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简媛 文/摄

妙 高 峰 老 巷 旧 为 长 沙 城 南 名 胜 ，

今位于天心区书院路东侧湖南第一师

范学院校舍后，北靠南门口，西临湘江

风光带，距贾谊故居也不过 500 米。

走进老巷，看阳光洒在麻石路上，

仿佛能听见碎金落地发出的脆响。沿

着 老 巷 一 直 往 东 走 约 100 米 ，就 到 了

“ 城 南 十 景 ”之 一 丽 泽 园 。“ 丽 泽 ”意 为

两泽相连，其水交流，犹如君子通过讲

会交流知识、学说。曾经，城南书院与

岳 麓 书 院 齐 名 ，张 栻 与 朱 熹 曾 在 此 讲

学 论 道 。 著 名 学 者 贺 熙 龄 、何 绍 基 等

先后讲学于城南书院。青年时代的曾

国藩、黄兴等曾在此藏修或就读，那应

是这里最辉煌的时代了。

如 今 的 丽 泽 园 多 是 平 民 百 姓 居

住 。 园 内 有 眼 水 井 ，井 边 的 高 墙 上 种

有 瑞 香 。 瑞 香 又 名 千 里 香 ，它 浸 润 这

里 ，营 造 出 独 特 的 清 幽 。 站 在 井 边 洗

衣的年轻女子沐着春阳，打着赤脚，一

种相似的体验——我想到家乡的那口

井 ，年 少 的 我 赤 脚 站 在 井 边 水 渠 里 洗

衣 ，棒 捶 擂 打 衣 服 时 磕 在 石 板 上 发 出

“ 哒 哒 ”的 脆 响 。 这 声 音 ，虽 然 我 时 常

能 听 见 ，可 每 次 都 令 我 振 奋 ，依 佛 号

角，提醒我感知另一个世界，一个可以

憧憬与期待的新鲜世界。

从 丽 泽 园 沿 坡 往 上 走 到 顶 ，看 枯

藤 爬 在 灰 色 的 石 墙 上 ，交 织 出 岁 月 的

沧 桑 。 我 一 时 感 慨 ，这 里 可 是 潭 州 古

城 的 最 高 峰 啊 。 据 史 料 记 载 ，其 顶 有

平地，方可二丈，青草平铺，宛如绿褥，

夏 间 近 晚 之 际 ，坐 憩 其 地 ，清 风 徐 来 ，

胸襟顿爽。

遐 想 之 间 ，不 觉 走 进 一 条 清 幽 小

巷，巷子两边是民居，有老人坐在自家

门 前 听 书 。 他 微 闭 双 眼 ，阳 光 照 在 身

上 ，那 是 一 种 深 巷 人 家 才 能 拥 有 的 清

幽 与 惬 意 。 从 老 人 面 前 经 过 时 ，他 看

我 一 眼 ，微 笑 着 ，我 们 并 不 搭 讪 ，却 似

老 友 般 深 深 意 会 ，这 深 巷 ，这 阳 光 ，这

清 幽 ，这 读 书 声 营 造 出 来 的 人 间 难

得 。 我 看 向 老 人 背 后 的 门 联 ：“ 诤 言

富贵寿康 ，推算吉凶福祸 。”横批 ：“指

点 迷 津 。”老 人 并 不 开 口 说 话 ，我 走 近

他 ，经 过 这 儿 ，坐 在 不 远 处 默 默 陪 伴 ，

却获得一种顿悟般的通透。

有 幼 童 从 我 来 的 方 向 蹒 跚 下 坡 。

年 轻 的 母 亲 站 在 孩 子 前 方 连 连 说 ：

“ 不 要 怕 ，有 妈 妈 在 。”孩 子 试 图 去 拉

女 人 的 手 。 可 女 人 一 边 说“ 你 来 啊 ，

妈 妈 就 在 这 里 ”，一 边 离 孩 子 更 远 些

