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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昏 从 对 面 的 巾 山 双 塔 上 慢 慢 滑 落 ，暮

色 瞬 间 在 天 地 之 间 浸 洇 开 来 ，将 暮 未 暮 时 的

紫阳街笼罩在橘色的光影里。一街灯火在屋

檐 下 次 第 亮 起 ，一 盏 、两 盏 ，十 盏 、二 十 盏 ，蜿

蜒闪烁，如流动的江河，起伏着，绵延着。

刚 刚 过 去 的 龙 年 春 节 ，让 台 州 府 城 紫 阳

街 又 火 了 一 把 。 尽 管 春 节 长 假 已 经 结 束 ，紫

阳 街 的 热 闹 依 然 没 有 退 场 。 街 区 里 人 影 绰

绰 ，烟 火 腾 腾 ，街 角 灯 火 弥 漫 ，一 串 串 红 灯 笼

高高悬挂着。不远处的广场回荡着喜庆的歌

声，瓫城边的银杏树缀满各种色彩的灯，风情

万种地变幻着。此时的古街就像一个璀璨的

发光体，目光所至，繁华至极。

紫 阳 街 呈 南 北 走 向 ，长 千 余 米 ，玄 青 色 的

条 形 石 板 是 古 街 的 特 色 。 飞 檐 翘 角 ，花 窗 木

楼，吱呀的木门声里，偶尔会闪出几个穿着宋

服的女子，执一把团扇掩嘴浅笑，让人疑为穿

越到宋朝。

从 兴 善 门 的 入 口 慢 慢 爬 上 城 墙 ，墙 是 千

年 城 墙 ，灯 是 复 古 宫 灯 ，墙 外 的 梅 花 逸 出 俏

枝 ，一 城 幽 雅 。 墙 垛 上 青 绿 的 苔 痕 仿 佛 会 呼

吸，光影在上面交错着，斑驳迷离。戚继光领

兵 击 退 了 倭 寇 ，那 些 见 证 了 刀 光 剑 影 的 青 石

砖 头 ，安 静 地 感 受 着 靠 近 它 的 人 群 ，不 说 话 ，

自带凝重。俯瞰紫阳街，边上的天宁路、樱花

大 道 、巾 山 广 场 、筷 子 博 物 馆 、十 伞 巷 灯 火 辉

煌，长街如昼。夜游城墙的人很多，灯光打在

每 个 人 脸 上 ，忽 闪 着 明 明 暗 暗 的 光 。 一 女 子

牵 着 一 个 可 爱 的 小 女 孩 走 在 我 前 面 ，穿 同 系

列的红色羽绒服，黑色裙子，裙摆上是云朵样

的 图 案 。 一 朵 梅 花 落 在 小 女 孩 的 肩 膀 上 ，还

没 停 稳 ，便 在 她 清 朗 的 笑 声 和 如 风 的 奔 跑 中

滑落。

一 阵 吉 他 声 从 兴 善 门 的 拱 形 门 洞 传 出 。

吉他手是个小伙子，外乡人，已在这里弹奏了

五六年之久。只见他怀抱吉他，轻拨琴弦，旋

律如水一样流出。站在他边上的是一位七十

多岁的老爷子，本地人。因同样的爱好，两人

结 伴 弹 唱 ，成 了 城 门 洞 里 一 道 独 特 的 风 景 。

老 人 精 神 矍 铄 ，手 握 话 筒 ，一 曲 张 雨 生 的《大

海》节奏舒缓，情感饱满。那些站在四周听歌

的人也忍不住跟唱起来，灯光照过来，节拍打

起 来 ，每 张 脸 上 映 衬 着 明 亮 的 光 。 此 时 的 音

乐就像一片歌海，无边地蔓延、沉溺、围裹。

沿 着 紫 阳 街 继 续 往 前 走 ，左 边 是 木 房 ，右

边 也 是 木 房 。 灯 光 从 洞 开 的 窗 口 、门 扉 里 溢

出，烟火在夜幕上划过，老街浓烈的年味还未

散 尽 。 酒 吧 、咖 啡 店 、茶 吧 、书 吧 、烧 烤 店 、奶

茶店、海苔饼店排着长队，丰富的紫阳街夜生

活正徐徐展开。梅浦窑宋韵生活艺术馆一场

精 彩 绝 伦 的 演 出 ，让 人 沉 浸 式 感 受 到 宋 韵 府

城的文化。古朴与现代、传统与新潮，在这条

古街上不断碰撞。坊墙、旧巷、老屋，古井、回

廊 、故 居 从 长 夜 的 绮 梦 中 醒 来 。 藏 匿 在 街 头

巷尾的美食小店如春笋般冒出，梅花糕、海苔

饼、蛋清羊尾……各种美食的香气飘荡着 ，悬

浮着，弥漫在街头的空气里，让人的味蕾徐徐

绽 开 。 从 街 首 到 街 尾 ，十 几 分 钟 就 可 以 走

完 。 临 街 的 铺 子 一 个 挨 着 一 个 ，一 些 当 地 居

民 依 然 悠 闲 地 住 在 老 房 里 ，门 口 的 石 雕 细 腻

如 手 绣 。 灯 光 穿 过 雕 花 门 窗 ，照 在 院 内 的 一

株 梅 树 上 ，屋 内 有 家 人 围 炉 煮 茶 ，灯 火 可 亲 ，

温暖相随，这生生不息的市井烟火，自带一份

清雅与欢喜。

紫 阳 街 说 长 不 长 ，说 短 也 不 短 。 就 这 么

一条古街，其中的一些细节，总被来来往往的

人 流 唤 醒 。 千 年 之 前 ，紫 阳 真 人 张 伯 端 住 在

樱 珠 巷 的 院 子 里 ，一 袭 长 袍 ，轻 捋 胡 须 ，仙 气

飘 飘 地 出 现 在 紫 阳 街 。 千 年 之 后 ，紫 阳 街 北

端的墙上镌刻着“紫阳故里”，“遇仙·院子里”

