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城是一棵树。外来人如栖枝的鸟，朝朝

暮暮，衔取多少好景。

这里比大城市少了些喧沸，比乡村多了些

繁华。我把眼光放出去，都是画。

街边搭盖了廊子，燕尾脊向天而翘。一些

人闲坐着。他们大多上了年纪，瞅着热闹的街

景 ，心 里 不 闷 。 几 个 园 丁 正 在 廊 前 剪 枝 ，忙 活

停当，离开两步，瞧瞧，花木神气多了。一旁的

人，似也合了心意，脸上挂了笑。

好些小摊摆出来。十字街头，一个姑娘身

前堆着切开的橙子，手边一台榨汁机。漳州的

果冻橙，皮薄肉厚，爆甜多汁，它有个好听的名

字：红美人。谁想尝尝，现榨现喝。

有 位 妇 女 ，支 起 一 个 方 桌 ，摆 了 许 多 透 明

的 食 盒 ，盒 子 里 盛 着 的 ，是 一 种 看 去 软 糯 的 小

吃，如果我猜得不错，八成是麻糍。

天 色 转 暗 。 街 心 上 了 灯 ，一 盏 依 着 一 盏 ，

纷 若 丛 蕊 。 灯 箱 上 闪 出 的 ，是 各 家 店 铺 的 字

号。眸光一碰，夜市的繁华竟让我领受不尽。

逢着饭点儿，大酒店的调鼎之香颇能招诱

胃口。郁达夫说，福建天然物产富足，“又加以

地气温暖，土质腴厚，森林蔬菜，随处都可以培

植，随时都可以采撷。一年四季，笋类菜类，常

是 不 断 ；野 菜 的 味 道 ，吃 起 来 又 比 别 处 的 来 得

鲜甜”，加之“作料采从本地，烹制学自外方，五

味调和，百珍并列，于是乎闽菜之名，就喧传在

饕 餮 家 的 口 上 了 ”。 到 了 闽 南 ，飘 香 的 肴 馔 恰

好给郁氏的品评做了佐证。碧绿炒鳕鱼、孜然

焗 鲍 鱼 、酱 煎 石 斑 鱼 、红 烧 大 鲍 翅 、鲍 汁 扣 海

参 、贵 妃 芙 蓉 虾 仁 诸 种 上 好 闽 味 ，写 满 店 家 菜

单 ，一 度 牵 紧 我 的 视 线 ，味 觉 也 给 唤 醒 了 。 可

我不是一个贪求饮啖醉饱的人，我实在还朝小

排 档 上 的 四 果 汤 、莲 子 圆 、面 煎 粿 、猫 仔 粥 、沙

茶 面 、锅 边 糊 倾 心 。 锅 边 糊 是 用 米 浆 做 的 ，又

薄 又 滑 ，嚼 在 嘴 里 挺 有 韧 劲 儿 。 汤 底 加 了 花

蛤 、虾 米 、蛏 子 ，很 鲜 。 再 添 上 豆 干 、笋 干 、香

菇 、大 肠 、炸 蒜 ，就 着 油 条 吃 ，真 叫 一 个 香 ！ 这

才是家常味道。灶前，掌勺师傅紧忙活。瞅着

瞅 着 ，我 入 了 神 。 这 儿 的 吃 食 ，兴 许 只 有 他 们

才能做出味来。当街而食，配上耳旁热闹的市

声，一饮一啄，殊觉轻畅。

漳州人爱吃生烫：海蛎、猪肝、鸭肠、玉米、

豆腐、海草……放进笊篱，下到一锅白水里，焯

熟 ，滑 入 碗 ，兑 上 高 汤 ，便 可 动 筷 子 。 好 吃 吗 ？

那还用说！下锅翻煮的食材，可达百种。我见

过北京街边的麻辣烫，比较起来，这里的生烫，

口味可要清淡多了。

食在漳州，我看无妨这样讲。

古 城 的 夜 街 ，自 有 纯 粹 的 市 井 风 味 ，气 氛

也 是 闲 逸 的 。 漳 州 作 家 许 地 山 说 ：“ 凡 美 丽 的

事 物 ，都 是 这 么 简 单 的 。 你 要 求 它 多 么 繁 复 、

热 烈 ，那 就 不 对 了 。”在 这 里 ，深 街 浅 巷 中 的 普

通门店，显出日常生活的美与光。走在这样的

街上，我呼吸的空气是轻松的。假若我所见的

诸般景象真的“繁复、热烈”，反会受不惯。

老街人家，爱这平日的烟火气。

尤为夺人的，是具备美的形式的建筑。漳

州文庙，最应费些字句。它在修文西路。庙墙

的 颜 色 是 红 的 ，歇 山 式 殿 顶 上 的 鳞 瓦 也 是 红

的。四近宅舍无法与其比美。太阳好的时候，

