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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美编 魏鋆依 文 化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
奇。”西湖南、西、北三面环山，千百年
来，从浅海水湾到潟湖，再到如今的内
陆湖，西湖屡经“变脸”：五代吴越国
时，西湖为葑草蔓蔽；元代，苏堤以西
湖面尽为桑田；苏堤六桥之下，水流如
线。之后屡屡淤塞，民国后多次整修，
才慢慢变成我们今日所看到的西湖。

在语焉不详中找寻背影，在古巷弄
堂里叩响遗存，在锈色斑斑的红门里
轻轻吟诵沉睡的历史与文明。沉醉在
湖畔潮湿饱满的空气中，徜徉在孤山
的肃穆里，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初到西湖的人，我总是建议他们先
去孤山。“孤山不孤”，这里碧波环合，花
繁叶茂，楼阁亭台错落有致，像西湖中
的一座孤岛。当年白居易曾感慨：“孤
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凝望
着宋代隐居诗人林和靖的墓寝，“梅妻
鹤子”的传说在孤山无声地流淌。

孤山，是西湖的深度，因为这里是
《四库全书》的标志，是张岱《西湖梦
寻》追寻前人古迹的地方，是林逋泛舟
西湖、超然物外的地方，又是多少英雄
美人故事的开始：苏小小凄美的爱情，
弘一法师的无处惹尘埃，秋瑾挥洒的
一腔碧血；西泠印社的金石字画，让后
人明晓何谓艺术仰止；无数诗篇，让后
人踱进文人墨客的梦里桃花庵。

孤山，又是西湖的宽度。它像是西
湖的纲领，西湖的景致好似蒲公英一般
从这里扩散。孤山之巅，“三堤”（白堤、
苏堤、杨公堤）“三岛”（三潭印月、湖心
亭、阮公墩）的秀美尽收眼底，像是上帝
安放于人间的天上宫阙，瑶池碧树。

西湖的水迤逦荡漾，若是碰上雨后
初晴，湖面水雾缭绕，如轻烟袅袅而
上，虚无缥缈。若是夕阳西下，便是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那仿佛能燃尽世间一切绚烂的晚霞遥
遥地铺展在湖面上，恰似一座能入梦
的彩虹桥。若是赶上雪后初霁，从孤
山上遥望断桥，残雪残桥，雾凇沆砀，
天云山水，上下一白，蔚为壮观。

梦中的西湖，我难忘的家乡！当我
游遍名山大湖归来，眼里留住的、心中
惦念的、嘴上吟诵的，却依然是西湖。
她拥有万千风雅，以一种风雅和谐的
襟怀，穿透历史，独善其身。

炉烟一窗，瓶花一床，更添十里湖
光，对南屏晚妆。未能抛得杭州去，一
半勾留是此湖！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出了
苏杭，美在溧阳。”

在溧阳的南山竹海里，竹林
漫山遍野，山上的鸡鸣村大牌坊
上写着“雞鳴邨”。深黑色的瓦
片、古朴的木柱子，述说着岁月的
沧桑，移步石阶，就是几间大户人
家的老宅，基本上还是中国古代
一些老宅的建筑风格、厅堂布置
模式，内中有一张桌子分左右半
张，据说女主人待做生意的丈夫
回家才将他拼起来就餐。屋檐设
计也很有讲究，让雨露从屋顶洒

进来，檐下石板有流水出孔，顺管
道流入地下水塘，意寓“肥水不流
外人田”。

在 湖 州 安 吉 看 过 竹 子 博 览
园，内中的文化馆主要展示关于
竹子的诗文，而这里的竹博园，侧
重于竹子历史、地理、科学知识。
早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
会利用竹编制成器具，考察研究

证明，绳纹、人字纹等都是模仿
竹、藤编织器具而来。 2000 多年
前 ，竹 简 是 主 要 记 载 文 字 的 工
具。竹简和木简为我们保存了东
汉以前的大批珍贵文物，如《尚
书》《礼记》《论语》等都是写在竹
简和木简上的。秦代造笔以竹为
管，晋代用竹造纸，这些重大发明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历史文化和生
产的发展。

