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朱虹

近 日 ，思 考 文 章 之 道 ，来 到 赣 江 边 。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得 到 有 效 控 制 后 的 南 昌 ，人 们 对 疫

情 的 恐 惧 渐 渐 散 去 ，境 外 疫 情 暴 发 增 长 态 势

仍在持续，形势依然不太乐观。但无论如何，

赣 水 依 旧 缓 缓 向 北 ，一 艘 艘 过 往 的 货 船 接 连

驶过，让人不禁思绪万千。

智 者 乐 水 。 子 在 川 上 曰 ：“ 逝 者 如 斯 夫 ，

不 舍 昼 夜 。”面 对 泗 水 ，先 圣 是 如 此 感 叹 。 泗

水 一 河 ，在 山 东 并 不 算 一 条 大 河 ，比 起 黄 河 、

汶 河 、大 清 河 都 要 小 很 多 。 即 使 是 2000 多 年

前 的 鲁 国 ，我 相 信 泗 水 河 也 并 不 是 壮 阔 欢 腾

的 一 条 河 。 可 就 是 这 样 一 条 不 大 的 河 ，因 为

孔 子 的 一 句 话 而 扬 名 天 下 ，成 为 天 下 读 书 人

心 中 的 圣 地 。 朱 熹 的 一 首 诗 让 她 更 加 出 彩 ，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

得 东 风 面 ，万 紫 千 红 总 是 春 。”文 化 总 是 能 给

人 以 力 量 。 历 经 2000 多 年 的 风 风 雨 雨 ，泗 水

河 早 已 不 如 春 秋 时 期 那 么 清 澈 ，可 是 她 的 名

声却越来越响彻天际。

在 泗 水 河 边 感 慨 之 时 ，孔 夫 子 恐 怕 没 有

想 到 ，因 长 得 丑 而 不 为 自 己 所 喜 的 弟 子 澹 台

灭明却南下数千里，在赣水之畔传道讲学，将

儒家学说在长江以南发扬光大。孔子后悔不

已 ，总 结 道 ：“ 以 貌 取 人 ，失 之 子 羽 ”。 泗 水 之

失，却是赣水之得。远离中原的江西，由此逐

渐发展成为“文明地区”，不再被叫作“南蛮之

地 ”。 为 纪 念 澹 台 灭 明 ，钟 陵 县 易 名 为 进 贤

县 。 南 昌 旧 城 还 有 一 座 进 贤 门 ，也 是 因 纪 念

澹台灭明而得名。

文 化 因 赣 水 而 兴 ，城 镇 也 因 赣 水 而 起 。

西汉开国大将灌婴于赣水之畔选战略要地筑

城 ，取“ 昌 大 南 方 ”之 意 ，定 名 南 昌 ，始 有 南 昌

城 。 西 汉 遂 以 南 昌 为 郡 治 ，历 史 性 地 设 置 了

一个豫章郡，下辖 18 个县，大部分都在赣江流

域。为防御南越王赵佗，南昌筑城之后，灌婴

又在赣江上游设置了赣州城。

城 市 的 发 展 和 赣 江 交 通 的 便 利 ，使 得 越

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到江西。他们带来了先进

的 生 产 工 具 、生 产 资 料 和 中 原 地 区 先 进 的 文

明成果，极大地促进了江西经济社会的发展，

也 给 江 西 带 来 了 跨 越 时 空 的 智 慧 财 富 ，使 其

成为中华民族辉煌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豫 章 设 郡 不 久 ，仅 仅 当 了 27 天 皇 帝 的 汉

