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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春朝和暖沐阳曦，半岭徘翔早燕低。
芽接新枝含露发，苗栽老圃待莺啼。
几株柯榄贫丢帽，一片桃林蜜染衣。
同是这方黄土地，余荫漫话富生黎。

（六）
春明村妇健身欢，里外操持在大男。
啜饮流泉曾汲井，点燃炊火往刊山。
门前园圃疏闲地，盘里蔬鲜活动摊。
摇曳韶光留住梦，逢人不笑有多难。

（七）
春江桃雨杏花天，柳浦潮平笼暖烟。
撒网垂纶一舴艋，上潭黄尾下潭边。

（八）
立本在丘山，豪怀抱上苍。
严寒无易色，酷暑比扶桑。
映日连峰翠，遮荫遍地凉。
铮铮藏骨气，郁郁沁心香。

写在春天里
○ 黄维江

中国梦、民族兴，老年梦、康乐福。科学健
身、锻炼壮体、康乐晚景，是古往今来老前辈的
美丽梦想，更是当今盛世老年人的美好实践。

从全国看福建、从福州看闽清，纵观老体协
建立发展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健身科学化、
锻炼常态化、康乐大众化”，是老年人体育事业
沿着“科学、文明、和谐、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成功之道。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各级老体协努
力履行老年体育组织者、实践者和奉献者的神
圣使命中，全县老年人的健身康乐活动呈现了

“三化”发展新常态的可喜局面，大可给以点赞。
一、建设“科学化”健身社团兴体坛

“科学健身”是老年体育的本质要求和核心
价值。实践证明，老体事业能够科学发展，核心
是坚持“以人为本”强队伍，凝心聚力兴团体；要
素是打造“体育文化”软实力，文明康乐注生机；
关键是建好“阵地设施”作保障，强基固本求发
展。从而有力地推进老体事业得以科学有序、
全面协调地健康发展。纵观闽清老体协致力建
设“科学化”健身社团兴体坛，体现有三种特性：

——健身队伍结构趋向合理性。“老体协”
这一我国新时期“应运而生、应势而长”的特色
产物，是一个科学健身特色团体。闽清三十多
年来，坚持以组织建设为基础，老体队伍经历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尤
其近几年来建设形成了一个科学合理的组织结
构，不仅健全完善了县和乡镇两级及 80%的村
居老体协会组织，而且发展有球、舞、钓、泳、棋
等十多个单项老体协会。尤其是组织网络建设
打好了“五个有”的坚实基础：有一个健全有力
而乐于奉献的老体领导班子；有一套行之有效
的工作、学习、培训和活动等老体规范的管理制
度；有一个县、乡（镇）、村（居）三级老体协系统
的组织网络队伍；有六级（县及大片区、乡镇及
小片区、行政村及自然村）老体健身辅导站；有
一大批辅导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志愿者等老体
骨干力量。这“五有”形成了一支宏大的老体核
心体系和坚强力量，以“奉献爱老心、架好康乐
桥”的可贵精神，为全县老体事业的科学发展和
不断提高老体水平，充分发挥了团体组织的保
证作用。

——健身思想意识彰显进取性。老体协注
重以思想建设为先导，通过以“学习、健身、康
乐”为一体的老体人文和科普教育，给老年健身
事业注活力，对老年体育文化建设的内容、途径
和方法，广泛深入地开展有五项宣传引导活动：
一是开展创建学习型老年健身团体，为建设“健
康闽清”发挥“夕阳热”，释放科学健身正能量，
践行老年体育价值观；二是举办康乐大讲堂，讲
党和国家关于老龄、老体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
规，讲“科学健身”、“体育养老”的好处意义；三
是开办“健身培训班”，不断培养扩大辅导员和

志愿者队伍；四是开展老体成果和好人好事的
宣传交流，并通过电视、报刊、专刊等媒介扩大
影响效应；五是利用“全民健身日”及“三八”“重
阳”等重大节日，组织开展健身展示和“万人健
步行”等系列宣传活动。从而，为使广大老年人
提高健身意识、崇尚科学锻炼、提升康乐幸福指
数，真正体验通过科学健身而获得“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幸福感。

