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 陵 村 是 碧 色 的 ，一 种 烟 雨 江 南

特 有 的 缥 碧 色 ，温 润 如 玉 ，清 淡 如 云 。

水 波 是 淡 碧 ，长 亭 是 青 碧 ，而 远 山 ，则

是 渺 然 寂 静 的 翠 碧 。 于 是 ，我 行 走 在

这 一 片 深 深 浅 浅 、明 明 灭 灭 的 碧 色

中 ，轻 轻 回 望 ，一 不 小 心 收 纳 了 满 眸

空 灵 。

宜 兴 是 典 型 的 水 乡 ，家 家 尽 枕

河 。 境 内 河 流 超 过 3000 之 数 ，水 道 细

细 密 密 ，曲 折 繁 复 ，小 桥 也 多 似 星 子 ，

光 是 200 年 以 上 的 ，就 多 达 150 座 。 祝

陵 村 的 这 座 玉 带 桥 ，即 便 在 同 类 中 也

是 独 一 档 ，只 因 有 一 位 震 古 烁 今 的 大

人物为其“代言”，那就是苏东坡。

林 语 堂 说 ，没 有 人 可 以 不 爱 苏 东

坡。他一生洒脱不羁，四处漂泊，犹能

轻 舟 逐 水 自 在 随 风 ，一 蓑 烟 雨 任 平

生。他曾设想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

余生”的理想生活，可见和行船结下了

不解之缘。

不 过 ，传 说 中 苏 东 坡 在 祝 陵 村 搭

船，却生出了许多波折。桥坏了，他想

搭船渡河，船夫却不肯让他直接上船，

而是出了一副楹联作为考题。因为船

夫 当 时 正 在 清 理 河 泥 ，古 文 叫“ 罱 河

泥 ”，他 出 的 上 联 便 是 ：“ 泥 罱 罱 泥 ，泥

鳅 钻 出 泥 罱 眼 。”用 了 顶 真 和 重 复 ，想

要 工 整 地 对 上 十 分 不 易 。 不 过 ，这 自

然难不倒才思敏捷的苏东坡。他转而

望 见 一 旁 的 水 牛 正 套 着 磨 盘 拉 水 车 ，

遂 脱 口 而 出 道 ：“ 水 车 车 水 ，水 牛 盘 过

水车头。”

传 说 中 ，苏 东 坡 取 下 玉 带 赠 予 船

夫，让其在祝陵村修建一座新桥，这就

是 如 今 的 玉 带 桥 。 所 以 ，我 们 今 日 在

桥边流连驻足，欣赏山光水色、烟树垂

柳，心旷神怡而迟迟忘归，大半是托了

东 坡 的 福 。 开 春 的 时 候 ，垂 柳 的 柔 梢

低拂碧绿的波心，我坐在一只小舟上，

橹声轻摇，款款飘荡在玉带桥边。

流 波 清 澈 见 底 ，澄 明 如 琉 璃 。 我

一 低 眉 ，就 望 见 满 天 流 云 、袅 袅 杏 花 ，

双 燕 在 水 边 小 楼 顾 影 自 照 ，轻 软 的 风

送来草木香气。暖阳下，万物生发，春

光 如 梦 。 树 头 花 朵 绽 放 ，风 前 灼 灼 的

流 华 似 一 条 锦 幄 铺 开 。 当 是 时 ，我 终

于明白，什么叫“春水碧于天”，什么又

叫“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能 在 江 南 白 头 偕 老 ，想 来 是 生 命