了 。 她 用 爱 的 眼 神 鼓 励 孩 子 ，仿 佛 在

等 待 一 个 巨 大 的 喜 悦 。 她 为 什 么 选

择 在 这 里 让 孩 子 独 自 学 习 下 坡 ？ 一

条 安 静 的 巷 子 ，一 位 听 书 的 老 人 ，一

缕 金 色 的 阳 光 ，两 道 麦 秸 色 的 老 墙 。

我 看 着 眼 前 这 一 切 ，如 同 欣 赏 一 幅 浓

淡相宜的水墨画。

我 坐 在 巷 子 的 出 口 处 ，俨 然 这 里

的 主 人 。 左 手 边 有 背 着 相 机 的 男 人

走 来 ，我 对 他 招 手 ，快 来 ，这 里 有 你 想

要 的 场 景 和 模 特 。 我 并 不 认 识 他 ，这

样 打 招 呼 也 显 得 突 兀 ，可 我 自 然 地 这

样 做 了 。 果 然 ，我 做 了 正 确 的 引 导 ，

他 和 我 一 样 ，一 眼 就 看 出 此 刻 这 里 的

难 得 。 他 对 我 说 ，这 巷 子 他 来 过 几

次，这人、这阳光，十分难得。

他 的 话 让 人 回 味 ，犹 记 得《红 楼

梦》第 九 十 八 回 这 样 写 道 ：“ 且 黛 玉 已

归 太 虚 幻 境 ，汝 若 有 心 寻 访 ，潜 心 修

养，自然有时相见。”

老人并不因我们的到来而受到干

扰 ，他 的 安 详 ，让 人 感 觉 出 海 的 平

静 。 无 论 历 经 多 少 世 事 ，如 今 皆 为 过

往 。 我 和 摄 影 师 站 在 巷 口 ，像 是 意 外

相 逢 的 老 友 ，聊 妙 高 峰 的 前 世 今 生 ，

聊 长 沙 老 巷 的 烟 火 人 生 ，也 聊 文 庙 坪

的变化。

摄 影 师 连 续 按 下 快 门 ，咔 咔 声 在

巷子里成为一种有节奏的音符。老人

坐 在 那 儿 ，阳 光 映 照 这 一 切 ，焕 发 出

仙境般的神韵。摄影师把相机递到我

面 前 。 看 着 定 格 在 镜 头 里 的 老 人 ，我

不 由 感 慨 ：“ 我 坐 在 这 里 半 小 时 了 。

老 人 、巷 子 、老 房 在 光 影 下 呈 现 出 独

特 的 生 命 力 ，如 同 一 幅 画 ，把 我 给 深

深吸引住了。”

“如此说来，你对光线表达出来的

诗 情 画 意 是 有 感 觉 的 ，你 能 看 到 它

们 。”他 停 顿 了 一 下 ，又 说 ，“ 并 不 是 所

有经过这儿的人都能感觉得到的。”

“ 你 为 什 么 要 来 这 里 ？”他 突 然 这

样问我。

“ 我 想 写 些 关 于 巷 井 生 活 的 文

章。”

“ 那 你 呢 ？”我 问 他 。 想 必 他 也 是

寻 访 市 井 之 人 ，兴 许 能 从 摄 影 师 的 视

角给我不一样的启示。

“ 出 来 之 前 ，我 知 道 自 己 能 拍 东

西 ，但 我 并 不 知 道 能 拍 到 这 样 的 人 、

这 样 的 场 景 。 下 一 秒 能 拍 到 谁 ，拍 到

什 么 ，我 永 远 也 不 知 道 ，充 满 了 未

知 。”摄 影 师 看 向 我 说 ，“ 你 别 看 这 只

是 一 条 简 朴 的 老 巷 ，可 是 你 看 着 它 ，

感 知 它 的 生 命 ，思 绪 一 定 会 飞 得 更

远。”