——健身基础条件体现适应性。老体协致
力以设施建设为保障，为发展老体事业营造良
好环境和条件，通过依靠党政重视、社会支持和
协会组织、群策群力的办会精神，对老体健身设
施建设，经历了在数量上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和
质量上从差到好、从良到优的过程。如全县现
有45个门球场、31个气排球场、25个柔力球场、
126个广场舞活动场，条件都不断改善而适应活
动，尤其是有10个门球场建有钢结构顶盖和人
造草坪、塑胶地坪，使老年们可以风雨无阻地锻
炼健身；其中梅城还有四个连片的高标准门球
场，不仅适应城区离退休干部和老年人全天候
的健身活动，而且适应全县性的经常门球赛

事。更可喜的是，近年来在规划实施“美丽乡
村”建设中，尤其是遭受“7·9”尼伯特台风带来
特大洪灾后，在政府主导、部门支持和各乡镇老
年们齐心协力下，使许多毁坏的老体设施得到
及时复建并改善提高，而重新更好地适应广大
老年们的正常健身活动，推进了老年体坛的创
新发展。

二、坚持“常态化”健身活动展风采
“锻炼健身”是老年体育的最佳途径和根本

方法，体现着当代老年人通过老体协的特色平
台，都走着“科学健身、文明康乐”的老年体育之
路，让广大老年人展示健身风采而注入无穷的
生命活力，激励着老年们都踊跃参与健身活动
的兴致热情，释放出科学、文明、健康的正能量，
从而推进老年人体育锻炼、健身活动的新常
态。纵观闽清老体队伍坚持“常态化”健身活动
展风采，彰显有三大特点：

——贵有健身自信心与自觉性。多年来通
过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的精神，全县从集镇到村居，无论春暖秋爽时，
不管夏暑冬寒日，广大老年人、退休族，都老当
益壮地活跃于健身场、康乐园。这种全年性、常

态化的健身活动，就在于当今老年人确立了体
育文化自觉，提高了健康自信心和增强了健身
自觉性。比如，通过运用“奔小康、要健康”的新
理念，引导人们提升“保健康、贵健身”的境界，
去体验感悟“健脑、健心、健腿、健身”的健康真
谛，促使更多老年人自愿自觉地参与健身活动，
尤其是使许多老大爷、老太太改变了不重视、不
参加健身活动的习惯，甚至使不少人从沉迷于

“麻将桌”或“六合彩”中走了出来，融入到健身
行列之中，以获得科学健身的康乐感。正如老
友们在座谈中所发出的肺腑之言：“时逢盛世不
愁吃、不愁穿，图的就是多健身、保健康”。

——重在健身参与度与经常性。在实施新
周期《全民健身计划》中，通过发挥老体协特色
平台作用，广大老年人确立“重参与、常锻炼、享
康乐”的新观念，呈现了老年健身队伍不断扩展
的好态势，彰显了老年人与时俱进、持之以恒的
健身“三化”新常态：一是健身常态化。健身内
容，丰富多彩，开展有经常性的健身活动、友谊
性的对外交流、康乐性的赛事联谊、节日性的表
演展示，各有特色，大展风采。二是项目多样

化。健身项目，门类众多，有球、舞、操、拳、功、
剑、棋、步行、登山、游泳、垂钓、鼓乐和器材健身
等20多项，各投所好，尽享其乐。三是活动正常
化。健身形式，科学文明，有个体操练、自娱自
乐，有群体结伴、互助联谊，多为专业组织、集体
健身康乐，各显其能，充满活力。这种“三化”新
常态，呈现着老年体坛的兴旺景象，体现了老年
体育的生机活力，反映出老年人科学健身活动
方兴未艾！

——好在健身成就感与实效性。从老年人
锻炼健身常态化的社会效应看，通过开展“体娱
结合、城乡互动、内外交流、智健双赢”的老体特
色活动，促使老年体育释放传递了科学健身正
能量，收获享有了强身健体的康乐福。尤其从
老年人球、舞两大健身群体看，就彰显了老体的
无穷活力和无量价值。

从球类群体看，兴起最早、最具特色的“门
球”，被誉为康乐之门、和谐之球，是一项集健身
性、娱乐性、趣味性、联谊性于一身的老体活动，
成了一个热门的健身运动且享誉颇多。还有后
来兴起的气排球、柔力球、地掷球等球类的锻炼
与竞技，也都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全县

