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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依春

大佛那座山，名曰“凌云山”。据《乐
山市志》记载，1989年广东顺德农民潘鸿
忠发现由乌尤山、凌云山、东山组成了一
尊乐山隐形睡佛，睡佛头南脚北，仰卧于
岷江东岸，凌云九峰中的栖鸾、集凤、灵
宝、就日四峰则酷似巨佛的胸、腹、腿等
部位，大佛正好深藏于巨佛的肩腋之中，
出现了“佛中有佛”的奇观。

乐山大佛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
产，自古以来就吸引着无数人目光，令
人心之所向。我曾去过三次，或远道慕
名而来，或呼朋唤友而去，可每次都是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像人们常说
“外行看热闹”一样，打个卡、拍拍照，表
明“到此一游”了事，对大佛的历史文化
却知之甚少。为了对大佛有一个全面
深刻的了解，我特意挑选了一个游客相
对较少的星期天下午，并邀请景区工作
人员小刘给我们当向导，带我们一起去
重读大佛那座山。

验票进入景区，迎面而来的是丹霞
地貌的石壁，石壁上有无数蜂窝状小孔，
用手在上面轻轻一搓，手掌上便呈现出红
褐色。随行的朋友玩笑道：“说明你时来
运转，鸿运当头了。”前行不到10米，面前
的石龛上是苏轼的手迹——一个大写的

“佛”字。据向导小刘讲，凌云山上著名的
景点有两个，一个是凌云寺，一个是乐山
大佛，乐山大佛原本叫嘉州凌云寺大弥勒
石像，后来郭沫若先生将其改名为“乐山

大佛”，由此而名声远播、世界闻名。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大佛那座山

并不高，从山脚到佛顶只有333级台阶，
“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吉祥数字，有
“三生万物”之意，象征登上此山的人身
体健康，做生意的人登此山就会生意兴
隆，做官的人登此山就会步步高升。

我们沿阶而上，临近“龙湫”时，那
里有三尊菩萨，分别是无头菩萨、泥塑
菩萨和自在观音菩萨，这些菩萨历经岁
月的洗礼，表层日渐风化脱落，面目变
得模糊不清。

上行到山腰，穿过一道上书“龙湫”

的拱形门，顿觉视野开阔，凭栏西望，滚
滚岷江波涛汹涌，自北向南奔腾而去，
对面的青衣江、大渡河在不远处已经

“拥抱”在一起，河道内的沙石经河水日
积月累的冲刷，在三角地带成了一个小
岛，河水沿着小岛绕过一个大弯，前来
与岷江汇合，然后一路欢歌流入长江。

继续拾级而上，来到“龙湫虎穴”，山坡
上有一龙。常言道：“神龙见首不见尾。”而
此处的龙既能见首又能见尾，说明它并非
神龙也。一股清泉从龙头喷薄而出，下面
有一潭。据说古之凌云山森林茂密，九峰
叠翠，常有白虎出没，岷江、青衣江、大渡河

三江汇流，波涛汹涌，时有青龙腾跃。相传
白虎和青龙受佛法感召，皈依佛门，化为石
龙、玉虎，共为佛之护法神。唐朝著名诗人
嘉州刺史岑参题诗赞曰：“回风吹虎穴，片雨
当龙湫”。如此胜景，孰不欣赏？虽然是“龙
湫虎穴”，但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呢？

来到 300级台阶处，那里便是兜率
宫，意为“知足”“喜足”，兜率宫是弥勒
佛的住处。据《佛祖历代选载》，五代时
僧人契此，体型肥胖，常挂一口袋行乞，
他出语无常，预示凶吉，坐化时念偈语

“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后人以为
他是弥勒转世，又称“大肚罗汉”，带有

欢喜、招财之意。有道是：大肚能容，容
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
之人。寓意和气能生财。可见，宽宏大
度对一个人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啊！

