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肖功勋

城 市 是 本 打 开 的 书 。 一 座 城 市 ，

总以一种特有的语言，向我们展现和

表 述 着 它 独 有 的 特 征 。 我 也 习 惯 用

瞬 间 印 象 去 阅 读 一 座 城 市 的 人 文 景

观，于是，怀着一颗敬仰的心，走进了

丽江，试图去触摸她跳动的脉搏。

丽 江 古 城 是 一 座 没 有 城 墙 和 城

门的小城，两个巨大的水轮算是城池

的 起 点 标 志 。 玉 龙 雪 山 上 奔 驰 而 下

的 清 泉 ，在 水 轮 下 汩 汩 流 淌 ，将 一 大

一 小 两 个 水 轮 冲 撞 得 如 日 月 一 样 不

停 转 动 ，似 乎 在 向 人 们 昭 示 ，水 是 古

城 的 动 力 ，是 古 城 的 血 液 和 灵 魂 ，没

有 水 ，古 城 就 失 去 了 活 力 ，缺 少 了 生

命的灵气。

是 的 ，丽 江 是 水 筑 的 古 城 。“城 依

水存，水随城至”。从城头出发的水，

明淌暗流都潜入城池，形成纵横交错

的水网。聪明的纳西人沿水造屋，逢

河 架 桥 ，水 边 铺 起 石 板 路 ，沿 路 摆 开

店 市 。 河 边 路 旁 遍 植 柳 树 ，柳 丝 轻

摆 ，遮 屋 拂 水 ，把 水 与 屋 牵 到 一 起 。

水 傍 街 ，街 依 水 ，家 家 流 泉 ，户 户 垂

柳，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建筑

架构，故有“高原姑苏”的美称。穿流

于古朴轻盈的木屋之间的水，无拘无

束 ，活 蹦 乱 跳 ，轻 歌 曼 舞 。 清 澈 见 底

的 活 水 把 条 条 水 草 梳 洗 得 如 秀 发 般

蓬 蓬 松 松 ，清 清 爽 爽 ，成 为 水 中 的 一

道 风 景 。 临 街 上 桥 ，与 流 水 对 视 ，心

头 犹 如 清 泉 流 淌 ，古 乐 吟 唱 ，久 久 不

想离去。

古 城 的 水 是 流 动 的 ，然 它 似 乎 是

有 形 的 。 四 方 街 是 古 城 街 巷 的 心

脏 ，它 成 矩 形 ，并 不 四 方 ，却 通 向 八

方 。 四 大 主 街 和 两 条 侧 街 从 它 的 四

角 和 腰 部 辐 射 开 去 。 每 条 主 街 又 分

出 诸 多 小 街 窄 巷 ，形 成 逐 层 外 扩 的

格 局 。 顺 着 这 个 格 局 ，散 布 全 城 的

河 、渠 、井 、塘 的 水 ，也 就 有 长 ，有 圆 ，

有 方 。 四 方 街 地 势 稍 高 ，从 这 里 放

闸 流 出 的 水 ，漫 坡 过 市 ，像 涨 潮 一

样 ，卷 走 污 尘 弃 物 ，使 玉 花 石 条 铺 就

的 古 城 街 巷 光 滑 洁 净 ，光 亮 如 初 。

人 们 可 以 从 那 凹 凸 斑 驳 的 石 板 上 ，

读 出 这 条 滇 藏 茶 马 古 道 的 历 史 沧

桑 ，读 出 古 城 的 文 明 习 俗 。

有 水 必 有 桥 。 桥 是 丽 江 古 城 的

腰 脊 ，连 接 着 四 通 八 达 的 小 巷 。 廊

桥 、木 板 桥 、石 板 桥 、石 拱 桥 ，样 式 不

一 ，而 大 石 桥 在 300 多 座 石 桥 中 脱 颖

而出，成为众桥之首。那桥下玉龙雪

山 的 倒 影 ，清 晰 可 鉴 ，便 有“ 映 雪 桥 ”