49支门球队和备受老年人喜爱的气排球、乒乓
球、柔力球等，经常开展表演赛、友谊赛、角逐
赛、选拔赛，把各项赛事都办得显特色、有质量、
风格好、上水平。

从健身舞类看，“广场舞”从2007年新兴之
后，成了一个最为普及的群体，一种以老年女性
为主体的集体育、舞蹈为特色的群众性健身项
目，从城镇到村居的全县百多处场点上，每晚都
有成千上万的中老年人聚集健身康乐，成了当
今老年体坛的一大亮点。

从众多的老年健身活动群体看，正如老友
们见面时所道出获得健身实惠感最时尚的话
说，就是“健身是最大的快乐，健康是最大的幸
福”。实践证明，坚持锻炼、健身壮体，既提高了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价值，又增强了老年
人科学健身的价值观和幸福感。

三、营造“大众化”健身康乐美家园
“健身康乐”是当代老年人的共同心愿和美

好实践，也是老体协的服务宗旨和奉献真谛。
其可贵价值，就在于以老年人健康需求为中心，
推进“康乐型、群众性、社会化”的老年特色体育

的不断发展，让广大老年人在“全民健身”的大
道上走出了一条“夕阳无限好”之老体幸福康乐
之路。纵观闽清老体事业营造“大众化”健身康
乐家园，主要有三个特征：

——以“全民健身”精神推进发展态势。老
体工作者多年来不负使命，以坚持“民为本”、念
好“康乐经”为大旨，积极宣传“全民健身”的老
体真谛，促使老体人口不断增加、老体队伍不断
扩大，让全县现有60岁以上的4.6万老年人已有
七成融入了老体健身行列之中。这一态势，反
映了大多数老年人都已加入一个文体组织、热
爱一项健身活动、享受一份体育快乐、收获一大
健康幸福，体现了老体健身事业是“全民健身”
的一大亮点和一大潮流，证明了广大老年人确
立了“体育生活化”的健身新理念，破除了“生死
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通过健身活动收获
了晚年文体生活的丰富与充实、康乐与幸福。

——以“重在参与”理念营造普及氛围。根
据当代老年人普遍有“康乐晚景”的心理需求，
通过运用老体特色平台，引导老年们树立“生命
在于运动”的理念，激发老年人热爱生活、不甘
寂寞、向往康乐的精神，并通过营造老体氛围、

丰富文体生活，弘扬体育文化，宣传健身典型，
讴歌康乐故事，以调动老年们重视锻炼、积极参
与健身队伍中。在实践中，为使广大老年人树
立“康乐今天、欢度晚景”境界，享有盛世的“美
好夕阳”时光，通过“三抓”即抓骨干带动、抓基
层重点、抓面上普及的工作格局，促进形成以点
带面、以城带乡、以乡带村和村居并进、城区互
动的生动局面。尤其是村居基层，老年们打破
了“家务体力劳动代替健身活动”的老观念，使
得众多中老年妇女都以崭新风貌融入健身行
列。如通过“广场舞”健身锻炼而健美健康后，
都深有感触地说：“广场舞，大家跳，有我有你有
她一起跳，健身健美健康真快乐！”

——以“康乐家园”为基优化老体环境。老
体协是当今社会最受欢迎、最为活跃的社团组
织，正是老年人的精神家园、康乐之家。各级老
体协积极发挥特色平台作用，多年来为老年人
营造“健身康乐”环境和条件，做出了普惠性的
积极贡献。近年来在创建“老年人健身康乐家
园”这一基础民生工程中，又形成了营造优化老
体环境三大格局：

一是在党政主导下，主动作为。就是通过
贯彻省、市关于创建“老年人健身康乐家园”活
动的精神，积极推动各乡镇在文明村镇、美丽乡
村、幸福家园的建设中，结合制定并实施老年人

“康乐家园”创建活动，全县首批已有3镇5村被
评为福建省“老年人健身康乐家园”称号并授
牌。各乡镇普遍健全完善了老年人活动中心，
80%以上村居都建有老体活动场所、康乐园地，
并利用景区、公园、广场等营造健身阵地设施而
提供老年人开展文体活动。