再登 33级台阶就到了乐山大佛门
口。门口上书对联，上联：大江东去，下
联：佛法西来。小刘将上、下联的字配
对后，解读道：大佛，意为穿过山门就能
见到大佛；江法，指佛法像江水一样滔
滔不绝；东西，则是指大佛朝向坐东向
西；去来，有舍得之意。

进入大佛顶部，不少人正在大佛顶部
右侧的最佳拍照点拍照留念，大佛顶部的

右后方是凌云寺，是人们祭祀、祈福的地
方。我们从大佛顶部的后方来到大佛顶部
的左侧，此时大佛的面部清晰可见。小刘便
向我们详细讲述起大佛的来历：大佛像高
71米，佛顶共有螺髻1051颗，远看发髻与头
部浑然一体，实则以石块逐个嵌就。单块螺
髻根部裸露处，有明显的拼嵌裂隙，无砂浆
粘接；螺髻表面抹灰两层，内层为石灰，厚度
各为5—15毫米；螺髻大小不等，有长达78
厘米、顶部31.5×31.5厘米、根部24×24厘
米的，整个螺髻就是一个排水系统。乐山大
佛历经四代皇帝，整整90年时间才建成。

大佛建成之后，一直护佑着这里的
万物苍生和黎民百姓，即便是洪水暴
涨，也只能淹到大佛的脚趾。每逢大佛
生日，人们都会点燃香蜡火炮，燃放烟
花爆竹，以示庆贺。

此时，背后突然响起了两记钟声，我
回头一看，原来是有人在浮玉亭随喜功德，
每随喜10元功德，可敲响一次钟。浮玉亭
的对面是海师洞。据说海通法师曾经就
住在那里，不过此洞早就关闭了，只有海通
法师的塑像岿然不动地屹立在一旁，默默
地陪伴着大佛度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登顶凌云山，小刘对我们讲，凡事
皆有因果，一个人结下多少善缘，就会
得到多少福报，种下多少恶果，就会吞
下多少苦果！

我不禁感叹道：“智者乐水，仁者乐
山。行走山水间，胸襟自然宽。”原来爱
上一座山，理由就这么简单！

（作者单位：四川乐山农商银行）

大 佛 那 座 山大 佛 那 座 山

“春夏秋冬静静地过，有你陪着
我。记得时间慢慢地流过，有温暖的炉
火，让这些陪着你，陪着你温暖如炉
火。沧海桑田模糊了轮廓，爸妈你还记
得……”最近耳畔总会无端响起《父辈
的荣耀》里面的插曲《炉火》，该词曲以
饱含深意且细腻的情感循序渐进，旋律
娓娓道来。令瞬间即永恒
的美感不断得以延续，把那
些长夜漫漫回忆中独属于
内 心 的 温 暖 触 动 留 存 下
来。搭配歌手胡夏洋洋盈
耳的默契演唱，令歌曲如同
炉火般源源不断地燃烧持
续释放热量。

前不久，在央视一套黄
金档热播的年代大剧《父辈
的荣耀》收视率居高不下。
该剧以“伐木工人”向“护林
工人”的转变过程为故事主
线，以小见大讲述了中国林
业沧桑巨变的二十年。该
剧以 20 世纪 90 年代林业改
革为背景，以顾长山一家相
濡以沫的亲情故事为圆点，
全方位、多层次地描摹时代
背景下每个家庭和每个人
的困窘与成长、东北大家庭
的扶持与相守、三代林业人
的梦想与传承。在这片土
地上生活的人们，他们拥有
坚强的意志，面对时代变
革、岁月侵袭，依旧能挺起
精神的脊梁，奋发昂扬地走
向新征程。