之别称。双石桥是城内桥之鼻祖，担

负 起 四 条 主 要 街 道 汇 聚 与 分 支 的 重

要 任 务 ，那 几 百 年 不 弯 的 脊 梁 ，驮 起

古 城 昨 天 的 喧 嚣 与 今 天 的 文 明 。 旁

边 的 水 车 ，被 风 雨 剥 蚀 的 斑 驳 面 孔 ，

如同一双含情脉脉的眸子，注视并记

录 着 古 城 的 故 事 。 历 经 多 少 年 沧 桑

岁月，她仍在忠贞不渝地守护着双石

桥，不知疲倦地转动着。那扬起的水

声 ，似 歌 ，似 乐 ，似 天 籁 之 音 ，余 韵 袅

袅。那小桥流水的世外桃源，仿佛绝

代名姝，洗尽铅华，那般风情，令人难

以抵挡。

古 城 瓦 屋 ，鳞 次 栉 比 ，错 落 有 致 ，

充 分 体 现 出 纳 西 文 化 的 特 色 。 亲 近

小 屋 ，凝 视 那 瓦 ，仿 佛 走 进 了 历 史 的

迷宫。只有细细品味与构思，方可想

象 出 昨 日 的 风 华 。 那 早 已 飘 摇 的 各

式 镂 花 古 窗 ，仿 佛 一 双 深 邃 的 眼 睛 ，

向 人 们 诉 说 着 这 屋 内 屋 外 曾 经 的 喜

怒哀乐，曾经的时尚与年轻。推开门

的吱呀声，仿佛苍凉的记忆从沉睡中

醒 来 ，慵 懒 地 打 了 个 哈 欠 。 迈 进 去 ，

如同穿越了时空隧道，那一脚踏空的

晕眩，悄然若失，不知今夕何年。

穿 过 窄 窄 的 小 石 弄 ，顺 木 制 台 阶

拾级而上，一望无际的脊形屋瓦中木

府 巍 巍 ，气 势 恢 宏 ，难 怪 徐 霞 客 言 其

“宫室之丽，拟于王者”。民宅建筑均

为“ 走 马 转 角 楼 ”式 ，外 拙 内 秀 ，玲 珑

精巧，不愧为“民居博物馆”。还有那

院 落 ，皆 是“ 三 坊 一 照 壁 ，四 合 五 天

井 ”的 形 式 ，加 之 南 国 翠 竹 及 四 时 花

木 点 缀 其 间 ，形 成 人 与 自 然 的 美 好

和 谐 。 屋 檐 上 不 会 飘 摇 的 茸 茸 鲜

藓 ，依 椽 而 附 ，那 是 一 位 有 生 命 的 老

者 ，是 百 看 不 厌 的 花 笺 ，是 朝 代 更 替

的 印 记 ，仿 佛 越 是 苍 老 ，越 发 厚 重 ，

越 显 生 机 。 而 屋 顶 的 片 片 灰 瓦 ，接

受 着 几 百 年 的 日 月 精 华 ，镌 刻 着 风

描 雨 绘 的 流 年 。

触 摸 丽 江 的 脉 搏 ，她 在 温 温 地 跳

动着。

触摸丽江

□ 王太生

辛 夷 花 是 一 种 很 耐 看 的 花 。 因

其花蕾尖如毛笔头，又称“木笔”。早

春 花 绽 枝 头 ，初 苞 长 半 寸 许 ，及 至 花

开似莲，小如盏，紫苞红焰，吐莲兰花

香，木有清气。

想 去 辛 夷 坞 看 花 ，是 受 唐 代 诗 人

王 维 影 响 。 他 在《辛 夷 坞》一 诗 中 写

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

寂 无 人 ，纷 纷 开 且 落 。”空 寂 的 山 中 ，

溪 边 一 蓬 茅 小 屋 ，花 树 人 影 ，主 人 不

知去哪儿了？其花灼灼，兀自开落。

王 维 的 别 墅 在 辋 川 山 谷 ，辛 夷

坞是他闲暇时和友人裴迪吟诗唱和、

散步休闲的地方。辛夷坞里辛夷花 ，

或许是房前屋后三两株 ，或许是村庄

旁边三两行，或许是坡地、山梁，高低

错 落 的 一 大 片 。 反 正 那 个 叫 辛 夷 坞

的地方 ，应该站着许多花朵如酒盏的

辛夷树，春风初拂，花枝乱颤。

辛 夷 坞 地 处 陕 西 蓝 田 终 南 山 下 ，

一 片 四 周 高 、中 间 低 的 谷 地 ，长 着 一

大片辛夷树。寂静的山谷里 ，去的人

少，美轮美奂的辛夷花无人欣赏。

辛 夷 坞 不 同 于 江 南 的 桃 花 坞 。

那 里 人 烟 繁 华 ，花 朵 灿 烂 ，而 这 里 只

有 寂 静 的 空 谷 ，等 有 心 人 专 门 拜 访 。

二 者 又 有 着 某 些 相 似 ，一 个 缀 满 桃

花，一个绽放辛夷花；一个结桃子，一

个花谢变成一味草药。

辛 夷 坞 也 不 同 于 杭 州 的 梅 家 坞 ，

那里一垄春茶接一垄春茶 ，明前连谷

雨，一川碧碧茶树，草木生烟，四周青

山环绕，茶山叠嶂。

坞 ，这 个 词 让 人 觉 得 有 静 气 。 一

片静静的山谷 ，总得长些什么。它有

一 种 小 气 候 ，四 周 群 山 遮 拦 ，其 间 水

汽 湿 润 ，可 耕 读 ，可 隐 居 ，可 怡 情 ，山

间美景都藏在坞里，人在坞里居住。

唐 人 周 昉《簪 花 仕 女 图》，铺 排 仕

女、白鹤、狗等，画面以大朵辛夷花点

缀，寓意美人与花。

辛 夷 和 玉 兰 多 有 不 同 。 清 人 吴

其 濬《植 物 名 实 图 考》做 了 比 较 ：“ 辛

夷 即 木 笔 花 ，玉 兰 即 迎 春 。 余 观 木

笔 、迎 春 ，自 是 两 种 ：木 笔 色 紫 ，迎 春

色 白 ；木 笔 丛 生 ，二 月 方 开 ，迎 春 树

高，立春已开。”