在天目湖上，游艇飞驰着向
湖心岛驶去，暖风从耳边拂过，湖
面空气格外清新。登上岛颠，四
顾远望，天目湖如一面银镜镶嵌
于绿山之间。天目，好气派的名
称，这清冽的水、这弯弯的湖岸曲
线，感觉名不虚传。穿梭往来的
游艇，晃动着湖水，让天目湖多了
一种顾盼生情的风韵。

溧阳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丝绸之乡”“茶叶之乡”“长寿之
乡”，4500 万年前就活跃着人类祖

先溧阳中华曙猿；1100 多年前，这
里开始建城；溧阳还是中国焦尾
琴（四大古琴之一）的故里。

溧阳生态环境优良，人文底
蕴深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上 衣 。 临 行 密 密 缝 ，意 恐 迟 迟
归 。 谁 言 寸 草 心 ，报 得 三 春
晖。”千古绝唱《游子吟》就是在
这里写就。

据《史记》记载，春秋年间，楚
平王冤杀了伍子胥的父兄，伍子
胥出逃辗转溧阳境内濑水边，向
浣纱的史贞女乞食。史贞女倾其
所有“壶浆”予他充饥。子胥临别
时，再三告诫如有追兵赶来，务必
严守秘密。史贞女为明其志，抱
石自沉河中。伍子胥灭楚复仇后
途经溧阳境内，将三斗三升金瓜
子撒入濑江之中，实现其“千金报
德”之诺，并于史贞女溺水处造
庙，以祭义女亡魂。这段动人史
实，折射出了千百年来一方水土
的诚信之风。

溧阳，远看含蓄不露，近看朴
实大方，细看风姿绰约，是一座越
看越想看、越看越耐看的城市。

江南风景江南情江南风景江南情

“ 江 南 好 ，风 景 旧 曾
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
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
南。”或是钟灵毓秀的春
景，或者绵软如黛的秋雨，
或是撑伞走过小桥，或是
望漠漠千户灯，江南四季
如一日，山水小桥，轻执墨
笔，景景皆可入画。

乌篷船，油纸伞，蓝印
花，浸染多少梦幻在纸上，
掀开思绪，这不仅是景，更
是情。

2019 年 7 月 14 日，根据群众
报警在湖北省黄石市中窑江滩公
园长江边发现一具男尸，尸长约
1.70 米，足长约 22 厘米，年龄约
30 至 50 岁，上身穿粉色短袖 T
恤，下身穿黑色牛仔裤。

如有上述时间节点失踪且特
征相符的失踪人员家属，请与长
江航运公安局黄石分局联系，联
系电话 0711-3210110。

寻尸启事

2019 年 7 月 11 日，根据群众
报警在湖北省鄂州市五丈港码头
长江边发现一具女尸，尸长约 1.65
米，足长约 23 厘米，年龄约 30 至
50 岁。上身穿白橙浅蓝三色横条
纹短袖 T恤，下身穿蓝色牛仔裤。

如有上述时间节点失踪且特
征相符的失踪人员家属，请与长
江航运公安局黄石分局联系，联
系电话 0711-3210110。

寻尸启事

□ 林上军

出了苏杭游溧阳

镇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富
有深厚的人文底蕴，犹如一壶陈酿，
愈来愈香醇。虽经常去，却总也品
不够。

“城市山林”是镇江特质。来到
登云山麓赛珍珠文化公园，绿草如
茵。赛珍珠优雅的座像、小说《大
地》雕塑、几幢青砖瓦房，在绿树掩
映中疏朗有致。站在赛珍珠故居
前，民国风格的两层小楼，精致典
雅，书香气息扑面而来。

秋风把高大挺拔的梧桐树扮得五
彩斑斓，阳光将深深浅浅的树影投在
赛珍珠纪念馆上。门窗上方用红砖
勾成的拱形，点缀在青色墙面，与故
居浑然一体。馆中按赛珍珠生平布
展，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一段段
文字，呈现出她丰富多彩的一生。

公园一隅的“珍珠书屋”，一看
便知取自赛珍珠之名。赛珍珠是一

座连接中西方文明的桥梁，镇江则
是她“中国故乡”，她人如其名，像珍
珠一样温润。近几年来，镇江更加
重视对赛珍珠的研究和保护，公园
就是在两年前斥巨资而建的。

沿着古运河驱车到“京口闸”。
镇江是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自古
就是商埠重地。镇江古运河，始凿
于秦，拓于隋唐，几度兴废，迄今已
有两千多年。