的主人却是一个娇俏的女子，一身素雅茶服，

低 眉 浅 笑 ，颇 有 江 南 风 情 。 曾 经 的 紫 阳 街 商

贾云集，络绎不绝，古刹龙兴寺安静肃穆。那

时灯火如豆，却也热闹无比。

徜 徉 在 紫 阳 街 的 街 巷 、院 落 ，切 身 体 会 着

千 年 古 街 的 雅 韵 ，不 觉 间 已 走 到 朱 自 清 纪 念

馆 。 长 满 花 草 的 院 落 混 合 着 青 草 的 气 息 ，穿

过花格木门，就隐入一座旧时的书院，木质的

楼 梯 、书 桌 ，安 然 放 着 。 恍 惚 间 ，自 己 成 了 六

中 的 学 生 。 摊 开 书 本 ，有 声 音 隐 隐 传 来 ：“ 燕

子 去 了 ，有 再 来 的 时 候 ；杨 柳 枯 了 ，有 再 青 的

时 候 ；桃 花 谢 了 ，有 再 开 的 时 候 ……”许 多 年

前的冬天，朱自清由灵江埠头上岸入江下街，

沿巾山脚下的城墙，走了一条“僻路”去六中，

因 而 永 远 地 记 下 了 台 州 府 城 的“ 冷 静 ”“ 幽

寂”。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多年以后，这个

古 城 不 仅 有 了“ 朱 自 清 文 学 奖 ”，还 有“ 佩 弦

楼”，以及“匆匆”墙下那闪闪的灯光。

出 紫 阳 街 ，拐 进 西 门 街 ，夜 色 浮 荡 ，古 巷

渐 寂 。 回 望 灯 火 处 ，有 烟 花 在 夜 空 缓 缓 绽

放。一弯新月如眉，挂在黛色的天幕上，远处

塔 顶 的 灯 光 和 星 光 交 相 辉 映 。 忽 想 举 杯 相

邀，对月长啸，诗酒之外，此心安处是吾乡。

长街如昼
□ 李 鸿

浙江省台州市紫阳街历史文化街区

春 节 期 间 ，我 去 安 庆 访 友 。 晚 饭 后 ，友

人带我前往倒扒狮历史文化街区闲逛。

一 眼 望 去 ，一 盏 盏 七 彩 宫 灯 沿 街 而 挂 ，

霓 虹 闪 烁 ，处 处 流 光 溢 彩 。 人 头 攒 动 ，热 热

闹 闹 。 灯 光 映 红 了 人 们 的 笑 脸 ，浓 浓 的 烟 火

气扑面而来。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一 座 牌 坊 ，在 白 色 灯 光 照

射 下 尤 为 皎 洁 。 这 是 明 代 隆 庆 年 间 奉 旨 建

起 的 一 座 四 柱 三 门 汉 白 玉 牌 坊 ，因 两 侧 石 柱

下 均 有 倒 扒 狮 石 雕 ，故 当 地 人 索 性 称 这 里 为

倒 扒 狮 街 。 细 看 石 雕 ，那 狮 子 卷 发 长 毛 ，眼

睛 瞪 圆 ，尾 巴 高 高 翘 起 。 母 狮 怀 抱 小 狮 ，雄

狮 脚 踏 绣 球 ，虽 历 经 数 百 年 风 雨 ，仍 栩 栩 如

生 。 更 为 有 趣 的 是 ，按 当 地 民 俗 ，狮 子 倒 扒

一 来 表 示 财 气 不 外 流 ，有 财 源 滚 滚 之 意 ；二

来代表谦恭诚信，这正是经商之道。

行 走 在 石 板 道 上 ，两 侧 商 铺 林 立 ，一 家

紧 挨 着 一 家 。 蓝 蓝 的 夜 空 下 ，高 高 的 马 头 墙

犹 如 一 匹 匹 昂 首 长 啸 的 骏 马 ，分 外 英 俊 。 檐

廊 斑 斓 陈 旧 ，仍 见 雕 饰 镂 刻 ，疏 朗 有 致 。 纹

路 厚 重 的 木 板 门 ，遮 挡 不 住 岁 月 留 下 的 尘

烟 。 电 影 院 、刘 麻 子 刀 剪 店 、大 清 邮 局 ……

就 像 一 册 册 老 书 ，记 录 着 陈 年 往 事 ，依 稀 可

见旧日繁华。

古 色 古 香 的 店 铺 ，被 明 艳 的 灯 带 装 饰 得

美 轮 美 奂 。 各 种 商 品 琳 琅 满 目 ，应 有 尽 有 。

陶 瓷 商 店 里 ，几 位 手 艺 人 正 在 晶 莹 剔 透 的 白

瓷 上 绘 画 ，有 高 山 飞 瀑、云 遮 雾 绕 的 山 水 画 ，

也 有 花 开 富 贵 、喜 上 眉 梢 的 花 鸟 画 。 陶 瓷 、

国 画 这 极 具 代 表 性 的 中 国 元 素 在 此 相 逢 ，让