废 帝 刘 贺 ，带 着 被 废 后 的 郁 闷 和 悲 愤 ，沿 鄱

湖 、赣 江 南 下 江 西 。 他 在 赣 水 之 畔 留 下 一 座

海 昏 国 ，而 自 己 却 每 天 在 赣 江 边 感 慨 上 天 的

不 公 和 人 生 的 大 喜 大 悲 ，由 此 留 下 一 个“ 慨

口”。南下江西对刘贺而言虽是个悲剧，但他

把 中 原 地 区 的 先 进 科 技 和 文 明 成 果 带 入 江

西，到今天依然熠熠生辉、造福后人。

物 换 星 移 。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包 括 泗 水 流

域 在 内 的 中 原 地 区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高 地 。

而 南 北 朝 之 后 ，江 南 逐 渐 崛 起 ，人 口 暴 增 ，物

产 日 丰 。 宋 明 时 期 ，江 西 的 人 口 数 量 和 经 济

贡 献 都 达 到 了 全 国 的 十 分 之 一 ，江 右 商 帮 通

过 以 赣 江 为 主 的 交 通 脉 络 将 瓷 器 、茶 叶 、纸

张 、药 材 等“ 江 西 品 牌 ”产 品 销 往 全 国 乃 至 世

界 ，以 赣 江 流 域 为 代 表 的 南 方 地 区 成 为 中 华

文化高地。

东晋时期，王羲之南渡，先后任临川太守、

江州刺史。他为解民之疾苦，练笔洗墨池，将

一池清水染成墨黑。唐代，另一书法家颜真卿

也紧随书圣步伐来到江西，先后任吉州司马、

抚州刺史，写下《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

被历代书法家誉为“天下第一楷书”。

初 唐 ，从 山 东 南 下 江 西 的 滕 王 李 元 婴 按

捺 不 住 自 己 大 兴 土 木 的 冲 动 ，在 赣 水 之 畔 建

滕 王 阁 以 宴 宾 客 ，成 为 今 天 南 昌 最 重 要 的 文

化符号。王勃沿赣水南下，去交趾看望父亲，

在滕王阁参加了阎都督举办的盛筵，一首《滕

王 阁 序》成 为 千 古 绝 唱 ，“ 物 华 天 宝 ”“ 人 杰 地

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名

句千古流传。

唐 中 期 ，禅 宗 六 祖 惠 能 为 了 躲 避 教 内 纷

争，带着五祖传下的衣钵，连夜从黄梅横渡长

江，沿赣江南下，在岭南将禅宗发扬光大。他

的徒孙马祖则沿赣江北上，广建丛林，解决了

佛教禅宗发展的硬件问题。

南 宋 淳 熙 三 年（1176 年），一 代 词 人 辛 弃

疾任江西提点刑狱，途经赣江边的造口时，面

对着波澜起伏的赣江，内心激动不已，写下了

“ 郁 孤 台 下 清 江 水 ，中 间 多 少 行 人 泪 ”的 名

句 。 赣 水 北 流 ，是 否 正 应 对 了 辛 弃 疾 一 生 北

望、收复中原的满腔热血？他能沙场点兵，百

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是著名的军事天才，但他

又报国无门，只好听曲弄词，一代武将变成了

词中之龙。

元末 明 初 ，朱 元 璋 在 鄱 阳 湖 大 败 陈 友 谅 ，

取 得 了 建 立 明 朝 的 决 定 性 胜 利 。 他 的 第 十

七 子 朱 权 自 幼 聪 明 好 学 ，被 封 为 宁 王 。 靖 难

之 役 时 ，朱 棣 逼 朱 权 一 同 造 反 ，并 许 诺 事 成

之 后 平 分 天 下 。 可 夺 取 政 权 后 的 朱 棣 不 再

认 账 ，只 是 封 朱 权 于 赣 江 边 的 南 昌 。 朱 权 深

感 前 途 无 望 ，便 韬 光 养 晦 ，整 日 研 究 道 学 、茶

道 、音 乐 。 他 善 古 琴 ，编 有 古 琴 曲 集《神 奇 秘

谱》《太 和 正 音 谱》，对 中 国 戏 曲 贡 献 很 大 。

他 还 将 饮 茶 经 验 和 体 会 写 成《茶 谱》，“ 崇 新

改 易 ”，直 接 用 沸 水 冲 泡 散 茶 ，由 此 改 变 了 中

国 人 的 饮 茶 方 式 ，使 茶 叶 进 入 了 千 千 万 万 的

百 姓 之 家 。

朱 权 受 了 委 屈 ，他 之 后 的 第 四 代 宁 王 朱

宸 濠 却 立 志 为 先 祖 报 仇 ，欲 夺 大 明 江 山 。 明

正德十四年（1519 年），朱宸濠在南昌起兵，沿

赣 江 北 上 ，略 九 江 、破 南 康 军 ，出 江 西 ，攻 安

庆，欲取南京。此时，“南昌女婿”王阳明刚刚

在 赣 南 平 叛 了 山 贼 ，听 闻 消 息 后 马 上 举 兵 勤

王，会齐各地军兵，在赣水下游的南昌和朱宸

濠 展 开 决 战 ，朱 宸 濠 大 败 被 俘 。 王 阳 明 巡 抚

南 赣 汀 漳 ，在 其 任 上 ，平 山 贼 、办 书 院 、建 城

池、教化百姓，对赣南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赣水流域成为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的

