我们当作快递小哥，把种子带向四

面八方。

兔蹲
以鸟兽昆虫命名野草和庄稼的方

言 ，乡 土 之 气 跃 然 纸 上 。 如 豆 粒 上 花

纹 酷 似 京 剧 脸 谱 ，又 似 蜻 蜓 脑 袋 的 黄

豆——“蚂螂头”；形容猪一跷脚，就能

够 到 顶 穗 的 矮 棵 高 粱 ——“ 老 骒 猪 跷

脚”；见什么就死缠不放，大肆蔓延，如

牛的哈喇子一样纤细的野草——“牛歇

涎（学名菟丝子）”……这些野草庄稼，

因 其 比 喻 恰 切 的 俗 名 ，一 下 子 神 态 飞

扬，活泼起来，让你过目难忘。

兔蹲，又是一例。

兔蹲，一种早熟豆角，不爬蔓，不搭

架，长到一二尺高，即开花结角。它们

一铺铺匍匐着，像一只只野兔蹲在初夏

的 田 园 ，仿 佛 一 有 动 静 ，便 腾 跃 而 去 。

我 想 ，第 一 个 想 出 这 个 比 喻 的 人 了 不

起 ，让 人 瞬 间 就 记 住 了 这 种 早 熟 的 豆

角。虽然“兔蹲”豆角味道发木，但采摘

于菜蔬荒疏季节，亦是难得。大棚蔬菜

广为种植后，其早熟优势已然不再，也

就 很 少 有 种 植 了 。 不 过 ，其“ 兔 蹲 ”之

名，依然让你想起它丛密的秧苗，进而

一 只 只 兔 子 仿 佛 在 眼 前 蹲 伏 ，蓄 势 待

发。进而，一缕思乡之意就掠过脑际。

乡间草木
（一）
□ 于东兴

新凤霞吴祖光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