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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文苑

观斗山，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东
北角高田乡的华汾山与罗汉山之间，距县
城44千米，与四川省叙永县高峰村相邻，
方圆20余平方千米。

据说，观斗山得名与吴三桂在此观星
的传说有关。明末清初，吴三桂从云南败
退四川，途经此山时登山朝拜。他见此地
风景壮观、地势雄伟，夜观天象竟见北斗
七星直指南天，璀璨如斗。他感叹“此山
可瞰星斗”，遂欲在此修建行宫。后人便
依“观斗”典故命名此山。不过，笔者认
为，观斗山得名主要与我国夜观星象、占
卜等活动有关。

观斗山，四面青山环绕，绵延起伏，
松柏葱郁，筇竹连片。山谷中，溶洞纵横
交错，规模宏大。清晨，山中雾气消散，
旭日东升，空气清新，微风和畅，百鸟啼
鸣，令人无比惬意。山里梯田层层，雾起
云涌，山中独有的“青蛙”叫声不时传入
耳际，清脆悦耳，让人心旷神怡。茫茫林
海和竹山中，常有野牛出没；农家房舍星
罗棋布，稻田青翠欲滴，望去满眼绿意，
让人心生欢喜。蜿蜒陡峭的古道上，马
蹄印清晰可见。山中溪流潺潺，水质清
甜。这座山曾是僰人和彝人的聚居地。
每年农历二月、六月、九月，来自云南、四
川、贵州等地的信徒，纷纷登上观斗山朝
拜。他们各自举行法会，朝拜各自所尊
奉的圣像，热闹非凡。山顶上开阔平坦，
筇竹低矮苍劲，连片成林，松柏掩映，山
环路绕。观斗山寺庙遗址就分布在山
顶，共有 9座大殿，总建筑面积约 6200平
方米。相传，最早的观斗山寺庙是一位
道士联合佛教、儒教的一些信徒兴建
的。原来准备修建 12 座大殿，实际上仅
建成 9座。登临 9座大殿，仿若遨游九重
天，令人惊叹不已。与其他名山的寺庙
不同，观斗山寺庙将儒教、佛教、道教融
合，把各种民间传说与历史典故融为一
体。还未踏入寺庙，寂静之中，就传来鸟
鸣声和木鱼声，韵味悠然。

地势最低的殿是“观音殿”。大殿门
口立有一块“观斗山寺庙遗址”石碑。碑

文如下：“起鼎于昆仑，源流陕西，缠扶银
龙之元气，而出镇雄摆罗，高耸金星结鼎，
凝就观斗山。”殿中原有的木雕塑像已经
被毁，现保存下来的只有文殊菩萨、火池
菩萨的雕像以及2块碑刻及6个石凳。文
殊菩萨脸型瘦削，头戴花冠，双手莲花合
掌，下坐护法雄狮，长眉秀目，端庄慈惠。
火池菩萨面容方颐丰满，头顶火池，以手
相扶，双目平视，嘴唇微合。雕刻刀法圆
熟，线条清晰，明丽畅快。那些石人、石
兽，似人非人，似兽非兽，似幻似真，使人
见了如梦如幻。殿堂、厢堂、护堂的建筑
格式各不相同。观音殿占地面积达 600
平方米，为佛教寺庙，遗存石柱础 10座。
若寺庙完好无损，便可领略当年庙宇的宏
伟之姿。

第二殿叫“关圣殿”，占地面积达
681.6平方米。原殿中有佛台 3座、造像 8
尊、兽雕 4座、碑刻 8块、石凳 4个。殿正
中佛台上塑着关羽、周仓、关平造像，左右
各立送子观音、催生娘娘、保产娘娘、痘麻
娘娘、张仙石刻。如今，佛台已毁，关羽、
周仓、关平木雕塑像已腐烂，无处可寻。
历年香客的祈愿文书及文人的墨迹均留
于此殿。

第三殿是“王母殿”，占地 750 平方
米，从“关圣殿”石壁的左右两道门就可进
入。殿内，石豹、石鹿伫立，威武壮观；王
母造像立于正中，两侧分别立有展现八仙
过海场景的塑像。该殿将道教、佛教融为
一体。一对金蝉，仰天鸣叫，八仙造像的
佛台上有浮雕字画，线条灵动飘逸，人物
形象千姿百态，惟妙惟肖。