从唐代至清代，京口闸是漕运
咽喉和交通枢纽。至清代晚期，因
通了火车，其“江南运河第一闸”的
功能逐渐衰减，直至民国时期被填
埋为路。时光流转，2011 年，启动中
华路旧城改造工程时，遗址被发掘，

次年即展开了考古勘探工作。
古运河孕育了古城悠久文化，沉

淀着历史脉络。眼前闸体、码头、石
岸、石阶、碑亭等遗迹均是明清时期
的。细看闸体，石块与石块间凿出

“蝶形”卡口，然后用铸铁块固定，铁
件环环相扣，任凭风浪冲击而坚不可
破，足见古人智慧。斑驳的石块掩不
住昔日繁华，静静的河水映着那树、
那房，“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沿流
一万家”盛况，仿佛正徐徐呈现。

不远处就是西津渡古街区，座
落其间的民间文化艺术馆，承担着
非遗挖掘收藏和研究开发工作。书
包、马灯、热水瓶……这些似曾相识
的老物件，唤起了百年记忆。五颜

六色的歌舞厅门票，似乎正印证“岁
月如歌”。

有着 3000 年文化积淀的镇江，
“刘备招亲甘露寺”“白娘子水漫金
山”“董永与七仙女”“梁红玉击鼓战
金兵”广为流传。而“白蛇传传说”
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镇江更是重要
发源地之一。三楼的展厅对这一地
域文化品牌保护进行了集中展示，
除了书籍、音像、火花、商标外，年
画、剪纸、雕刻、捏塑等民间工艺一
应俱全，以多种形式诠释了神话魅
力，让人眼界大开。

灯光闪烁的花灯非常眼熟，原
来这是来自家乡的国家级非遗项目

“秦淮花灯”。得知这里已向社会公
布了市级以上非遗名录近百项，不
禁由衷地称赞。

漫步西津古渡，青石板上的车
辙回响着千年风韵。百年老店依然

红火，或许赛珍珠也经常光顾，因为
这里弥漫诱人的美味，有着听不完
的故事。

万丈霞光辉映着浩荡长江，阵
阵秋风送来了桂花的幽香，也送来
了 名 城 保 护 的 硕 果 。“ 何 处 望 神
州？满眼风光北固楼。”江河交汇
处的镇江，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古老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中愈加
夺目。

□ 唐红生

漫步镇江

在江南住惯了，见多了江南名镇，
觉得用“杏花春雨江南”来形容绍兴或
许有点柔媚了。大小河道中鳞次栉比
的黑瓦粉墙，隐约透着一种风范，泠然
水韵中赫然蕴藏着千载而下的绍兴之
魂。

诗人李白写道：“磐石出奇文，满壁
藤萝存。乌迹自天依长剑，四山风雨作
龙吟。”初游东湖，吸引我的正是突兀的
石景。并不高的山，却如刀劈斧凿般层
次清晰、棱角分明，后来才知道果真出
自人力。幸而有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奇潭深渊，不经意间消融了山之戾气，
于是山仁水智、境界遂开。湖面是澄澈
的丰满，孤寂的群山映下来，一径瘦削
了去，然而虚实两边俱是同样坦坦荡荡
的悬崖峭壁，比起深山里暗藏的危险却
又多出几分直白。莫名地竟然显出某
种威仪来。清代越中名士陶浚更是筑
堤为界，铺桥设亭，湖洞相连，亭榭错
落，东湖渐成富于桃源意境的园林，行
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东苑的琼瑶池，状若同心，得名于
《诗经》的“投我以桃，报之以琼瑶”。看
来水永远都是第一章诗篇，“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不观水，真是无以言情的，
而人的有情，必须放在无情的沧桑中淘
洗过后，才会显出晶莹。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
传叫百草园……”斜阳中的鲁迅故居酝
酿着某种质朴沉寂的力量，尚系原物的

“短短的泥墙根”让我好一阵失望，继而
却又释然，想来有太多的谜底，也不过
原来如此。三味书屋前是窄窄的河道，
船工们相当自信地保证可以载我们去
绍兴的任何一个角落，相较于飞入寻常
百姓家的王谢堂前燕，这里的流水颇有
点溯本清源的意思，确凿是源于一般无
二的水样温婉了。

