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色降临，站在甬水桥高高的石

拱 上 ，南 塘 河 两 岸 灯 火 亮 起 ，南 岸 老

街 璀 璨 的 橘 黄 色 街 灯 与 北 岸 住 宅 区

星 星 点 点 的 灯 光 在 街 河 里 相 遇 ，犹

如 游 龙 戏 珠 ，让 白 日 略 显 沉 寂 的 南

塘 河 星 光 潋 滟 ，微 波 粼 粼 ，有 了 别 样

的韵致。

每 个 地 方 ，都 有 储 存 记 忆 、安 放

乡 愁 的 去 处 ，在 宁 波 ，南 塘 老 街 就

是 。 而 夜 晚 的 南 塘 老 街 ，更 让 人 流

连忘返。

南 塘 首 先 是 条 河 —— 作 为 宁 波

南 门 的 城 河 ，它 从 四 明 山 麓 流 淌 而

来 ，绕 古 城 南 廓 而 入 ，与 百 米 外 的

“ 外 河 ”奉 化 江 并 行 蜿 蜒 ，是 城 市 灌

溉 、生 活 用 水 的 主 要 来 源 ，同 时 也 是

甬 城 内 河 航 道 的 南 门 户 ；其 次 才 是

古 老 的 街 市 —— 据 民 国《鄞 县 通 志·

文 献 志》记 载 ：“ 南 门 有 三 市 ，西 门 有

八 市 …… 船 舶 争 集 ，人 民 杂 遝 ，夹 道

商 铺 ，鳞 次 栉 比 ，一 如 江 东 。”这 片 两

大 水 道 合 汇 的 狭 长 区 域 ，历 来 是 宁

波 与 奉 化 、宁 海 、天 台 交 流 的 大 门

厅 。 来 自 各 地 的 山 货 土 产 、日 用 百

什 、餐 饮 零 食 通 过 水 陆 两 道 汇 集 于

此 ，应 有 尽 有 ，使 其 成 为 数 百 年 来

宁 波 最 具 烟 火 味 的 地 方 。 宁 波 人

没 事 去 老 街 溜 溜 ，来 客 人 带 去 老 街

夜 游 ，已 成 为 一 种 生 活 日 常 、群 体

习 惯 。

现 在 的 南 塘 老 街 按 原 有 街 区 的

城 市 肌 理 改 造 修 建 ，保 留 了 南 郊 路 、

南 塘 河 、老 南 门 三 市 ，布 局 以 明 清 江

南 民 宅 风 格 为 主 ，穿 插 民 国 风 格 建

筑 ，建 有 戏 台 、八 角 亭 、风 雨 长 廊 等

传 统 建 筑 小 品 。 石 板 路 、马 头 墙 、石

河 埠 、青 砖 墙 、木 排 门 、花 格 窗 ，粉 墙

黛 瓦 、木 壁 花 窗 、老 式 店 铺 …… 是 老

街的集体象征和标志。

甬水桥横跨在南塘河上，是古城

南 门 外 的 水 上 枢 纽 ，与 古 戏 台 、永 善

亭 、袁 氏 故 居 等 古 建 筑 ，共 同 见 证 了

老 街 的 百 年 烟 火 。 桥 身 用 规 整 的 条

石垒砌而成，全长 20 多米，弧形的桥

洞 ，单 孔 跨 水 近 8 米 ，仿 佛 半 规 皎 月

映 水 面 ，极 具 气 势 与 韵 律 之 美 。 据