二是在“五位一体”里，积极融合。就是注
重构建“1+4”的“五位一体”精神家园，即老体协
与老年协会、退干中心、老年大学、老年教协的
统一联动，积极协调并发挥老年人协会的“夕阳
乐园”作用、老年大学“学、乐、为”的阵地作用和
退干活动中心、老教协的人才优势作用，从而为
全县“老年人健身康乐家园”创建活动而发挥了
全方位的推进发展作用。

三是在社会群体中，努力营造。就是积极
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善于发挥支持老
体事业的“四大”积极因素作用，即取得社会各
界的理解、各个家庭的支持、亲朋好友的鼓励和
热心人士的赞助。从而有力地推进了老体事业
的不断发展。

总而言之，老年体育，特色平台，康乐夕阳，
无限生机，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推进“健康老
龄化”进程，走出了一条健身科学化、常态化、大
众化之路，为落实“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
强国”添砖加瓦而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本文 2018 年底荣获福州市 2017-2018 第
八届“老年体育科研论文”一等奖）

为老年体育走科学化、常态化、大众化之路点赞
○ 张金泰

摄友说，拍梯田，最近最美的莫过于马洋
梯田。

前些日，在一次摄影课上，曾分享着秀清
老师拍摄的佳作《雾锁马洋》，大家深被那飘渺
云雾下马洋梯田神奇壮观的画面所赞叹，为让
再次捕捉这唯美的画面，由县摄影协会刘会长
组织的摄友一行，决定对马洋梯田进行再次的
拍摄采风活动。

说起马洋村，那山路十八弯，对于历来晕
车的我，未免是一种挑战，记的去年，受同学盛
情邀请，赴其家父的寿宴，车上的一路颠簸，可
谓是晕头转向，呕液吐汁，想想至今还心有余
悸，然，为了能让自己能捕捉到《雾锁马洋》的
精彩画面，我兴致勃勃地、毅然跟随着摄影部
队向马洋村挺进……

绵延的山峦，云缠雾绕，一条山路在群峦
叠翠间蜿蜒着，汽车沿着山路盘旋而上，经过
近一个钟头的爬行，终于到达了峰峦层迭的马
洋村，此时，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顿时倍感清
新、闲适。许是昨夜的绵绵细雨，染浓了马洋
村的身影，在这雨后的晨曦中，远处的大山和
梯田仍锁在轻纱般的云雾中。

在刘会长的带领下，大家纷纷扛起长枪短
炮，向山腰间的踩点奔去，当我们捧起单反，搭
好机架，举目眺望时，眼前的云雾沉浮，幽秘奇
妙，变幻莫测，梯田朦胧，峰影隐现。“美啊！犹
抱琵琶半遮面，这就是含蓄的马洋梯田？！”摄
友林娜由衷赞赏道，对啊！这马洋的云雾，无
疑是一块神奇的面纱，在峰峦田坝间，勾幻出
一个朦胧虚妄的神话世界；它又如一砚淡墨，
在素洁的宣纸上，浸染出古朴乡村气韵的丹青
墨画。

“大家随时准备，等候自己大片的开拍
啊！”风趣的刘会长话音刚落，只见一阵静悄无
声的迷漫云雾，平铺横排，一路漫涌，犹如沧波
万顷，浩浩荡荡地、一层层地推了过来，随着山
势、顺着梯田渐渐弥漫上来，气势磅礴，神奇壮

观。于此同时，一阵“咔嚓、咔嚓、咔嚓、”快门声便响成一片，顿时，大
家深为这大自然神奇的造化在惊叹！也为自己拍下了一幅幅唯美画
面而雀跃！

当晨曦的第一抹阳光缓缓地透过厚厚的云层，马洋村便揭开了
神秘的面纱，缥缈的薄雾在渐渐升腾，映入眼帘的是山峦起伏，林木
葱郁，那一丘丘梯田，大小不等，层层叠叠，错落有序，依山傍势，逐次
而上，有弯的、直的，形态各异，变化万千；一条条田埂纵横交错，层次
分明，线条流畅。此时，形态各异、盛满清泉的大小梯田，在明媚的阳
光下，随着山风吹拂，波光粼粼，仿佛就是镶嵌在大山里一面晶莹透
彻的镜子；阡陌上山羊慢行如云，梯田间老农辛勤耕作、还有那一头
牛、一弯犁，梯田旁的那一幢青瓦土房，几棵树影，一丛金灿灿油菜
花，山泉溪涧，点缀其中，远远望去，宛如就是西方的一幅春之田园油
画，它正在向人们流溢着田园牧歌般的优美。