此 时 ，我 想 到 了 自 己 的 少 年 和 少

年 时 光 里 那 些 让 人 回 味 的 美 好 。 青

春 之 所 以 让 人 难 忘 ，我 想 更 多 的 不 是

因 为 吃 了 多 少 美 食 ，穿 了 多 贵 的 新

衣 ，而 是 因 为 那 些 光 阴 里 的 欢 笑 与 美

妙 。 如 同 此 刻 ，步 入 这 条 老 巷 后 ，我

深 深 感 觉 出 生 命 状 态 里 的 沉 静 与 积

淀 之 美 。

“ 人 间 有 味 是 清 欢 ”，出 自 苏 轼 的

《浣 溪 沙》，说 的 是 人 世 间 真 正 的 好 滋

味 是 淡 雅 的 欢 愉 。 而 我 ，自 然 是 喜 欢

这 般 清 欢 的 ，就 像 此 刻 ，我 静 坐 在 妙

高 峰 巷 井 深 处 ，看 它 呈 现 出 这 段 光 阴

里 的 和 谐 之 美 ，沉 醉 于 此 ，久 久 不 愿

离去。

妙高峰里享清欢

妙高峰老巷

□ 李远峰

山 的 壮 丽 、水 的 灵 动 、村 的 朦 胧 ，

汇聚在“黄山 1 号风景道”上。今年春

节 倡 导“ 就 地 过 年 ”，带 火 了 这 条 去 年

12 月才命名的风景道。

“ 这 里 太 美 了 …… ”两 辆 江 苏 牌

照 的 SUV 停 在 沿 途 的 观 景 点 上 ，几 位

年 轻 的 女 士 下 车 后 ，面 对 层 层 叠 叠 的

山 峦 ，还 有 山 脚 下 若 隐 若 现 的 村 舍 ，

忍 不 住 用 双 手 做 话 筒 大 声 欢 呼 起

来 。 这 呼 声 ，带 着 城 市 人 对 乡 村 美 的

渴 望 。

黄 山 1 号 风 景 道 是 安 徽 省 黄 山 市

黄 山 区 内 的 一 条 闭 环 型 风 景 道 ，全 长

98 公 里 ，串 联 起 浦 溪 河 、黄 山 途 居 露

营 地 、杨 家 寨 、太 平 湖 、明 代 六 角 楼 、

程 氏 宗 祠 等 景 区 景 点 ，沿 线 还 有 五 丰

源 休 闲 农 庄 、泉 水 生 态 甲 鱼 养 殖 基 地

等乡村旅游点。

驾 车 从 浦 溪 河 景 区 出 发 ，一 路 经

过 黄 山 、九 龙 峰 、佘 溪 河 、秧 溪 河 ，大

自 然 的 气 息 从 山 间 水 畔 散 发 出 来 ，让

人 激 动 不 已 ，忍 不 住 打 开 车 窗 。 弯 弯

曲 曲 的 柏 油 路 夹 在 山 中 ，常 有 几 度 无

路 几 度 洞 天 的 感 觉 。 车 开 着 开 着 ，不

觉 被 四 面 青 山 包 围 起 来 ，眼 见 一 座 山

横 亘 眼 前 ，似 乎 无 路 可 走 ，但 车 至 山

前 ，总 能 发 现 一 条 弯 曲 小 道 ，遂 打 方

向 盘 ，继 续 前 行 。 如 此 几 个 来 回 ，眼

前 豁 然 开 朗 ，出 现 一 大 片 稻 田 ，几 头

水 牛 悠 然 吃 着 杂 草 。 再 往 前 看 ，一 座

山 峰 直 刺 云 端 ，翠 竹 松 柏 在 风 中 摇 曳

着，像一幅立体的画。

一 路 上 水 景 很 多 ，最 有 名 的 是 有

“ 黄 山 情 侣 ”之 称 的 太 平 湖 。 举 目 望

去 ，烟 波 浩 渺 ，船 儿 轻 摇 。 这 里 是

1987 版《红 楼 梦》第 一 集 经 典 镜 头“ 黛

玉 北 上 ”的 取 景 地 ，也 是 户 外 运 动 爱

好 者 的 天 堂 ，每 年 都 会 举 办 铁 人 三

项 、登 山 、游 泳 、骑 行 等 全 国 精 品 体 育