记 载 ，甬 水 桥 始 建 于 北 宋 元 符 三 年

（公元 1100 年），原名“夏家桥”，亦称

“ 下 驾 桥 ”，明 代 才 正 名 为“ 甬 水

桥 ”。明天顺二年（公元 1458 年），确

定“ 甬 水 桥 里 ”的“ 南 塾 墟 ”逢 三 逢 八

为 市 集 ，称“ 长 春 门 外 南 廓 市 ”，俗 称

“ 三 市 ”，是 当 时 城 内 最 繁 华 的 集 市 ，

一直延续至今。

桥 南 隔 一 个 小 小 街 口 广 场 ，是

老 街 牌 坊 ，正 面 书“ 南 塘 老 街 ”四 字 ，

另 一 面 则 写“ 甬 水 古 里 ”，意 思 很 明

确——南塘老街，可不是南塘河边一

古 拙 之 地 ？ 仿 佛 为 佐 证 什 么 ，广 场

两 侧 ，一 侧 为 一 古 戏 台 ，飞 檐 翘 角 挑

一 轮 凉 凉 秋 月 。 戏 台 上 多 数 时 候 是

空 着 的 ，现 代 人 的 生 活 里 ，能 够 坐 下

来 观 、品 一 台 戏 ，已 是 件 奢 侈 事 。 另

一 侧 有 一 书 院 ，唤“ 城 南 书 院 ”，书 院

门 前“ 穿 越 百 年 的 街 市 ”几 个 字 格 外

醒 目 。 我 们 穿 过 广 场 进 入 街 市 ，好

似 穿 越 百 年 ，从 现 代 都 市 穿 越 到 明

清 的 街 市 巷 陌 ，那 种 恍 惚 与 隔 世 感 ，

鲜明而自然。

南 街 主 打“ 味 觉 乡 愁 ”，宁 波 排

得 上 号 的 老 字 号 、老 味 道 基 本 可 以

在 这 里 找 到 。 两 条 并 行 的 街 巷 ，沿

街 河 按“ 目 ”字 形 铺 开 ，夜 色 与 暖 色

调 的 街 灯 ，把 沿 街 砖 木 结 构 、前 店 后

铺（或 院 子）、传 统 浙 东 民 居 风 格 的

老 房 子 ，涂 抹 得 朦 胧 而 温 暖 。 那 些

从 主 街 岔 出 去 的 小 巷 子 ，在 幽 微 灯

光 的 点 缀 下 ，像 一 个 个 休 止 符 ，又 像

一 条 条 时 间 隧 道 。 走 在 整 洁 、看 不

清 颜 色 的 石 板 路 上 ，种 种 美 妙 的 气

味 混 杂 着 秋 日 桂 花 的 阵 阵 甜 香 ，游

逸 在 空 气 中 ，撩 拨 着 我 们 的 嗅 觉 。

眼 睛 被 两 边 各 色 店 铺 现 做 现 卖 、林

林 总 总 的 美 食 吸 引 ，生 怕 一 不 留 神

错过了什么。

在一家灯火通明的店铺前，我们

遇 上 了 一 支 长 长 的 购 物 队 伍 ，顺 着

河 边 一 直 排 到 巷 子 口 ，走 近 一 看 ，卖

的 竟 是 麻 花 。 麻 花 在 我 国 南 北 方 到

处 都 有 ，何 至 于 如 此 夸 张 ？ 原 来 在

宁 波 ，麻 花 不 叫 麻 花 ，叫 油 攒 子 ，除

了 通 常 的 甜 口 味 外 ，另 有 种 苔 条 味

的 ，色 泽 苔 绿 ，咸 甜 里 掺 杂 着 缕 缕 油