正午，由于太阳直射光过于强烈，刘会长建议大家等待光影较好
的时机再进行拍摄，随着，我们走进村农老林的家中，茶余饭后，笑容
可掬的老林向我们介绍人杰地灵的马洋村，它山好、水好、空气也好，
不仅可以说它是长寿村，而且村里的那挂满厅堂的文魁、武魁，和现
代的教育世家等牌匾，都让多少马洋人引以为豪。他还说起多少年
来马洋村人用智慧和汗水开山凿田，造就这一块块、一排排、一垅垅
梯田，而这万顷梯田，也渐渐成为马洋村的一张摄影名片。

不知不觉中已是夕阳西下，摄友们沿着田埂边走边拍，边说边
笑，一种远离世俗的浸染，亲近大自然，久违的欢乐洋溢着每个人的
脸上，此刻，夕阳下葳葳蕤蕤的树林已为远山着上色彩斑斓的衣裳，
而眼前那绵延起伏、高耸入云、气势磅礴的马洋梯田不仅给人以视觉
享受，定格美的画面，更让人为这一种大自然的雄奇和人的伟力而在
深深地震撼！

春
天
，拍
摄
之
于
马
洋

○

刘
燕

红日中天追伟梦，
皓光半夜照高楼。

红旗鼓劲圆佳梦，
游子乘风上小楼。

红日东升圆国梦，
华人跨越上层楼。

黄状血书昭雪梦，
红墙黛瓦读书楼。

白酒连干生醉梦，
红旗挥舞映琼楼。

楼对大海天地碧，
梦思故乡柑桔红。

折 枝
以“红·楼·梦”为汤网格

○苏诗章

我的故乡有一个佛寺，叫“香林禅寺”，那是我童年时代
常去游玩的地方，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虽然离开后就不
曾涉足，但每当忆起故乡，就会联想到它。

据县志记载，该寺始建于元代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
曾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重修，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禅寺位于闽清县石郑村西，离村子只有二里多地。和一般的
佛寺一样，也是藏于深山，依势而建，不走到近前，便难以发
现。

寺的规模不大，除去大雄宝殿，只有两旁侧殿和山门顶
上的前殿。侧殿和前殿均为两层，二层恰与正殿持平。各殿
之间有回廊连接，成方形结构，中有天井。进入山门，先到天
井，登上几十级台阶，才到正殿，使之呈居高临下之势，更显
庄严。侧殿底层为十八罗汉，二层分别为伽蓝和祖师殿。前
殿的正面供弥勒佛，背面隔着天井面对大雄宝殿，为护法韦
陀。正殿前的台阶两侧各有一个花圃，在它后面的围墙内还
有台阶式的花圃三层，其中不乏名贵花卉，如梅、菊、兰、桂之
类。每年桂花盛开季节，一到寺里，便觉香气袭人。寺的周
围群山环抱，山上林木茂盛，终年郁郁葱葱。在这里，即使盛
夏，也感受不到暑气，环境宜人。

及至进到大雄宝殿，可见三尊金身佛像，巍峨而立。虽
然高大，却比例适当，线条流畅，脸部慈悲，使人抬头仰望，便
有崇高庄严之感，顿生崇敬之心。殿内虽有香炉，却没有一
般寺院那样香雾逼人。案上摆放着如大理石卧佛、白色珊瑚
等各种艺术珍品。整个空间一尘不染，清幽宁静，偶尔置身
其中，就顿觉心平气顺，烦恼尽消，仿佛脱离了凡尘。因此，
每到夏秋季节，都会吸引许多乡绅和有点文化的闲人，到此
游览。