白 居 易 也 写 过 灵 隐 寺 的 辛 夷 花 ：

“ 紫 粉 笔 含 尖 火 焰 ，红 胭 脂 染 小 莲

花。芳情香思知多少 ，恼得山僧悔出

家 。”看 着 红 尘 中 的 花 蕊 ，素 洁 纯 净 ，

连寺庙里出家的和尚都后悔了 ，还是

凡尘好。

就 像 古 人 解 甲 归 田 ，隐 逸 民 间 。

“ 木 笔 ”是 名 ，“ 辛 夷 ”是 字 ，它 还 有 了

一个现代“艺名”：紫玉兰。在时间的

枝 头 流 转 千 年 ，木 笔 的 种 子 ，从 诗 经

青 卷 ，跌 落 到 今 世 凡 尘 ，经 过 多 少 飞

鸟的接力？不为人知的旧名 ，是因为

脱 离 了 原 先 的 氛 围 ，缺 少 了 彼 时 、彼

景、彼人的意蕴烘托吗？

一 场 花 事 ，看 它 的 神 韵 ，要 到 最

能 展 示 它 的 地 方 。 想 当 年 皮 日 休 在

扬州看辛夷花，在诗中说，“一枝拂地

成 瑶 圃 ，数 树 参 庭 是 蕊 宫 。”江 淮 之

间，辛夷树站在院子里，没有山涧、坡

梁 、天 幕 的 衬 托 ，总 少 了 点 泼 泼 大

气。所以每年春天辛夷花开的时候 ，

我 都 会 想 起 辛 夷 坞 ，那 个 四 边 高 、中

间低、长满辛夷树的地方。

辛夷花开
□ 唐红生

春 天 款 款 而 来 ，正 是 出 游 好 时

节。旅行多半想遇到好天气，可我是

在蒙蒙细雨中逛姑苏城的，反而觉得

是 件 幸 事 。 你 看 ，雨 轻 盈 地 斜 织 着 ，

如轻纱，如细丝，斑驳的白墙灰瓦、凌

空 的 飞 檐 翘 角 、幽 静 的 青 石 小 巷 ，一

切朦胧起来。于是，有了烟雨江南的

画意，有了“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

寒杨柳风”的诗意，有了浓浓的游兴。

雨 天 不 仅 适 合 走 街 串 巷 ，更 适 合

观赏园林，我先去了留园。留园坐落

于 阊 门 外 ，与 苏 州 拙 政 园 、北 京 颐 和

园、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四大名

园，素有“吴下名园之冠”美誉。到了

正 门 ，没 见 高 大 气 派 的 门 楼 ，只 用 青

石 镶 边 ，很 不 起 眼 的 外 表 ，简 单 得 近

乎普通民居，完全出乎我意料。

雨 淅 淅 沥 沥 ，似 在 告 诉 我 留 园 的

过往。留园始建于明代，起初为太仆

寺少卿徐泰时的私园，名东园。徐泰

时去世后，东园渐渐荒废。清乾隆年

间，园为书画家、藏书家刘恕府宅，建

“ 寒 碧 山 庄 ”，俗 称 刘 园 。 再 往 后 ，园

子几经周折又到了盛康、盛宣怀父子

手 里 ，因“ 刘 ”与“ 留 ”同 音 ，遂 更 名 为

留园。

园 内 廊 屋 相 连 ，无 须 打 伞 ，或 许

主 人 在 最 初 设 计 时 就 考 虑 到 雨 天 。

雨滴从廊檐上滚落下来，如断了线的

玉珠，落在青石板上，如古琴弹奏，优

雅而舒缓。留园和江南古镇一样，不

管 是 素 白 的 墙 ，还 是 深 褐 的 木 ，都 挂

着一盏盏红灯笼。天色昏暗，灯笼点

亮了屋舍，大红的色儿不仅延续春节

气氛，也有了满满烟火气。

留 园 虽 几 易 其 主 ，但 园 主 人 对 山

水、奇石、花木的喜爱始终如初，接续