炸 苔 菜 的 味 道 。 我 们 也 各 自 购 了 一

纸 袋 捧 着 吃 ，酥 脆 香 甜 ，清 新 不 腻 ，

果然很宁波。

慈城年糕是宁波传统特产，名气

在 外 ，老 街 也 有 门 店 。 那 里 不 仅 有

一 条 条 、一 码 码 白 润 细 长 的 年 糕 ，还

有 种 现 做 的 饺 子 形 美 食 —— 年 糕

饺 。 饺 馅 多 样 ，有 传 统 的 白 糖 芝 麻

豆 沙 馅 、咸 菜 冬 笋 肉 丝 馅 ，也 有 创 新

型 的 奶 油 蛋 黄 、巧 克 力 和 多 味 的 坚

果 肉 泥 馅 。 我 们 当 然 不 能 错 过 ，各

点 了 传 统 的 两 味 。 售 货 员 从 冒 着 腾

腾 热 气 的 白 糯 年 糕 团 上 揪 下 面 剂 ，

在 案 板 上 摊 平 ，擀 开 ，加 馅 ，两 面 对

折 ，后 灵 巧 地 在 弧 形 缘 上 拧 上 折 耳

边 ，一 个 好 看 的 年 糕 饺 就 成 了 。 捧

手 里 ，滚 烫 ，暖 手 ；咬 一 口 ，软 糯 ，香

甜，咸鲜……适口、乐胃、实惠。

伴 着 暖 暖 的 街 灯 徜 徉 ，我 们 还

不 时 与 赵 大 有 、同 茂 记 、汲 浭 斋 、梅

龙 镇 等 宁 波 老 字 号 相 遇 。 溪 口 千

层 饼 、三 北 豆 酥 糖 、瞻 岐 米 馒 头 、缸

鸭 狗 汤 圆 …… 都 是 老 牌 子 、老 小

吃 、老 点 心 ，弥 漫 着 浓 浓 的“ 老 宁 波

味 道 ”。

与南街相比，主推文创休闲的北

街 入 夜 后 显 得 门 庭 寥 落 一 些 ，清 冷

的 街 面 上 行 人 稀 少 。 但 是 ，街 口 的

大 红 灯 笼 、温 暖 的 街 灯 ，抵 消 了 场 面

的 清 冷 。 沿 街 密 集 的 浙 东 明 清 建 筑

风 格 店 铺 、院 子 ，平 整 洁 净 的 石 板

道 ，以 及 点 缀 于 木 架 壁 、青 砖 墙 上 的

花草挂件，也值得一路去逛逛。

光着脚丫，玩耍戏台上，

细雨落在八角亭上。

油攒子飘来一阵香，

卖汤圆阿婆也很忙。

往南门的人匆匆忙忙，

他去往赶集的路上……

这 首 叫《南 塘 老 街》的 歌 谣 ，描

写 的 是 南 塘 老 街 的 过 往 ，属 于 老 底

子 的 宁 波 人 。 时 光 流 逝 ，随 着 岁 月

的 洗 涤 ，那 些 斑 驳 的 老 街 故 事 深 藏

在每一位宁波人的心底。

走 在 夜 晚 的 南 塘 老 街 上 ，会 在

不 自 觉 中 慢 下 脚 步 ，细 品 老 宁 波 的

味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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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点点望
文<刘星