赛 事 。 驾 车 从 湖 边 经 过 ，有 种 说 不 出

的逍遥。

黄 山 1 号 风 景 道 不 仅 山 水 秀 美 ，

而 且 文 化 厚 重 ，徜 徉 其 间 ，相 见 恨

晚 。 就 说 桃 岭 古 道 ，以 我 的 建 议 ，那

是 非 去 不 可 的 地 方 。 在 乌 石 镇 桃 源

村 境 内 ，路 边 有 座 不 起 眼 的 门 楼 ，上

书 “ 桃 源 古 秀 ”四 字 。 据 说 乾 隆 下 江

南 时 路 过 此 地 ，眼 见 这 里 茂 林 修 竹 、

流 水 潺 潺 ，遂 即 兴 题 写 此 字 。 可 惜 原

门 楼 于 1996 年 被 洪 水 冲 毁 ，现 存 门 楼

是 人 们 后 来 建 起 的 。 走 进 门 楼 ，仿 佛

走 进 陶 渊 明 笔 下 的 桃 花 源 。 村 庄 不

大 ，只 有 十 来 户 人 家 ，一 条 小 河 从 村

中 央 流 过 。 河 畔 民 居 依 山 而 建 ，被

参 天 古 树 包 围 着 ，阳 光 在 屋 顶 勾 勒

出 斑 驳 的 线 条 。 一 条 青 石 小 路 顺 着

小 溪 弯 弯 曲 曲 伸 向 远 处 ，这 就 是 桃

岭 古 道 。 它 是 古 时 徽 州 各 县 通 往 池

州 的 陆 路 主 干 线 ，如 今 早 已 不 用

了 。 初 入 此 地 ，我 不 禁 蹑 手 蹑 脚 ，生

怕 打 扰 了 这 里 的 幽 深 僻 静 。“ 桃 岭 古

道 ，我 们 当 地 人 喜 欢 叫 它 乾 隆 古 道 ，

那 是 先 辈 们 叫 习 惯 的 。”村 中 的 一 位

大 爷 说 。

沿 途 还 有 六 角 楼 和 程 氏 宗 祠 。

六角楼原名太宇亭，始建于明万历年

间 ，是 一 座 砖 木 琉 璃 瓦 结 构 的 楼 阁 ，

三 层 六 角 ，通 高 23 米 ，楼 顶 为 风 波 葫

芦 状 ，底 层 四 周 有 16 块 浮 雕 石 刻 ，山

水 、飞 禽 、走 兽 、人 物 、花 卉 ，无 不 古 朴

生 动 ，圆 润 流 畅 。 程 氏 宗 祠 位 于 甘 棠

镇 ，始 建 于 明 代 ，后 被 毁 ，清 代 后 期 重

建，今仍保留有明代建筑风格。

随 着 近 几 年 旅 游 业 兴 起 ，这 条 道

上 绵 延 的 山 水 和 村 落 渐 渐 被 人 们 看

好 ，新 的 旅 游 点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冒 了 出

来 ，如 黄 山 途 居 露 营 地 、杨 家 寨 、五 丰

源休闲农庄等。

黄山途居露营地掩映在一片绿色

中 ，白 的 、黄 的 、灰 的 车 子 散 落 树 下 。

春 节 期 间 ，到 途 居 过 大 年 已 成 为 一 种

时 尚 ，南 来 北 往 的 客 人 驾 车 到 此 ，享

受难得的野趣。

山 野 是 孩 子 们 的 撒 野 场 ，途 居 专

门为他们准备了山野寻宝游戏。草地

里 藏 着 许 多 宝 贝 ：冬 笋 、鸡 蛋 、红 薯 、

土 豆 …… 还 有 意 外 的 奖 品 ，谁 找 着 归

谁 。 随 着 一 声 令 下 ，孩 子 们 冲 向 草

坪 ，趣 味 游 戏 为 他 们 留 下 独 特 的 童 年

记 忆 。 此 外 还 有 抓 鸡 、射 箭 、骑 车 等

项目，篝火晚会更是必不可少。

近几年挺火的杨家寨位于太平湖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内 ，是 一 个 集 游 乐 、餐