不 断 。 漫 步 长 廊 ，不 时 见 到 天 井 、漏

窗，透气而无压抑感。天井中有盆栽

植 物 ，漏 窗 可 观 园 中 景 物 ，一 下 子 丰

富 了 景 观 层 次 。 我 站 在 一 粉 壁 漏 窗

前 ，精 美 的 花 格 图 案 把 外 面 的 假 山 、

树 木 筛 成 一 格 一 格 的 ，那 半 遮 半 掩 、

若隐若现的景致，让我急切地想一睹

“芳容”。

“ 不 到 园 林 ，怎 知 春 色 如 许 ？”映

入眼帘的是一池春水，假山以黄石叠

起 ，沟 壑 纵 横 ，古 木 参 天 ，气 势 浑 厚 ，

仿佛池水也源自于此。氤氲中，亭台

楼 阁 婆 娑 迷 人 。 歪 斜 在 岸 边 的 老 柳

树 已 换 上 绿 装 ，一 丝 丝 垂 向 水 面 ，主

干 被 苔 藓 覆 盖 着 ，满 身 绿 意 ，像 位 老

者焕发了青春。瘦竹摇曳在石缝间，

叶 被 雨 洗 得 异 常 青 翠 。 松 针 舞 起 了

青烟，仍不失苍劲孤傲之风骨。枫树

倚 在 假 山 旁 ，一 抹 抹 嫩 红 点 缀 其 间 ，

构成了一轴春雨江南画卷。

站 在 小 巧 雅 致 的“绿 荫 轩 ”下 ，自

然想起“艳发朱光里，丛依绿荫边”的

诗句。眼前的曲桥蜿蜒于水面，桥上

的棚架爬满紫藤。虽未见花开，却见

一对情侣合撑一把紫色的伞，或许在

注 视 嬉 戏 的 锦 鲤 ，或 许 在 品 味“ 风 乍

起，吹皱一池春水”的诗境，或许望着

对面的明瑟楼和涵碧山房，如一艘缓

缓驶来的画舫……

绿 荫 轩 南 墙 壁 上 嵌 有“ 花 步 小

筑”石额一方，墙根散放几块太湖石，

置一石笋，植天葵、青草，爬山虎顺墙

而 上 ，恰 似 一 幅 以 白 墙 为 宣 纸 ，以 雨

水 来 晕 染 ，运 笔 凝 练 的 山 水 小 品 ，真

可谓移步换景、画中有画啊！

我 时 而 行 走 在 内 廊 、爬 山 廊 ，时

而 行 走 在 回 廊 、楼 廊 ，即 便 被 牛 毛 细

雨湿了脸颊，也悠然自得。雨像个顽

皮的孩童，忽东忽西，忽树上忽石间，

或发出悦耳声响，或悄无声息飘然而

至。此时的留园既清新淡雅，又古韵

盎 然 ；既 像 从 唐 诗 宋 词 中 走 来 、合 律

合 韵 ，又 像 一 首 情 趣 十 足 、自 然 奔 放

的现代诗。

我 斜 倚 在 美 人 靠 上 ，眼 前 的 芭 蕉

浓郁逼人。雨不疾不徐，把偌大的芭

蕉叶洗涤得清爽洁净。抬眼四望，奇

峰秀石，重檐迭楼，林木交映，一种柔

美、清婉之感顿时漫上心头。

五 峰 仙 馆 是 留 园 的 主 厅 ，有“ 江

南第一厅堂”的美称。馆前假山用大

量奇石堆叠成连绵的小山峰，形似庐

山 五 老 峰 ，故 名 。 此 馆 建 筑 华 丽 、精

美 ，梁 柱 均 为 楠 木 ，故 又 名 楠 木 厅 。

其 布 局 讲 究 ，家 具 严 格 按 制 陈 设 ，以

圆 桌 为 分 界 线 ，由 近 及 远 ，按 照 长 幼

尊卑，一一对应。一面大理石座屏立

于墙边，定睛观看，屏上群山环抱，瀑

布飞溅，流水潺潺。奇妙的是上方有

一 块 白 色 圆 斑 ，宛 如 一 轮 明 月 高 悬 ，

云雾缭绕，似有清风徐来。

二 层 小 楼“还 读 我 书 斋 ”，格 调 高

雅。陶渊明有诗云：“既耕亦已种，时

还读我书。”现在看来，留园的亭名也

好、楼名也罢，无不取自古人诗句，处