中 的 一 种 厚 福 。 祝 陵 村 的 名 字 起 源 ，

恰 是 中 国 民 间 最 凄 美 的 爱 情 故 事“ 梁

祝”。祝陵，就是祝英台之墓。

祝 英 台 的 墓 在 青 龙 山 上 。 沿 着 祝

陵 河 行 走 ，经 过 绿 荫 满 野 ，莺 啼 阵 阵 ，

桃 花 涨 溪 川 ，垂 柳 笼 如 烟 ，不 禁 想 到 ，

在 千 年 前 那 个 同 样 烟 雨 霏 霏 的 南 朝 ，

在 这 同 一 片 土 地 上 ，曾 有 一 位 女 子 孤

绝地化蝶而去，留下无数悲欢离合、惋

恨 叹 息 。 世 间 最 怅 是 红 粉 飘 零 ，艳 骨

尘土，好在还留下了祝陵，还有悠长的

时 光 可 供 凭 吊 闲 吟 ，告 诉 我 们 人 生 苦

短，当从容优游，且行且珍惜。

我 来 的 时 候 恰 逢 观 蝶 节 ，这 是 祝

陵 村 一 年 一 度 的 盛 事 。 春 风 骀 荡 ，群

蝶 绕 树 木 古 祠 飞 舞 ，犹 如 一 场 纷 纷 扬

扬 的 雪 迎 着 旭 日 ，美 丽 而 震 撼 。 村 里

举 办 了 梁 祝 爱 情 文 化 节 ，青 翠 欲 滴 的

柳 树 下 ，人 们 就 地 摆 摊 ，物 件 琳 琅 满

目 ，堆 放 在 芳 草 之 间 ，花 朵 、饰 品 、编

织、绘画，不一而足。

时 有 吹 笛 者 站 在 树 下 ，缓 缓 奏 响

一 曲 。 笛 声 悠 扬 如 黄 莺 语 ，渺 渺 落 在

流动的春水中，似有若无，仿佛千百年

前那多情善睐的女子，素衣提灯，在时

光的帷幕中凝望，诗酒趁年华，烟火半

生休。

那天，我在河边停留了许久，任一

痕青碧染上眉头。祝陵村的碧色浅浅

淡 淡 ，轻 似 梦 、幽 如 雨 ，好 像 名 士 东 坡

轻 笑 声 中 从 容 泛 舟 归 去 的 背 影 ，也 像

是 祝 姑 娘 当 年 含 情 脉 脉 的 双 眸 。 后

来，每当我想起碧绿色，总会念起祝陵

村的那个午后，于是，我微笑着轻轻拿

出笛子，吹动一曲江南烟水。

任一痕青碧染眉间
文<顾润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张渚镇祝陵村

一 进 入 三 门 亭 旁 镇 ，一 面 飘 扬 的

红 旗 就 俘 获 了 我 的 视 线 。 哦 ，这 是 红

旗 吗 ？ 是 ，也 不 是 。 这 是 宛 如 红 旗 的

公 交 站 台 。 站 台 上 ，镂 空 的 红 色 大 字

“亭旁 1928”如火焰跳跃。红色、红旗、

1928，这是解读这方土地的密码吗？

抵 达 包 家 村 后 ，答 案 一 步 步 揭

晓 。 包 家 村 是 小 镇 亭 旁 的“ 心 脏 ”，一