不朽之地，成为他“文治武功”的实践之地，也

成为阳明心学的定型成熟之地。

江 西 文 化 的 繁 荣 ，与 赣 江 水 道 带 来 的 外

来精英有着重要关系。众多达官显要和文化

名 流 频 繁 进 出 江 西 ，江 西 以 更 快 速 度 在 更 大

的 范 围 内 与 全 国 交 流 ，江 西 文 化 迎 来 一 个 又

一个发展高峰。

另 一 方 面 ，赣 江 水 道 的 开 通 ，进 一 步 触 发

了赣江流域的地气、人气和文气，一大批学识

渊 博 、才 华 横 溢 的 江 西 才 子 ，沿 着 赣 江 、鄱 湖

走 出 江 西 ，他 们 海 纳 百 川 、兼 容 并 蓄 ，在 不 同

的文化层面上、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彰显出知

识 的 光 辉 ，为 华 夏 文 明 的 进 程 作 出 了 无 与 伦

比的巨大贡献。

庐 陵 文 化 和 临 川 文 化 是 江 西 文 化 的 两 个

典型代表。庐陵人欧阳修是宋代文学史上最

早 开 创 一 代 文 风 的 文 坛 领 袖 ，他 领 导 了 北 宋

诗 文 革 新 运 动 ，是 北 宋 著 名 政 治 家 、文 学 家 、

史学家和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苏辙

及同是江西人的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堪

称千古伯乐。

临 川 人 王 安 石 天 资 聪 颖 ，过 目 不 忘 ，下 笔

成 文 。 中 年 时 ，他 立 志 于 富 国 强 兵 ，两 度 任

相 ，发 扬“ 三 不 足 ”斗 争 精 神 ，大 力 推 行 新 政 ，

写 下“ 不 畏 浮 云 遮 望 眼 ，自 缘 身 在 最 高 层 ”的

诗 句 ，在 北 宋 王 朝 掀 起 了 一 场 影 响 巨 大 的 变

法运动，被称为“中国 11 世纪的改革家”。

江 西 盛 产 茶 叶 。 作 为“ 苏 门 四 学 士 ”之

首 ，修 水 的 黄 庭 坚 经 常 把 老 家 精 制 的“ 双 井

绿 ”茶 献 与 京 师 的 老 师 们 ，一 时 让 欧 阳 修 、苏

东 坡 、司 马 光 等 文 豪 大 家 高 兴 不 已 。 他 的 诗

风 生 新 瘦 硬 ，力 摈 轻 俗 之 习 ，刷 新 了 宋 诗 面

貌，开创了江西诗派。他的书法兼擅行草，楷

书 自 成 一 家 ，传 世 书 法《砥 柱 铭》以 4.368 亿 元

的成交价，创造了书法拍卖价格之最。

南 宋 淳 熙 六 年（1179 年），婺 源 人 朱 熹 知

南 康 军 时 ，在 赣 水 鄱 湖 之 滨 寻 访 白 鹿 洞 及 陶

渊 明 、周 敦 颐 等 前 贤 遗 迹 ，重 建 白 鹿 洞 书 院 ，

还 制 定 了《白 鹿 洞 书 院 揭 示》，成 为 天 下 书 院

之准绳。他一生致力于儒家经典的注释与阐

发，确立了中国古代最庞大、最完整的理学体

系，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被世人尊称为“朱子”。

抚 州 金 溪 县 的 陆 九 渊 得 孟 子 之 学 ，在 程

朱 理 学 之 外 ，创 立 了 儒 家“ 心 学 ”，成 为“ 陆 王

心学”的开山鼻祖。朱熹、陆九渊在鹅湖书院

相会，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激烈辩论，