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古城

夜来烟火浓
文<宋红军

陕西省西安市易俗社文化街区

夜 幕 降 临 ，西 安 易 俗 社 文 化 街 区 灯

火 辉 煌 ，富 有 现 代 感 的 门 楼 在 灯 光 的 映

衬 下 流 光 溢 彩 ，不 远 处 的 钟 楼 与 鼓 楼 相

对而望，交相辉映。

易 俗 社 文 化 街 区 以 戏 曲 为 主 题 ，以

“ 街 、坊 、巷 、院 ”为 基 础 ，依 托 百 年 秦 腔

剧 社 易 俗 社 ，打 造 了 一 条 集 秦 腔 演 艺 、

老 字 号 美 食 、国 潮 时 尚 于 一 体 的 文 化 步

行街，是夜西安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夜色，有着沉淀和催生的双重魔力，

让 寂 静 的 更 寂 静 ，热 闹 的 更 热 闹 。 视

觉 、听 觉 与 味 觉 的 盛 宴 ，在 霓 虹 繁 华 中

徐 徐 铺 开 。 北 方 秋 夜 ，微 风 轻 拂 ，有 点

冷 了 。 不 过 ，心 底 热 情 激 荡 ，一 点 都 不

影响雀跃的脚步。

不 远 处 传 来 的 秦 腔 苍 凉 铿 锵 ，我 不

由 得 紧 走 几 步 ，来 到 露 天 戏 台 。 台 上 演

员 正 卖 力 表 演 ，一 腔 一 调 ，吼 出 古 城 西

安 的 韵 味 。 台 下 观 众 或 站 或 坐 ，看 得 入

神、听得专注，连连鼓掌叫好。

曲 终 人 不 散 ，皓 月 正 当 空 。 扭 头 一

望 ，坐 落 在 街 区 中 心 位 置 的 中 国 秦 腔 艺

术 博 物 馆 、易 俗 社 百 年 博 物 馆 已 经 闭

馆 ，我 感 觉 有 点 小 小 的 遗 憾 。 演 罢 秦

腔 ，大 戏 台 摇 身 一 变 ，成 了 摇 滚 青 年 们

的 乐 土 。 激 情 四 溢 的 摇 滚 ，仿 佛 要 将 整

个秋夜点燃。

夜 来 烟 火 浓 ，撩 拨 人 的 香 味 逸 散 在

空气中。街区中齐聚了西安人熟悉的老

字 号 餐 饮 品 牌 ：西 安 饭 庄 、同 盛 祥 、西 安

烤 鸭 店 、五 一 饭 店 、白 云 章 、新 中 华 等 。

从 华 灯 初 上 到 夜 深 人 静 ，这 里 始 终 高 朋

满 座 ，生 意 红 火 。 不 仅 是 谙 熟 的 老 西

安 ，许 多 外 地 游 客 也 慕 名 而 来 ，品 尝 这

里 特 有 的 美 食 。 所 谓 幸 福 ，在 吃 饱 喝 足

之后，更好地被体味。

夜游一族把这里当作补充给养的必

到 之 处 。 不 管 是 从 戏 台 过 完 戏 瘾 ，还 是

逛 累 了 热 乎 乎 咥 上 一 顿 ，都 是 对 饥 肠 辘

辘的自己最好的犒赏。热情的店主迎接

着 一 拨 儿 接 一 拨 儿 的 客 人 ，忙 得 不 亦 乐

乎 。 璀 璨 的 灯 海 包 裹 着 喧 哗 的 人 流 ，夜

色 越 深 热 情 越 涨 ，星 空 之 下 处 处 是 对 夜

归人最实在的慰藉。

沿 着 同 盛 祥 门 前 的 楼 梯 向 下 ，便 来

到 东 邦 哥 文 旅 创 意 主 题 街 区 ，瞬 间 仿 佛

穿 越 回 20 世 纪 80 年 代 。 充 满 时 代 记 忆

的 标 语 、单 卡 录 音 机 播 放 的 曾 红 极 一 时

的 粤 语 歌 曲 、游 戏 厅 里 被 敲 击 得 噼 啪 作

响 的 大 块 头“ 街 机 ”、老 式 理 发 店 门 前 匀

速 转 动 的 红 蓝 条 纹 发 廊 灯 、安 装 着 木 制

座 椅 和 胶 片 放 映 机 的 电 影 放 映 室 、旋 转