人称奇。

没 走 几 步 ，见 一 群 人 围 观 。 我 们 挤 进 人

群，一位老艺人正手拿一把银剪飞快地剪纸，

十 二 生 肖 惟 妙 惟 肖 。 今 年 是 龙 年 ，龙 的 各 种

形象非常受欢迎。这些传统技艺不知经过多

少 代 人 推 陈 出 新 ，如 今 已 成 为 珍 贵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古 琴 社 里 ，几 位 身 着 汉 服 的 女 子

正优雅抚琴，那天籁之音让人瞬间安静下来。

安 庆 地 处 要 津 ，历 史 悠 久 ，人 文 昌 盛 。

清 末 民 初 ，这 里 有 许 多 驰 名 商 号 开 设 店 铺 ，

因 而 有“ 安 徽 第 一 商 业 街 ”之 美 誉 。 中 华 老

字 号“ 胡 玉 美 ”酱 园 便 坐 落 于 此 。 店 内 醒 目

位 置 写 着 ：“ 酱 有 德 ，小 天 下 ；酱 有 信 ，达 天

下 ；酱 有 恒 ，共 天 下 。”字 里 行 间 透 出 缕 缕 酱

香和百年历史韵味。

古 戏 台 正 在 表 演 黄 梅 戏 ，不 时 传 来 阵 阵

喝 彩 。 清 乾 隆 年 间 ，发 源 于 皖 鄂 交 界 处 的 采

茶 调 传 至 安 庆 ，与 本 地 方 言 相 结 合 ，逐 渐 形

成蜚声海内外的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

等 著 名 曲 目 脍 炙 人 口 ，淳 朴 流 畅 的 唱 腔 、清

新 明 快 的 曲 调 ，不 管 男 女 老 少 ，谁 都 会 哼 唱

几 句 。 一 出 黄 梅 戏 唱 罢 ，顿 时 欢 声 雷 动 。 紧

接 着 ，一 群 身 着 唐 装 的 窈 窕 女 子 翩 翩 起 舞 。

伴 随 优 美 的 音 乐 ，舞 台 华 美 绚 丽 ，大 唐 盛 世

仿 佛 呈 现 在 面 前 。 一 个 个 精 彩 的 节 目 和 一

路 所 见 所 闻 ，让 我 真 切 感 受 到 这 座 古 城 昔 日

的辉煌与今日的蓬勃。

眼 前 的 白 墙 上 工 整 地 写 着 海 子 的《给 安

庆》：“ 五 岁 的 黎 明 ，五 岁 的 马 ，你 面 朝 江 水 ，

坐 下 …… 可 能 是 姻 缘 ，也 可 能 是 友 情 。”我 一

遍 遍 地 念 着 ，咀 嚼 海 子 对 家 乡 的 无 限 深 情 。

而我才一日，便与安庆结下了友情。

面朝江水，坐下
□ 唐红生

安徽省安庆市安庆古城·倒扒狮历史文化街区

感受“灯火里的中国”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长街如昼，灯火可亲。

此时此刻，最畅快的事，莫过于与家人朋友相约

夜游。喜静的，可围炉煮茶，或临窗小酌，一边闲

话家常，一边赏月观星；好动的，也可追光逐影，

赏烟花、看演出、买买买……各得其乐。

如今，人们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春节前

夕，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

单公布。截至目前，文化和旅游部已认定三批共

345 家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为人

们夜间出游提供引导，更好满足多元的文旅消

费需求。本期，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省台州市紫阳

街历史文化街区、安徽省安庆市安庆古城·倒扒

狮历史文化街区等 9家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感受新时代“灯火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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