历时三天，是为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

会 ”，成 为 中 国 大 学 以 辩 论 推 动 学 术 发 展 的

“千年第一辩”。

赣 水 出 文 章 ，同 样 有 节 义 。 节 义 ，其 精 神

实质是刚正不阿，忠诚正义，舍身报国。南宋

都 昌 人 江 万 里 ，在 赣 江 中 的 白 鹭 洲 创 办 庐 陵

白鹭洲书院，延续千年。在国破家亡之际，他

毅然率全家 17 口人投止水池殉国，满门忠义。

南 宋 末 年 ，政 权 摇 摇 欲 坠 ，文 臣 武 将 纷 纷

弃 官 逃 命 ，庐 陵 人 文 天 祥 却 挺 身 而 出 。 他 用

“ 人 生 自 古 谁 无 死 ，留 取 丹 心 照 汗 青 ”展 现 了

江西文人的正气与忠义。

官 场 中 的 江 西 人 似 乎 总 不 乏 耿 直 之 士 。

明代的解缙是一位智慧天才。他主持纂修的

《永 乐 大 典》，为 传 承 中 华 文 脉 做 出 了 不 可 磨

灭的贡献。而他却因为为人耿直，针砭弊政，

弹劾奸佞小人，导致遭人构陷、冻死雪地。

汤 显 祖 是 一 位 文 艺 大 家 。 他 不 惧 权 势 ，

抨击当朝政治腐败、上下怠荒渎职，锋芒直指

皇帝本人，结果被流放外地。终其一生，实职

只 做 到 七 品 芝 麻 官 。 然 而 ，他 创 作 的《牡 丹

亭》却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巅峰之作。

从 地 图 上 看 赣 江 ，一 路 笔 直 北 上 ，近 乎 直

线，像极了江西人的耿直和气节。时至近代，

不 畏 强 权 的 赣 江 儿 女 再 次 挺 立 潮 头 ，融 成 革

命的坚强力量，在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

小 平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领 导 下 ，打 响

了 武 装 反 抗 国 民 党 的 第 一 枪 ，创 建 了 红 色 革

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用 26 万烈士的

鲜血，为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了巨

大 贡 献 。 毛 泽 东 对 赣 江 情 有 独 钟 ，亲 往 赣 江

源头做过长时间调查，在这里留下了“赣水苍

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著名诗篇。

不 知 不 觉 中 ，一 个 下 午 已 将 过 去 。 落 日

照耀在江面上，照出了金黄的颜色，照出了南

昌城的繁华。在这背后，又有多少英雄人物、

普通群众的牺牲、贡献？多少兴衰史、多少悲

喜事，俱往矣，都付于这一江清水中。世间变

幻 ，岁 月 流 逝 ，赣 水 依 旧 。 或 许 ，今 天 我 们 可

以再次审视赣江、研究赣江，从中找出江西的

兴衰史，寻找江西奋发图强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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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水遐思赣水遐思

