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周龙兴

在 苏 州 拙 政 园 里 走 着 时 ，不 禁 感

慨 ，这 分 明 是 文 徵 明 未 画 在 纸 上 的

画 。 现 在 想 来 ，这 话 也 对 ，也 不 对 。 事

实 上 ，作 为 拙 政 园 的 设 计 师 ，又 是 一 位

出 色 的 画 家 ，文 徵 明 理 所 当 然 会 为 这

座 园 林 留 下 水 墨 ，一 而 再 地 。 我 们 现

在 可 以 看 到 的 文 徵 明《拙 政 园 三 十 一

景 册》，就 是 这 种 理 所 当 然 的 产 物 。 理

所 当 然 、情 不 自 禁 、信 手 拈 来 ，那 是 一

份 源 自 明 代 的 风 雅 ，对 于 已 然 成 为 名

园 的 拙 政 园 来 说 ，更 是 一 种 锦 上 添

花 。 有 些 风 景 依 稀 还 是 画 里 的 模 样 ，

却 在 五 百 多 年 光 阴 的 雕 琢 下 ，越 发 精

致 、典 雅 ，如 小 飞 虹 、待 霜 亭 、嘉 实 亭 ；

还 有 一 些 风 景 ，适 合 置 身 其 间 ，流 连 遥

想，如若墅堂、梦隐楼、听松风处。

五 百 多 年 前 的 明 正 德 初 年 ，御 史

王 献 臣 官 场 失 意 ，回 到 家 乡 苏 州 ，买 了

一 块 土 地 ，想 建 一 座 园 子 。 明 代 苏 州

造 园 风 气 日 盛 ，造 园 易 ，出 类 拔 萃 难 ，

他 跃 跃 欲 试 ，但 心 里 并 没 有 底 ，想 再

等 等 。

后 来 他 想 到 了 好 友 文 徵 明 。 经 过

一 番 盛 情 邀 请 ，二 人 一 拍 即 合 。 那 一

年 文 徵 明 还 不 到 四 十 ，却 已 接 过 老 师

沈 周 的 衣 钵 ，成 了 吴 门 画 派 的 领 袖 。

正 值 盛 年 的 文 徵 明 想 要 施 展 与 创 新 ，

听 到 王 献 臣 的 建 议 ，自 是 成 竹 在 胸 。

文 徵 明 的 到 来 ，让 王 献 臣 春 风 得 意 ，也

让苏州园林意气风发。

一 座 拙 政 园 ，是 文 徵 明 文 思 妙 手

堆 叠 的 吴 门 书 画 ；一 幅 拙 政 园 ，是 文 徵

明 挥 洒 胸 中 丘 壑 的 风 雅 园 林 。 园 林 与

书 画 ，本 就 水 乳 交 融 。 新 园 落 成 ，王 献

臣 带 着 一 众 友 人 游 园 ，文 徵 明 的 兴 致

又 来 了 ，浓 淡 涂 抹 了 几 笔 ，然 后 悠 悠 然

落 了 款 ，盖 了 一 方 印 章 。 落 款 和 印 章 ，

通 常 是 一 幅 画 的 结 尾 ，翠 墨 朱 红 ，相 映

成 趣 ；又 可 以 是 另 一 种 开 始 ，从 此 一 幅

画 有 了 身 份 与 归 属 ，有 了 被 铭 记 与 流

传的可能。

拙 政 园 里 有 一 架 紫 藤 ，为 文 徵 明

亲 手 种 植 ，雅 称“ 文 藤 ”。 那 是 文 徵 明

未画在纸上的画的落款与印章。

一 架 五 百 余 年 的 紫 藤 ，其 实 放 在

哪 里 都 是 风 景 。 只 是 若 要 出 落 得 亭 亭

玉 立 ，又 能 长 成 亭 亭 如 盖 ，得 择 一 佳

处 。 紫 藤 偏 小 家 碧 玉 ，不 适 合 野 蛮 生

长 ，需 要 基 于 审 美 情 趣 的 打 理 ，庭 院 似

乎 是 其 最 好 的 归 处 ，而 园 林 有 着 最 美

的 庭 院 。 园 林 的 主 体 是 建 筑 与 山 水 ，

草 木 是 点 缀 。 从 蔓 发 、盛 放 到 败 落 ，草

木 的 美 在 于 自 然 ，在 于 生 机 ，在 于 光 阴

的 跃 动 。 有 了 这 样 的 点 缀 ，园 林 才 有

“ 虽 由 人 作 ，宛 自 天 开 ”的 意 境 。 草 木

的 妙 处 在 于 借 ，借 来 十 二 时 辰 ，借 来 四

季 ，也 借 着 连 上 了 五 百 年 前 的 那 一 头 ，

刚 好 是 一 位 衣 袂 翩 翩 的 文 人 ，刚 好 还

诗文书画俱佳。

“ 蒙 茸 一 架 自 成 林 ”，说 的 是 紫 藤 ，

更 是 对 文 藤 最 恰 当 不 过 的 描 述 。 这 句

诗 也 被 雕 刻 在 细 料 方 砖 上 ，涂 以 绿 漆 ，

嵌 在 拙 政 园 外 的 粉 墙 上 。 园 林 是 含 蓄

低 调 的 ，一 般 都 是 深 深 院 。 可 没 办 法 ，

一 架 明 代 的 紫 藤 藏 不 住 了 ，枝 丫 攀 缘

生 长 ，已 经 从 院 子 里 溢 出 来 ，在 粉 墙 之