越过一道小山墙，就到了第四殿“三
教殿”。该殿占地面积达 762 平方米，是
一座儒教、佛教、道教三教合一的寺庙。
进入殿中，令人称奇的是，源自本土的儒
教、道教与古印度传入的佛教在此实现了
完美融合。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并排坐
于大殿正中，佛台之上“万星朝拱”4个遒
劲有力的大字熠熠生辉。一对护法石狮
造型奇特，豹眼龙身，尽显威猛之势。孔
子手持《论语》，释迦牟尼双手合掌，老子

则手持八卦图。整组造像气韵生动，既彰
显三教各自的文化特征，又暗含“海纳
百川”的哲学意境，恰如《菜根谭》所言

“万物静观皆自得”。儒教、佛教、道教本
为独立思想体系，在唐初渐有融合之势，
三教文化竟在这座三教殿里实现了融
合，实属罕见。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展现
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更印证了“多元一
体”的文明特质。

拾级而上，就可进入第五大殿“擂主
殿”。该殿占地面积达 657.1 平方米，殿
内主体木雕造像已毁，仅存佛台基座。
佛台周边的文武战将塑像千姿百态，皆
以“饕餮纹”和“夔龙纹”等传统纹饰为
底，辅以凤穿牡丹、金鹿含花、虎穿青莲、
鼠摘金瓜、蝴蝶扑花、犀牛望月等浮雕。
擂主造像前后左右塑有 2对凤凰、4条鳌
鱼，雕刻技法纯熟，镂空工艺精湛。令人
惋惜的是，如今仅存数座石墩，诸多珍品
原貌已不可考。这种残缺之美，反而为
这座承载着封神文化记忆的殿宇增添了
历史沧桑感。

再顺着山道往上继续攀登几十米就
到了规模最大的第六大殿“瑶池殿”了。
该殿占地面积达 720 平方米，颇为壮观，
石刻造像最多，保存也最为完整。殿内现
存佛台3座、石雕造像16尊。大殿分为两
层，殿前有一片开阔地。据山上道士介
绍，每年庙会时节，人们从四川、云南、贵
州等地赶来。到了晚上，万盏明灯点燃，
亿炷香火燃起，烟雾缭绕，火光耀天。仅
正月十五当晚，信徒们点灯用去的香油就
多达数十斤。殿内，王母娘娘端坐于正中
央。她面容慈祥，手持金盘，静坐于莲花
之上。大殿四角立有4根紧口柱，全由巨
型大理石条垒砌而成，高耸入云，巍峨壮
观。紧口柱上刻有唐僧西天取经、哪吒闹
海等动人场景。每根紧口柱重达数吨，相
传是三国时蜀相孔明用滚石法从山下运
来的。紧口石柱左侧，立有“伏羲”“神龙”

“盘古”“轩辕”等上古人物造像。紧口石
柱右侧，立有“地母”“斗母”的造像，中间
夹着一尊男身“千手观音”像。“千手观音”

自唐代起便逐渐在中国寺院中作为主像
被供奉，北宋时期的石窟中亦有其造像。
由此可见，此寺庙石雕群像的形成时间可
能早于明代。佛台上雕龙画凤，刻有文臣
武将、山形花鸟等图案，栩栩如生，呼之欲
出，令人叫绝。大殿后面有一座矮山，山
上树木葱郁，绿草繁茂。

穿过几间旧屋，翻过几座山中之山，
便来到第七座大殿“黑煞神殿”。此殿占
地面积达714平方米，殿中佛台上坐着手
持宝剑的黑煞神石雕造像，左右两侧各立
有一员战将。佛台四周立有石马、石狮各
一对。传说山下有一农家少女，夜里梦见
一匹马在吃麦子，于是捡起石块扔了过
去，可醒来后却不见马的踪影。后来，她
发现山道上、山田中均有马蹄印，而殿内
的石马身上竟也有被打伤的痕迹。“石马
成仙”的传说耐人寻味，妙不可言。石狮
口衔石螺，叩击可鸣。大殿的右侧有一条
山道通往四川省叙永县。黑煞神造像的
左侧配有工匠祖师鲁班的造像，这样的组
合耐人寻味。此座大殿地势较高，因而显
得雄伟壮观。