寺的住持法号“一光”，人们都称他“一光师”。他操一口
罗源方言，显然是罗源人。通常，人们只有在受尽人间不平，
命运坎坷，看破红尘后，才会遁入空门。一光师有文化，会中
医，看起来文质彬彬，他的家庭背景应该不差，不知何故竟弃
俗出家。由于他会医术，农村又缺医少药，人们有病时，不免
要麻烦他，所以他和村里的乡亲关系不错。但在1949年那场
革命之后，不知何时，就离开了这个禅寺，不知去向。大约在
2006年，我的哥哥去新加坡小住，一次去一个寺庙游览，发现
他竟在那个寺里。哥哥想去拜访他，寺里的人说，他年事已
高，且在病中，不能接待，只好作罢。

寺里平时不作佛事，但在每年农历七月中元节，都有一
场持续3天的法会。届时，村里的善男信女都来上香礼拜，热
闹非凡，自然也就成了我们孩子的盛大节日。每当这种时

候，我都会泡在寺里，观看他们如何诵经念咒。那时，乡间没
什么音乐，听到这些齐声朗诵和击磬、吹奏，也觉得非常好
听，并在无形中接触到了许多佛教文化。我退休后对于佛学
的兴趣，就源于此。

但是，故乡的禅寺给我留下的最深的记忆，还不是这些，
而是从它传出的幽谷钟声。

和许多佛寺一样，寺中也有钟楼、鼓楼。我对鼓楼不大
在意，对钟楼却很感兴趣。那里，一口大钟高挂，直径足有1
米多。每当撞击，便发出咚—嗡的巨响，在山谷间回荡。那
声音听起来浑厚、低沉、悠远、绵长。按佛教的寺规，晨钟为
108响。当这咚—嗡之声，接连不断，浑然一体时，其所激起
的巨大声浪，便使周围所有的群山都谷鸣山应，此起彼伏，震
荡回响，就仿佛万鼓齐鸣，倒海翻江。那种气势，那种震撼，
不禁让人想起冼星海创作的《怒吼吧黄河》那最强的和声在
音乐大厅里所产生的共鸣和震响。

佛寺的晨钟暮鼓，已响彻千年。有文字记载，这种传统
可追溯到北魏梁武帝时期，到唐朝已非常盛行。它最初的作
用只是报时，当万籁俱寂的清晨钟声响起，僧众们便立即起
身修业。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融入佛教文化，遂慢慢地演
变为一种警示世人、感召众生的工具。当信众们听到这熟悉
的钟声悠扬，便会想起佛祖的教诲，在潜移默化中，使向善之
心重新激活，苦难的心灵找到寄托。

这种作用，在我国的许多古代诗歌和佛寺楹联中，都可
以得到印证。如：“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
回苦海迷梦人”；“听来暮鼓晨钟，声声觉悟；对此禅灯宝像，
面面圆光”等。而关于钟声的最著名的诗句，莫过于唐朝诗
人张 继在《枫桥夜泊》中写下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
到客船”。这短短的诗句，使寒山寺连同它的钟声远播海内
外。有日本人甚至不远万里来到苏州，就为听一听诗中所描
绘的“夜半钟声”。

香林寺是故乡唯一的文化古迹。遗憾的是，如今已荡然
无存。先是那口大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村中一些无知
的青年砸毁，估计是看上了它的经济价值。之后，整座寺院
又在1981年的一次意外火灾中化为灰烬。

我的哥哥生前，在痛惜之余，曾想通过佛教的募捐将它
修复。佛教内部在邻近的大小寺院之间，也有隶属关系。他
曾到鼓山、西禅和雪峰等寺寻访，想找到该寺重修时的图纸，
都空手而归。后来因身体的原因，这件事就放下了。

经查，《闽清县志》曾在民国十年修过一次，但从中却找
不到任何有关该寺的记载，也许是因为它年久失修，已经破
败，未被收入。其实，在5年之后，它就已被重修成上文所述
的样子，可惜只存在66年，到1988年再一版新志修成时，它
已毁于大火。在新志中，对这种已不存在的历史遗迹，按统
一的格式，都只罗列其始建、重修和遭毁的年代，别无其它记
述。这么古老的一处文化遗迹，只留下如此简单的一点遗
痕，不免令人遗憾，遂促使我动念撰写本文，想藉以为它多留
下些文字。（作者为原国家核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原
子能机构事务办公室高级顾问）

幽 谷 钟 声
——忆故乡香林寺

○ 傅济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