泛舟花兰墩泛舟花兰墩
□ 唐红生

秋 凉 渐 起 ，总 想 出 去 走 走 。 赤 山 湖 虽 去

过 多 次 ，但 每 次 都 有 初 相 见 的 感 觉 。 这 不 ，

又想去了。

赤 山 湖 是 秦 淮 河 的 源 头 之 一 ，曾 孕 育 了

风 情 万 千 的 十 里 秦 淮 。 经 过 数 年 退 渔 还 湖

工 程 的 实 施 ，赤 山 湖 的 生 态 得 到 了 涵 养 ，展

露 出 迷 人 的 风 姿 ，成 为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和 全 国

水利风景区。

一 进 大 门 ，一 簇 簇 蒲 苇 茂 密 ，银 白 色 的

穗 花 在 风 中 起 舞 ，浓 烈 了 秋 意 。 不 久 便 拐 进

一 片 水 域 ，到 了 花 兰 墩 。 墩 是 土 堆 的 意 思 ，

赤 山 湖 片 区 是 圩 区 ，过 去 经 常 洪 水 泛 滥 ，百

姓 为 了 避 洪 ，便 迁 居 到 地 势 稍 高 的“ 墩 墩 ”

上 。 此 处 曾 是 一 片 高 地 ，形 如 菜 篮 子 ，遂 取

名“花篮墩”，因“篮”与“兰”同音，便改为“花

兰墩”。

木 槿 花 摇 曳 多 姿 ，高 高 的 柿 树 上 叶 片 稀

疏 ，红 红 的 柿 子 缀 满 枝 头 。 花 兰 墩 以 荷 为 主

题 ，盛夏时节 ，我曾来过 ，千亩荷塘的盛景仍

萦 绕 脑 海 。 此 时 花 已 凋 零 ，结 成 的 莲 蓬 几 近

枯萎。叶由绿而黄 ，由黄而黑 ，那“接天莲叶

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场景 ，似一场盛

宴 曲 终 人 散 。 荷 塘 如 洗 净 铅 华 的 女 子 般 安

静，只在风过后，才沙沙作响。

在 城 里 生 活 久 了 ，早 已 忘 记 农 时 。 见 有

人 在 采 菱 ，才 想 起 已 到“ 秋 风 起 ，菱 角 香 ”的

时节。顿时兴起，乘上一叶小舟，悠悠前行。

“ 菱 池 如 镜 净 无 波 ，白 点 花 稀 青 角 多 。”