上 闹 腾 着 丛 丛 新 绿 。 配 合 着 粉 墙 上 的

诗 ，亦 是 一 幅 小 巧 别 致 、寓 自 然 于 人 文

的 园 林 小 品 ，吸 引 着 园 外 行 人 纷 纷 驻

足，想要进去一探究竟。

参 观 文 藤 ，得 先 排 队 从 西 边 的 苏

州 博 物 馆 新 馆 进 入 ，穿 过 博 物 馆 ，来 到

东 侧 的 忠 王 府 。 忠 王 府 是 太 平 天 国 忠

王 李 秀 成 的 王 府 。 文 藤 所 处 的 院 子 在

忠 王 府 东 侧 ，主 室 名 卧 虬 堂 ，内 侧 连 着

一 座 雅 致 的 室 内 古 戏 台 ，前 面 一 处 小

小 的 庭 院 ，便 是 文 徵 明 紫 藤 园 。“ 卧 虬

堂 ”三 字 出 自 唐 寅 ，可 以 想 见 当 年 园 主

喜 交 吴 中 才 子 ，不 仅 有 文 徵 明 、唐 寅 ，

应 该 还 有 祝 允 明 等 。“ 卧 虬 ”既 指 藤 蔓

虬 曲 似 龙 ，又 有 遁 世 隐 逸 之 意 ，王 献 臣

自 是 欢 喜 。 明 代 的 他 们 在 拙 政 园 里 谈

笑 风 生 ，是 我 们 惦 记 一 座 园 林 的 又 一

个理由。

明 正 德 初 年 ，一 株 紫 藤 随 着 一 座

园 林 一 起 生 长 。 庭 院 里 藤 架 已 经 搭

好 ，只 要 给 予 时 日 ，慢 慢 抽 枝 散 叶 ，终

会 一 架 成 林 。 园 林 也 期 待 岁 月 静 好 ，

不 想 王 献 臣 的 儿 子 一 夜 豪 赌 ，把 园 子

输 掉 了 ，园 子 改 了 姓 。 园 林 的 生 长 ，很

重 要 的 一 个 因 素 便 是 园 主 的 更 替 。 更

替 意 味 着 历 史 ，类 似 于 植 物 的 年 轮 又

宽 了 一 圈 ；更 替 也 带 来 改 变 ，带 来 加 减

乘 除 ，改 变 了 文 藤 的 归 属 。 清 咸 丰 十

年（公元 1860 年），太平军进驻苏州，新

的 园 主 来 了 ，忠 王 李 秀 成 以 拙 政 园 周

边 宅 院 合 建 忠 王 府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包 含 卧 虬 堂 等 建 筑 的 忠 王 府 作 为 重 要

的 太 平 天 国 历 史 遗 存 独 立 于 拙 政 园 ，

被 单 独 修 缮 维 护 。 1960 年 ，忠 王 府 改

为 苏 州 博 物 馆 馆 址 。 2002 年 ，在 忠 王

府 西 侧 地 块 营 建 苏 州 博 物 馆 新 馆 。 所

以 ，现 在 的 文 藤 确 切 说 是 在 隶 属 于 苏

州 博 物 馆 的 忠 王 府 里 ，并 不 在 拙 政 园

景区内。

在 历 史 的 更 替 中 ，铭 记 与 流 传 悄

然 开 始 。 清 光 绪 二 十 年（公 元 1894

年），当 时 的 园 主 张 履 谦 获 得 文 徵 明

《王 氏 拙 政 园 记》石 刻 碑 拓 ，又 得 文 徵

明、沈周遗像 ，摹勒上石 ，建“拜文揖沈

之斋”。光绪三十年（公元 1904 年），江

苏 巡 抚 端 方 在 卧 虬 堂 庭 院 内 立 一 圭 形

石 碑 ，亲 书“ 文 衡 山 先 生 手 植 藤 ”。 21

世 纪 初 ，早 已 定 居 美 国 的 贝 聿 铭 欣 然

接 受 家 乡 的 邀 请 ，着 手 设 计 苏 州 博 物

馆 新 馆 。 每 次 回 苏 州 ，他 都 要 去 忠 王

府 及 拙 政 园 走 走 。 他 看 中 了 这 一 架 紫

藤 ，心 领 神 会 之 间 ，后 来 的 苏 博 新 馆 也

有 了 一 座 紫 藤 园 ，嫁 接 了 文 藤 的 一 些

枝 丫 ，算 是 另 一 种 延 续 吧 。 每 年 紫 藤

结 果 ，苏 州 博 物 馆 都 会 特 意 收 集 文 藤

种 子 ，做 成 精 巧 的 文 创 产 品 。 有 缘 的

游 客 将 这 些 种 子 带 回 天 南 海 北 ，种 在

泥 土 里 ，时 不 时 浇 点 水 ，照 样 会 生 根 发

芽 ，装 点 自 家 的 阳 台 或 院 子 。 这 是 一

份“很苏州”的礼物。

有 了 这 样 的 铭 记 与 流 传 ，一 株 植

物 、一 座 园 林 ，乃 至 一 座 城 市 ，开 始 有

了 触 感 及 体 温 ，有 了 绵 长 的 质 感 ，有 了

内 在 的 文 化 张 力 ，也 便 多 了 一 份 自 信

与 从 容 。 所 以 很 多 人 说 ，文 藤 的“ 文 ”

不 仅 是“ 文 徵 明 ”的“ 文 ”，还 是“ 文 化 ”

