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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兴 ， 三五好友 ， 周末小聚 ， 吃点烧
烤 ， 喝点啤酒 ， 打点扑克 ， 嗑点瓜子 ， 谈天说
地 ， 很是快活 。 但你有没有想过 ， 古人好友相
聚， 都会玩些什么呢？ 自从我去了绍兴兰亭后，
才搞明白古人聚会时玩的 “曲水流觞 ” 是咋回
事， 他们竟会玩得如此雅致。

兰亭，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西南兰渚山上， 是
浙江重要文化古迹和旅游胜地。 兰亭， 因春秋时
越王勾践曾在这里种过兰花， 东汉时这里又曾建
过驿亭， 由此得名兰亭。

东晋永和九年 (公元353年)， 农历三月初三，
大书法家王羲之邀请了好多文人雅士朋友到兰亭
修禊， 修禊就是到水边嬉戏以祓除不祥的一种古
代民俗活动。 在兰亭， 王羲之和这些文人雅士玩
起了曲水流觞的游戏。

文人雅士散坐在一条弯曲的小溪边， 有人在
小溪源头将美酒倒入酒杯， 让酒杯沿着曲水从上
游漂流下来， 如果酒杯漂到哪个人面前停住了，
哪个人就要限时饮酒作诗， 限时内作出诗的不用
罚酒， 作不出的则要罚酒三杯。 有史记载， 当时
有11人各作诗两首， 15人各作诗1首， 还有16人因
没作出诗而罚了酒， 这次一共有诗作37首， 汇集
成为 《兰亭集》， 这时大家都请王羲之作序， 王
羲之 “微醉之中， 振笔直遂”， 抑扬顿挫， 洋洋
洒洒 ， 一气呵成 ， 成就了著名的 《兰亭集序 》，
被后人称之为 “天下第一行书”， 也因此被尊为
书圣。 从此， 兰亭也成为书法圣地、 魏晋风流高
地。 时至今日， 国内外书法爱好者都喜欢到兰亭
曲水流觞， 修禊雅集。

历史上， 兰亭原址几经兴废变迁， 现兰亭为
康熙年间郡守沈启根据明嘉靖时的旧址重建的。
在兰亭， 有 “三碑” 特别有名， 即鹅池碑、 兰亭
碑、 御碑。 在一个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
的池塘旁边， 立着一座石质三角亭， 亭中立着一
块鹅池碑， 上书 “鹅池” 二字， 相传 “鹅” 字为
王羲之所书， “池” 字是王献之所书， 两个字肥
瘦有别， 父子合璧， 成为千古佳话， 大家称其为
“父子碑”。 在鹅池碑不远处， 屹立着中国四大名
亭之一的兰亭碑亭， 亭中立着一块兰亭碑， 上书
“兰亭” 两字， 这是清朝康熙皇帝御笔所书。 特
殊 时 期 ， 碑 被 砸 断 ， 余 后 劫 生 ， 遂 成 残 字 ，
“兰” 字缺尾， “亭” 字缺头， 实属惜憾。 还有
一座八角重檐的御碑亭， 亭中 “御碑” 已有300多
年历史， 碑的正面是康熙皇帝临写的 《兰亭集
序 》 全文 ， 碑的背面是乾隆皇帝游兰亭时所
作的 《兰亭即事 》 诗 ， 祖孙两代皇帝同书一
碑 ， 也是世所罕见的御碑 ， 因此也被称作祖
孙碑 。

“我来写 ， 看我写的……” 伴着稚嫩的童
声， 先是在 “临池十八缸” 前追逐打闹的四五个
小孩子， 一会儿就被眼前的十八个习字坪、 十八
个缸吸引住了 ， 他们拿起毛笔 ， 蘸上缸中的墨
水 ， 站在习字坪前认真书写起来 ， 他们提笔落
墨、 运笔如飞的样子， 像极了一个个小书法家。

在这里还立着一个 “太字碑”， 流传着王献之
十八缸临池学书 、 王羲之点大成太的故事 。 相
传， 王献之刚练了三缸水， 就认为自己写字不错
了， 有些骄傲不想练字了。 有一次， 王献之写了

一些字， 拿去给父亲王羲之看， 父亲随手指了一
个 “大” 字， 说他写得结构太松散， 又随手给儿
子做示范写了一 “点 ”， 这个字就变成了 “太 ”
字。 王献之就拿着 “太” 字给他母亲看， 母亲对
儿子说： “吾儿练了三缸水， 唯有一点像羲之。”
王献之听了惭愧万分， 知道自己跟父亲差距太远，
于是他潜下心来， 刻苦练习书法， 等练完了十八
缸水， 也成为有名的书法家。 后与父亲王羲之齐
名， 号称 “二王”。