清 澈 的 湖 水 倒 映 着 蓝 天 ，朵 朵 白 云 似 落 在 湖

中 ，水 草 蕴 含 着 清 香 。 菱 叶 不 像 荷 叶 任 性 张

扬 ，一 抹 抹 翠 色 围 着 菱 茎 周 围 ，生 出 许 多 带

齿 的 叶 片 ，形 成 一 只 圆 盘 ，平 贴 在 水 面 ，宛

如 养 在 水 中 的 一 株 株 蔬 菜 ，清 幽 娴 静 ，委 婉

安 逸 。

随 手 提 起 一 菱 盘 ，丝 丝 根 须 水 淋 淋 的 ，

躲 藏 于 叶 下 的 几 颗 菱 角 露 出 ，轻 轻 一 掐 ，就

被 采 下 。 这 是 四 角 菱 ，颜 色 青 绿 ，角 上 有 尖

尖的针 ，因其形状极像牛头 ，故又称“牛头菱

角 ”。 菱 是 嫩 的 ，禁 不 住 剥 开 ，菱 仁 莹 白 如

玉。放进嘴里细嚼 ，脆生生、甜滋滋、凉津津

的，清香甘醇，那份久违的儿时记忆被唤起。

记 忆 中 ，村 中 的 菱 塘 散 落 在 田 头 ，茭

白 、浮 萍 、水 葫 芦 、水 花 生 之 类 也 占 领 着 田

地 ，蜻 蜓 、蝴 蝶 、青 蛙 在 其 间 尽 情 地 嬉 戏 。

当 菱 角 还 在 开 着 小 花 时 ，小 孩 子 们 就 折 一

根 竹 枝 拨 来 两 三 片 菱 盘 翻 起 ，看 有 无 结 菱

角 。 等 有 菱 角 时 ，岸 边 基 本 没 什 么 可 采

了 。 于 是 ，想 着 法 子 ，用 绳 子 扣 上 小 石 头 扔

向 远 处 ，运 气 好 时 能 拖 来 长 长 的 一 串 。 中

秋 节 前 后 ，大 人 们 划 着 木 腰 盆 采 菱 ，这 需 要

技 术 ，讲 究 的 是 身 体 平 衡 。 我 们 小 孩 一 般

不 敢 划 ，只 得 在 岸 上 看 。 有 胆 大 的 伙 伴 ，仗

着 自 己 会 水 偏 要 去 划 ，结 果 盆 要 么 原 地 打

转 ，要 么 来 个 底 朝 天 ，引 得 众 人 哄 堂 大 笑 。

偶 尔 大 人 们 挑 一 些 嫩 的 用 力 抛 向 岸 上 ，给

我 们 解 解 馋 。 采 菱 角 时 ，要 把 菱 叶 翻 过 来 ，

因 此 老 家 又 称“ 翻 菱 角 ”。

“ 菱 荇 中 间 开 一 路 ，晓 来 谁 过 采 菱 船 。”

那 边 也 许 是 一 对 恋 人 ，在 密 密 的 菱 秧 中 划 开

一条窄窄的水路。“哎哟，好大的菱角！”女子

银 铃 般 的 嗓 音 一 下 子 惊 起 几 只 白 鹭 ，扑 啦 啦

地飞走了 。“我们俩划着船儿 ，采红菱呀采红

菱 ，得呀得郎有情 ，得呀得妹有心 ，就好像两

角 菱 ，也 是 同 日 生 呀 ，我 俩 一 条 心 ……”俩 人

你一句我一句唱起了《采红菱》，歌声婉转悠

扬，在湖面荡漾开去。

差 不 多 采 了 好 几 斤 菱 角 ，平 时 不 干 农

活 ，倒 有 点 累 ，便 悠 闲 地 划 着 船 四 处 观 望 。

长 廊 曲 折 ，亭 台 曼 妙 ，草 色 的 屋 面 与 菖 蒲 苍

苍 、芦 花 飞 雪 相 映 。 眼 前 的 两 只 野 鸭 在 逗

趣 ，一只扎个猛子 ，到远处才上来 ；另一只见

状 也 迅 速 下 潜 ，追 赶 而 去 ，水 莲 蕉 丛 中 又 游

出 几 只 野 鸭 参 与 嬉 闹 。 由 于 自 然 环 境 的 持

续 改 善 ，这 里 已 成 为 南 京 周 边 最 大 的 候 鸟 栖

息地之一，每年越冬鸟类近 300 种。

夕 阳 西 下 ，落 在 赤 山 之 巅 ，勾 勒 出 秀 美

山 形 ，也 把 拱 桥 的 桥 孔 画 得 溜 圆 。 阳 光 透 过

杉林 ，显出亭亭玉立的树影 ，染红了杉叶 ，也

映 红 了 湖 面 。 身 披 晚 霞 ，满 载 收 获 靠 岸 ，又

回 味 起 鲜 嫩 清 甜 的 菱 角 滋 味 。 这 味 中 分 明

带 有 花 兰 墩 一 汪 碧 水 清 香 ，蕴 含 着 赤 山 湖 无

限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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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像 一 个 不 速 之 客 ，突 然 闯 进 了 安 徽