的“ 文 ”，它 是 一 座 城 市 生 生 不 息 的 文

化脉搏。

文藤记

□ 袁甲清

去 湘 南 郴 州 ，最 让 人 魂 牵 梦

绕的，是小东江的雾。

清 晨 4 点 ，我 们 就 从 酒 店 出

发 ，前 往 东 江 湖 景 区 。 天 不 作 美 ，

一 路 大 雨 滂 沱 ，整 个 东 江 湖 笼 罩

在一天一地的豪雨中。

小 东 江 是 相 对 于 东 江 湖 而 言

的 。 东 江 湖 位 于 罗 霄 山 脉 和 五 岭

围 合 的 大 峡 谷 里 ，20 世 纪 80 年 代

建 造 水 电 站 ，遂 有 这 一 湖 碧 波 万

顷 。 东 江 湖 下 游 梯 级 造 坝 ，两 岸

青 山 间 ，便 漾 成 这 闻 名 遐 迩 的 高

峡平湖。

东 江 湖 水 深 达 百 米 ，冰 凉 的

湖 水 从 坝 底 泄 至 下 游 。 每 年 夏 秋

季 节 ，太 阳 升 起 前 或 落 山 后 ，因 为

温 差 的 缘 故 ，水 化 为 雾 ，于 江 面 袅

袅婷婷，缭绕不去。

江 之 西 岸 ，依 山 临 水 建 起 观

雾 栈 道 。 我 们 抵 达 时 ，江 面 上 还

没 有 什 么 雾 ，大 雨 没 有 一 点 收 敛

的 意 思 ，密 密 匝 匝 落 在 江 面 上 ，一

个 个 水 珠 子 像 舞 蹈 的 精 灵 。 江 水

静 澈 ，清 可 照 人 ，两 岸 碧 山 笼 翠 ，

林 木 深 秀 ，倒 映 江 中 ，如 诗 似 梦 。

雨 水 渗 着 无 边 的 绿 ，甜 了 空 气 ，湿

了时光。

栈 道 牵 引 我 们 一 路 前 行 。 此

刻 ，可 见 江 上 冒 出 一 丝 一 毫 的 轻

烟 ，仿 佛 不 经 意 间 从 水 中 钻 出 来

的 ，起 先 是 一 小 抹 一 小 抹 ，很 快 汇

成 一 缕 一 缕 ，随 风 摇 荡 ，游 走 江

面 ，许 是 难 舍 对 水 的 眷 念 ，顾 盼 流

连 ，久 久 不 肯 脱 去 。 开 始 只 是 局

部 江 面 起 雾 ，然 后 一 整 条 江 上 都

在 源 源 不 断 冒 出 轻 烟 ，一 缕 缕 变

成 一 团 团 ，一 团 团 又 汇 聚 成 更 大

的 雾 团 ，在 江 上 飘 摇 、融 合 、渗 透 、

缠绵。雾越生越多，甚至越过栈道

漫 上 江 岸 ，钻 进 游 人 的 衣 领 袖 里 ，

钻 进 树 林 中 ，与 山 上 云 雾 耦 合 一

处，难分难解，惹得游人惊叫连连，

争相举起相机，摄下这人间仙境。

循 岸 而 行 ，所 见 其 实 只 是 江

景 的 一 个 断 面 。 欣 赏 者 的 位 置 和

角 度 不 同 ，会 有 不 一 样 的 观 感 ，所

谓 横 看 成 岭 侧 成 峰 。 大 雨 催 促 我

们 加 快 脚 步 ，没 做 过 多 停 留 ，不 一

会儿，仰面就撞见了高坝。

立 于 江 头 的 观 雾 平 台 ，江 中

全景一览无遗。

好 一 幅 境 邈 意 远 的 中 国 水 墨

画 ！ 铅 灰 色 的 天 空 是 它 的 上 限 ，

画 底 一 江 碧 水 荡 漾 ，两 岸 绵 绵 群

山 拉 长 了 画 幅 的 视 距 ，白 雾 茫 茫

缥 缈 其 中 ，升 腾 翻 滚 ，聚 散 漂 移 ，

或 浓 或 淡 ，或 青 或 白 ，或 泼 墨 ，或

细 描 ，或 晕 染 ，大 开 大 合 ，大 起 大

落 ，大 写 意 ，大 留 白 ，中 国 山 水 画

的所有技法都在这里恣意挥洒。

不 但 江 中 之 雾 ，山 上 云 雾 也

全 都 掺 和 进 来 ，与 江 雾 共 同 完 成

了 这 幅 画 。 群 山 由 近 及 远 ，墨 绿

的 轮 廓 默 然 无 声 ，薄 雾 缠 绕 其 间 ，

若 隐 若 现 ，巨 大 的 倒 影 成 了 巨 大

的 寓 言 。 江 中 一 斗 笠 蓑 衣 渔 人 ，

连 同 他 的 小 船 也 掺 和 进 来 ，一 团

灯 笼 红 妖 娆 了 画 面 。 甚 至 岸 上 游

人 、游 人 手 中 的 一 朵 朵 花 伞 ，都 成

了这幅画的同构。

画 幅 是 流 动 的 、变 幻 的 ，千 姿

百 态 ，苍 苍 茫 茫 ，空 灵 、飘 逸 ，涤 荡

心胸，让人远离尘嚣，物我两忘。

记 得 小 时 候 在 老 家 ，初 冬 季

节 ，大 雾 笼 盖 清 晨 的 村 庄 ，但 下 雨

天 是 必 不 会 有 雾 的 。 而 在 东 江 ，

大 雨 一 点 也 不 影 响 雾 的 生 成 ，反

而 酿 造 了 更 雄 阔 的 境 界 。 雨 水 击

打 水 面 ，搅 动 气 流 ，加 速 了 雾 的 流

动 。 无 论 江 面 还 是 山 上 ，雨 水 的

参 与 大 大 增 加 了 雾 量 ，故 能 见 到

比 晴 天 更 多 更 浓 更 稠 的 雾 。 水 泱

泱 ，雾 茫 茫 ，一 派 写 意 水 墨 的 烟 林

高 致 。 雨 中 观 雾 ，一 向 腼 腆 的 小

东 江 向 我 们 袒 露 了 她 浓 墨 重 彩 的

另一面。

雾 是 缥 缈 的 、幻 化 的 、超 拔

的 ，往 来 天 地 间 ，浩 渺 心 宇 中 。 寄

意 山 水 ，超 然 物 外 ，心 慕 和 谐 ，它

契合于中国山水美学的内质。

小 东 江 的 美 ，是 大 自 然 的 瑰

丽馈赠。

烟雨小东江

□ 龙艳华

缤 纷 光 影 随 风 舞 ，寻 梦 庐 陵

在渼陂。

南 宋 初 年 ，梁 氏 从 陕 西 户 县

迁 徙 至 此 ，怀 着 对 先 祖 的 敬 畏 与

仰 望 ，沿 用 祖 居 之 地“ 渼 陂 ”之

名 。 从 此 开 疆 拓 土 ，绵 延 子 孙 ，传

承文明，生生不息。

渼 陂 ，一 个 在 水 波 里 仰 卧 千

年 的 古 村 ，一 个 汩 汩 流 淌 温 润 血

液的古村。

富 水 河 如 母 亲 的 臂 膀 环 绕 渼

陂 的 山 山 水 水 ，纯 净 的 乳 汁 浇 灌

村庄的水系与灵魂。28 口水塘散

落 其 中 ，使 渼 陂 如 绸 似 缎 的 衣 裳

闪烁星子般碧莹莹的光芒。

渼 陂 的 肌 肤 是 水 做 的 。 村 庄

里 的 树 木 常 年 响 着 流 水 的 声 音 ，

根 须 纠 缠 在 地 下 ，枝 叶 拥 抱 在 云

间，涌动着绿的春潮。

房 前 屋 后 是 因 水 而 繁 茂 的 香

樟 、蜜 柚 和 依 依 杨 柳 ，是 金 灿 灿 的

油 菜 花 、红 艳 艳 的 木 槿 花 和 粉 红

粉 白 的 桃 花 李 花 ，是 悠 闲 自 在 披

着 缤 纷 羽 毛 的 鸡 鸭 ，是 丰 厚 油 亮

的绿草与青苔……

清 晨 ，鳞 次 栉 比 的 屋 宇 和 如

黛 的 远 山 沐 浴 着 淡 淡 的 雾 霭 。 傍

晚 ，袅 袅 炊 烟 倒 映 在 明 净 如 釉 的

水 面 。 男 人 女 人 因 水 而 润 泽 得 唇

红 齿 白 ，迈 着 丰 腴 的 步 子 走 街 串

户，闲聊一个个乡情浓浓的故事。

渼 陂 ，依 水 而 居 ，因 水 而 兴 ，

水 是 渼 陂 奔 腾 的 血 液 。 水 的 灵 动

与 包 容 涵 养 了 渼 陂 人 兼 容 并 蓄 、

博 学 笃 行 的 可 贵 品 质 。 渼 陂 先 人

用 勤 劳 创 造 了 富 庶 与 繁 荣 ，用 执

着 奠 定 了 厚 重 与 辉 煌 ，馈 赠 给 世

人一个美轮美奂的古村。

自 明 以 来 ，便 利 的 水 运 促 成

了 渼 陂 商 业 的 兴 旺 ，与 晋 商 、徽 商

等 鼎 足 而 立 的 江 右 商 帮 云 集 于

此 ，本 地 涌 现 出 梁 氏“ 四 大 家 族 ”