电视剧开篇就是浩瀚
林场和皑皑雪原的长镜头，
巨树轰然倒下，火车拉着木
材驶过；嘹亮的号子声，嗡
嗡的切割机声，噔噔的灶台
剁菜声，雪泻在屋顶上的簌
簌声……光靠这些镜头语言和声音，20
世纪 90年代“三道沟”林场的生活场景
就扑面而来。那个年代，饺子是只有家
里来了重要客人、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上
的。对多数人来说，那是一段沉重的回
忆。但康洪雷导演将沉重拍出了层次，
拍出了温暖现实的味道。烟火气之中，
氤氲出一段关于时代、传承、乡愁的林
业故事。这部剧不仅呈现出国家林业
变迁、生态文明转型的历史，还让观众
深刻感受到那静静地流淌在中国家庭
中的关怀与温暖。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林业行业
开始实施“减产、限伐、下岗”政策，这打
破了顾长山一家以及“923工队”队员们
原本平静的生活节奏。面对接踵而至
的生活变故，他们以仁爱待人，化解了
各种生活难题，演绎出人间别样温情。
顾长山一家生活本就不宽裕，已经有了

两个孩子的他却以仁爱之心，博施济
众，又收养了 3个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
儿女，并尽心尽力抚养他们长大成才。
当工友陈尚友伐木遭遇意外，不幸因公
殉职，他将工友孤苦伶仃的儿子陈兴杰
接回家抚养。后来他又接纳了两个工
友的孩子，一个是马晓云担心影响丈夫

工作、暂时不能养在家里的
二女儿凤勤；另外一个是父亲
因杀人坐牢、无家可归的刘自
强。看到自己的师父独自一
人，他也把老人接到家里一起
生活，成了一家人。这是一个
组合的家庭，又是一个温暖如
亲的家庭，祖孙三代，相互照
应，相依为命。当孩子们长大
后，以赤子之心倾心回报养父
母的恩情。顾长山突发心梗，
大儿子兆成为了筹措父亲的
手术费将心血维持的鹿场含
泪出卖；在广州工作的兴杰、
在学校念书的凤勤都赶回家
来夜以继日地照顾他；自强为
了挣钱给父亲治病，也不辞辛
苦到处贩卖山货。

这部剧的感人之处就在
于家庭中流淌着的脉脉温
情。屋外天寒地冻、冰雪凛
冽，可是当屋子里橘黄色的
灯光亮起，一大家子人盘坐
在热炕上围着桌子吃饭聊
天，冰冻的心也就暖和了起
来。他们在困境之中，相互
依偎，携手前行，这份纯真与
质朴的情感让人为之动容。
他们之间的爱与关怀，从不
会权衡利弊、计较得失。正
如兴杰所说：“是他们在这个
寒冷的冬天，给了我和凤勤
一个暖烘烘的热炕头。这个
冬天很长很冷，但一大家子

挤在一起，也就没那么冷了”。
顾长山，一个队长、一条汉子、一根

柱子，支撑着这个大家庭，体现了一个
普通中国人的善良、宽厚和担当。我想

“父辈的荣耀”，荣耀的就是父辈身上存
在的那种中国人的精神和情感，宽厚善
良，负重担当，坚忍的生活意志，达观的
人生态度和人格。坎坷虽多，但没有过
不去的坎，这就是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
和人民史诗。父辈们看起来平凡，但每
一个脚印中都显示着一种前行的力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奋斗。以陈兴杰为代表的林
场青年是山林中放飞的希望，他们秉承
着“父辈的荣耀”选择回到林场；他们将
个人理想与家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把青春奋斗融入在故乡土地，绘就了一
幅又一幅壮丽的篇章。

（作者单位：山东微山农商银行）

沁园春·

北疆农信颂
□ 贺斌

千里北疆，守望相助，政通人和，
润泽草原。瞰北疆农信，图新思变；
普惠金融，安居乐业。施策亲民，扶
微助小，情系“三农”乐扶“三牧”为本
根。兴发展，与时潮共涌，志行高远。

百姓赞，责在肩，穿越北疆文
脉。勤耕不辍，埋头奋进，记录精彩
瞬间；常耘不倦，携手开拓，解读交融
来龙去脉。北疆兴昌，春铺锦绣，改
革雄风劲力旋。循着文明曙光，听远
古回响，遇千年事业，展北疆农信梦，
诉说发展盛景，领千帆竞发看今朝。