第八大殿临近绝顶，名为“弥勒殿”，
是典型的佛教殿堂。该殿占地面积达
600.6 平方米，现存佛台 1 座、石雕造像 7
尊。殿内，弥勒佛造像高高在上，静坐莲
花之上，微笑向西。佛台四周立有威武雄
壮的四大天王塑像，或怒，或吼，或懑，或
恼，眼似铜铃，眉如刀锋。这些塑像让人
在感受到威武的同时，也能体会到他们与
生俱来的慈善，令人不禁感慨美善难得，
美丑相依。此庙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殿中
没有石兽，只有几尊石像端坐其中，别有
一番意味。

最后一殿就是第九大殿“玉皇殿”了，
占地面积达670平方米。殿内，玉皇大帝
造像被各路天兵天将护拥着，如众星拱月
般端坐在佛台正中。唯独此殿仍留存石
墙石瓦，是一座极为牢固且异常壮观的石
宫。石宫中还余存着几个石凳以及10尊
石刻造像。站在石宫前，观斗山寺庙尽收
眼底。稍立片刻，时而云雾缭绕，时而丽

日当空，时而松涛入耳。倘若天晴，清晨
可目睹云海日出的壮观景象。可以想见，
寒冬时节，这里也可尽览千里冰封的壮丽
景致，让人顿生无限深邃神秘之感，千山
之景、万水之情纷纷涌入心怀。据说，观
斗山寺庙是由一位道士倡议，联合众信
徒修建而成，然而这的确难以让人信
服。如此浩大的工程，若非众多能工巧
匠齐心协力，实难完成。山中农人曾说，
观斗山寺庙是附近几个县的数千老百
姓，披星戴月地劳作，而后经无数能工巧
匠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完成的。此种说法
还比较符合实际。观斗山寺庙融合了历
史、文化、宗教、风俗等元素，凭借其规模
浩大、内涵深邃、风格独特、底蕴丰厚的
石雕造像艺术，以及优美的自然风光、奇
丽的人文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它称
得上是我省规模较大、数量众多、特点突
出的古文化石雕艺术宝库，可供人们尽
情观赏、深入发掘。

“玉皇殿”后面便是绝顶了。绝顶之
上立着一根高数丈的灯杆。灯杆后面是
绝壁千仞、悬崖万丈的深谷。俯身望去，
令人毛骨悚然。极目远眺，可看到“天府
之国”四川的锦绣河山；朝前看，可以看到
巍峨的云南群山。深谷中，一条清水河正
默默流向远方。它源远流长，从崇山峻岭
中流来，仿佛在诉说着观斗山历史的神秘
与深邃。

据有关碑刻记载，观斗山寺庙数次被
毁，在动荡岁月中屡遭劫掠。最后一次修
建从民国初年开始，直至民国38年，耗时
30 多年。后来一段时期又遭浩劫，许多
稀世珍宝均遭毁坏。祖国珍贵的文物、劳
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遭此厄运，令人痛
心。但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当地群众及
政府，乃至四川、贵州的一些群众正在募
捐、集资，准备恢复观斗山的原貌。人民
的力量是无限的，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前人能建造的，我们今天也能建造，而且
会建造得更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观斗
山将以更加宏伟壮丽的面貌迎接来自五
湖四海的游客。

登 览 观 斗 山
陈剑宁

去年冬天，我有幸受邀参加大关县靖
安镇杉木林云海及日出的拍摄活动。从
事新闻工作以来，我很少参与这类活动。

杉木林，是一个值得摄影爱好者前
往的拍摄胜地。

“初冬时节，杉木林的日出时间是早
晨 7点 38分。从靖安集镇到杉木林需要
40 分钟车程，大家必须在 6 点半之前到
达靖安集镇与我们会合，再统一乘车前
往。”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唐应平在出行前
一直叮嘱我们要守时，否则会错过最佳
拍摄时机。

为了能够准时到达目的地，我睡觉
前把闹钟调到了凌晨 5 点。起床后，经
过简单洗漱，我便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
和地点，接上同行的 3 位同事，于 5 点 50
分左右出城，沿着昭麻二专线前往靖安
集镇。一路畅通无阻，我们终于在 6 点
23分到达靖安集镇。我们在约定地点与
大关宣传部的同志会合，带上摄影工具
后，便直奔杉木林而去。