檐脊上密覆的瓦片一片明耀，宛似赤色的水波

轻轻荡漾，雄峻的楼殿蓦地显出生动的神情。

庙门前，泮池在焉，不是半圆之状，而是长

方 形 ，也 无 拱 桥 ，很 似 一 个 规 整 的 水 塘 。 明 太

祖 洪 武 元 年 ，始 设 漳 州 府 。 府 治 在 龙 溪 县 ，即

今漳州市芗城区。我游览的漳州古城，恰为其

地。这一塘水，成了府学的象征。

我 入 庙 ，不 看 仪 门 、丹 墀 、祭 台 何 等 堂 皇 ，

也不看大成殿檐下的蟠龙廊柱怎样崇壮，且从

正 脊 那 番 飞 甍 跃 瓴 的 气 韵 中 领 略 闽 南 栋 宇 的

建造之妙。我另有所寻。行至东庑北端，我的

眼 珠 定 住 了 ，康 有 为 亲 撰 并 手 书 的《重 修 漳 州

学宫记》碑立在这里。

康 有 为 擅 以 波 澜 老 成 之 笔 ，书 写 时 世 之

艰 ，又 好 为 议 论 ，而 寄 慨 尤 深 。 为 漳 州 学 宫 所

撰 之 记 ，劈 头 一 句“ 人 类 不 能 无 教 也 ”，乃 全 文

之 警 策 。“ 于《春 秋》有 据 乱 、升 平 、太 平 三 世 之

等 ”，更 是 言 及 他 的 思 想 核 心 —— 三 世 说 。 康

氏《春秋董氏学》是一部鼓吹变法的著作，里面

讲 ：“ 乱 世 者 ，文 教 未 明 也 ；升 平 者 ，渐 有 文 教 ，

小 康 也 ；太 平 者 ，大 同 之 世 ，远 近 大 小 如 一 ，文

教 全 备 也 。”在 他 看 ，所 谓“ 三 世 ”，是 孔 子 的 非

常大义。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康氏亦

阐 述 此 种 历 史 进 化 论 ，云 ：“ 每 变 一 世 ，则 愈 进

于 仁 。 仁 必 去 其 抑 压 之 力 ，令 人 自 立 而 平 等 ，

故 曰 升 平 。 至 太 平 而 人 人 平 等 ，人 人 自 立 ，远

近 大 小 若 一 ，仁 之 至 也 。”他 赓 扬 孔 子 之 说 ，将

“ 仁 ”看 得 很 高 ，几 可 视 作 个 人 、家 庭 、社 会 、国

家 伦 理 的 根 底 。 臻 此 完 美 境 界 ，当 然 要 靠 文

教 ，故 而“ 吾 国 数 千 年 来 ，衮 冕 捂 绅 逢 掖 莘 莘 ，

皆奉孔子为国教。郡国州县立庙置学，皆严孔

子 之 祀 ，读 孔 子 之 经 ”。 偏 在 东 南 一 隅 的 漳

州 ，立 学 于 北 宋 庆 历 四 年 ，又 因 朱 熹 来 此 ，以

儒 为 教 ，方 有“ 巨 儒 辈 出 ，理 学 炳 盛 ”的 局 面 。

入 泮 读 经 ，“ 兴 于 诗 ，立 于 礼 ，成 于 乐 ”，中 国 的

先 圣 古 贤 ，早 已 做 着 人 格 教 育 和 心 灵 建 设 的

工 作 了 。

一心向儒的康有为，认定孔子之道须臾不

可 暌 离 。 非 儒 疑 孔 的 社 会 现 实 ，令 他 劳 心 忉

忉。他在《重修漳州学宫记》中所发慨叹，不离

抱 定 的 三 世 说 。 在 他 看 ，一 世 有 一 世 之 政 体 ：

据 乱 世 用 君 主 制 ，升 平 世 用 君 主 立 宪 制 ，太 平

世 用 共 和 制 。 这 成 为 变 法 维 新 的 理 论 基 础 。

他不赞成自下而上的革命，主张自上而下的改

良 。 甲 午 之 殇 ，促 进 变 旧 法 、行 新 政 意 识 的 觉

醒 ，他 更 是 蓄 志 图 变 ，力 倡“ 定 立 宪 ，开 国 会 ”，

以 创 新 制 。 武 昌 首 义 ，推 翻 清 朝 帝 制 ，跟 康 有

为的宪政理想不合，庙貌过眼，当然心有戚戚。

自 辛 亥 来 ，弁 髦 圣 教 ，废 学 弃 经 。 并 孔 子

之 庙 亦 以 驻 兵 ，系 马 于 棂 星 ，倚 弓 于 大 成 。 庭