不坐乌篷船，实在不能算到过绍
兴。“轻舟八尺，低篷三扇”，这是古鉴湖
上流动的生命，越文化里跃动的精灵。
坐进船舱的那个瞬间，我想到了八月湖
水平，极近的水面，一下具体化了覆船
的危险。船工却是不害怕的，赤脚踩着
船桨，起承转合间竟契合了水流内在的
律动。目光从一种新的水平度掠过周
遭的民居，桨声吱嘎中，漂着的杂物漾
开去，或许是不习惯所造成的陌生化效
果吧，也不知是接近抑或是远离了原先
的方向。

行走在绍兴，微润的水滴充盈天地
间，绍兴独特的气息在空气中飘来飘
去，让我不忍离去。

南浔古镇位于中国长江三角洲
经济区的中心腹地，太湖南岸。这
里具有七千余年悠久历史，有着“诗
书之邦”“镇志之邦”的美誉。盛夏
时节，我们一行人相约旅游至此。

波光潋滟的太湖，流经古镇，
形成著名的頔塘东段，作为大运
河支流而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
产。清澈的河流缓缓流淌，沿着
河道蜿蜒伸张，波澜不惊。

古人沿河架桥，桥桥相连，傍
河筑屋，百楼相连，故称“百间
楼”。河埠石阶，木柱廊檐，人与
河休憩与共。真正是“让了水面
一尺地，占了上面一方天。”白色
的墙，灰色的瓦，古铜色的长廊，
古朴素净，走在这里，整个人也会
自然而然的沉静下来。河两岸的
古树倒影在河水中，风吹过来，摇
曳着枝干。河水荡起涟漪，建筑
的倒影也晃荡起来。漫步在百间
楼，依长廊而坐，河对岸偶尔行走
的游客和居民，像是行走的一幅
江南画卷。嘉庆年间张镇面对满
目秀丽景色和水乡风光，曾赞曰：

“百间楼上依婵娟，百间楼下水清
涟。每到斜阳村色晚，板桥东泊
卖花船。”

跟着导游的步伐，小莲庄逐
渐在眼前打开。它依鹧鸪溪畔、
粉墙黛瓦、十亩莲池、廊亭观荷，
曲桥连接。恰逢仲夏时节，十亩
荷花盛开，庭院飘香，风吹过来，
荷花摇曳，婀娜多姿。正是“接天

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十亩莲池对面便是刘氏家庙，

两座皇帝御赐的牌坊立于家庙门
口：一座是“乐善好施”牌坊，另一
座是贞节牌坊，均建于清朝光绪年
间。转角便是碑刻长廊，45 方刻
石，清晰的留存了前人的墨宝，堪
称文物与艺术兼备的珍品。正厅
悬挂着清宣统皇帝所赐“承先睦

族”九龙金匾。当代作家黄裳曾将
其与《红楼梦》里的贾氏宗祠相提
并论，足见刘氏家庙的规模在江南
罕见。

顺着苍天古树路径直走，嘉
业藏书楼豁然出现在眼前。此楼
是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由“四
象”之首刘墉的孙子、清末著名
藏书家刘承干所建，因清朝末代
皇帝溥仪题赠“钦若嘉业”九龙
金匾而得名。步入藏书楼，仿佛
进 入 了 历 史 的 字 卷 里 ，博 大 精
深。藏书楼里收藏着宋元刻，稿
抄本及地方志的大量收藏，最鼎
盛时聚有藏书 60 万卷，18 万册，
其中不少为海内外秘籍和珍本。
鲁迅先生称誉刘承干说：“非傻
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
以他还不毫无益处的人物。”

匆匆的我们转身便离别了，
留下一路的怀念。怀念那里走过
便会念念不忘的水乡楼阁，就像
是一场梦，梦里有个人画了一幅
烟雨朦胧中的江南水墨画，画的
名字是“南浔”。

□ 沈诗琦

西子湖畔：
一曲风雅天下知

最忆是南浔
□ 肖艳

悠游绍兴
□ 朱文杰

江南水乡。

江南水上乌篷船。

西湖美景。

渔夫撒网捕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