等 商 贾 巨 头 。 每 逢 集 市 ，富 水 河

上 商 船 竞 发 ，渼 陂 街 巷 人 头 攒 动 ，

“天不夜”“月常明”的繁华盛景让

人流连忘返。

经 济 的 繁 荣 促 进 了 文 化 的 昌

盛 。 梁 氏 族 人 秉 承 耕 读 传 家 的 祖

训，建宗祠、办书院、倡文风，弘扬

礼 仪 道 德 ，崇 尚 文 章 节 义 ，被 誉 为

“文献名宗”“衣冠望族”。

甘 甜 的 水 滋 养 着 一 个 五 彩 斑

斓 的 王 国 。 367 幢 明 清 建 筑 是 先

人遒劲的笔墨，宗祠、牌坊、楼阁、

古 街 两 侧 蜿 蜒 的 商 铺 ，深 深 浅 浅

涂 满 了 渼 陂 古 老 的 宣 纸 。 每 一 笔

都 是 传 承 百 年 的 风 骨 ，每 一 笔 都

是见证沧桑的印痕。

走 进 渼 陂 ，恍 若 穿 越 时 空 隧

道 。 隧 道 里 的 时 光 总 是 水 汽 弥

漫 ，让 人 欲 罢 不 能 。 永 慕 堂 内 砖

雕 、石 雕 、彩 绘 、墨 绘 尽 情 绽 放 诗

文 、典 故 和 花 鸟 的 世 界 。 沧 桑 的

万寿宫曾“天不夜”“月常明”。寂

然 的 吊 楼 曾 用 一 朵 绣 球 注 定 一 世

姻 缘 。 幽 深 的 古 街 枕 着 富 水 河 绵

延 不 息 的 韵 律 ，舒 展 一 幅 幅 水 波

潋 滟 的 画 卷 。 画 中 帆 影 点 点 、船

歌 嘹 亮 、人 头 攒 动 ，画 中 灯 红 酒

绿、觥筹交错、笑语喧天。

波 光 粼 粼 的 水 、古 往 今 来 的

水 、奔 流 不 息 的 水 ，汇 聚 成 渼 陂 厚

德 载 物 的 往 昔 岁 月 。 文 昌 阁 、敬

德 书 院 、养 源 书 院 是 荡 漾 在 水 波

里 的 明 珠 。 家 训 、格 言 、警 句 、匾

联 如 水 一 般 纯 净 绵 长 。 千 年 文 化

积 淀 从 历 史 烟 雨 中 奔 来 ，朗 朗 乡

音 如 潺 潺 流 水 ，皆 在 诉 说 着 五 谷

丰登、人文昌盛的渼陂。

雨，跌落在层层叠叠的青瓦上，

浸润了光洁的青石板与鹅卵石，渗

进一环缠一环的光影里，那一团团

浓得化不开的情绪便潮湿了整个渼

陂。于是，村人多情，游人多情……

水韵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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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力