庑 荒 榛 ，颓 墙 败 瓦 ，讲 学 之 堂 ，鞠 为 茂 草 ，圣 贤

失 位 ，青 衿 绝 影 。 用 至 道 揆 坠 地 ，廉 耻 扫 尽 。

以此立国导民，将为禽犊。耗矣哀哉。

这 是 康 有 为《重 修 漳 州 学 宫 记》中 的 一

段 。 字 句 历 历 ，青 石 之 碑 因 之 神 伤 。 写 这 篇

记 那 年 ，康 有 为 已 经 六 十 多 岁 了 。 不 光 年 老 ，

锐 意 也 被 风 雨 消 磨 得 不 浅 。 真 如 唐 人 所 谓

“ 毛 血 日 益 衰 ，志 气 日 益 微 ”了 。 皤 然 一 叟 还

肯 写 记 ，缘 何 ？ 或 曰 ，是 应 人 之 请 ，而 且 不 白

写 ，润 笔 较 丰 ，《龙 溪 新 志》里 有“ 致 酬 千 金 ”一

说 。 请 他 的 人 ，叫 黄 仲 琴 ，在 漳 州 教 育 史 上 享

大 名 。 黄 仲 琴 是 潮 州 人 ，跟 康 南 海 同 为 南 粤

之 士 ，也 算 有 些 乡 谊 。（黄 也 是 许 地 山 的 好

友 。 许 在 香 港 病 逝 ，他 在 林 语 堂 主 编 的《宇 宙

风》上 著 文 以 悼 。 此 篇 文 章 ，我 到 提 笔 的 这 一

刻 ，也 还 不 曾 读 过 。）据 闻 ，康 有 为 没 来 过 漳

州 。 身 未 至 ，文 字 却 已 到 了 。 可 以 确 信 ，在 一

意 业 儒 的 他 心 中 ，以 学 为 政 的 漳 州 文 庙 ，分 量

不 轻 。

风 云 之 世 ，到 底 远 了 。 旧 的 日 子 悠 悠 退

去 ，新 的 日 子 悠 悠 到 来 。 永 不 隐 灭 的 ，是 那 历

史的光芒。

香港路的路口，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守着

一个摊儿。摊主不揽客，不吆喝，有路人停下，

含 笑 相 迎 。 这 几 个 年 轻 人 也 许 把 街 市 的 情 形

端量一番后，才选定这个过客较稠的地方。他

们 卖 的 是 一 些 光 亮 的 小 摆 件 。 砖 柱 上 扯 出 红

色 条 幅 ，写 着 一 行 字 。 噢 ，原 来 是 集 美 大 学 的

学 生 ，来 这 儿 搞 创 业 实 践 。 好 ！ 他 们 的 脑 子

里 ，大 概 装 着 许 地 山 写 下 的 那 六 个 字 ：“ 向 上

望 ，向 前 行 。”生 活 的 涛 声 在 大 学 生 的 心 底 激

响，我听见了。

潮润的晚风，送来浪漫的歌与笑。青春的

灿影，泛上他们的脸颊；理想的彩梦，重回我的

心头。

在陈嘉庚兴教之基上建起的集美大学，设

于厦门，离这儿，没多远。

人在漳州。本地人是“主”，生命的根扎在

这 里 ，纵 使 远 走 四 方 ，满 心 仍 是 无 限 牵 念 。 外

来 人 是“ 客 ”，哪 怕 未 受 此 间 水 土 养 润 ，也 能 体

贴这份深深的记挂。

无 论 是 主 ，无 论 是 客 ，总 会 因 一 种 东 西 而

彼此相契。这，就是乡情。

漳州古城记
□ 马 力

宫门今始为君开
□ 叶 子

2022 年 11 月 22 日 ，吴 山 下 ，中 河 畔 ，一 处

红墙吸引了全杭州城的注意力。墙内，是一座

800 多 年 前 的 皇 家 宫 苑 遗 址 。 宫 门 今 始 为 君

开 ，杭 城 最 耀 眼 的 宋 韵 IP 在 万 众 瞩 目 中 揭 开

了面纱。

这座沉睡于历史深处的宫苑，在 1984 年透

露 了 它 的 消 息 。 是 年 ，在 望 仙 桥 至 新 宫 桥 之

间 的 中 河 东 侧 ，发 现 了 一 条 南 宋 时 期 的 道

路 。 人 们 认 为 ，它 可 能 与 一 座 宫 苑 有 关 。 这

座 宫 苑 ，就 是 南 宋 赫 赫 有 名 的“ 北 内 ”—— 德