饮 和 休 闲 体 验 为 一 体 的 综 合 旅 游 区 。

由 于 地 处 湿 地 公 园 ，这 里 以 水 为 主 的

项 目 很 多 ，如 动 感 摇 摆 桥 、水 上 秋 千

等 ，每 年 夏 天 还 会 举 办“ 渔 乐 节 ”，游

客可以在水中嬉戏、捕鱼。

对 于 自 驾 游 客 来 说 ，驾 车 到 访 一

些 没 有 开 发 旅 游 的 村 庄 ，感 受 村 民 真

实 的 生 活 ，也 不 失 为 一 件 有 意 义 的

事 。 那 天 ，我 们 见 有 一 条 路 通 向 深

山，遂驾车前往。行约 7 公里，见路旁

有 一 个 村 庄 ，便 停 车 向 村 中 走 去 。 村

中 有 一 户 人 家 ，仅 前 院 后 院 就 有 200

平 方 米 左 右 ，这 对 于 生 活 在 城 市 里 的

人来说可谓奢侈。这户人家前院里养

着 许 多 盆 景 ，在 阳 光 下 傲 然 挺 立 ，十

分 招 人 ，后 院 地 面 用 彩 色 混 凝 土 铺

成 ，在 大 片 绿 色 下 格 外 引 人 注 目 。 一

位 80 多 岁 的 老 太 太 在 院 子 里 晒 太 阳 ，

和 我 们 聊 了 起 来 ：“ 我 们 是 当 地 人 ，女

儿 和 女 婿 在 县 城 做 茶 叶 生 意 ，忙 得

很 ，这 不 ，到 现 在 还 没 有 回 ……”这 种

生活，不正是我们羡慕的吗？

此 时 的 黄 山 1 号 风 景 道 上 ，春 色

正 在 默 默 酝 酿 ，不 妨 挑 个 周 末 ，带 着

亲朋好友去一探究竟。

一程山水满眼春

太平湖双桥 黄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供图

美丽乡村 黄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供图

□ 张泽峰

清 闲 的 时 候 ，我 就 爱 去 老 街 巷

转 悠 。 那 里 有 让 人 爱 恨 交 织 的 宁

静、沉着和寂寞 ，还有许多久远的故

事 。 走 进 去 ，便 能 重 拾 一 份 纯 净 和

安慰。

常 熟 人 杰 地 灵 ，是 个 美 丽 的 地

方。我到的那天 ，满城樱花烂漫 ，清

新 朗 润 。 这 是 我 见 过 的 最 宁 静 的 一

条老街 ，一座座房子错落有致 ，朱红

色 的 门 窗 嵌 在 灰 色 调 里 ，搭 配 着 斑

驳 的 碎 石 小 路 ，诉 说 着 老 街 悠 长 的

岁月。

傍 晚 时 分 ，我 踏 着 碎 石 小 街 缓

缓 前 行 ，暮 色 笼 罩 了 不 远 处 的 南 宋

方 塔 和 街 边 黑 瓦 粉 墙 的 房 舍 。 此 时

的常熟古城 ，犹如一幅宋人名画 ，古

色古香，耐人寻味。

我 的 脚 步 扣 响 了 石 子 街 ，发 出

“ 咯 咯 咯 ”的 声 音 ，这 是 在 敲 打 历 史

的 宫 门 吗 ？ 眼 前 一 块 蓝 底 白 字 的 搪

瓷 牌 子 上 ，清 晰 地 写 着“ 醉 尉 街 ”

三字。我仿佛看到了 1000 多年前那

位 疯 疯 癫 癫 的 狂 草 书 圣 张 旭 ，正 迈

着 蹒 跚 的 醉 步 朝 我 走 来 。 他 宽 衣 大

袖，口中咿呀，手舞足蹈，飘然而至，

手 指 上 似 乎 还 可 见 墨 迹 淋 漓 ，莫 非

他刚乘兴狂草了一番？

张 旭 是 名 重 当 时 的“ 吴 中 四 士 ”

之 一 ，确 实 颇 有 名 士 风 度 。 有 这 样

一个故事 ，初当常熟尉时 ，有老人为

一 件 小 事 前 来 陈 牒 求 判 ，他 一 挥 而

就 ，给 老 人 写 了 一 张 判 决 书 。 谁 知

第二天 ，那位老人又来求判 ，他恼怒

地责怪老人。那老人却说 ：“我是看

你 的 书 法 很 奇 妙 ，想 收 藏 在 家 啊 。”