灯球照射着水泥地面的旱冰场……浓浓

的年代感扑面而来。

每 拐 过 一 个 街 角 ，那 些 被 尘 封 的 记

忆就被不断勾起。曾经西安乃至整个西

北 地 区 的 流 行 风 向 标 —— 骡 马 市 服 装

城 、浸 润 了 几 代 西 安 人 情 感 的 本 土 品 牌

“ 冰 峰 ”的 博 物 馆 、穿 梭 在 西 安 城 最 繁 华

路 段 的 1 路 电 车 …… 沉 浸 式 场 景 的 高 度

还 原 ，让 那 些 关 于 老 西 安 城 、关 于 青 春 、

关 于 过 往 的 回 忆 直 抵 心 底 ，让 人 瞬 间 涌

起一股温暖。

夜晚的易俗社文化街区是市民休闲

和 游 客 打 卡 的 网 红 地 ，演 绎 着 不 一 样 的

人 间 烟 火 。 就 在 这 迷 人 的 秋 夜 里 ，缓 缓

漫 步 ，深 深 呼 吸 ，将 乡 愁 与 美 好 ，在 月 色

中渐渐拉长……

老宁波的味道
文<寒石

浙江省宁波市南塘老街

“客从今夜来，清风送酒香。我思念

的 小 城 ，正 值 秋 凉 。”入 秋 之 后 ，季 节 变

迁好像一帧帧电影画面。天是空明的碧

蓝 色 ，光 从 树 叶 底 丝 丝 漏 下 ，悄 悄 散 发

着 秋 天 的 气 息 。 秋 本 身 是 美 的 ，当 秋 遇

上古城的夜色，更是另一种美景。

在 汾 河 谷 地 ，矗 立 着 一 座 千 年 古 城

平 遥 。 它 始 建 于 周 宣 王 时 期 ，最 初 用 于

军 事 防 御 ，明 洪 武 三 年（公 元 1370 年）扩

建 ，成 就 现 有 格 局 。 鸟 瞰 平 遥 古 城 ，其

形 同 一 只 欲 行 未 动 的 乌 龟 ，民 间 便 有

“ 龟 城 ”之 说 ，寓 意 固 若 金 汤 ，长 治 久

安 。 整 座 古 城 ，将 明 清 时 期 的 建 筑 与 生

活 气 息 一 并 保 存 下 来 。 沧 桑 的 城 墙 ，古

朴 的 街 道 ，充 满 历 史 感 的 票 号 、镖 局 、县

衙 、文 庙 ，这 里 的 一 砖 一 瓦 、一 街 一 巷 ，

都还是旧时那片古朴晋地的味道。

第 一 次 听 说 平 遥 ，是 在 20 年 前 的 国

际 摄 影 大 赛 中 。 那 些 精 美 图 片 ，引 发 我

对 这 个 有 2800 多 年 历 史 的 古 城 的 向 往

和 期 盼 。 第 一 次 到 平 遥 ，是 10 年 前 的 五

一 假 期 。 那 次 出 游 ，除 了 遇 见 印 象 中 的

古 城 墙 、日 昇 昌 、文 庙 、县 衙 大 院 ，还 有

夜 色 下 的 古 城 风 景 以 及 平 遥 牛 肉 的 美

味 。 之 后 又 有 两 次 古 城 行 ，每 次 都 被 它

的不同魅力吸引。

白天不懂夜的美。白天的古城是喧

闹 的 ，游 客 络 绎 不 绝 ，人 声 鼎 沸 。 平 遥

的 街 道 ，青 石 斑 驳 ，商 贾 云 集 。 大 街 小

巷 中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非 南 大 街 莫 属 。 此

街 又 称“ 明 清 一 条 街 ”，招 幌 如 林 ，高 屋

连 脊 。 到 了 夜 晚 ，大 红 灯 笼 高 高 挂 ，将

街道两旁晕染得格外漂亮夺目。这些古

色 古 香 的 建 筑 ，让 人 有 种 隔 世 的 感 觉 ，

好 像 一 秒 进 入 古 时 的 繁 华 街 巷 ，不 想 离

去 。 位 于 古 城“ 天 心 十 道 ”处 的 市 楼 ，是

整 个 县 城 的 标 志 性 建 筑 ，也 是 夜 幕 下 最

夺目的景致之一。

平 遥 ，不 平 常 ，不 遥 远 。 华 灯 初 上 ，

