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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从苏黎世乘车前往少女峰，一路上
随处停车观光，到了因特拉肯小镇已是傍晚。
匆匆赶到车站，乘火车前往少女峰腹地的文根
小镇。

文根是离少女峰最近的小镇，坐落在少女
峰的山坳里。到了文根车站，大约晚上九点
钟，天已经很黑。办理了酒店入住，约着同行
的朋友去逛小镇。小镇不大，一条主街，百十
米长，商铺分列主街两旁。淳朴的老屋多以木
板制造，古朴自然，随山势错落有致，宁静美
丽。刚刚落了雪，眼到之处一脉的白。脚踏在
雪上的“吱吱”响声，使静寂的夜空显得尤为宁
静。远处或白或黑，大都是黛青的朦胧。没有
人影，极少灯光，寒凉顺着衣领灌进前胸后背，
和在山下的温度天悬地隔，悻悻然顿觉无趣，
便都回宾馆休息。

次日早起，走到户外，阴晴相间，寒风凛冽，
空气清新。小镇静谧安详，走在雪地木屋街道，
从小镇向下俯瞰，断崖下的山谷仿佛童话世界，
星星点点的木屋散落山间，白雪皑皑，炊烟袅
袅。瑞士的小镇个个如诗如画，文根也不例外，
四周群山环绕，白雪与冰河相映生辉，蓝天与山
脊倾情拥抱，油画般的美景深印脑海，令人难
忘。像所有的欧洲小镇，镇再小都有教堂，教堂
是小镇的精神家园。文根的教堂不大，很精
美。小镇貌似拙朴的中世纪木屋，已成为隐藏
雪峰间的精美酒店和富豪们的隐居圣地。抬头
仰望，带来极大惊喜，少女峰俊俏挺拔，秀丽的
山峰分外迷人，一袭白衣，仿若一位恬静、温婉、
圣洁的天使，轮廓分明地耸立在蓝天之中，清晰
地显露着清纯的芳容。

少女峰本就不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它的高度既不能与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勃
朗峰相比，也屈就在马特洪峰、杜富尔峰、多姆
峰、魏斯峰之下，但它却是阿尔卑斯山脉最为
有名的山峰，是世界各地游客争相一睹风采的
地方。

继续从文根站乘火车，经克莱纳谢德格站
到少女峰站，半个小时的车程。与从因特拉肯
乘坐的火车一样，依然是高山齿轨火车。受陡
峭险峻的地质环境所限，列车只有三节车厢。
少女峰齿轨铁路不同于普通的铁路，是有着三
条铁轨的窄轨轨道，在一米宽轨距的窄轨间，
多了一条齿轮轨道，通过与机车引擎连接的齿
轮咬合轨道中央的齿轨，防止因冰雪阻隔而滑
轨，保证火车安全攀爬雪山的艰难驱动。少女
峰火车站，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是目前全欧
洲海拔最高的火车站，享有“欧洲之巅”的美
誉。在一百多年的岁月中，它一直是世界上海
拔最高的火车站，雄立在欧洲屋脊的阿尔卑斯
山脉。直到 2006年 7月 1日，海拔 3600米的拉
萨火车站建成运营后，它的百年骄傲就只能屈
居第二了。

这段铁路工程的设计建造者是瑞士铁道
工程师阿道尔·古耶·泽勒，他是著名的铁道工
程师，也是瑞士铁路的先驱者之一。这条齿轨
铁路修筑始于1896年，施工工期长达16年。铁
路处于高海拔地区，恶劣的地质与气候条件、陡
峭的花岗岩山体，以及当时尚不发达的施工技
术，尤其是四分之三左右的隧道是在艾格尔峰
腹地亿万年冰河河床下的岩壁内挖掘施工，岩
石异常坚硬，全靠人工一锤锤凿出——这样险
恶的工作条件，即便是放到今天，施工之艰难也
是难以想象。