□ 王思瑶

银行填单台一隅，见证了许多光阴
中的故事。有满头白发的老年人，眯着
弯弯的眼睛，搓着拇指一遍遍点着那积
攒许久的钱准备存款；有嬉闹的孩童，挥
动着小手一直努力地抢着妈妈手中的
笔；有刚找到工作的农民工，额头上正不
断滴落着劳碌的汗珠，在工作人员的暖
心指引下填写开办工资卡的申请书。

午后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落在地面
上，此时，正在填写单据的一名大爷吸引
了江苏东海农商银行驼峰支行大堂经理

“王姨”的注意。“王姨”每日的工作便是穿
梭于形形色色的客户之中，招迎、问询、解
答、送往。有些不同寻常的是，这位大爷
握着笔的手正在不受控制地抖动着，脸色

显得苍白，且身体微微颤抖，似乎要倒
下。此时，“王姨”没有一丝犹豫，马上搀
扶着大爷坐下，并为他倒上一杯热水，并
询问大爷的家人是否在附近。此时大爷
已稍微缓过神来，对“王姨”说：“儿子正在
门口车上等待。”得知大爷的家人就在门
口，“王姨”马上出门替其寻找家人。后
来，在其儿子的描述中才知道这位大爷患
有高血压，当时已有发病的前兆，若不是
她及时发现并搀扶，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一次新开账户例行电话回访
中，客户再次在电话中表达了对“王姨”
的感激之情。“王姨”入行已三十余年，
入职以来，她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着。她像一
束微光，为同事、为客户发光发热，带来
温暖。（作者单位：江苏东海农商银行）

□ 郑晓岚

当我作为一名优秀通讯员站
上信息宣传领奖台，看着台下的
领导和同事为我鼓掌时，心里除
了喜悦，更多的是回忆起多年前
前辈“老吴”对我说过的话。

3 年前，凭借着对文字工作的热
爱，我担任起了支行信息报道通讯员
的角色。八小时之内，我是柜台上点
得快钞票、做得来营销、修得了机器的
技术能手；八小时之外，我奔走在自得
其乐的“斜杠”生活中。

柜面服务中一个感人的小故事、
外出走访时典型的金融帮扶案例……
我将工作中的所见所想沉淀成墨香，
汇集于笔端。可连续几次投稿的石沉
大海让我怅然若失，我开始怀疑起自
己的写作能力，也渐渐失去了往日“挑
灯”码字的动力。迷惘之时，前辈“老
吴”对我说：“‘水滴石穿，非一日之
功’，你们这些小年轻刚入门，要静下
心来站好‘三年桩’啊。”是啊，从事文
字工作要始终保持热爱，不懈耕耘，耐
心付出，才能走得更远。

往后几年，我始终将“老吴”的话记
在心中，写的稿子不被录用也不灰心、不

气馁，因为值得高兴的事太多了。比如，
心血来潮写了一篇自己很满意的生活小
记，写的新闻报道得到领导称赞，这些，
都如同冬日的暖阳般温暖着我。一步一
个脚印坚持下来，如此“笨拙”的我，如今
已经是一个登台领奖的优秀通讯员了。

秋水蒹葭，不忘师恩。“老吴”是我
加入农信工作后结识的同事，但在我
心中，他一直是我敬重的老师。在工
作岗位发光发热，对人对事用心用情，
他对农信事业纯粹的热爱和璞玉浑金
的真诚，激励着我在成长的道路上更
加坚韧自信、闪闪发光。

（作者单位：浙江江山农商银行）

□ 郑骅

正式退休已有四年多。回想起在
农商银行（原农村信用社）工作的岁
月，思绪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溅起的
几朵工作中的精彩浪花，一直珍藏到
今天，记忆犹新，仿佛发生于昨日。

1978年12月，刚参加工作的我，从
县城分配到农村信用社基层营业网
点。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直到退休，
在农村信用社的“大熔炉”里锻炼成
长，度过了40年的历程。