处 弥 散 文 气 。 园 主 人 无 论 身 处 高 官

要 职 ，或 是 商 家 巨 贾 ，总 不 忘 读 书 。

“ 春 雨 宜 读 书 ”，雨 声 抑 扬 有 致 ，我 仿

佛 听 到 园 中 子 弟 正 朗 读“ 好 雨 知 时

节，当春乃发生”，在幼小的心灵中播

撒下诗书的种子，随润万物的春雨萌

动生长，受益终身。“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风雨声伴着琅琅书声，书

声 中 裹 满 了 梦 想 和 奋 发 。 这 缕 缕 书

香 飘 荡 在 留 园 上 空 、古 城 上 空 ，穿 越

数百年光阴，至今仍那么浓郁。

雨 将 假 山 奇 石 润 得 湿 漉 漉 的 ，更

显 俊 秀 崎 岖 。 作 为 镇 园 之 宝 的 太 湖

石“冠云峰”，相传为北宋末年朱勔在

洞庭西山采集的花石纲遗物，如今已

漫 上 墨 色 ，泛 出 莹 莹 之 光 。 石 高 6 米

多，凌空直立，孤峙无倚，一副清瘦模

样 。 石 面 凹 凸 有 致 ，重 叠 交 错 ，多 孔

玲珑，脉络连贯，通透空灵。

小 憩 于“佳 晴 喜 雨 快 雪 之 亭 ”下 ，

这 亭 名 涵 盖 了 四 时 景 象 。 晴 也 好 雨

也好，一年四季都好，因为留园的美，

是 一 种 隽 永 、安 详 的 美 ，是 一 种 胜 景

与人文相得益彰的美。人说留园“咫

尺之内再造乾坤”，“不出城郭而获山

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趣”，在

我眼里，留园还有着姑苏人别样的情

调和生活雅逸。

□ 叶艳莉

浙 江 宁 海 是《徐 霞 客 游 记》的 开

篇之地，是“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的

故 乡 ，也 是 国 画 大 师 潘 天 寿 的 桑 梓 ，

山川风光绮丽，文化积淀深厚。尤其

令 我 感 兴 趣 的 是 ，这 里 还 有 一 个“ 藏

在 深 闺 人 未 识 ”的 古 镇 —— 前 童 ，据

说 是 江 南 明 清 民 居 的“ 原 版 ”。 于 是

寻了个空，便切切地前去拜访了。

每 个 城 镇 都 有 自 己 的 独 特 姿

势 。 八 卦 水 系 结 构 了 前 童 ，一 亮 相 ，

就已不凡。白溪水缘渠入村，挨户环

流 ，形 成 八 卦 水 系 ，这 真 是 一 个 美 妙

的 布 局 。 如 此 ，不 但 活 水 不 断 ，生 生

不 息 ，而 且 不 分 贫 富 贵 贱 ，家 家 户 户

皆 可 享 受 到 水 的 润 泽 与 恩 惠 。 幽 幽

流 水 ，流 出 的 不 仅 是 水 ，更 是 明 哲 的

智 慧 与 仁 厚 的 情 感 。 而 使 不 是 水 乡

的前童胜似水乡的功臣，据说就是前

童人的祖先童濠。古代的前童，水利

条件极差，为了改变靠天定丰歉的局

面 ，童 濠 倾 其 所 有 ，义 无 反 顾 地 率 领

乡 亲 引 水 ，历 尽 艰 辛 ，终 于 在 白 溪 引

水 成 功 ，灌 入 千 沟 百 渠 ，包 括 古 镇 的

八卦水系，皆源自这项工程。

流 水 之 上 ，街 巷 与 房 屋 之 间 ，搭

一 块 石 板 ，便 成 了 桥 ，既 简 单 又 轻