美 轮 美 奂 的 灯 光 秀 正 在 迎 薰 门 广 场 上

演 。 从“ 古 陶 初 封 ”“ 吉 甫 筑 城 ”到“ 文 景

之 治 ”“ 汇 通 天 下 ”，灯 光 展 现 着 古 城 历

经千载的变化。巍峨的古老城垣厚重深

沉 ，远 远 望 去 ，仿 佛 是 用 灯 光 和 城 墙 共

同 围 住 了 一 段 旧 时 岁 月 ，更 凸 显 了 这 座

文 化 古 城 的 风 情 与 古 韵 ，让 人 走 出 城 门

依然意犹未尽地不住回望。

夜 游 平 遥 ，还 有 一 件 必 须 打 卡 的 事

情 ，那 就 是 去 感 受 一 下 实 景 演 出《又 见

平 遥》带 来 的 震 撼 。 跟 着 剧 情 边 走 边

看 ，在 迷 宫 一 样 的 剧 场 里 ，零 距 离 触 摸

历 史 ，感 受 晋 商 文 化 。 232 名 镖 师 与 东

家 远 赴 沙 俄 ，保 回 票 号 王 掌 柜 的 唯 一 血

脉 ，但 却 客 死 他 乡 ，无 一 生 还 。 一 场 别

致的演出让平遥在古朴悠远中多了一分

灵动：一城见文，一城见心。

有 人 的 地 方 就 有 江 湖 ，而 平 遥 江 湖

的核心或许就是镖局。古城里的华北第

一 镖 局 博 物 馆 ，正 是 透 过 历 史 的 眼 眸 ，

让后人站在岁月的肩膀上远眺。那些镖

箱 、镖 车 、兵 器 以 及 炊 具 、家 具 等 ，无 一

不 记 录 着 当 年 镖 局 血 雨 腥 风 的 江 湖 史 ，

重 现 了 镖 师 们 走 南 闯 北 、在 刀 尖 上 讨 生

活的情景。

感 慨 完 古 城 历 史 的 悠 久 厚 重 ，才 想

起热闹的夜晚不能少了美食的陪伴。街

边小店的灯光将原本就很诱人的小吃美

食衬得更加让人垂涎。平遥美食首推平

遥牛肉。以传统手艺制作的牛肉色泽红

润 ，肉 质 鲜 嫩 ，肥 而 不 腻 ，瘦 而 不 柴 ，醇

香 可 口 ，回 味 无 穷 。 刀 削 面 外 滑 内 筋 ，

软 而 不 黏 ，越 嚼 越 香 。 以 白 面 粉 为 原 料

制 作 的 平 遥 碗 托 ，蘸 上 特 色 调 料 ，只 能

说 声 绝 了 。 在 平 遥 几 乎 无 人 不 知 、无 人

不 晓 的 平 遥 水 煎 包 ，外 皮 金 黄 ，酥 脆 可

口 ，馅 料 丰 富 ，鲜 嫩 多 汁 。 此 外 还 有 猫

耳朵、玉米发糕、莜面栲栳栳……无不在

灯光的照耀下充满吸引力。

远 处 有 歌 声 若 隐 若 现 ，让 消 食 的 游

人 驻 足 、观 望 、聆 听 ，原 来 是 从 巷 子 里 酒

馆 传 来 的 。 于 是 借 着 夜 色 的 掩 护 ，放 下

心 中 所 有 的 荒 诞 不 经 ，喝 一 杯 从 未 喝 过

的酒，跟着音乐放松心情。

渐渐地，夜深了，只有窗外的月亮还

在缓缓走动。两次入住的平遥客栈古色

古香，在雕刻精美的床榻上一夜好眠。

“梦是今夜短，路是明日长。回眸点

点 望 ，平 遥 情 更 长 。”赵 照 的《平 遥 行》，

道尽了游人的心声。

文 峰 塔 、钟 楼 、高 阁 寺 、魁 星 阁 、

三 角 湖 角 楼 …… 描 绘 出 安 阳 古 城 美

丽 的 天 际 轮 廓 。 日 落 霞 消 ，华 灯 绽

放 ，登 临 任 意 一 处 ，都 可 将 古 城 夜 景

尽收眼底。

最 具 诱 惑 的 当 数 文 峰 塔 。 它 一

反 常 规 ，塔 身 下 小 而 上 大 ，为 国 内 外

所 罕 见 。 踏 着 72 级 台 阶 盘 旋 而 上 ，

来 到 塔 顶 平 台 ，千 年 古 城 的 古 风 古

韵 即 刻 呈 现 眼 前 ，满 城 彩 灯 闪 烁 ，仿

佛欲与满天繁星相媲美。