些 用 来 描 摹 亭 旁 的 文 字 移 到 包 家 村

身 上 ，也 是 妥 帖 的 。 比 如“ 两 山 亭 立

如 天 马 ，双 溪 旁 流 若 地 龙 ”，这 既 是 亭

旁 古 镇 的 形 象 勾 勒 ，也 是 包 家 村 的 生

动 写 照 。 黄 豹 山 、鹤 山 南 北 相 对 ，亭

旁 溪 、南 溪 东 西 蜿 流 ，“ 土 沃 风 淳 ，可

以 居 焉 ”，包 氏 先 人 从 元 代 开 始 在 此

繁衍生息，蔚成大族。

追 寻 一 个 血 缘 村 落 的 秘 密 ，最 好

从 当 地 的 宗 祠 开 始 。 在 传 统 村 落 中 ，

宗 祠 往 往 是 全 村 等 级 最 高 、最 气 派 华

美 的 建 筑 ，包 氏 宗 祠 也 不 例 外 。 宗 祠

为 清 代 建 筑 ，坐 北 朝 南 ，四 合 院 式 砖

木 结 构 ，沿 中 轴 线 自 南 向 北 依 次 为 门

厅 、戏 台 、正 厅 ，两 侧 为 厢 房 。 一 抬

眼 ，就 被 门 厅 的 藻 井 惊 艳 到 了 。 藻 井

是 一 种 高 级 天 花 ，规 格 较 高 ，构 造 复

杂 ，多 用 于 建 筑 的 重 要 部 位 ，被 誉 为

“ 中 国 古 建 筑 最 美 的 天 宇 ”。 没 想 到 ，

一 个 小 小 的 乡 间 祠 堂 ，门 厅 居 然 就 用

上 了 藻 井 。 门 厅 三 开 间 ，每 间 皆 用 斗

栱 承 托 藻 井 。 藻 井 装 饰 彩 画 ，明 间 彩

绘 双 凤 ，次 间 彩 绘 鱼 化 龙 ，满 满 的 都

是 对 子 孙 成 才 的 祈 愿 。 戏 台 更 是 精

美 。 梁 檩 枋 柱 上 、飞 檐 翘 角 间 ，甚 至

斗 栱 上 ，细 细 密 密 的 ，全 是 彩 画 ，山

水 、花 卉 、戏 曲 人 物 等 等 ，五 彩 绚 烂 。

圆 形 藻 井 用 雕 花 板 层 层 盘 筑 ，斗 栱 层

层 出 踩 ，呈 六 层 阶 梯 形 ，通 体 彩 绘 ，炫

人 眼 目 。 台 前 石 柱 上 刻 对 联 ：“ 借 今

人 演 旧 事 务 使 风 淳 俗 美 ，奖 善 良 贬 邪

佞 惟 期 子 孝 孙 贤 。”把 戏 曲 的 教 化 作

用 说 得 明 明 白 白 。 正 厅 高 敞 轩 朗 ，柱

上楹联：“受姓自楚显自宋盛自明大自

清 功 高 德 厚 ，发 祥 于 湘 合 于 淝 衍 于 临

汇 于 宁 源 远 流 长 。”“ 清 白 传 家 宋 室 龙

图 后 裔 ，文 章 华 国 明 朝 虎 榜 先 登 。”浓

缩 着 村 庄 的 渊 源 与 历 史 。“ 京 兆 大 夫 ”