巧 。 桥 桥 相 连 ，便 如 一 串 琴 键 ，那 泠

泠的水谣，莫非就是它弹奏的？不经

意 之 间 ，从 墙 角 转 出 两 只 鸭 子 ，嬉 戏

追逐，旁若无人地浮水而去。远远地

来 了 一 个 行 人 ，突 地 停 住 脚 步 ，探 脚

下 水 ，自 得 地 濯 一 濯 足 ，然 后 带 着 水

的 清 凉 ，悠 然 地 去 了 。 而 浣 衣 的 女

子 ，一 边 让 流 水 伸 展 着 衣 服 ，一 边 还

忙 里 偷 闲 地 与 邻 里 谈 笑 。 远 去 的 田

园日子，就如梦寐般回到眼前。

有 水 的 地 方 ，总 有 一 种 安 静 的 力

量 。 最 灼 热 的 阳 光 ，在 这 儿 都 会 收

敛 ；最 躁 动 的 心 灵 ，在 这 儿 都 会 沉

静。艳阳高照的正午，穿行在前童悠

长 的 鹅 卵 石 小 径 ，有 一 种 平 和 的 喜

悦，流水般漫过了我的四肢八脉。

古 镇 前 童 始 建 于 宋 末 ，盛 于 明

清 ，至 今 仍 保 留 着 大 片 的 各 式 古 宅 。

青 砖 黛 瓦 ，雕 梁 镂 棂 ，勾 画 出 凝 重 而

古朴的建筑风景线。走进古民居群，

“ 五 福 临 门 ”古 宅 煞 是 吸 引 眼 球 。 高

耸入云的马头墙，显然吸收了徽派建

筑 的 特 色 。 这 墙 左 右 对 称 ，共 分 五

级，跌宕起伏，俗称“五岳朝天”，不仅

高 峻 险 美 ，而 且 有 防 火 挡 风 的 作 用 。

墙 尖 塑 着 冲 天 而 起 的 跃 鱼 和 飞 龙 ，

“鲤鱼跳龙门”的心愿，被含蓄地表达

出来。墙面上塑着“群峰簪笏”“清流

映带”等浮雕文字。一位当地的老者

说 ：这 屋 前 原 来 没 有 其 他 房 子 挡 着 ，

视 野 开 阔 ，面 对 着 的 就 是 连 绵 的 群

山，如碧玉簪，如朝天笏，还有一条溪

流如玉带般绕宅而过。墙上的题字，

就是这景致的写照。

童 氏 宗 祠 就 更 有 来 头 了 。 据 说 ，

这 是 明 代 大 儒 方 孝 孺 设 计 的 。 祠 堂

建 于 明 洪 武 十 八 年（1385 年），占 地

1.2 亩 ，自 南 向 北 依 次 为 正 门 、戏 台 、

天 井 、东 西 厢 房 及 正 厅 ，为 一 封 闭 四

合 院 。 大 厅 有 32 根 大 柱 ，好 比 32 颗

棋子，隐含全局一盘棋之意。徜徉其

间 ，满 眼 的 匾 额 与 碑 记 ，令 人 有 一 瞬

的 晕 眩 。 仅 明 清 两 代 ，就 有 200 余 名

赢 得 功 名 的 人 ，在 这 庄 严 的 祠 堂 上 ，

显示了他们的荣耀。

林 花 谢 了 春 红 。 繁 华 落 尽 后 ，这

些 古 老 的 建 筑 显 示 出 一 种 岁 月 洗 出

的 从 容 ，充 满 穿 越 沧 桑 的 意 味 ，让 人

怦然心动。

日 本 民 艺 学 家 柳 宗 悦 曾 说 ：“ 工

艺文化有可能是被丢掉的正统文化，

原 因 就 是 ，离开了工艺就没有我们的

生活。”“如果工艺是贫弱的，生活也将

空虚。”在前童，多彩多姿的木工艺使

人相信，这里的生活是丰盈而饱满的。

施 展 木 艺 的 地 方 很 多 ，梁 枋 、斗

拱 、雀 替 、门 窗 ，甚 至 匾 托 等 ，皆 是 民

间 匠 师 的 用 武 之 地 。 梁 做 成 俏 丽 的