也是机缘巧合，1894年的一天，这位开世界
先河的阿道尔先生，在接任父亲留下的纺织业
生意不久，与朋友到少女峰游览，时年 55岁的
他突发灵感，决定修建少女峰铁路。在获得联
邦议会通过后，他开始了准备工作。为了筹措
建设少女峰铁路的资金，资助工程正常进行，他
创立了瑞士私人银行吉尔泽勒银行，以保证有
着通畅的融资渠道。这家银行始终保持着良好
的运营，直到110年后的2004年，被汇丰银行全
资收购。1899年，享年 59岁的阿道尔心脏病发
作，在苏黎世去世。阿道尔去世后，少女峰铁路
的建设工程由他的继任者接着建造，终于在
1912年，用隧道及齿轨铁路连接的少女峰铁路
工程建设完成，投入正常运行。

少女峰铁路工程的完工，创造了当时世界
铁路工程的奇迹，创建了多个世界之“最”：少女
峰车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火车站、齿轨铁路
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工程、是世界地质条件

和施工条件最恶劣的铁路工程、是世界运行路
线最陡峭的山地铁路等等。

人类对山巅的敬畏是永恒而神圣的感情，
能够近距离地亲近它，是内心一种强烈的渴
望。攀登并不仅仅是征服，而是敬畏中的崇敬，
陶醉中的抒怀。曾经有多少名人因少女峰险
峻，面对奇丽的山峰望而却步。在欧洲文学景
观中，少女峰拥有一席之地，歌德、拜伦、雪莱等
诗人都因路途险峻而无缘登临，情之所系，只能
留下望之弥高的仰望诗篇。那时，人们观赏少
女峰大多止于因特拉肯，与少女峰那或云蒸霞
蔚或云纱半掩的温婉景象遥遥相望。英国诗人
拜伦来到少女峰脚下的因特拉肯，凝望着峰峦
叠嶂的云端之境感叹道：“这真是一个仙境。”年
轻的朱自清当年来到因特拉肯，望着俊俏袅娜
的少女峰这样说：“起初以为有些好风景而已；
到了那里，才知无处不是好风景。”他们一定都
因为没能走近少女峰，没能在那圣洁的峰巅抒
发柔情而满怀遗憾。

正是因为阿道尔·古耶·泽勒建造的齿轨铁
路的通车，才使得曾经高不可攀的少女峰，让每
一个爱着它的人都能够亲切可感，缱绻旖旎。

齿轨列车带着齿轨咬合钢铁的摩擦声，直
接深入隧道，不疾不徐地穿行在亿万年历史沉
积的冰川岩壁中，幽闭与黑暗瞬间冲进车厢，
成为这段 7公里长的隧道中的真情陪伴。这条
花岗岩内的冰山隧道虽然只有短短的 7公里之
余，坡度却达到 25%，这意味着每前进 10米就
要攀高 1米，可想而知，火车在这样的峭壁中的
攀爬该是何其不易。列车在海拔 2865米的艾
格尔旺德站和 3160米的艾思美站有 5分钟的
短暂停留，可以下车体验幽闭、狭窄又光明的
荒凉，可以细致观览裸露的古老岩壁，可以触
摸百余年前开凿掘进的艰辛。幽暗、冰碛、游
客、岩壁、寒气，荡漾又凝固，光明又幽闭。站
在粗粝坚硬的石壁前，想象着亿万年前的这
里，本该是一片波涛涌动的汪洋大海，如今却
成为倾斜褶皱的山川峭壁。如今我们泅过历
史的沧桑，登上地球拱起的一段脊梁，就好像
穿行于时光隧道中，亿万年的时光也只是转瞬
之间。

齿轨火车的终点是少女峰站，坐落于海拔
3454米处。下车出站，穿过一扇蓝色旋转门，走
过一段蓝色阶梯，一路向前，便来到闻名遐迩的
冰宫。冰宫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处于阿莱奇
冰川下 30米处的冰层中，用冰镐和冰锯小心翼
翼地抠凿而成。冰宫岩洞覆盖面积有千余平方
米，拥有许多小岩洞和通道，曲径通幽。头顶的
冰川圆拱、身边的晶莹冰壁洁净无瑕，通透如
玉，泛着幽幽淡淡的蓝光，人行其间，好似行走
在神秘奇妙的蓝洞。走进一个稍大的空间，如
同进入一座晶莹剔透的水晶宫，熊、鹰、企鹅等
动物冰雕活灵活现，晶莹剔透，闪烁着蓝色的微
光，默默地诉说着亿万年的冰川历史。