王羲之不但是一位书法家， 还是一位古代文
人中少有能领兵打仗的武官， 他曾担任过右军将
军， 世称王右军。 王右军祠粉墙黛瓦， 四面临水，
池中有桥， 桥中串亭， 亭旁环廊， 天水一色， 独
具匠心。 祠内陈列着王羲之玉石像， 两侧环廊内
排列着历代书法名家临写的 《兰亭序》 刻石， 有
楷书、 草书、 篆书、 隶书、 行书等， 各种版本不
下百种。 其实， 王羲之在修禊时写的兰亭诗序文，
原本无题， 现在的题目是后人加上的， 所以才有
《临河序》 《兰亭序》 《修禊序》 等名称。 曾有传
言， 《兰亭序》 真迹在唐太宗死后被殉葬于昭陵，
后来传世的都是 《兰亭序》 的各种摹本， 现在能
够看到的有唐虞世南、 褚遂良、 冯承素等幕本。
其中以冯承素所摹的神龙本最接近真迹。 在 《兰
亭序》 石刻中， 后人认为最好的拓本是欧阳询的
“定武本”。

兰亭四周， 山水相间， 浅溪淙淙， 景美人静。
近年来， 兰亭江畔又建起了兰亭书法博物馆， 这
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书法专题博物馆， 也是目前第
一座以 《兰亭集序》 为主题、 全面系统反映兰亭
书法与兰亭文化的专题博物馆， 走进去可以全身
心地领略书法内涵中博大精深的精髓要义。

素以 “景幽、 事雅、 文妙、 书绝” 享誉海内
外的兰亭， 实乃书法创作的好地方， 难怪大书法
家启功先生来到这里， 也留下了 “俯察仰视， 有
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高朋胜友， 见物华天宝人杰
地灵” 的书法墨宝。

到黑龙江漠河旅游， 北极村是必游之地。
据漠河的朋友介绍， 北极村原名漠河村， 早在清代

咸丰年间已有人居住， 随后发展为通往胭脂沟的江上驿
站。 多年前为开发旅游资源，将“漠河村”改称“北极村”。
它位于北纬53°33′30″与东经122°20'27.14"， 是我国大陆
最北端紧邻国界的村镇。 如果把中国地图的形状比作是
一只雄鸡， 那漠河就是鸡头上的一颗明珠， 而北极村就
像是鸡冠之顶， 所以被誉为 “金鸡之冠”。 又因这里冬
天特别冷， 最低气温可达零下50℃以下， 且一年中有八
个月处于寒冷的冬季， 所以还有 “神州北极” 的雅称。

走进北极村， 发现这里的景致并不是想象中的原始
村落， 一切都格外的清新， 房子大都是新的， 布局整
齐， 色彩亮丽，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漠河的朋友介绍
说， 因这里紧邻黑龙江， 所以早年间村民们多以渔猎为
生。 自从开发成旅游景区以后， 进行了整体规划和建
设， 特别是开发了许多独具地域特色的景点。

我在村子里转了转， 见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 “最
北”： 最北客运站、 最北邮局、 最北学校、 最北超市、
最北饭店。 漠河的朋友告诉我， 北极村有中国的最北
点， 随后他带着我们沿着一排排农舍、 田地间的道路向
北行进， 大约二十分钟左右， 一个 “最北点” 的指示木
牌出现眼前。 这是通往丛林深处的一条木板栈道， 由木
吊桥、 木板路组成， 蜿蜒曲折。 一路上我发现了无数的
“北” 字， 有的写在树上、 有的刻在石中； 有的是经典
颜体、 有的是唐太宗所书， 包揽了古今所有能找到的名
家所书的 “北” 字。

沿着形态各异的 “北” 字之间的小路， 我终于走到
了我国最北端的广场———北望垭口。 那 “东经122°20′
43.48″， 北纬53°29′52.28” 的标志就立在这里， 旁边一
块巨石上刻着 “中国北极点”。

漫步于此， 一切都感到新奇。 我登上一块高大的岩
石， 背北朝南， 极目远眺， 仿佛看到了全中国， 因为此
时我正置身于中国的最北端。

在北极村里走走停停 ， 视线中总是离不开那个
“北” 字。 不经意间， 看见不远矗立着一根3米多高的石
柱， 上面写五个大字： “我找到北了！” 并有许多远道
而来的游客在石柱前留影 ， 然后伸出双臂大声说道 ：
“我找到北了！” 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于是我便走了过
去， 看个究竟。

走到石柱前， 仔细端详， 这是一块不规则的石柱，
但上面写着的“我找到北了”五个大字却令人瞩目。 细细
品味， 忽然有所领悟： 它不只是北极村里一道独特的风
景，给人以清晰的地理坐标和方向感，更给人以无尽的联
想。“找到北了”的“反义”即“找不到（着）北”，是一句广为
流传的俗语，源于北极星在地球的正北方，在没有指南针
和定位仪的年代， 人们在迷路的时候往往通过寻找北极
星来判定方位，只要找到北极星，就找到了方向。“找不到
（着） 北”，即找不着北极星， 就难以确定正北方在哪里，
更别说其他方向了。 “北” 不仅仅是一个方位， 也是人
生的正确方向。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北”，
即人生的方向、 目标、 理想、 追求。 只有认准人生的正
确方向， 才能一路向 “北”， 走向希望的彼岸。

一番感悟之后， 我站在石柱前， 高举起手机， 也来
了个自拍， 随声说到： “我找到北了！”

北极村里找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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