弯 月 ，斗 拱 做 成 盛 开 的 莲 花 ，雀 替 回

旋成纹……雕工细腻精致。

门 窗 装 饰 尤 其 精 美 。 工 细 的 格

扇和槛窗上，透雕、浮雕、套雕着各式

图 案 ，或 花 卉 ，或 鸟 兽 ，或 山 水 ，或 人

物，或几何，不一而足，甚至还雕刻出

诸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训

诫 格 言 。 格 扇 的 格 心 常 巧 妙 地 做 出

圆 形 、扇 形 、八 角 等 ，雕 镂 不 同 纹 饰 ，

与 底 纹 形 成 对 照 ，主 次 分 明 ，富 于 变

化。有的槛窗外还另加了一段护栏，

两 端 栏 柱 头 蹲 着 可 爱 的 小 狮 子 。 护

栏又分上下两层。上层透空，间镶透

雕 结 子 。 下 层 中 间 则 镶 一 块 开 光 透

雕 栏 板 ，两 侧 立 竹 节 状 小 柱 ，栏 板 下

还雕了一层花牙。

艺 术 品 般 的 石 花 窗 亦 让 人 心

醉。一方方灰红色的石窗，镶在大幅

的青砖墙上，像是万绿丛中的一点点

红 花 ，分 外 出 挑 ，分 外 妩 媚 。 每 一 个

窗 子 ，都 是 一 个 画 面 。 画 面 设 计 巧

妙，可以分层，可以开光，极讲究艺术

的对比与组合。高低、大小、虚实、曲

直 、疏 密 、对 称 、呼 应 、均 衡 、调 和 ，被

石雕艺人运用得炉火纯青。比如“双

龙 戏 珠 图 ”，画 面 分 上 下 两 层 。 上 层

用曲折有致的线条构成几何纹样，下

层 用 流 畅 飘 逸 的 线 条 表 现 双 龙 戏

珠 。 双 龙 构 图 详 略 得 当 ，顾 盼 呼 应 ，

富于动感。龙头用详笔实笔，圆睁的

双目、张开的大嘴、飘拂的毛发、下垂

的 龙 须 ，刻 画 细 腻 ，栩 栩 如 生 。 龙 身

则 用 简 笔 虚 笔 ，不 加 修 饰 ，只 用 有 力

的 线 条 表 现 飞 舞 之 姿 。 一 颗 火 焰 龙

珠飘浮在两龙之间，十数朵祥云在四

周穿插缭绕。

每 一 个 窗 子 ，也 是 一 个 象 征 。 中

国 传 统 民 居 建 筑 艺 术 追 求 象 征 主 义

表达的特色，在石窗上也有着鲜明的

体 现 。 蝙 蝠 象 征 福 ，鹿 象 征 禄 ，花 瓶

象 征 平 安 ，钱 币 象 征 富 裕 ，万 字 符 象

征 万 事 如 意 …… 或 者 干 脆 就 把 一 个

个龙飞凤舞的“福”字“禄”字刻出来，

又爽快又利落。

前 童 一 日 ，是 安 详 的 一 日 。 路 上

游 人 稀 少 ，波 澜 不 惊 的 前 童 格 外 柔

和 ，格 外 实 在 。 我 是 过 客 ，却 仿 如 归

人。在一种没有边界的状态中，我领

略 着 前 童 朴 素 的 民 间 性 格 与 潜 藏 在

建筑背后的人文情怀，有着由衷的松

弛与喜悦。

春雨潇潇落留园

风雅前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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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园之春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