记得每年的春耕时节，是信贷员
最忙碌的时候，我们要到农户家中，做
贷款计划安排调查工作，核实每家农
户的贷款需求，在表格上详细填写每
家农户的基本情况、贷款项目，可贷金
额等有关事项，农户签字即可。有时
去农户家找不到人，就要去田间地头
或是等到农户吃饭时，才能找到人。

贷款计划安排调查工作完成后，再按
贷款项目汇总整理，如购化肥、农药、农具和

耕牛等分别需要多少贷款，累计相加的贷
款总额是多少，然后交给本单位负责人。

到了收回贷款旺季，农户自产的农
副产品出售，都是现金交易，特别是当
圩日的景象可谓壮观。农户手中拿着
现金归还贷款，营业厅柜台外车水马
龙；柜台窗口前的农户存款、还款叫喊
声此起彼伏；信贷员在快速的打算盘收
回贷款，开出贷款收回计数单；会计忙
于开户填写活期储蓄存款折，以及填制
定期储蓄存单；出纳尽快地手工点钞，
收现金，每个人有条不紊办理手中的业
务，忙得不亦乐乎……每年旺季收存、
收贷的当圩日中午，均是单位食堂准备
的面食，轮换用餐，各个岗位人员中午
不休息，直到晚上七、八点钟，会计要与
出纳核对现金库存，方可下班。

旺季收贷过后，要清理还没有归还
贷款的农户，上门催收。记得有一年的
10月至 11月份，本地供销合作社组织
人员去农户家中收购晒烟，我随同前
往。供销合作社的人员负责收晒烟、付

现金给出售晒烟的农户，我负责开出收
回贷款计数单，收欠借款的农户贷款现
金，回到营业网点，现金连同收回计数
单数据交出纳清算，会计销账。

我做会计的时间较长。那个时
候，各类账表的记载是手工操作，计算
工具是算盘。柜面设置的是会计、出
纳、信贷员岗位，大一点的营业网点，
储蓄业务才会分专柜。

自从成立了省级农信联社后，辖
内的各项工作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各
项业务上了电脑，实行全省农村信用
社网点联网，开通了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也可以跨行在全国办理存、取款业
务，逐渐走上了银行业务网络化时代。

一路走来，干过出纳、当过会计、做
过信贷员，最后在押运员岗位退休。我
为自己认真对待每个岗位，用心干好组
织交办的每一份工作，感到心安慰藉。

一年又一年春夏秋冬的洗礼，镌刻
的岁月皱纹渐渐改变了容颜，然而，我
依然难以忘怀与农信结下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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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师恩

时俗漫谈

我的农信记忆

·

被雪覆盖的山村
□ 王艳超

冬天是纯净的季节
而这世界上最美的事
莫过于迎来一场雪

瞬间万物都穿上了银装
雪是冬天的思恋

更是山村唯美的风景

远处群山被雪覆盖着
找不到一只鸟儿的踪迹

河面早已冻上了冰
留下了滑冰车的痕迹

广阔无垠的大地
又披上了一层斑驳的雪色
通往山里弯弯曲曲的小路
犹如银色的带子依稀可见

近处山村屋顶红瓦上的雪
像一排排钢琴键
一排红瓦 一层雪
排列得那么整齐

整排的松树仍然是绿绿的
外面披裹着白色的雪外衣

依然苍翠挺立

这时
被雪覆盖的山村里

传来了公鸡懒懒的啼鸣声
毛驴的蹄声 狗儿的汪汪声

还有山村小路过往装有牛粪的手推车
车轱辘在地上碾压出咯吱咯吱的雪声

演奏着冬日交响曲

砖瓦房子里忙碌的身影
传来了锅台做饭的响声
伴随着人们的嘻笑声
家家户户的烟囱里

冒出了一缕缕缥缈的炊烟
一齐飘向了茫茫雪野的方向

被雪覆盖的山村
沸腾起来了

在干冷的雪天里
看起来

透着无限的人间温暖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吉林省伊通县农信联社吉林省伊通县农信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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