“郡城司马”“闽广奇功”……一块块匾

额高高悬挂，昭示着包氏人才辈出。

如 果 说 一 块 匾 额 代 表 着 一 个 人 ，

那 么 在 包 家 村 的 历 史 长 河 里 ，这 些 人

就 像 时 不 时 泛 起 的 浪 花 。 可 浪 花 朵

朵 ，终 比 不 得 中 流 砥 柱 。 包 家 村 中 流

砥柱式的人物，是包定（1902 年—1930

年）。 就 是 他 ，奠 定 了 村 庄 的 底 色 ：红

色 。 有 了 他 ，包 家 村 有 了 独 特 的 魅

力，它的名字叫“红”。

1928 年 5 月 ，在 亭 旁 ，一 阵 枪 响 ，

拉 开 了 一 出 历 史 剧 的 大 幕 。 剧 中 的

主角，就是包定。

1928 年 初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了 一

系 列 武 装 起 义 。 4 月 ，井 冈 山 会 师 ，点

燃 了 革 命 的 星 星 之 火 。 5 月 ，这 星 星

之火烧到了浙江。

1928 年 5 月 20 日 ，包 定 主 持 召 开

了 起 义 负 责 人 会 议 。 会 议 决 定 建 立

红 军 指 挥 部 ，确 定 了 起 义 的 纲 领 口

号 ，推 选 包 定 为 总 指 挥 。 23 日 夜 ，亭

旁 180 多 名 武 装 农 民 在 丹 邱 寺 集 中 ，

冒 雨 进 军 任 家 ，火 烧 任 家 地 主 大 院 ，

打 响 了 亭 旁 起 义 第 一 枪 。 26 日 拂 晓 ，

亭 旁 武 装 农 民 正 式 举 起 义 旗 。 起 义

部 队 以 红 布 为 号 ，干 部 臂 缠 红 布 ，战

士 襟 挂 红 布 ，手 持 步 枪 、土 枪 、大 刀 、

长 矛 ，占 领 了 亭 旁 。 追 随 前 来 的 群 众

有 千 余 人 ，汇 成 一 条 洪 流 ，齐 集 城 隍

庙 。 包 定 上 台 宣 布 解 散 当 地 所 有 反

动 机 构 ，庄 严 宣 告 亭 旁 区 苏 维 埃 政 府

革 命 委 员 会 成 立 。 这 是 浙 江 省 第 一

个 苏 维 埃 政 权 。 在 浙 江 大 地 上 ，第 一

面 绣 有 镰 刀 、斧 头 的 红 旗 冉 冉 升 起 ，

被誉为“浙江红旗第一飘”。

这 出 历 史 剧 的 前 传 ，可 去 包 定 故

居 看 看 。 故 居 位 于 包 家 村 石 街 路 ，为

清 代 木 结 构 合 院 式 建 筑 。 院 内 天 井

甚 奇 ，有 石 块 如 笋 横 出 。 亭 旁 人 给 予

奇 石 美 好 的 想 象 ，认 为 其 应 天 上 星

宿 ，名“ 七 星 岩 ”。 浙 东 一 带 称 天 井 为

“ 道 地 ”，这 里 也 就 被 人 称 为“ 七 星 岩

道 地 ”。 包 定 天 资 颖 异 ，幼 时 即 入 私

塾 读 书 ，后 来 转 入 亭 山 高 等 小 学 学

习 ，擅 长 诗 词 ，有“ 亭 旁 才 子 ”之 称 。

在 七 星 岩 道 地 成 长 的 包 定 ，家 境 殷

实 ，才 华 横 溢 ，年 纪 轻 轻 就 成 了 小 学

校 长 ，前 途 光 明 。 按 照 常 规 路 径 走 下

去 ，他 的 人 生 就 是 一 片 坦 途 。 但 是