与其在高处观望，不如到古城古

街 游 逛 。 从 文 峰 塔 下 来 ，向 东 行 至

北 大 街 ，穿 过 钟 楼 门 洞 ，只 见 霓 虹 灯

下 ，颇 具 明 清 特 色 的 楼 阁 商 铺 与 现

代 招 牌 相 得 益 彰 ，穿 的 、用 的 自 不 必

多 说 ，单 是 特 色 小 吃 就 让 人 忍 不 住

放 慢 脚 步 。 举 一 串 煎 皮 渣 ，或 拿 一

块 炸 血 糕 ，还 可 以 捧 一 盒 粉 浆 饭 ，一

边 品 尝 安 阳 特 色 美 食“ 三 大 宝 ”，一

边 游 逛 古 城 彰 德 府 ，饱 了 口 福 ，又 饱

眼福。

循 着 高 阁 寺 的 灯 光 ，移 步 县 前

街 ，刚 到 街 口 ，就 看 到 一 溜 儿 老 字 号

饭 庄 。 挑 选 一 家 中 意 的 ，坐 下 来 尽

情 享 用“ 安 阳 平 席 ”。 这 是 延 续 千 百

年 的 古 城 味 道 ，由 明 代 赵 王 府 的 皇

家 宴 席 传 承 至 今 ，有 四 套 菜 品 ，每 套

八 件 ，寓 意“ 四 平 八 稳 ”，由 此 得 名

“ 平 席 ”。 高 阁 寺 并 不 是 寺 庙 ，而 是

当 年 赵 王 登 高 酌 酒 、观 景 吟 诗 之

处 。 如 今 ，坐 在 古 朴 典 雅 的“ 王 府 小

院 ”，从 32 道 经 典 菜 品 中 点 上 一 道

“ 细 香 碟 上 灶 ”，细 细 品 尝 ，莲 藕 的

脆 、肉 丝 的 嫩 、时 蔬 的 鲜 融 合 在 一

起 ，酸 香 柔 美 ，越 嚼 越 香 ，像 是 品 尝

到了古城古朴的文化味儿。

肚 子 饱 了 ，劲 儿 足 了 ，悠 闲 散 步

消 食 ，此 时 最 好 的 去 处 当 属 网 红 打

卡 街 仓 巷 街 。 沿 着 古 街 前 行 ，随 意

挑 选 一 处 古 宅 院 ，推 开 纯 木 铆 合 的

大 门 ，穿 过 倒 坐 房 ，绕 过 照 壁 ，站 在

院 子 里 ，古 韵 扑 面 而 来 。 灯 光 穿 过

雕 花 门 窗 ，映 照 在 院 内 的 一 株 石 榴

树 上 ，红 红 的 果 实 张 开 诱 人 的 笑 脸 ，

点亮宅院的钟灵毓秀之美。

宅 院 里 的 甲 骨 文 书 屋 是 一 座 当

地 有 名 的 特 色 城 市 书 屋 ，有 很 多 关

于 安 阳 古 城 历 史 文 化 的 书 籍 。 从 书

架 上 挑 出 一 本 书 随 意 翻 阅 ，我 加 深

了 对 安 阳 古 城 文 化 底 蕴 的 认 识 。

从 书 中 得 知 ，古 城 有 九 府 十 八 巷 七

十 二 胡 同 ，如 同 一 座 历 史 文 化 博 物

馆 ，处 处 有 故 事 ，就 连 每 一 条 街 巷

的 名 字 都 有 说 头 。 这 里 的 仁 义 巷 ，

有 一 段 邻 里 谦 和“ 让 道 ”的 美 谈 。

主 人 公 是 明 代 吏 部 尚 书 郭 朴 ，其 官

德 人 品 为 家 乡 人 传 颂 ，如 今 的 郭 朴

祠 ，每 天 游 人 如 织 。 小 颜 巷 ，因 明

朝 一 代 名 儒 崔 铣 而 得 名 。 他 学 识

渊 博 ，有“ 小 颜 回 ”之 美 誉 ，编 修 的

《彰 德 府 志》堪 称 历 代 范 本 。 仓 巷

街 ，因 位 于 原 来 的 县 衙 粮 仓 门 口 而

得 名 ，旧 时 居 住 的 多 为 达 官 贵 人 ，

俗 称“ 龙 街 ”。 其 北 面 的 甜 水 井 街 ，

居 住 的 多 是 富 贾 显 贵 ，大 家 闺 秀 个

个 能 文 善 舞 ，素 有“ 凤 街 ”之 誉 。 有

人 在 网 上 留 言 ：“ 走 过 龙 凤 街 ，爱 上

安 阳 城 。”