蹇 先 艾 在 松 坡 图 书 馆 做 过 编 纂 。

他在一篇散文里这样写：

松 坡 图 书 馆 的 原 址 ，是 前 清 时 代

北 海 的 快 雪 堂 ，慈 禧 太 后 冬 天 到 这 里

来 赏 雪 的 地 方 。 位 置 在 北 海 北 岸 的 一

个 斜 坡 上 ，被 一 簇 蓊 郁 的 槐 林 围 绕 着 ，

右 侧 是 黄 瓦 红 柱 的 五 龙 亭 、佛 像 满 坐

的 小 西 天 ，左 侧 是 五 彩 斑 斓 的 九 龙 壁

和 建 筑 很 雄 伟 的 天 王 殿 。 我 们 在 门 口

站 着 ，便 与 一 带 长 廊 的 漪 澜 堂 遥 遥 相

对 ，堂 后 树 丛 中 高 崎 着 一 座 白 塔 ，它 们

的 倒 影 在 海 心 微 微 动 荡 。 海 上 常 常 有

过 渡 的 画 舫 与 瓜 皮 似 的 小 艇 往 来 。 景

山 也 在 远 处 起 伏 着 ，有 时 驮 着 夕 阳 ，更

显出山景的美丽。

他 自 认“ 做 的 是 一 个 十 分 清 闲 的

职 业 ，也 正 是 一 个 我 一 向 理 想 着 的 职

业 ”。 合 意 的 工 作 大 可 消 愁 释 闷 ，令 心

神 悦 畅 。 每 风 日 晴 和 时 ，目 迎 山 水 清

处，心情自然不坏。

蹇 先 艾 的 这 篇《忆 松 坡 图 书 馆》，

写 得 很 早 了 ，清 鲜 气 息 犹 盈 纸 上 。 我

去 北 海 ，常 在 他 站 过 的 地 方 往 两 边 看 ，

景 物 的 方 位 不 见 一 丝 变 。 他 提 到 的 天

王 殿 ，也 叫“ 大 西 天 ”。 它 还 有 一 个 名

儿：西天梵境。听上去，挺雅的。

在 周 培 春 绘 制 的《北 京 地 里 全 图》

中 ，大 西 天 东 侧 ，标 示 着“ 小 西 天 ”。

咦 ，两 个“ 西 天 ”怎 么 凑 到 一 块 儿 了 ？

周 培 春 是 清 末 人 ，动 笔 ，燕 都 的 市 井 风

俗 叫 他 画 得 颇 好 。 他 那 会 儿 ，北 海 景

观 的 所 在 跟 现 今 不 一 个 样 儿 吗 ？ 我 搞

不懂。

西 天 梵 境 ，气 象 俨 正 ，宛 若 一 座 濒

水 雄 城 。 庙 前 的 般 若 祥 云 牌 坊 ，三 门

四 柱 七 楼 ，立 在 这 里 ，很 显 威 势 ，如 宏

壮 的 魏 阙 一 样 。 券 门 嵌 白 石 ，石 上 精

刻 灵 卉 。 红 墙 砌 琉 璃 砖 ，条 状 ，有 黄 有

绿 ，犹 似 悬 挂 的 宽 大 锦 带 ，又 形 如 立

柱 ，其 下 一 米 来 高 的 汉 白 玉 ，仿 的 当 然

是 夹 柱 石 。 楼 面 也 密 镶 琉 璃 砖 ，把 雕

龙 镂 花 的 空 间 给 了 匠 师 。 只 看 筑 造 手

段 ，刻 意 舍 简 求 繁 。 此 座 琉 璃 牌 坊 ，也

真 够 高 的 ，昂 藏 不 凡 ，其 气 冲 天 。 这 般

崇 严 的 牌 坊 ，矗 耸 于 太 液 池 畔 ，雄 大 之

气 ，可 冠 全 园 。 傍 北 岸 走 ，眼 扫 四 近 ，

就瞧它了。

坊 心 有 字 。 朝 南 的 一 面 是“ 华 藏

界 ”，向 北 的 一 面 是“ 须 弥 春 ”。 这 个

“ 春 ”字 用 得 好 ！ 凝 眸 而 视 ，来 游 之 人

或 可 字 间 识 心 ，悟 出 妙 谛 ，仿 佛 身 入 须

弥 山 。 望 望 前 边 的 山 门 ，恍 若 有 渺 远

的 声 音 在 催 他 ，步 子 便 紧 了 。 还 是 那

句旧话：进一步门庭，添十分春色。

有 个 老 汉 ，闷 头 儿 写 地 书 。 大 笔

头 蘸 着 水 ，横 竖 不 离 坊 上 那 六 字 。 运

笔 之 际 ，此 人 大 概 会 体 味 乾 隆 帝 题 额

时的心境。

一 百 多 年 前 ，有 个 叫 阿 尔 方 斯·

冯·穆 默 的 德 国 人 ，透 过 券 洞 拍 摄 琼 岛

白 塔 ，无 边 风 月 一 下 子 就 给 框 在 里 面

了 。 好 角 度 ！ 我 瞅 见 不 少 举 着 相 机 的

男女在牌坊前后转悠，不忍走开。

不 必 说 天 圆 地 方 的 宇 宙 意 识 ，只