寿 宫 。 经 过 数 十 年 考 古 发 掘 ，德 寿 宫 渐 渐“ 显

山 露 水 ”，宫 墙 、便 门 、水 渠 、水闸、水池、水井、

砖铺路面、大型夯土台基等把遥远的过去带回

了现实。

这 是 一 块 宝 地 。 南 宋 绍 兴 十 五 年（公 元

1145 年），正是秦桧如日中天的时候，宋高宗赵

构对他大加赏赐，赐宅地址由秦桧自选。秦桧

看来看去，选中了这块“有王气”的地方。十年

后，秦桧死了，府邸被收回。又过了七年，宋高

宗“ 退 休 ”，做 了 太 上 皇 ，也 看 中 了 这 里 做 自 己

养老的地方。跟现代人买房置业一样，地段好

才 是 王 道 。 这 里 从 古 至 今 都 是 杭 州 城 的 中 心

地 段 ，离 皇 城 、太 庙 、御 街 都 近 ，离 西 湖 也 不

远，有事叫得应，去玩也方便。于是，秦桧老宅

便 被 改 建“ 升 级 ”成 了 德 寿 宫 ，宋 高 宗 、吴 皇

后 、宋 孝 宗 、谢 皇 后 …… 陆 续 成 为 它 的 主 人 。

它 的 名 字 也 随 着 主 人 的 更 迭 而 变 换 ：德 寿 宫 、

重 华 宫 、慈 福 宫 …… 一 次 更 名 ，便 是 南 宋 皇 室

的 一 段 悲 欢 离 合 。 太 上 皇 寿 筵 、高 宗 葬 礼 、皇

太后迁宫、孝宗退位……一个帝国的风云变幻

在这里一一上演。

风云散去，曾经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宫苑变

成 了 向 公 众 免 费 开 放 的 遗 址 博 物 馆 。 它 用 五

个“ 首 次 ”开 国 内 文 博 界 先 河 ，对“ 何 以 德 寿

宫 ”作 出 了 精 彩 的 回 答 ：首 次 最 大 面 积 露 明 展

示等级最高、复原研究最充分的南宋皇家建筑

园林遗址，首次最大范围系统保护潮湿环境下

的南宋建筑园林遗址，首次原址原貌原尺度标

识展示南宋皇家建筑形体，首次最大规模数字

化复原展示南宋皇家建筑园林，首次系统阐释

南宋历史文化及文物遗产。

重 华 宫 可 谓 遗 址 博 物 馆 最 大 的 一 件 展 陈

品 。 走 过 台 阶 ，跨 过 宫 门 ，是 一 片 开 阔 的 露 天

庭 院 ，一 座 气 势 恢 宏 的 宫 殿 巍 然 耸 立 ，这 就 是

“复刻版”的重华宫了。不用一钉一铆，以 2600

立 方 米 木 料 按 宋 代 营 造 法 式 全 榫 卯 结 构 搭 建

而 成 的 这 座 建 筑 ，以 最 大 的 诚 意 还 原 历 史 ，力

求 每 一 处 设 计 都 有 来 历 。 布 局 与 尺 度 按 照 南

宋 宰 相 周 必 大《思 陵 录》的 记 载 来 ：“ 正 殿 五

间、朵殿两间，各深五丈。内心间阔二丈，次间

各 阔 一 丈 八 尺 ……”主 殿 正 脊 上 的 一 对 鸱 吻 ，

根 据《瑞 鹤 图》等 宋 画 及 相 关 资 料 修 改 了 几 十

个来回。瓦当反复推敲，最后用发掘的德寿宫

原 配 瓦 当 脱 模 ，才 感 觉 到 位 。 杭 州 闸 口 白 塔 、

湖州飞英塔、宁波保国寺……吴越国和两宋时

期的建筑实例都成了参考资料。历史文献、遗

迹 遗 物 、建 筑 实 例 、宋 画 等 交 叉 考 证 ，考 古 学 、

建 筑 学 、历 史 学 、博 物 馆 学 、景 观 学 、古 代 绘

画 、古 代 家 具 和 美 学 等 多 学 科 相 互 交 融 ，才 有

了这一眼千年的风华再现。

入 殿 ，正 中 间 木 质 须 弥 高 台 上 ，铺 设 黄 色

椅衣、椅头装饰鎏金龙头的两把龙椅首先吸引

了 视 线 。 为 何 是 两 把 龙 椅 ？ 难 不 成 两 把 椅 子

换着坐？非也，这其实是南宋初期“两宫并置”