不 ，诗 人 心 中 一 有 家 国 ，便 自 不 同 。

“ 男 儿 贵 有 掀 天 气 ，浩 瀚 磅 礴 昆 仑

峰 。”“ 莫 作 无 聊 不 平 鸣 ，高 擎 双 手 支

祖 国 。”“ 慷 慨 扬 鞭 出 里 门 ，风 萧 萧 兮

荡 乾 坤 。”“ 壮 士 无 复 儿 女 态 ，马 蹄 答

答 扑 征 尘 。”“ 人 为 万 物 之 灵 ，则 固 不

能 无 鸣 。”都 是 他 心 中 的 锋 芒 。 这 片

锋 芒 最 终 引 领 他 走 向 红 色 ，发 出 载 入

史册之鸣。

见 证 这 历 史 之 鸣 的 ，是 村 里 的 一

所 老 宅 ，离 包 定 故 居 不 远 。 老 宅 始 建

于 1924 年 ，系 民 国 闽 皖 赣 五 省 联 军 参

谋 、江 西 省 奉 新 县 知 事 包 子 聪 旧 宅 ，

也 是 亭 旁 起 义 指 挥 部 旧 址 。 老 宅 由

台 门 、照 壁 、天 井 、正 厅 、东 西 厢 房 等

组 成 。 亭 旁 起 义 时 ，正 厅 为 起 义 指 挥

部 ，左 厢 房 为 军 事 部 ，右 厢 房 为 少 先

部 ，大 门 左 右 房 间 为 交 通 部 和 财 政

部 。 从 誓 师 起 义 到 建 立 亭 旁 区 苏 维

埃政权，包定等人均在此办公。

包定公园则记录着这出历史剧的

后 传 。 包 定 公 园 修 缮 于 2018 年 ，内 有

包 定 衣 冠 冢 。 穿 过 一 座 题 写 着“ 赤 胆

忠 诚 ”的 白 色 牌 坊 ，一 道 陡 直 的 台 阶

通 向 黄 豹 山 顶 。 烈 士 包 定 雕 像 就 在

山 顶 昂 然 屹 立 ，目 光 炯 炯 ，手 持 书 卷 ，

一 副 意 气 风 发 的 青 年 模 样 。 是 的 ，是

青 年 啊 ，发 动 亭 旁 起 义 时 ，他 才 26

岁 。 1929 年 3 月 ，包 定 不 幸 在 杭 州 被

捕 。 在 狱 中 ，他 受 到 严 刑 拷 打 ，依 然

坚 贞 不 屈 。 自 知 不 免 一 死 ，他 寄 望 于

后 代 ，在 最 后 的 家 书 中 留 下 了 动 人 的

遗 言 ：“ 我 在 外 面 不 易 回 家 照 顾 孩 子 ，

这 是 你 们 所 明 白 的 。 盼 教 孩 子 们 踏

着 父 亲 的 足 迹 ，以 建 设 新 中 国 为 志 ，

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1930 年 6 月 22

日 ，包 定 在 杭 州 松 木 场 英 勇 就 义 ，年

仅 28 岁 。 塑 像 后 有 包 定 咏 黄 豹 山 的

诗碑，碑后即为包定衣冠冢。

站 在 烈 士 墓 前 ，感 受 赤 子 情 怀 。

不 远 处 ，一 列 动 车 正 呼 啸 而 过 。 这 不

正 是 新 时 代 的 鸣 声 吗 ？ 是 英 雄 曾 经

渴 望 的“ 自 由 、平 等 、光 明 、快 乐 的 崭

新社会”的鸣声。

它的名字叫“红”
文<叶子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亭旁镇包家村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枧田街乡大源村