乘上电梯，感到心往下坠，这大约是海拔最
高的地方、速度最快的升降机。站在斯芬克斯
这座欧洲最高的观景台上，感受着 3571 米的
海拔带来的心悸，体验着寒风吹透衣衫的寒
凉。尽管周边弥漫着轻微雾气，但挡不住清
新的冰雪世界映入眼帘，满眼澎湃着柔软冰洁
的雪峰雪野。而那山间漂浮的云雾，仿佛别有
一种气度，让人平添几分神闲气定，几分心境
开朗。在这里，可以 360度观赏阿尔卑斯山脉
的雪域群峰，举目远眺，数十座海拔 3000米以
上的高原雪峰威武雄壮，千里纵横，万里苍茫，
一眼尽收。

少女峰所处的伯尔尼高地高高隆起，艾格
峰、僧侣峰、少女峰三座高峰构成阿尔卑斯高
地北部最为璀璨的明珠，连成一片壮丽的冰雪
世界。眼前，欧洲最大的阿莱奇冰川苍茫可
见。这条欧洲最长的冰川，绵延 171 平方公
里，主体部分长 24公里，宽 1.6公里，冰层厚度
达九百多米。铺满厚厚白雪的河床，像一条凝
冻堆砌的银白巨浪，在起伏的雪峰簇拥下，从
艾格峰和僧侣峰的深处磅礴而出，涌向远在天
际的罗纳河谷地，气吞山河，蔚为壮观。

然而，不可遏制的全球气候变暖，使得壮
丽的阿莱奇冰川每年都在缓慢消融。2016年 8
月，阿莱奇冰川管理中心负责人马里奥·盖尔
钦说过一句让世界震惊的话：参照过去 20年阿
尔卑斯山区的气候变化条件推算，未来阿莱
奇冰川的消失速度会越来越快，预计 21世纪
末该冰川将消失。这确实是让人悲伤的预
言，对大自然毫无节制地掠夺、挥霍和摧毁的
人类，最终大约也只能是在冰川消融后的海
洋里苟延残喘。

我站在阿尔卑斯山间的欧洲之巅，在冰雪
世界里观赏着雪峰冰川，全然不顾冰雪与寒冷，
绕着斯芬克斯观景台一圈圈地行走，迟迟舍不
得离开。无论是填满眼瞳的雪天一体，还是偶
尔露出的一块峭岩，无论是峻峭伟岸的座座山
峰，还是雪野茫茫的一望无边，我陶醉于冰雪的
每一条曲线，我迷恋着岩石的每一寸肌理，这少
女就这样与世无争地、静静地卧在那里，神思却
飘向了天宇海滨那样辽远。作为亿万年的坚守
静卧，作为亿万年与冰雪的苦恋，从不曾想过获
得，从不曾想过逃逸，只是默默地守候在这个白
色的世界，用一种执着的梦幻，俯视地老天荒，
笑看花开花谢。

一阵大风刮来，吹起漫天雪花，吹得人摇摇
摆摆，眼前瞬间被扬起的雪花迷住，曾经隐隐可
见的雪域高峰，都模糊在一片漫天搅动的雪雾
中。本还等待着昏暗的苍天丽日晴空，想在蓝
天白云下一睹少女峰更为靓丽的芳容，不承想
被这阵昏天暗地的山风搅得慌张退去，躲进火
车站旁的咖啡厅。