独 特 政 治 生 态 的 生 动 折 射 。 正 中 的 龙 椅 是 太

上皇宋高宗的御座，靠前的则是孝宗皇帝的御

座 。 宋 高 宗 赵 构 禅 位 自 己 的 养 子 宋 孝 宗 赵 眘

后 ，赵 眘 的 态 度 的 确 无 愧 于 他 的 庙 号“ 孝 ”字 。

他 不 仅 时 不 时 来 德 寿 宫 看 望 赵 构 ，长 期 保 持

“ 五 日 一 朝 ”的 习 惯 ，还 将 德 寿 宫 一 再 扩 建 ，其

规 模 堪 比 皇 城 。 高 宗 退 位 后 ，对 朝 政 仍 有 干

涉 ，德 寿 宫“ 北 内 ”与 皇 城“ 南 内 ”并 置 ，成 为 第

二个政治中心。

大殿两侧分别为茶饮区、博古区的情景复

原 。 宋 人 有 着 极 致 的 生 活 美 学 。 烧 香 、点 茶 、

挂 画 、插 花 ，是 日 常 四 事 ；金 石 博 古 ，是 文 人 雅

玩 。 香 熏 、茶 炉 、茶 碾 、茶 扫 、茶 筅 、茶 壶 、茶

盏、画屏、青铜彝器、文房四宝……铺陈出生活

的 诗 意 ，嗅 觉 、味 觉 、视 觉 、触 觉 全 面 绽 放 。 可

能再也没有一个朝代像宋朝那样，能将日常生

活提升到如此的艺术境界了。

德 寿 宫 生 活 的 精 致 ，不 仅 在 室 内 ，也 在 室

外。赵构喜欢山水园林，也爱逛西湖。宋孝宗

为 表 孝 心 ，在 德 寿 宫 建 了 大 量 园 林 景 观 ，还 建

了 个“ 小 西 湖 ”，又 垒 石 为 山 以 仿 飞 来 峰 ，“ 景

物并如西湖”。在这处“真是瑶台第一重”的园

林里，赵构赏花听曲，喝酒品茶，游园办宴……

小 日 子 过 得 那 叫 一 个 滋 润 。 何 况 孝 宗 是 真 的

孝 顺 ，父 慈 子 孝 ，其 乐 融 融 ，在 皇 室 中 实 属 罕

见 。 早 春 ，两 种 苔 梅 难 得 同 时 开 花 ，高 宗 留 孝

宗 同 赏 。 盛 暑 ，高 宗 又 留 孝 宗 纳 凉 ，冷 泉 堂 前

“ 假 山 、修 竹 、古 松 ，不 见 日 色 ，并 无 暑 气 ”。 两

人同至“飞来峰”看放水帘，品尝雪浸白酒和冷

饮沆瀣浆，听琴观棋，闲话家常。中秋，两帝先

到“ 小 西 湖 ”垂 钓 ，进 而“ 过 射 厅 射 弓 ，观 御 马

院 使 臣 打 球 ，进 市 食 ，看 水 傀 儡 ”。 晚 宴 香 远

堂 ，千 叶 白 莲 铺 满 池 中 ，两 人 在 水 晶 御 榻 上 望

月 对 饮 ，命 妃 子 吹 奏 白 玉 笙 ，连 隔 江 百 姓 都 能

依 稀 听 到 宫 中 飘 散 的 乐 声 …… 这 样 神 仙 般 的

日 子 ，难 怪 高 宗 活 到 八 十 有 余 ，在 中 国 长 寿 皇

帝排行榜上遥遥领先。

遗址博物馆的用心处，还在于对土遗址的

处理。考古界通常的做法是回填。然而，要建

立 人 与 遗 址 间 最 真 切 、最 直 接 的 连 接 ，露 明 展

示 是 个 好 选 择 。 问 题 来 了 ，露 明 遗 址 是 很“ 娇

贵 ”的 ，许 多 因 素 都 会 对 遗 址 造 成 扰 动 。 别 的

不 说 ，水 是 碰 到 的 首 要 问 题 。 杭 州 地 下 水 位

高 ，气 候 潮 湿 多 雨 ，容 易 对 遗 址 产 生 不 可 逆 的

损坏。土遗址要露明展示，“止水”难题必须解

决 。 多 方 论 证 后 ，TAD 止 水 帷 幕 技 术 中 选 ，即

在地下用水泥板把遗址的四周围上一圈“挡水

板 ”，封 堵 、隔 断 地 下 水 ，确 保 地 下 水 位 处 于 可

控状态。

接下来，就是土遗址的解读问题。如何让

考 古 人 员 也 要 花 力 气 才 能 看 懂 的 土 遗 址 不 但

能 让 人 看 懂 ，还 要 好 看 ，又 是 一 道 难 题 。 高 科

技成了破题的关键。3D 互动装置、数字投影、

动 态 长 卷 、虚 拟 现 实 、增 强 现 实 …… 在 高 科 技

的 加 持 下 ，土 遗 址 被 赋 予 了 生 命 。 每 一 块 铺

地、每一处柱础都在光影的赋能下不断“生长”

变幻，逐渐还原出重华宫大殿的建造过程。站

在 遗 址 现 场 ，身 临 其 境 地 从 皇 城 出 发 ，经 御 街

漫 步 到 德 寿 宫 ，南 宋 都 城 的 恢 宏 壮 观 有 感 有

质 、可 触 可 及 。 干 涸 的 水 池 遗 迹 也“ 流 动 ”起

来 ，清 莲 朵 朵 ，真 真 假 假 ，假 假 真 真 ，真 假 之 间

无缝衔接，如同梦寐。

遗 址 活 了 起 来 ，文 物 活 了 起 来 ，历 史 活 了

起 来 。 德 寿 宫 的 穿 越 之 旅 ，让 我 们 遇 见 南 宋 ，

遇见那个词人周密口中“追想昔游，殆如梦寐”