旌 德 的 古 村 落 朱 旺 。 可 能 正 是 之 前 毫 无 准

备 ，所 有 的 感 觉 才 能 变 得 那 样 惊 喜 、惊 异 乃

至 深 刻 。

朱 旺 村 是 一 个 始 建 于 1300 多 年 前 的 古

村 落 。 村 子 背 倚 群 山 、面 向 东 南 呈 扇 形 展

开 。 一 条 名 叫 朱 溪 河 的 小 河 自 村 中 央 蜿 蜒

淌 过 ，将 村 子 一 分 为 二 。 两 边 的 建 筑 具 有 典

型 的 徽 派 建 筑 风 格 。 村 内 现 存 47 座 保 存 完

好 的 明 清 古 建 筑 ，青 砖 黛 瓦、马 头 墙 ，大 户 人

家 的 屋 子 更 是 雕 梁 画 栋 、极 尽 奢 华 ，诉 说 着

醒目的富庶和地位。

朱 溪 河 上 有 十 三 座 石 桥 ，河 中 有 九 口

井 ，“九 井 十 三 桥 ”为 皖 南 古 村 落 中 绝 无 仅 有

的 独 特 风 景。 当 地 人 说 ，“井 水 不 犯 河 水 ”的

典 故 就 出 自 该 村 。 桥 建 十 三 ，井 设 九 口 ，是

随 意 而 为 ，还 是 有 什 么 预 示 和 考 究 ？ 一 直 以

来 说 法 众 多 没 有 定 论 。 这 两 个 数 字 均 取 自

古 代 的 吉 利 数 字 是 无 疑 的 。 但 有 一 种 说 法

颇 为 大 胆。 说 按 照 当 地 方 言 ，“九 井 ”意 思 是

说 村 里 要 出 9 个 进 士 ，这 倒 不 为 过 ，而“ 十 三

桥”谐音为“十三朝”，意思是说朱旺村要出 13

个 朝 皇 帝 ，这 就 有 些 离 谱 了 。 不 过 从 中 也 能

看 出 当 时 朱 旺 人 的 自 信 。 据 记 载 ，朱 旺 村 是

宋 代 理 学 大 家 朱 熹 后 裔 的 居 住 地 ，也 是 当 代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朱 剑 农 的 故 里 。 朱 姓 家 谱 记