咖啡陪伴下，在室内等了大约四五十分钟，
风依然没有歇脚的迹象，从窗户望去，依然是风
雪弥漫，漫天皆白，人不免有些焦虑。导游说，
登少女峰真的很需要运气，因为全年之中能赶
上峰顶好的天气不是易事。山里气候变化大，
我们此行还算有幸，虽然没有晴空丽日，但总还
能清楚地看到阿尔卑斯山脉的美丽山峰，曾有
游客登少女峰几次，都不曾等到蓝天白云给予
的宠幸。

赶火车的紧迫，让我们不能再继续等下
去。乘着齿轨小火车蜿蜒下山，少女峰渐行
渐远……挥不去的少女峰情愫，解不开的冰雪
心结。

别了，少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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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痕处处

散心，散步，散漫的我经常来这里，不论春
夏秋冬，也不论阴晴晦明。在这里，位于周至县
城西部周广路旁边的二曲广场游览、观赏、徘
徊、思忖。人们尊李二曲先生为圣人，他的风貌
与教诲就在眼前，如惠风拂面，越是沉浸其中，
越是安静畅逸，也渐渐有了澄澈明朗的心境。

癸卯年冬，进入四九的一天，一场罕见的大
雪中我来到这里。四下望去，飘飘洒洒的雪花
已经落地成毯，四周一片洁白，平素看到的广场
景象已不复存在，俨然成了另一个世界。雪片
如纯净的面粉一般莹白，铺在地上，累积在树叶
上，飘洒在建筑物上。随着不少人来这里游览，
雪面很快被踏开了。我却伫立在入口处，凝目
前方，久久不动。

雪片时而如随风抖动的轻纱，时而像聚成
绒球的毛团，飘飘摇摇，静静地、恣肆地，从高空
任性飘落。在无尽无声的漫天苍白里，那远处
十米高的花岗石雕像依旧巍然显眼，先生头部
雪层的莹白尤其引人注目，颀长的身子越发挺
拔，肩膀臂肘等凸起的部位
在雪衣的包裹下更加丰
满。这个特殊形象，和二曲
先生的人生之旅十分吻
合。他自幼家境贫寒，无一
椽寸土之产，父亲从军战死
疆场，他在母亲的勉励下矢
志苦学，靠借书阅读，上自
天文河图九流百技，下至稗
官野史壬奇遁甲，靡不究
极。遭逢乱世，清朝得了天下。他无意功名，顾
惜名节，誓不仕清。为传播关学思想，他奔波
于江南淮北，又主讲关中书院。由于影响巨
大，当地官员以“山林隐逸”的名义举荐他入朝
为官，他八次上书称病力辞。后有诏举“博学
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太史亲自来
家里邀请，一再催逼他起身赴京。二曲先生对
这些诏举极为反感，力辞不就。前来威逼的官
吏将他连同卧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南郊大雁
塔附近，他拔刀自刺，吓得官吏不得不放他回
去。后来康熙西巡，下旨召见，他以年老体衰
为由而拒绝，只把自己的学术著作由儿子代
交，康熙御书“操志高洁”以嘉勉，这才挽回帝
王的一点面子。

二曲先生是有骨气的，他和古代风骨铮铮
的知识分子一样，非常讲究节操。“志士不饮盗
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里的“志士”“廉
者”，就是读书人不讨好权贵的表现。据周至当
地民间传说，二曲先生一出门就头戴斗笠，脚穿
木屐（周至方言叫泥屐），意为头不顶清朝的天，

脚不踩清朝的地。
二曲先生寻求精神的出路，向古代圣贤靠

近，提出悔过自新的学说，旨在提高自身修养的
自觉性。他认为古人讲修养的道理很多，都不
如“悔过自新”四字目的明确，其目的是做一个
真正的人。一些人的通病，不懂得做人的基本
道理，廉耻之心丧尽。他说，人们再也不能空谈
了，而要注意培养羞恶之心，懂得什么叫廉耻。
一个人只要具有廉耻之心，他的心才是真心，人
才是真正的人，学才是真正的学。他后来又提
出了“明体适用”之学，所谓“体”即指道德心性
的修养，而“用”则指治国平天下及其有关的政
治、军事、律令、农田、水利、地理等领域的知识
与方法的应用，“适用”之学是以经世致用为指
归的。