的 南 宋 ，遇 见 那 个 史 学 大 家 陈 寅 恪 笔 下“ 华 夏

民 族 之 文 化 ，历 数 千 载 之 演 进 ，造 极 于 赵 宋 之

世”的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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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牵着小湖
□ 邓旭初

那 天 晴 好 ，游 艇 划 开 浩 渺 的 水 面 ，船 尾 泛

起 朵 朵 浪 花 ，我 们 一 行 数 人 开 始 了 天 子 湖 的

游览。

天 子 湖 位 于 湖 南 邵 阳 天 子 湖 国 家 湿 地 公

园核心区，得赧水、夫夷水、资江三水交汇，湖

水 宽 广 明 净 ，秀 美 青 山 环 绕 ，地 理 环 境 优 美 ，

周边交通便利。

远 程 而 来 ，驾 车 劳 顿 ，小 憩 后 泛 舟 湖 中 ，

洗去一身征尘。湖水清澈 ，轻波吟唱 ，站立船

头 ，万千景观尽收眼底。半空中 ，各种水鸟排

排翔飞 ，啁啾声不绝于耳。近岸处 ，能见到各

种 水 草 在 水 中 摇 曳 ，不 时 还 可 以 看 到 鱼 儿 成

群 游 弋 或 撞 击 游 船 。 为 了 保 护 生 态 ，天 子 湖

实施禁渔政策 ，偶有闲影单杆垂钓 ，多杆或网

捕就不存在了。

景 不 在 多 ，有 水 则 美 。 天 子 湖 虽 不 及 洞

庭 波 涌 连 天 ，但 水 平 如 镜 ，与 青 山 相 连 ，与 众

多 古 迹 相 伴 。 此 前 ，天 子 湖 一 直 养 在 深 闺 。

如 今 ，这 个 美 丽 的 湿 地 公 园 吸 引 着 越 来 越 多

的游人纷至沓来。

船 上 有 人 惊 呼 ，前 方 有 大 片 莲 藕 。 导 游

说 ，夏 天 里 ，当“ 映 日 荷 花 别 样 红 ”时 ，这 里 人

头 攒 动 ，观 莲 赏 花 者 你 来 我 往 ，熙 熙 攘 攘 ，是

天子湖的一大景观。

游 艇 离 码 头 越 来 越 远 ，湖 水 不 断 向 远 方

延 伸 ，钻 进 山 坳 ，拐 向 夫 夷 江 ，一 座“ 百 鸟 山 ”

渐 入 眼 帘 。 据 附 近 村 民 介 绍 ，这 座 大 约 一 平

方公里的小山头 ，常有几十种鸟类栖息 ，不愿

离 去 。 村 民 视 鸟 为 友 ，爱 鸟 护 鸟 都 成 了 自 觉

行 动 ，鸟 不 怕 人 ，也 就 越 聚 越 多 。 鸳 鸯 、东 方

角 鸮 等 珍 稀 鸟 类 及 越 冬 候 鸟 纷 纷 来 此 ，成 为

天 子 湖 上 一 道 亮 丽 的 风 景 。 当 这 座 鸟 山 的 倒

影出现在水面时，仿佛游艇已入鸟山之中。

游 艇 晚 归 ，岸 边 出 现 万 家 灯 火 ，璀 璨 无

比 。 天 子 湖 畔 的 烧 烤 街 人 声 鼎 沸 ，五 光 十 色

的 彩 灯 撩 动 着 无 数 游 人 踏 歌 而 来 ，在 湖 边 品

尝 美 食 、尽 情 歌 舞 ，享 受 美 好 生 活 ，一 直 要 到

深夜。第二天 ，有闲情逸致者携手伴侣 ，沿湖

岸 亲 水 漫 步 ，享 田 园 风 光 。 走 进 湖 旁 的 农 家

乐 ，那儿有各种乡野美味和绿色餐饮 ，原生态

食材更会吸引你的味蕾，令你大饱口福。

天 子 湖 ，有 少 女 般 的 羞 涩 ，也 有 大 海 般

的 壮 阔 ，美 在 平 湖 秋 月 、波 澜 不 惊 ，美 在 九

曲 八 弯 、群 山 连 绵 ，湖 面 波 光 粼 粼 ，大 湖 牵

着 小 湖 。

天 子 湖 是 天 赐 的 一 块 洼 地 ，被 大 山 紧 抱

怀 中 。 水 源 来 自 远 山 峡 谷 和 积 雨 ，终 年 不

减 。 乘 坐 游 艇 ，湖 水 悠 悠 ，烟 波 浩 渺 ，微 风 拂

面 。 行 走 岸 边 ，赏 山 花 ，观 民 居 ，阡 陌 铺 展 田

园 ，孩童在盛开的格桑花中追逐嬉戏 ，一幅幅

美 丽 风 景 图 惊 现 眼 帘 。 还 可 租 一 叶 扁 舟 ，泛

舟 湖 上 ，看 遍 群 山 峻 岭 ，阅 尽 秀 美 山 水 ，享 受

清风徐来 ，听船歌不时传来。如有兴致 ，还可

穿过石孔桥 ，进入同大湖相连的小湖 ，领略另

一番风韵。

如 今 ，天 子 湖 正 越 来 越 受 到 游 客 的 青 睐 ，

当 地 政 府 还 邀 请 专 家 为 天 子 湖 做 景 区 规 划 设

计 ，周 边 民 宿 、道 路 交 通 、村 容 村 貌 都“ 打 扮 ”