日子在古井旁香樟树下
文<江锦灵

走 进 大 源 ，空 气 越 来 越 软 ，阳 光

会 拐 弯 似 的 ，填 塞 古 村 每 个 角 落 ，哪

怕 砖 瓦 枝 叶 的 缝 隙 也 被 渗 透 。 同 行

的 人 一 拨 拥 到 前 面 ，一 拨 落 在 后 头 ，

似 乎 有 意 为 我 腾 出 空 间 ，以 便 我 与 碎

石垒砌的墙壁乃至小巷私会。

古 典 气 息 浓 郁 的 时 空 ，宛 如 一 阕

宋 词 。 徜 徉 在 石 头 铺 就 、充 满 岁 月 感

的 路 面 ，我 像 一 枚 暂 失 语 境 的 现 代 词

汇，难以寻觅恰如其分的韵脚。

来 此 流 连 的 人 ，不 指 望 徒 步 的 流

畅 性 ，也 不 抵 达 具 体 目 标 ，甚 至 对 时

间 和 流 程 也 不 管 不 顾 ，反 倒 追 求 一 种

滞 涩 感 ，希 望 能 不 断 驻 足 抛 闪 视 线 ，

以 便 把 那 些 楼 、街 、墙 、巷 等 细 细 咀

嚼，嚼出时光滋味。

入 村 有 一 幢 修 整 一 新 的 牌 楼 ，更

像 两 个 时 空 的 临 界 点 。“ 古 道 香 茶 大

哉 民 亦 劳 止 ，小 桥 流 水 源 也 清 且 涟

漪 ”的 楹 联 大 气 又 精 巧 ，村 名 被 巧 妙

地 镶 嵌 其 中 。 深 入 古 村 内 部 ，瘦 瘪 成

遗 址 的 绣 花 楼 骑 街 而 立 ，规 模 并 不 逊

色 于 牌 楼 。 绣 花 楼 应 有 一 两 扇 窄 窗 ，

让 待 字 闺 中 的 姑 娘 泄 露 欲 说 还 休 的

风 华 ，又 令 心 存 歹 念 之 徒 为 非 无 路 。

日 常 生 活 里 的 她 或 她 们 ，绣 花 是 必 修

课 。 波 澜 不 惊 的 时 光 如 同 针 脚 那 般

缓 慢 而 缜 密 ，亦 如 少 女 心 思 。 楼 外 明

丽 的 油 菜 花 以 及 大 地 肌 理 的 一 抹 抹

颜色，皆是闺阁怀春的意象。

巷 道 的 石 砌 路 已 龟 裂 斑 驳 ，幽 光

闪 烁 ，与 两 面 的 墙 壁 同 一 色 系 。 路 身

垒 叠 多 少 人 的 足 迹 ？ 足 迹 或 深 或 浅 、

或 大 或 小 ，无 非 奔 着 喜 怒 哀 乐 而 来 ，

踏着悲欢离合而去。

若 沿 石 径 一 直 走 下 去 ，会 不 会 走

出 当 下 时 间 坐 标 ，走 入 某 个 皇 帝 年

号 ，走 成 风 尘 仆 仆 的 古 代 小 生 ？ 疲 累

了 ，就 随 意 坐 在 一 块 门 墩 歇 息 ，眼 前

这 条 街 历 经 人 、车 、牲 口 的 数 百 年 践

踏，人、车、牲口都远逝了，街巷仍在。

这条街犹如一条日夜不息的传输

带 ，分 批 次 、有 步 调 地 将 事 物 、生 命 和

日 子 置 换 ，还 将 送 走 多 少 生 活 和 光

阴 ？ 被 独 轮 车 碾 轧 出 的 辙 痕 如 时 间

的 眼 眸 ，直 勾 勾 望 着 我 ，让 我 不 敢 长

时 间 对 视 ，须 敛 住 目 光 ，方 能 稀 释 各

个角落乃至更远的远方。

始 建 于 乾 隆 年 间 的 两 座 门 楼 ，身

形 仍 未 走 样 ，只 是 脸 上 添 些 皱 纹 。 存

在 感 极 强 的 门 楼 梁 柱 ，只 管 把 目 光 拢

在 身 上 攀 爬 与 流 连 。 雕 镂 其 间 的 图

案 有 人 物 花 卉 、飞 禽 走 兽 ，依 然 栩 栩

如 生 ，仿 佛 春 风 一 吹 ，它 们 一 不 留 神

就 能 从 画 面 中 复 苏 ，跳 脱 而 出 ，立 于

你的跟前，继而跃出你的眼界。

古 村 冥 冥 之 中 替 你 想 好 了 ，不 会

让 你 一 直 窄 来 窄 去 ，于 是 来 一 座 小 广

场 ，像 有 意 帮 你 换 个 视 角 ，或 提 醒 你

调 匀 气 息 。 广 场 其 实 是 大 户 人 家 的

庭 院 。 入 院 左 侧 蹲 着 一 尊 当 下 人 看

来 较 为 陌 生 的 上 马 石 ，麻 石 材 质 ，脚

踏 的 痕 迹 已 被 岁 月 的 痕 迹 覆 盖 。 骑

马 的 人 不 会 再 回 来 ，马 已 跑 远 ，跑 回

时 光 深 处 。 入 院 右 侧 是 一 块 旗 杆 石 ，

青 石 材 质 。 旗 杆 换 了 多 少 根 ，已 不 可

考 。 如 果 没 有 周 边 现 代 化 的 建 筑 ，那

么 旗 杆 上 猎 猎 的 旗 帜 将 是 此 处 最 高