我慢慢踱步，走近了仿古石牌坊后面的巨
大的书卷石雕，波浪形翻开来的书页上面，正是
先生关于“悔过自新”的一段文字。向自己的内
部发力，他要在人格上做一个圣洁的人。厚厚

的积雪已经盖住了文字的上沿，我凝望着白雪
与文字混合的雕面，心里一阵潮涌。只有这纯
洁无尘的雪，才配得上这圣洁的灵魂。

我继续前行，看到纷乱的雪片完全覆盖了
一丛丛绿树，一处处石雕，一张张文字标牌。它
们接受大雪的洗礼，将会变得更加洁净。这让
我想起了古人倡导的澡雪精神。澡雪精神的指
向是纯正、高洁、洗涤，是一种无我之境。古人
认为雪色洁白，晶莹剔透，乃世间至纯之物，以
雪洗身可以清净神志，清除意念中的杂质，使神
志、灵魂保持纯正。

满眼雪景，满心雪思，不知不觉，走过文化
长廊，来到高大的二曲雕像前。沉静、沉思、沉
浸在世俗之外的这位圣贤，仿佛在这大雪覆裹
的天地中振作了精神，回到以往思索时的心
境。我凝望着先生的淡定从容，甚至还有慈祥、
和善、温良的神色，觉得先生已经习惯了风雪交
加的日子，也许正是这样的严冬之寒，才铸就了
一位圣人的风骨与风采。

上了台阶，来到最南端的平台，这里有两面

浮雕景墙。地面已经被积雪铺过，景墙上端也
堆了一层直直的雪线。赭红色的景墙上，刻录
了二曲先生关于苦学读书的两段文字。二曲是
古代圣贤中自学成才的典范，矢志苦学是他的
成功秘诀。这里选录了他的一段感悟：学须屏
耳目，一心志，向“无声无臭”处立基。胸次悠
然，一味养虚，以心观心，务使一念不生。久
之，自虚室生白，天趣流盎，彻首彻尾，涣然莹
然，性如朗月，心若澄水，身体轻松，浑是虚
灵。秦镜朗月，不足以喻其明；江汉秋阳，不足
以拟其皓。行且微尘六合，瞬息千古，区区语
言文字，曾何足云。即有时不得不言，或见之
语言文字，则流于既溢，发于自然：不烦苦思，
不费安排，言言天机，字字性灵，融透爽快，人
己咸惬矣！

这段文字，我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可谓烂熟
于心。每次散步到这儿，在这面景墙跟前站定，
总要抬起头一字一句地诵读。我不但感佩先生
的体悟之深，用心之切，更叹服其华章文采之绝

美。孔子说：“郁郁乎文
哉！吾从周。”我惊奇地发
现，二曲先生的行文堪称

“郁郁乎文哉”。文采葳蕤，
比喻出奇，意象丰沛，读来
生动有趣，兴味十足。他希
望人们在学习时关闭自己
多余的耳目，一心一念，全
神贯注，直至“虚室生白”，
才能“天趣流盎”。这让我

想起老子很著名的教诲：“致虚极，守静笃。”可
见古代的圣哲贤达、鸿儒硕彦在修行方面有共
通的品性。

此刻，在这里，在漫天雪花中，我发现这段
文字中的意象，竟然与雪景相关。“虚室生白”

“涣然莹然”“朗月”“澄水”“喻其明”“拟其皓”，
它们何尝不是描喻雪天美景的佳句？也许，只
有在此刻，对这段文字才会有最明晰、最透彻的
理解。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白雪皑皑是祥瑞的兆
头，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可喜景象。“贵有风雪兴，
富无饥寒忧。”可见天降大雪是一种吉利的美好
征象。

我在大雪覆盖的时候来这里游览，竟然产
生了对二曲先生的重新认识，这是一件出乎意
料的幸事。各位朋友，你也能在下雪的日子来
这里吗？雪花飘飞中，那种洁净的、纯粹的喜悦
之感，一定会濡润你的心绪。