得 焕 然 一 新 ，时 刻 待 命 ，张 开 怀 抱 ，欢 迎 八 方

游客。天子湖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到 安 徽 当 涂 大 青 山 谢 公 宅 ，合 该 是 一 个

清风绕弦、凉波吹瑟的明月夜。月华如练 ，沉

静 如 霜 地 洒 满 亭 台 与 城 阙 ，又 在 波 光 粼 粼 的

湖 心 拓 下 一 笔 山 光 云 影 。 时 有 空 寂 的 流 光 如

水一般蔓延上来 ，洇染了衣襟 ，一切皆温柔如

玉，风吹庭树，款款可听。

此 情 此 景 ，恰 如 李 白 当 年 来 到 这 里 时 所

闻所见，“竹里无人声，池中虚月白”。古来论

诗之人，多赞叹诗中“虚”字用得极妙，月光明

灭，亦真亦幻，如在目前。

如 今 ，我 也 站 在 了 同 一 处 。 谢 公 宅 前 的

小 池 依 旧 碧 波 荡 漾 ，映 着 乱 山 影 落 ，芳 草 芊

芊 。 这 池 ，传 为 当 年 谢 脁 在 宣 城 筑 宅 时 亲 手

所 挖 。 风 过 曲 栏 ，池 边 草 木 垂 下 眉 眼 。 我 掬

起一捧池水 ，看它如珠玉般从指尖滑落 ，似又

见林下旧地故人来。

故 人 为 谁 ？ 李 白 追 随 谢 脁 的 脚 步 来 到 此

地 ，于 松 萝 成 径 、碧 水 回 环 之 间 ，打 捞 一 片 诗

海中沉寂的月色。

他 是 爱 月 之 人 ，笔 下 写 遍 了 九 州 的 月 光 ，

也曾呼作白玉盘 ，也曾看月出天山 ，也曾停杯

试 问 明 月 几 时 来 。 他 最 仰 慕 的 人 ，也 是 素 白

如明月、身披满身月光、风华绝代屹立在青史

里的“小月亮”——谢脁。

谢 脁 ，就 是 李 白“ 一 生 低 首 谢 宣 城 ”的 那

位“ 谢 宣 城 ”，也 是 他“ 解 道 澄 江 净 如 练 ，令 人

长 忆 谢 玄 晖 ”的 那 位 谢 玄 晖 。 李 白 一 生 追 慕

谢朓 ，就连死后都与谢朓同归大青山 ，埋骨为

邻。一座大青山，伴着两朝风华绝代人。

谢 公 宅 处 处 都 有 谢 脁 的 痕 迹 ，谢 公 井 、谢

公 祠 、谢 公 楼 …… 星 星 点 点 的 遗 迹 犹 如 明 艳

的 山 花 ，四 散 盛 开 在 大 青 山 之 间 。 手 指 轻 轻

抚过青砖，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当年人的余温。

谢 公 宅 留 下 了 许 多 谢 脁 的 石 刻 与 墨 宝 。

在寂寞如雪的人生旅途中 ，他所到之处 ，常以

笔 墨 排 遣 幽 情 ，寄 寓 离 愁 别 绪 。 宣 城 是 他 停

留 较 久 之 处 ，却 也 算 不 得 太 长 ，不 过 区 区 两

年 。 他 的 一 生 太 仓 促 而 又 太 寂 寞 ，似 乎 总 是

在 昏 昏 无 垠 的 黑 暗 中 捕 捉 着 零 星 的 吉 光 片

羽 ，最 值 得 解 颐 者 ，便 是 数 百 载 后 ，得 遇 李 白

这样一位知音。

谢 公 宅 的 后 院 有 谢 脁 读 书 处 。 我 去 时 错

过了开放时间 ，只好从窗户缝里略一管窥 ，但

觉形制清幽 ，满院清嘉风景 ，一树雪白的花在

溶 溶 月 色 里 纷 扬 。 当 年 那 吟 诗 的 白 衣 青 年 ，

便 在 这 扇 窗 前 茕 茕 孑 立 ，遥 望 着 天 边 冰 轮 几

圆 缺 ，松 梢 风 露 渐 变 ，青 山 也 沉 睡 了 ，碧 水 溪

风 温 柔 地 吹 过 眉 目 ，抚 平 了 那 些 清 词 丽 句 之

间凝结的愁绪。

谢 公 宅 的 风 格 极 为 秀 丽 简 朴 ，是 很 典 型

的 文 人 住 宅 ，不 见 多 少 世 俗 尘 寰 气 。 门 前 一

丛翠竹 ，竿竿挺拔 ，千枝万叶随风摇动。步入