点 ，象 征 权 柄 和 荣 耀 。 这 么 一 个 特 殊

区 域 ，肯 定 是 要 装 些 故 事 。 据 传 ，晚

清 重 臣 左 宗 棠 曾 驻 扎 于 此 。 他 经 徽

饶 古 道 由 赣 入 皖 ，驰 援 被 太 平 天 国 军

队围困在安徽祁门的曾国藩……其实

不 必 借 助 某 某 人 物 的 名 号 架 构 叙 事 ，

如此气场，也非比寻常。

与 门 楼 岁 数 不 相 上 下 的 宗 祠 ，听

说 原 有 四 座 。 其 中 三 座 未 毁 于 战 火 ，

却 在 和 平 年 代 特 定 时 期 被 疯 狂 摧 毁 ；

一 座 幸 运 地 留 存 ，似 乎 背 负 历 史 嘱

托 ，虔 诚 而 执 着 地 向 今 人 诉 说 与 证 明

着 什 么 。 宗 祠 的 梁 柱 异 常 粗 壮 ，是 从

整 棵 树 中 剜 出 来 的 ，直 接 脱 胎 于 生

命 ，令 打 量 的 人 不 禁 嘘 唏 惊 叹 ，它 是

怎样从山林来到村庄？

古 村 大 源 怎 能 离 得 开 古 井 的 戏

份 ？ 古 井 ，好 比 村 子 的 心 脏 ，不 仅 贮

存 清 冽 的 水 ，还 暗 涌 月 亮 的 倩 影 、星

空的秘语和虫蛙的交响。

一 座 村 庄 往 往 不 止 一 口 井 ，但 总

有 一 口 年 纪 最 大 、资 历 最 老 ，领 衔 乡

亲 们 的 庸 常 日 子 ，最 有 故 事 范 ，最 能

聚 拢 一 群 人 。 井 ，除 了 完 成 涌 出 源 头

活 水 的 本 职 工 作 ，还 得 经 营 虫 鸣 蛙 唱

和 星 光 月 辉 的 业 余 爱 好 。 对 村 民 来

说 ，生 理 上 有 渴 求 ，精 神 上 也 汲 取 。

劳 作 一 天 的 乡 亲 们 卸 下 疲 惫 ，来 此 兑

换 闲 适 。 他 们 三 五 成 群 地 集 结 古 井

附 近 ，或 吧 嗒 吧 嗒 抽 着 旱 烟 ，或 稀 里

哗 啦 端 着 瓷 碗 喝 粥 喝 凉 粉 喝 绿 豆 汤 ，

或 摇 着 麦 秆 扇 闲 聊 ，聊 白 天 的 劳 动 情

景，聊村东的媳妇村西的汉子。

没 有 主 持 人 ，无 须 茶 水 果 品 ，更

不 用 遵 照 方 案 议 程 ，一 切 围 着 井 聊 开

来 。 井 不 言 ，倾 听 一 切 ，记 住 一 切 ，并

将 文 化 基 因 溶 解 ，以 绵 软 的 方 式 灌 溉

一 代 代 乡 亲 的 筋 脉 。 这 是 被 正 史 忽

略 的 鲜 活 野 史 ，是 当 下 人 难 得 参 与 的

生活现场。

古 村 主 体 无 非 老 房 子 ，墙 壁 的 下

部 用 石 头 砌 成 。 石 头 排 列 布 局 很 均

匀 、有 法 度 ，风 雨 洗 礼 ，并 无 塌 陷 ，色

泽 越 发 古 朴 而 弥 新 。 为 何 筑 成 石 头

墙 ？ 当 地 人 说 ，当 初 建 房 材 料 不 足 ，

砖 木 运 送 不 便 ，所 幸 石 头 不 缺 ，于 是

就 地 取 材 。 不 少 美 ，其 实 是 时 间 的 无

心插柳。

为 了 更 加 坚 固 ，便 于 观 瞻 ，村 民

会 定 期 使 用 青 灰 的 土 瓦 翻 修 房 屋 。

由 西 向 东 ，悦 来 客 栈 、豆 腐 店 、米 粮

店 、油 坊 等 遗 址 早 已 按 捺 不 住 昔 日 的

繁 华 ，需 要 我 们 这 些 过 客 启 动 想 象 加

以复兴。

村 东 香 樟 园 ，已 有 千 百 年 阅 历 ，

粗 的 树 干 八 人 难 以 合 抱 ，最 小 的 胸 围

也 两 米 有 余 ，寒 冬 可 挡 风 ，炎 夏 可 遮

阴 ，坚 忍 驻 扎 大 地 ，引 得 翠 竹 衬 饰 ，

草 木 环 伺 ，各 种 花 卉 或 错 落 有 致 或

大 大 咧 咧 地 点 缀 。 此 处 自 成 生 态 系

统 。 乡 亲 们 定 期 来 此 休 憩 ，避 暑 纳

凉 ，家 长 里 短 地 闲 谈 。 乡 亲 的 叙 事 与

抒 情 ，便 以 此 为 背 景 ，被 古 樟 们 见 证

并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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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人家
文<张玉丽