看 平 面 图 形 中 的 圆 在 立 体 空 间 结 构 中

表 现 出 的 美 感 ，只 看 这 美 感 生 成 的 繁

复 的 装 饰 形 式 ，只 看 这 装 饰 形 式 带 来

的观赏效果 ：柔美、流转、舒展 ，也就明

白 ，中 式 美 学 里 的 圆 ，成 了 常 用 的 艺 术

元 素 。 外 形 的 圆 包 蕴 内 在 的 意 涵 ，一

切 抽 象 ，一 切 简 化 ，都 是 有 温 度 的 设

计 ，它 在 流 动 的 时 间 中 凝 定 不 变 ，给 予

人 们 的 视 觉 刺 激 和 灵 魂 震 荡 无 限 长

久 。 比 方 在 这 琉 璃 牌 坊 的 券 门 下 ，你

的 心 神 全 叫 对 岸 的 岛 影 牵 去 的 一 刻 ，

能 不 深 觉 这 圆 形 空 间 容 纳 的 景 致 实 在

太 丰 ，能 不 慨 叹 宗 教 建 筑 同 四 围 山 水

照 应 得 不 能 再 好 了 吗 ？ 实 乃 浑 融 无

迹 。 眼 底 的 种 种 ，早 已 超 越 几 何 学 的

限定。

“ 一 切 立 体 图 形 中 最 美 的 是 球 形 ，

一 切 平 面 图 形 中 最 美 的 是 圆 形 。”提 出

这 个 观 点 的 ，是 古 希 腊 毕 达 哥 拉 斯 学

派 。 数 量 比 例 上 的 对 称 蕴 涵 着 和 谐 ，

而 和 谐 正 反 映 美 的 本 质 。 圆 弧 是 令 人

着 迷 的 空 间 图 形 ，它 的 线 条 是 优 雅 的 ，

飘 逸 的 ，浪 漫 的 。 建 筑 自 身 呈 示 着 多

样 的 感 性 状 貌 ，我 有 一 双 感 受 形 式 美

的 眼 睛 ，因 而 在 造 型 上 ，这 券 门 弧 度 的

曼 妙 叫 我 领 略 到 了 ，不 单 是 官 能 上 的 ，

更 是 精 神 上 的 。 虽 则 在 数 学 概 念 中 ，

圆 弧 不 可 等 同 于 圆 ，我 还 乐 将 二 者 认

作一家。

光 绪 帝 在 位 之 年 ，铁 轨 铺 经 牌 坊

下。这条“西苑铁路”不长 ，三里地 ，从

中 海 通 到 北 海 。 御 苑 能 跑 火 车 了 ，足

供 皇 家 开 心 。 从 仪 鸾 殿（怀 仁 堂）到 镜

清 斋（静 心 斋），慈 禧 太 后 坐 车 游 赏 太

液 池 ，真 叫 得 意 ，喊 她 停 下 来 ，断 是 不

肯的。

仍是 百 年 前 ，法 国 摄 影 师 菲 尔 曼·

拉 里 贝 在 山 门 前 给 一 个 中 国 人 留 过

影 。 照 片 上 的 汉 子 ，布 袍 ，高 帽 ，垂 着

双 臂 ，很 规 矩 地 站 立 ，羽 服 道 冠 ，做 出

些 不 凡 神 气 ，俨 然 从 仙 界 谪 下 来 的 。

他 的 脚 底 ，弯 着 一 条 小 径 ，长 满 蓬 乱

的 草 。

时下，此处修治得体面多了。

琉 璃 山 门 ，三 座 ，列 为 一 溜 ，皆 作

拱 券 式 ，照 例 随 那 门 洞 的 弧 形 砌 以 雕

花 白 石 ，朱 垣 之 上 ，显 出 的 轮 廓 看 起 来

美 。 三 座 券 门 的 中 间 ，甃 以 琉 璃 花 墙 ，

上 面 的 浮 雕 龙 纹 ，只 消 瞧 一 眼 ，目 光 便

要 直 追 那 轻 腾 之 姿 。 引 取 营 造 装 饰 艺

术 ，表 现 一 定 的 精 神 内 容 ，视 线 移 到 上

头，在在堪采挹。

这 里 还 得 加 说 一 点 。 西 天 梵 境 的

山 门 不 是 平 地 而 起 ，却 是 建 在 一 个 宽

平 的 台 子 上 ，外 有 短 墙 围 护 。 墙 体 用

黄 绿 二 色 琉 璃 砖 砌 成 ，又 透 出 一 个 个

方 形 花 格 ，正 与 镂 空 相 似 ，颇 具 图 饰 之

美 。 这 样 的 台 基 ，一 下 子 就 把 山 门 托

高 了 ，托 出 皇 家 气 派 。 更 不 必 去 论 门

前 斜 铺 的 那 块“ 二 龙 戏 珠 ”丹 陛 石 ，方

严 端 正 的 气 派 愈 给 衬 出 了 ，特 具 京 师

大 庙 之 概 。 山 门 既 这 般 讲 究 ，来 此 礼

佛的清帝必会惬怀。

庙 门 之 美 ，游 人 争 夸 。 得 其 门 而

入 ，通 体 也 是 轻 快 的 。 小 西 天 那 边 的