春风万里，百花绚烂，不就是在漫天大雪中
萌生的吗？

大雪覆盖二曲广场
□张兴海

近日来，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翻开日历一
看，日子已进了四九。谚语云：“三九三，冻破
砖。四九四，冻破树。”这银装素裹的大寒，真可
谓冬之极了。

北风呼啸而过，似乎要将一切冻结。我裹
紧厚重的棉衣，带上巴掌大的护耳，匆匆行走在
古镇青砖灰瓦的长街。街上行人稀疏，狗子噤
声，仿佛都被严寒吓得躲藏了起来。唯有枯枝
上被吹落的黄叶，着地时发出“咔嚓”的脆响。
此情此景，不由让我想起唐人刘长卿的诗句：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转过背街小巷，偶然间瞥见一间狭小的修

车铺里有位老者，正悠然自得地熬制热茶。他
身材矮小，一头白发，皱纹深深，与我对视的瞬
间，眼中却流露出温暖的光芒。我忍不住走上
前去，与老者攀谈起来。老人铺子的墙上，挂满
了大大小小的轮胎，身后的搁架上摆满了已经
老旧的工具。

老人说，摆摊修车几十年，习惯了。孩子们
不让干，我明天都不知道该干些啥。老人生活
简单朴素，但他却非常满足。每天早上，他早早
来到修车铺，开始一天的工作。谁的轮胎漏气

了，谁的车闸不灵了，在他手里维修起来都是雕
虫小技。最初修的是自行车，自行车越修越少
了，他就揣摩着修起了电动车。老人收费公道，
待人热情，回头客不少。他要有个头痛脑热的，
关门两三天，就有人电话打到家里来。我说，天
太冷，您老可要注意保暖。

老人笑着说，忙起来就不觉得冷。再说，骑
车出门的都有紧要事，耽搁不得。修车铺很小，
却盛满了老人的梦想，他希望自己的手艺能够
传承下去，为更多人提供服务。炉火熊熊，茶香
四溢，老者递给我一杯热茶。我捧在手中，感受
着浓浓暖意。

告别老者，我继续前行。突然间，一抹红艳
映入眼帘。原来是墙角几株傲骨梅花，在严寒
中绽放出绚烂光彩。它们不畏风霜，傲然挺立，
为这个寂静的季节增添了几分生机。我停下脚

步，静静地欣赏着梅花的美丽。它们在寒风中
摇曳生姿，宛如舞者演绎一场绝美的舞蹈，展示
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

寒星点点，冷月如霜。在这无边的寒冷中，
我独坐窗前，思绪万千。窗外，朔风低吟，玻璃
上结了一层晶莹的冰花。我深吸一口气，那股
清新与纯净令人神清气爽。此刻，我仿佛听到
了时间的脚步声，听到了生命在低语。它们不
疾不徐，不温不燥，却带着无法抗拒的力量。

“五九六九，河边望柳”。最冷的日子，也是
最靠近温暖的时候。站在季节的分界线上，扭
头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回头是春光旖旎，人
面桃花。从河边望柳的期许中，我们能隐约感
知春回律动的迹象。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岁月的
长河中漂泊，不断前行。有时，我们会迷失方
向，有时会感到孤单，但总有那么一刻会明白生
命的价值在于不断前行，不断成长。即使身处
严寒，也要心怀暖意、不畏风霜。

大寒时节，寒冷刺骨，但我却领悟到了温暖
人心的瞬间，如同老者的热茶和梅花的傲骨。
夜深了，寒意渐浓。愿每一个在大寒之夜独行
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勇敢地前行。

寒 尽 觉 春 生
□孙文胜

墙外行人几徕徊，
为有园里暗香来。
隆冬时节芳菲尽，
唯是梅花独自开。

山野萧疏林萎败，
胭红衬映岭原皑。
冰姿清韵争春暖，
燕舞莺啼好畅怀。

涤尘当破旧，
祛晦可更新。
月隐古城雪，
玉树傍小屯。

红梅妍宅院，
朱匾帖门神。
游子归来喜，
祯祥满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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