然而，前往杉木林的路并不像想象

中那么好走。从靖安集镇并入专线往北
行走 500 米左右，便沿着一条乡村公路
一路蜿蜒而上，海拔在转弯过程中不断
抬升。好在驾驶员陶松是一位经验丰富
的老司机，他曾是一名退伍军人，驾驶车
辆跑过川藏线，其过硬的驾驶技术让我
们倍感安心。考虑到我的年龄，大家让
我坐在副驾驶位置，我便亲历了在大雾
中驾车的艰难。随着海拔不断升高，雾
气越来越浓，将整条公路严严实实地包
裹起来。为了看清路线，驾驶员不时将
身子向前倾，尽可能看清道路后才继续
前行。途中遇到几个交叉路口，大家一
起商量该如何行进。好在同行的人去过
多次，才没有走错路。

经过 30 多分钟的山路颠簸，我们抵
达了大坪子村。这是一个集中就近搬迁
安置的村落，海拔约 3000 米。受天气影
响，雾气在这里逐渐消散，天边透出的一
丝亮光预示着天快要亮了。

陶松说：“从这里到杉木林山顶还需
10 多分钟，趁现在雾不大，我开快点，应

该能赶上最佳拍摄时机。”
穿过村子，我们离山顶越来越近。

公路两旁的杂草上覆盖着一些冰霜，表
明这里的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刚
翻过一道山梁，透过车窗望去，天边已经
泛红，太阳即将跃出地平线，洁白无瑕的
云层铺满了整个山谷。

“哇，太美了！”坐在后排的几位同事
不禁发出一声声感叹。

“山顶在雷达站那儿，我们还得抓紧
时间，到达最佳拍摄地大概还需要 5 分
钟，大家坐好了。”陶松一边说，一边加大
油门，加速向山顶疾驰而去。

即将到达山顶时，只见路边已经停
满了摄影爱好者乘坐的车辆。“我把车停
在前面那辆车后面，大家赶紧拿上工具
步行上山。”陶松一边说，一边将车稳稳
地停在了路边。

大家迅速从车上拿起摄影工具向山
顶奔去。

到达山顶后，到过这里多次的伙伴
唐应平迅速启动无人机，他大声说道：

“得抓紧了，不然就错过太阳跃出地平线
的最佳镜头了。”

我迅速展开三脚架，把相机架好，按
下快门，启动延时摄影；接着启动无人
机，从高空拍摄这难得一见的壮美景
观。不到两分钟，太阳便从天边露出一
线红红的光芒，并缓缓向上爬升，将血红
的脸庞一点点展露在云层之上。云海在
风的吹拂下不断翻涌，云卷云舒，红色柔
和的阳光洒在不断涌动的云海之上，美
不胜收，极为壮观。

随着太阳持续升起，气温升高，杉木
林四周雾气升腾，随风飘动。雾气时而
飘逸灵动地翻过山头，时而潜入山谷，时
而缭绕山腰，变幻无穷，宛如仙境。

说起杉木林，就不得不提到马玄。
他是靖安集镇人，热爱摄影。在看到杉
木林的风光后，他便爱上了这里。他在
杉木林山顶搭建了一个简易木屋和两个
帐篷，目的是为前来摄影的人提供一个
落脚之处。同时，他还创建了抖音账号
和微信群，把一些喜爱到杉木林拍摄的

人拉进群。他每天都会将杉木林的天气
情况、出行注意事项发到群里，并结合自
身经验，对第二天的大致情况做出判断，
为前来摄影的人提供参考，确保大家能
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一个人、一座山、一条路、一辈子……看
云卷云舒，云为伴，山为伍，云起是仙境，
云散便是人间。”正如马玄在抖音号“杉木
林雲社”的备注中所说，总有人跨越山海
为“你”而来，这就是摄影的魅力所在。

据马玄介绍，当天的日出还不算最
漂亮的。最漂亮的时候是太阳升起之
际，云层上方还有斑斓的云彩，太阳处于
两层云彩之间。在阳光的渲染下，那种
魔幻般的色彩所构成的，才是杉木林最
为漂亮的风光。他忍不住打开手机相
册，把自己拍摄的一些日出日落视频展
示给我们欣赏。各种极具吸引力的画面
令人叹为观止，让人不禁心生再次前往
杉木林拍摄的冲动。

时至今日，我仍在期待着下一次与
杉木林的重逢。

到杉木林，赴一场云海之约
毛利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