普 庆 门 ，虽 然 依 墙 开 了 三 个 入 口 ，雕 饰

功 夫 也 下 得 深 ，只 因 太 过 方 正 ，风 格 的

别异却看不出。

进 到 里 面 ，眼 扫 庙 貌 ，觉 得 跟 那 水

岸 的 空 气 到 底 不 同 。 在 我 看 ，释 学 的

门 墙 还 是 过 高 了 ，一 时 理 会 不 透 。 兴

许 也 是 狃 于 俗 见 ，觉 得 这 些 离 我 的 生

活总像是太远了。

在 北 海 ，岸 上 的 路 略 窄 ，人 多 的 时

候 ，有 点 挤 得 慌 。 水 面 却 极 宽 展 ，庙 宇

也 不 促 狭 。 西 天 梵 境 便 是 这 样 。 院 子

平 敞 ，颇 能 拓 开 心 界 。 因 为 平 敞 ，加 上

殿 前 列 置 之 物 又 少 ，竟 显 得 廓 落 。 更

有 数 株 古 树 ，婆 娑 弄 荫 ，青 苍 秀 映 之

状 ，倒 造 出 一 派 阶 闲 室 静 的 光 景 。 一

个 鼎 炉 ，当 院 立 着 ，似 乎 没 谁 比 它 惹

眼。若燃香烛，犹闪庭燎之光。

钟 鼓 楼 檐 翼 轻 举 ，体 势 若 飞 。 楼

前 分 矗 石 幢 ，数 蓬 细 竹 围 簇 着 。 一 阵

一 阵 的 软 风 吹 上 乱 叶 ，舞 起 几 抹 绿 。

石幢上有经文 ，居东的刻《金刚经》，居

西 的 刻《药 师 经》。 施 蛰 存 说“ 经 幢 也

是 盛 行 于 唐 代 的 佛 教 石 刻 。 一 般 形 式

是 一 支 六 角 形 或 八 角 形 的 石 柱 ，上 有

宝 盖 ，下 有 莲 花 座 ”，我 眼 见 的 正 是 此

样 。 着 意 刊 立 ，经 幢 就 成 了 有 思 想 的

石 头 。 我 仰 着 脑 袋 瞅 了 半 天 ，笔 画 依

稀 。 年 深 月 久 ，多 半 让 风 雨 带 走 了

吗 ？ 自 问 却 不 能 自 答 。 字 痕 印 在 心

间 ，恍 兮 惚 兮 ，听 得 天 上 一 声 响 ：如 是

我闻。

天 王 殿 ，好 些 人 叫 它 弥 勒 殿 。 这

不 ，腆 着 大 肚 子 的 弥 勒 菩 萨 当 门 迎 着

呢 ，脸 上 泛 出 笑 ，胖 大 身 子 在 须 弥 座 上

安 置 得 稳 ，像 个 活 的 一 般 。 笑 佛 心 大 ，

宽 忍 为 怀 ，世 间 杂 念 ，无 不 可 断 除 。 瞧

他一眼，再深的忧悒也会舒散。

大 慈 真 如 宝 殿 ，横 于 庭 墀 上 ，当 为

全 寺 最 雄 者 。 檐 下 那 块 乾 隆 帝 题 的

“华藏恒春”金字匾 ，令气势更足。瞧 ，

又 放 一 个“ 春 ”字 在 这 里 。 我 得 说 ，北

海 的 春 ，不 光 在 水 岸 鲜 翠 的 柳 丝 上 ，不

光 在 坡 冈 灿 黄 的 连 翘 上 ，不 光 在 路 畔

粉 艳 的 芍 药 上 ，更 在 笔 墨 挥 洒 处 。 照

此 看 ，花 树 养 我 们 的 眼 ，额 题 悦 我 们 的

心 。 环 以 栏 板 望 柱 的 庭 墀 ，屈 做 了 殿

基 ，殿 身 愈 显 崇 壮 无 伦 ，足 见 兴 造 时 极

重取态，非“官式”莫能如此。

这 是 一 座“ 明 筑 ”，数 百 年 矣 。 台

基 、墙 身 、屋 顶 ，谨 遵 等 级 之 制 。 面 阔

五楹 ，重檐庑殿顶 ，黑琉璃 ，黄剪边 ，头

一 眼 望 过 去 ，凝 重 的 空 气 漫 上 来 ，心 就

一 沉 ，如 临 庄 严 之 境 。 殿 檐 上 下 二 层 ，

规 式 也 是 天 字 第 一 号 ，天 王 殿 的 歇 山

顶 ，自 是 不 及 。 又 尽 选 金 丝 楠 木 为 料 ，

材 质 之 美 自 不 待 说 ，且 不 施 彩 绘 ，尽 以

原 色 示 人 。 只 此 ，就 把 丹 墙 黄 瓦 的 天

王 殿 的 派 势 比 下 去 了 。 特 别 添 上 一

句 ：打 这 儿 奔 西 走 ，便 是 萃 聚 帖 式 刻 石

的 快 雪 堂 ，顺 着 抄 手 游 廊 行 至 后 院 ，古

木 柯 枝 遮 着 一 座 老 殿 ，皆 纯 用 金 丝 楠

木 。 这 样 的 殿 堂 ，历 时 再 久 ，晨 昏 低

回，也会闻到一丝幽淡的香气。