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马兰峪镇官房村

官 房 村 坐 落 于 河 北 遵 化 马 兰 峪

镇 ，与 遵 化 城 区 相 隔 27 公 里 ，北 靠 马

兰 关 ，西 临 清 东 陵 ，东 侧 为 燕 山 山 脉 ，

一条马兰河由村子西侧向东南流淌。

沿着公路行驶，车还未进村，远远

就看见有索罗杆矗立在古门楼前。同

行 的 朋 友 告 诉 我 ，满 族 人 家 皆 立 索 罗

杆 ，只 要 看 到 索 罗 杆 ，就 是 到 了 满 族

村，可以吃到地道的满族菜。

古 门 楼 屋 顶 仿 照 清 朝 的 四 脚 亭 ，

角脊微微翘起，与垂脊、鸱尾形成梯形

屋顶。两侧墙体撑起蓝绿色的雕花横

梁 ，正 中 间 是 写 有 满 汉 双 文 的“ 官 房 ”

牌匾。

出 村 迎 接 我 们 的 民 宿 老 板 娘 说 ，

“官房”二字是由几百年前这里的住房

性 质 而 来 的 。 明 朝 时 ，大 将 军 徐 达 看

中村子的风水，建成当时的“单位分配

房”供将领及其家人居住，“官房”就此

成了村子的名字。

穿过门楼，绕过影壁，古香古色的

街道赫然呈现在眼前。由青砖铺设的

主 路 两 侧 ，冬 青 树 在 春 风 的 召 唤 下 绿

得 发 亮 。 临 街 四 合 院 倒 座 的 灰 瓦 檐 ，

爬上了几枝含苞开放的桃花。

瓦檐之下，街角一隅，圆环的井座

也是村里的老物件。窄小的古井已经

废 弃 ，村 民 说 很 久 之 前 它 就 在 这 里 。

随 着 时 代 变 迁 ，看 着 一 代 又 一 代 村 民

来来去去，这座古井俨然是一位长者，

讲述着独属于村落的故事。

接 近 晌 午 ，老 板 娘 将 我 们 托 付 给

一位穿着旗装的大伯。大伯虽然年岁

大了，脚步慢了，但对村落的历史更为

熟 知 。 我 们 一 边 听 大 伯 讲 故 事 ，一 边

走 过 十 二 帝 铜 钱 街 ，又 看 了“ 刀 把 子 ”

样 式 的 老 城 墙 ，参 观 了 一 座 座 满 族 风

情的四合院，筋疲力尽时，才回到民宿

用餐。

民 宿 是 满 族 风 情 的 四 合 院 。 一 进

门是倒座房，向前走是影壁，隔开门外

与户内的天地。东西厢房之间有一块

菜地，平分成六畦，第一畦能看出是去

年 冬 天 新 撒 的 葱 苗 ，后 几 畦 被 薄 膜 覆

盖 着 ，熙 熙 攘 攘 的 绿 色 菜 苗 看 不 出 是

什么品种。

穿过菜地，走进正房，一张大圆桌

摆满了餐前美食。苏叶饽饽、驴打滚、

豌 豆 糕 …… 各 式 各 样 ，和 我 们 外 边 常

见的不尽相同。我与友人素来是美食

当前，“手机先吃”，举起手机每个角度

拍上两张。一旁女儿看我没有发令开

吃 ，急 得 咿 咿 呀 呀 大 叫 。 正 巧 上 菜 的

老 板 娘 路 过 ，捏 了 一 块 点 心 放 在 女 儿

手中，小人儿瞬间安静下来。

新 上 的 菜 就 是 传 说 中 的“ 八 大

碗”：蒸酥肉、蒸碗肉、蒸肘子、蒸排骨、

蒸 黄 鱼 、蒸 鸡 块 、蒸 扣 肉 、蒸 丸 子 。 硬

菜 一 上 ，餐 前 点 心 就 变 得 索 然 无 味

了 。 拿 起 筷 子 ，端 起 碗 ，肘 子 软 烂 滑

腻 ，扣 肉 鲜 咸 可 口 ，若 是 再 来 一 杯 小

酒，真的是羡煞旁人。

吃 饱 喝 好 ，老 板 娘 将 我 们 送 至 村

口，挥手告别。山水有重逢，他日定重

游。看着车窗外老板娘不断变小的身

影，我想那个“他日”应该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