他 一 听 是 位 喜 欢 书 法 的 同 道 ，就 问

他 家 里 藏 有 什 么 佳 作 。 老 人 呈 上 家

藏 的 先 父 遗 墨 ，他 一 看 惊 呼 ：“ 真 乃

天 下 奇 笔 ！”于 是 尽 学 其 笔 意 ，书 艺

大进。

莫 非 是 古 城 常 熟 孕 育 培 养 了 这

位 草 圣 ？ 传 说 他 见 公 主 与 担 夫 争

道 ，从中获得书法笔意 ；观公孙大娘

跳“ 剑 器 浑 脱 ”舞 ，又 从 中 获 得 艺 术

神 韵 。 他 常 看 虞 山 峰 顶 云 势 变 幻 ，

看 山 上 的 飞 鸟 出 林 ，有 时 还 为 入 草

的 惊 蛇 凝 神 沉 思 。 无 怪 乎 唐 代 大 文

豪韩愈说他：

观 于 物 ，见 山 水 崖 谷 、鸟 兽 虫

鱼 、草 木 之 花 实 、日 月 列 星 、风 雨 水

火 、雷 霆 霹 雳 、歌 舞 战 斗 ，天 地 事 物

之变 ，可喜可愕 ，一寓于书。故旭之

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倪。

张 旭 喜 欢 饮 酒 ，时 常 大 醉 ，醉 则

呼 叫 狂 奔 ，乘 兴 落 笔 。 笔 势 龙 飞 凤

舞 ，潇 洒 奔 放 ，点 如 高 峰 坠 石 ，牵 如

力 扯 古 藤 ，横 如 列 阵 ，挑 如 弩 发 ，挥

洒 自 如 ，浑 然 天 成 。 更 有 激 情 奔 放

之 时 ，握 笔 挥 毫 ，在 白 墙 上 狂 草 ，惊

风 雨 、泣 鬼 神 ，无 怪 当 时 人 称 他 为

“ 张 颠 ”。 唐 代 大 诗 人 杜 甫 写 诗 说

他 ：“ 张 旭 三 杯 草 圣 传 ，脱 帽 露 顶 王

公 前 ，挥 毫 落 纸 如 云 烟 。”他 的 朋 友

李欣在《赠张旭》诗中写道：“露顶踞

胡床 ，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 ，挥

毫如流星 。”可见他挥洒淋漓的壁书

情 状 。 唐 文 宗 时 ，他 的 草 书 与 李 白

诗歌、裴旻剑舞被称为“三绝”，看来

是不虚妄的。

小 城 常 熟 真 是 有 幸 。 一 条 醉 尉

街 ，留下一段趣闻。想当初 ，张旭大

概就住在这条小街上吧？

唐 代 以 后 ，为 了 纪 念 这 位 癫 狂

的 草 圣 ，常 熟 城 里 曾 建“ 草 圣 祠 ”。

祠 内 有 一 副 对 联 ：“ 书 道 入 神 明 ，落

纸 云 烟 ，今 古 竟 传 八 法 。 酒 狂 称 草

圣，满堂风雨，岁时宜奠三杯。”可见

常 熟 人 对 张 旭 的 赞 赏 和 怀 念 之 情 。

他 当 初 洗 砚 的 池 塘 ，也 曾 被 长 期 保

留，名为“洗砚池”。

常 熟 人 对 狂 狷 的 书 生 尚 且 怀 有

敬 仰 ，更 何 况 他 还 是 一 位 名 扬 神 州

的草圣呢？

有 人 说 ，从 常 熟 虞 山 之 巅 向 东

看 ，方塔是一支毛笔 ，菱塘是一个砚

池 ，那么 ，醉尉街莫非是一锭墨？虞

山 也 许 是 一 块 镇 纸 石 ，常 熟 大 地 就

是一张宣纸了。

草 圣 张 旭 的 笔 墨 是 有 限 的 ，历

史 的 巨 笔 却 是 无 限 的 。 历 史 老 人 挥

起 他 的 凌 云 健 笔 ，在 常 熟 的 大 地 上

狂 草 了 数 千 年 ，终 于 写 成 了 如 今 这

幅气韵生动的作品。

当我 抬 起 头 ，醉 尉 街 的 街 灯 亮

了 ，闪 着 金 色 的 光 。 我 迎 着 光 眯

起 眼 ，看 向 老 街 那 蓝 底 白 字 的 牌

子 ，上 面 镀 满 了 一 层 金 色 ，绚 丽 而