早 先 有 壁 画 可 看 。 高 士 奇《金 鳌

退食笔记》载之较详 ，曰 ：“殿壁绘画龙

神 海 怪 。 又 有 三 大 轴 ，高 丈 余 ，广 如

之 ，中 绘 众 圣 像 二 十 余 ，左 右 则 文 殊 、

普 贤 变 相 ，三 首 六 臂 ，每 首 三 目 ，二 臂

合 掌 ，余 四 臂 擎 莲 花 火 轮 ，剑 杵 简 槊 ，

并日月轮、火焰之属 ，裸身 ，着虎皮裙 ，

蛇 缠 胸 项 间 ，努 目 直 视 ，威 灵 凛 烈 ，金

涂 错 杂 ，形 彩 陆 离 。 传 为 商 喜 笔 也 。”

商 喜 ，明 朝 宫 廷 画 家 ，善 为 当 朝 皇 帝 画

肖 像 。 惜 哉 ，一 切 皆 随 年 光 去 了 。“ 今

殿 壁 绘 画 已 不 复 存 ，古 槐 数 株 ，犹 是 数

百 年 前 之 物 。 在 清 初 盛 时 ，亦 有 斜 阳

蔓 草 铜 驼 石 马 之 叹 ，今 则 殿 宇 荒 凉 ，佛

光 暗 淡 ，瓦 砾 盈 阶 ，无 人 过 问 。 不 知 在

历 数 十 百 年 后 ，其 景 象 更 如 何 也 。”此

节 字 句 ，出 于《三 海 见 闻 志》，寄 意 略

同 ，读 罢 ，不 免 荒 台 芜 苑 之 感 。 壁 上 丹

青 ，唯 有 梦 中 空 忆 了 。 写 下 此 册 旧 籍

的这位，自署适园主人。

康 有 为 说 ：“ 中 国 宫 室 皆 用 木 架 成

之 ，故 称 曰 堂 构 。 虽 极 瑰 伟 之 殿 阁 ，亦

不 出 木 料 ，故 诗 人 动 称 大 厦 须 梁 栋 。

明 世 建 三 殿 ，取 材 川 楚 ，嘉 道 时 尚 然 ，

一 大 木 柱 乃 运 至 五 万 金 ，今 川 楚 大 材

已乏矣 。”紫禁城三殿 ，明永乐时建 ，京

城 宫 室 最 雄 杰 伟 美 者 ，耗 川 楚 之 材 巨

矣 ；此 座 大 慈 真 如 宝 殿 ，明 万 历 时 建 ，

后其百数十年，不知何所取材。

出 殿 而 北 ，别 院 辗 转 可 通 。 惜 乎 ，

拦 之 以 绳 ，无 法 逾 而 入 。 要 不 ，古 老 深

院 ，自 有 门 堂 之 制 的 大 观 供 我 放 览 ，感

触 更 有 几 般 ？ 幸 而 有 老 照 片 可 看 ，聊

获 一 鳞 一 爪 。 还 是 穆 默 拍 的 。 院 门 的

漆 色 固 然 不 那 么 鲜 了 ，额 题“ 华 严 清

界 ”的 楼 殿 ，望 之 倒 还 端 穆 。 材 料 上

说 ，殿 ，面阔三间 ，重檐歇山 ，黄琉璃瓦

绿 剪 边 顶 。 此 等 形 制 ，推 想 也 颇 堂

皇 。 往 里 ，有 重 檐 八 角 七 佛 塔 亭 ，镏 金

宝 顶 ，门 扇 槛 窗 ，皆 施 雕 镂 。 亭 内 塔

碑 ，八 面 ，镌 七 世 佛 ，勒《 七 佛 塔 碑

记》。 这 篇 记 ，乾 隆 帝 手 笔 。 塔 亭 北

面 ，便 是 名 气 不 小 的 大 琉 璃 宝 殿 ，俗 呼

琉 璃 阁 ，营 筑 取 无 梁 殿 式 。 殿 壁 全 以

黄 绿 琉 璃 砖 为 饰 ，密 凿 龛 牖 ，鳞 错 千 尊

佛 像 。 琉 璃 阁 跟 闹 市 仅 隔 一 道 红 墙 ，

从 地 安 门 西 大 街 可 以 瞧 见 它 的 重 檐 歇

山 顶 。 不 能 往 观 ，心 中 存 憾 。 忽 又 转

念 记 起 琼 岛 上 的 善 因 寺 ，那 里 我 去 过 ，

琉 璃 砖 上 刻 佛 ，样 式 大 概 是 相 近 的 。

这 一 想 ，佛 刻 的 灿 烂 也 好 似 过 眼 了 。

若 得 缘 游 而 观 之 ，我 的 话 就 更 多 。 有

什么办法呢，只能俟诸他日了。

西 望 ，林 霭 拂 檐 牙 ，又 闪 出 一 片 殿

宇 —— 大 圆 镜 智 宝 殿 是 也 。 殿 前 之

门 ，榜 曰 ：真 谛 门 。 我 瞅 瞅 匾 上 这 三

字，味深矣。

门 紧 闭 ，便 缩 住 了 步 。 里 面 何 种

景况？未能亲睹，无以言。

回 过 头 ，眼 光 落 向 身 后 的 彩 色 琉

璃 壁 。 上 雕 云 龙 ，击 水 舞 浪 ，似 可 破 壁

飞出。

水岸楼殿自含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