徜 徉 于 安 阳 古 城 的 街 巷 、院 落 ，

一 路 走 ，一 路 看 ，一 路 听 ，切 身 体 会

到 安 阳 这 座“ 七 朝 古 都 ”的 历 史 文 韵

之 美 。 行 至 昼 锦 堂 ，又 被 浓 浓 的 书

香 所 吸 引 。 这 里 幽 雅 秀 丽 的 院 落 殿

堂 ，默 默 传 承 着 宋 代 三 朝 名 相 韩 琦

告 老 还 乡 的 故 事 。 院 中 的 昼 锦 堂 记

碑 由 北 宋 大 文 学 家 欧 阳 修 撰 文 、大

书 法 家 邵 必 题 写 碑 额 、大 书 法 家 蔡

襄 书 丹 ，记 述 的 是 韩 琦 的 传 奇 故

事 。 因 文 章 绝 妙 、书 法 绝 精 、记 述 之

人 绝 奇 ，故 称“ 三 绝 碑 ”。 昼 锦 堂 是

读 书 修 身 养 性 之 地 ，后 更 名 为 昼 锦

书 院 ，清 代 又 改 为 昼 锦 学 堂 ，从 这 里

走出了许多栋梁之材。

有 人 说 ，昼 锦 堂 出 人 才 ，是 因 其

临 近 魁 星 阁 ，近 水 楼 台 先 得 月 ，占 了

“ 魁 星 点 斗 ”的 光 。 月 上 柳 梢 ，华 灯

溢 彩 ，魁 星 阁 好 似 一 座 璀 璨 的 殿 堂

屹 立 在 高 大 的 城 墙 上 。 登 城 墙 ，进

殿 堂 ，只 见“ 魁 星 ”满 面 红 光 ，挥 笔 指

向 处 ，一 排 排 教 学 楼 灯 火 通 明 ，安 阳

市 第 一 中 学 、第 六 十 六 中 学 的 莘 莘

学 子 正 在 苦 读 追 梦 ，期 待 被“ 魁 星 ”

点 中 ，金 榜 题 名 。 魁 星 阁 的 彩 光 、教

学 楼 的 灯 光 ，交 织 倒 映 在 护 城 河 的

水 面 上 ，将 人 们 的 思 绪 与 梦 想 一 起

放飞……

夜游安阳古城，还不能错过三角

湖 公 园 的 豫 剧 表 演 。 一 踏 进 公 园 大

门 ，伴 奏 声 、演 唱 声 、喝 彩 声 ，声 声 入

耳 ，感 觉 走 进 了 梨 园 。 没 错 ，这 里 正

是 戏 剧 爱 好 者 的 梦 想 空 间 。 听 上 一

段 夜 场 豫 剧 ，心 情 随 着 湖 面 波 光 舒

展 开 来 。 湖 畔 的 古 城 墙 台 阶 宽 大 平

缓 ，灯 光 透 过 枝 叶 间 隙 洒 在 台 阶 上 ，

宛 如 给 城 墙 穿 上 了 碎 花 裙 子 。 城 墙

平 台 入 口 处 有 一 块 高 大 的 石 碑 ，上

书“ 古 相 州 城 ”四 个 篆 字 。 古 代 安 阳

曾 为 相 州 ，借 着 灯 光 阅 读 碑 文 ，历 史

厚重感油然而生。

晚 风 轻 送 ，送 来 不 远 处 的 评 书

声 。 走 近 聆 听 一 段 河 南 坠 子 书《岳

飞 大 战 朱 仙 镇》，心 绪 一 下 子 穿 越 到

两 军 对 垒 、剑 拔 弩 张 的 古 战 场 。 岳

飞 为 相 州 汤 阴 人 ，千 百 年 来 ，家 乡 人

一 直 在 传 颂 他 的 功 德 。 伴 随 激 昂 的

琴 声 与 说 唱 ，在 多 彩 变 幻 的 古 城 夜

空 里 ，我 似 乎 看 到 岳 飞 身 披 战 袍 、跨

马 舞 枪 的 威 武 形 象 ，内 心 被 他 精 忠

报国的故事深深感染。

安 阳 古 城 ，是 一 座 历 史 殿 堂 、一

处 文 化 高 地 、一 片 梦 想 空 间 。 在 灯

火 璀 璨 的 夜 晚 行 走 其 中 ，犹 如 开 启

一场历史文化旅行。

爱上安阳城
文<杨林防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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