宅 院 ，可 见 谢 脁 沉 吟 赋 诗 的 塑 像 。 质 地 是 极

干 净 温 润 的 汉 白 玉 ，谢 朓 眉 眼 朦 胧 ，眸 光 悠

远 ，似遥望着天边远山。塑像虽然着了官袍 ，

却缓带轻裘 ，大袖如云 ，带着一种六朝名士特

有 的 洒 脱 风 度 。 乍 看 似 乎 有 些 不 协 调 ，可 若

是 联 系 谢 脁 的 一 生 来 解 读 ，却 能 发 现 塑 像 的

形 貌 实 在 是 把 握 得 很 好 —— 他 一 生 确 实 都 在

仕 与 不 仕 、入 世 与 出 世 之 间 游 走 ，命 若 琴 弦 ，

直至最后凄凉死于狱中。

谢 脁 生 在 陈 郡 谢 氏 日 暮 西 山 之 时 。“ 旧 时

王 谢 ”，六 朝 时 期 最 鼎 盛 的 乌 衣 世 族 、将 相 门

第 ，到了谢脁这代 ，已经完全游离在中枢朝政

之 外 。 祖 辈 谢 安 淝 水 弈 棋 、北 府 鏖 战 的 风 流

佳 话 早 已 远 去 ，他 没 有 了 朝 堂 叱 咤 风 云 的 资

本 ，却意外获得了一份纵情山水、游目骋怀的

纯 然 天 真 。 谢 安 未 曾 实 现 的 东 还 海 道 、归 隐

山林之志，终于在他身上得到实现。

谢 安 是 陈 郡 谢 氏 的“ 大 月 亮 ”，于 东 晋 危

难 之 时 力 保 社 稷 ，位 极 人 臣 ，清 晖 如 许 ，朗 照

了 家 族 一 整 个 时 代 的 辉 煌 。 李 白 仰 慕 谢 安 建

功立业，道一声，“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

净 胡 沙 ”，可 若 要 他 当 真 去 选 ，他 终 究 还 是 会

选择成为“小月亮”谢脁。

“ 谁 念 北 楼 上 ，临 风 怀 谢 公 。”李 白 用 很 多

不 同 的 爱 称 来 称 呼 谢 脁 ，只 在 极 少 数 时 候 称

“ 谢 公 ”。 谢 脁 去 世 时 不 过 三 十 多 岁 ，似 乎 远

不及可以称公的年纪 ，于是更多时候 ，李白便

叫他小谢。“中间小谢又清发”，李白顺着小谢

的 遗 迹 看 了 又 看 ，总 道 是“ 今 古 一 相 接 ，长 歌

怀旧游”。

其 实 我 来 访 谢 公 宅 ，也 有 同 样 的 感 觉 。

走 过 那 一 片 青 黛 瓦 与 雪 白 墙 、草 木 丛 与 烟 波

路 ，总 觉 得 古 今 的 界 限 在 每 一 次 转 身 间 模 糊

了 ，似乎穿过这条曲折的回廊 ，到尽头的蔷薇

花 下 一 过 眼 ，那 日 春 衫 如 画 的 青 年 就 还 坐 在

那里，静静地读一卷诗。

可 惜 俯 仰 之 间 ，俱 为 陈 迹 。 当 年 李 白 在

此处感叹“池中虚月白”，对着谢公井，看着谢

脁 从 前 久 久 凝 视 过 的 那 一 轮 明 月 ，他 心 中 在

想些什么呢？是故人 ，是轮转更迭的光阴 ，还

是 那 早 已 作 古 的 六 朝 岁 月 ？ 死 生 不 复 矣 ，他

道了一个“虚”字，说这是“虚月”，大约也觉得

明月依旧，只是看月的不再是从前的人罢了。

李 白 对 着 当 年 谢 脁 的 遗 迹 感 叹 ，而 后 ，他

也 成 了 漫 长 时 光 中 的 一 道 剪 影 ，成 了 历 史 长

河 中 被 后 世 人 观 仰 的 璀 璨 星 辰 。 后 之 视 今 ，

亦 犹 今 之 视 昔 。 明 月 还 是 那 轮 明 月 ，只 是 看

月的人换了又换 ，来年大青山前明月如故 ，知

与谁同？

我 离 开 谢 公 宅 时 ，唯 见 月 色 一 白 ，流 照 山

间 似 霜 落 。 这 明 月 亦 是“ 虚 月 ”，是 李 白 一 片

锦绣诗心织出的如梦华年。

谢公宅前虚月白
□ 郗归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