辉 煌 。

醉尉街访古

□ 徐士彪

北 街 是 湖 北 襄 阳 古 城 内 唯 一 的

步 行 街 。 其 北 起 汉 江 畔 的 临 汉 门 ，

南 止 十 字 街 口 的 昭 明 台 ，占 据 古 城

中轴线北端，宽不过 10 来米，铺满一

块 一 块 的 青 石 板 。 两 旁 店 面 林 立 ，

或衣物，或餐饮，或文玩，或古迹，每

到 夜 晚 ，灯 火 通 明 。 每 个 来 北 街 的

人 ，都能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找回

曾经的梦中世界。

夜 北 街 别 有 一 番 情 调 ，弥 漫 在

870 米 长 的 石 板 路 上 ，慵 懒 着 身 子 ，

伸 展 着 影 子 ，发 酵 着 日 子 。 似 曾 相

识的场景、恍若隔世的感觉 ，情不自

禁 袭 上 心 头 。 从 此 ，北 街 就 成 了 一

个烙印 ，深深地刻在了心里，挥之不

去，令人感叹，令人回味。

夜 北 街 的 美 ，美 在 她 的 朦 胧 。

柔 和 的 光 线 勾 勒 出 那 条 青 石 路 的

影 ，还 有 两 旁 仿 古 建 筑 的 影 。 天 空

深邃 ，只有几颗微弱的星在闪动着，

深 沉 静 谧 ，仿 佛 在 吟 唱 着 无 声 的

歌 。 屋 檐 上 那 一 条 条 小 龙 ，仿 佛 时

刻 要 腾 飞 的 样 子 ，却 又 静 悄 悄 地 蛰

伏 着 ，像 是 等 待 着 时 机 。 几 株 粗 大

的银杏 ，叶子争相萌出 ，一幅急不可

耐 的 匆 忙 。 路 中 央 亭 子 里 的 那 块 石

碑 ，文字模糊不清 ，让人猜测着当年

这里发生的传奇故事。

夜 北 街 的 美 ，美 在 她 的 浪 漫 。

晚上九点多的北街，游人不绝 ，依旧

热 闹 。 路 上 那 成 双 成 对 的 人 ，牵 着

手 、倚 着 头 漫 步 ，低 声 细 语 着 ，旁 若

无人的样子让人嫉妒。

夜 北 街 的 美 ，美 在 她 的 大 气 。

北 街 北 端 是 汉 江 边 的 临 汉 门 ，危 耸

入云的城楼、猎猎飞扬的红旗，尽显

北 门 锁 钥 的 厚 重 。 北 街 南 端 是 城 内

最 高 的 建 筑 昭 明 台 ，透 露 出 英 华 日

新 的 风 貌 、扬 文 耀 秀 的 风 采 。 伫 立

江边 ，从临汉门的门洞中向南望去，

昭 明 台 昭 然 出 世 ，中 间 两 座 牌 坊 将

北街自然地隔成了三段，从南向北 ，

从 北 向 南 ，无 不 显 露 着 文 化 名 城 的

文 脉 。 驻 足 昭 明 台 前 ，好 像 看 到 了

昭 明 太 子 萧 统 书 房 里 亮 着 灯 光 ，他

手舞如椽大笔的影子映在窗上 ，《昭

明文选》已编辑完成。

忽 然 ，一 阵 歌 声 在 夜 北 街 里 响

起 。“ 一 段 斑 驳 的 古 城 墙 ，一 午 休 闲

的慢时光 ，油亮的青石板啊 ，岁月在

北 街 的 漫 步 里 悠 长 ……”从 北 头 唱

到 南 头 ，从 南 头 唱 到 北 头 ，循 环 往

复 ，不 绝 于 耳 。 这 首 不 知 是 哪 个 诗

人 写 的 歌 ，此 时 就 这 样 化 作 了 北 街

景 ，化 作 了 襄 阳 梦 ，弥 漫 开 来 ，在 单

家祠堂的门前 ，在管家巷子的深处，

回旋着 ，飘荡着 ，化作了北街独特的

愁绪……

夜北街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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