载，朱旺村“绵绵绍续，代有闻人，名公巨卿不

可枚举”，为“邑之望族”，特别是清代时读书

做官的更多，有“三石六斗芝麻官”的戏称。

朱 旺 人 历 来 崇 文 重 教 ，有 句 俗 语 ：穷 不

丢 猪 ，富 不 丢 书 。 当 年 的 毛 国 山 堂 、长 房 学

堂 、成 志 学 校 等 都 有 相 当 规 模 ，富 商 们 捐 资

办 学 蔚 然 成 风 ，朱 氏 宗 祠 专 门 划 出 千 亩 良 田

归 学 校 收 租 作 费 用 。 故 上 学 的 人 ，特 别 是 穷

人 子 弟 ，无 须 交 学 费 。 无 论 是“ 学 而 优 则

仕 ”，还 是 先 儒 后 商 或 是 儒 商 结 合 ，总 之 ，由

这 里 走 出 去 的 朱 家 子 弟 在 仕 途 上 春 风 得 意 ，

在 商 场 上 同 样 游 刃 有 余 ，一 些 大 的 商 号 将 生

意 做 到 金 陵 、扬 州 、姑 苏 和 闽 浙 等 地 。 他 们

秉 承 着 先 辈 乐 善 好 施 的 德 行 ，赚 回 钱 后 ，一

方 面 投 资 村 庄 的 规 划 建 设 ，一 方 面 热 心 公 益

事 业 ，修 桥 补 路 、建 庙 塑 佛 ，惠 泽 后 人 、千 古

留名。

和 大 多 数 古 村 落 一 样 ，村 里 年 轻 人 大 多

外 出 打 工 经 商 ，剩 下 老 小 过 着 与 世 无 争 的 生

活 。 我 发 现 ，那 里 的 村 民 有 惊 人 的 从 容 与 沉

静 。 不 管 是 成 群 结 队 、熙 熙 攘 攘 ，还 是 散 落

独 行 、茕 茕 孑 立 ，没 有 人 用 好 奇 的 眼 光 盯 住

你 不 放 ，也 不 会 缠 着 你 卖 旅 游 品 。 听 着 天 南

地 北 的 芜 杂 口 音 ，看 着 东 土 西 洋 的 缤 纷 服

饰 ，他 们 的 眼 神 也 不 飘 忽 ，好 像 与 自 家 人 没

什 么 两 样 ，一 样 的 信 任 ，任 你 自 由 来 去 。 倒

是 那 些 鸡 鸭 狗 一 刻 也 没 有 闲 着 。 大 公 鸡 挺

着 肚 子 雄 赳 赳 气 昂 昂 地 从 我 们 身 边 经 过 ，不

时 发 出 几 声 啼 鸣 ，宣 示 自 己 的 主 权 ；鸭 子 三

三 两 两 地 在 水 池 边 嬉 戏 ，“ 嘎 嘎 嘎 ”，像 天 生

的 喜 剧 家 一 样 欢 乐 ；还 有 狗 儿 摇 晃 着 尾 巴 沿

着 墙 走 过 ，警 惕 地 看 着 我 们 这 帮 人 ，好 像 在

守护这村子的宁静。

在 村 里 的 老 街 上 行 走 ，徽 州 三 雕 处 处 可

见 。 二 十 四 葵 花 堂 是 徽 州 砖 雕 的 典 型 代 表

作 。 它 的 门 檐 上 方 雕 刻 了 一 排 形 状 各 异 的

葵 花 ，原 先 有 24 朵 ，现 存 22 朵 ，可 惜 另 两 朵

在“ 文 革 ”中 遭 到 破 坏 。 每 朵 葵 花 花 瓣 千 姿

百 态 ，争 奇 斗 艳 。 老 街 两 侧 居 民 门 前 一 对 对

雕 刻 精 致 的 石 础 ，可 供 游 客 们 在 欣 赏 时 休

憩 。 在 一 幢 名 叫 官 厅 的 古 民 居 中 ，雕 梁 画

栋 ，人 物 、花 鸟 、虫 鱼 栩 栩 如 生 ，聚 集 着 徽 州

木 雕 的 精 髓 ，也 显 示 着 这 户 主 人 身 份 的 显

赫 。 此 外 ，在 这 里 依 然 能 寻 到 徽 商 的 踪 迹 。

朱 旺 村 历 史 上 有 几 个 著 名 商 号 ，一 个 是 经 营

当 铺 的“ 菜 子 ”号 ，一 个 是 经 营 中 药 材 的“ 兴

隆”号，一个是经营土特产品的“乾元”号，生

意 做 到 宣 州 、郎 溪 、泾 县 等 地 ，个 个 名 声 在

外 ，在 当 时 ，一 个 小 小 的 村 庄 能 有 这 么 多 商

号 也 是 少 见 的 。 可 惜 的 是 只 有“ 菜 子 ”号 当

铺还完好保留，其他两个仅存遗址了。

一 个 村 庄 有 着 水 的 飘 逸 ，便 更 显 幽 雅 ，

却 不 冷 清 。 千 百 年 的 往 事 虽 已 不 再 那 么 清

晰 ，但 依 稀 间 那 些 遥 远 的 图 景 ，至 今 仍 萦 绕

于 这 清 亮 的 河 水 、古 朴 的 砖 瓦 石 块 间 。 河 水

不 变 ，江 山 不 变 ，却 有 多 少 人 物 和 典 故 随 着

水 流 悄 悄 逝 去 ，最 终 沉 淀 在 文 化 的 厚 重 书 页

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