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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映漪澜堂
□ 马 力

柳江风情花溪韵
□ 朱仲祥

丹河夜色
□ 张君燕

太 阳 隐 在 群 山 之 后 ，只 在 天 边 留

下几抹晚霞，就像演员退场，被幕布遮

住 ，唯 有 袅 袅 几 缕 余 音 在 舞 台 上 空 萦

绕 。 但 演 出 并 没 有 结 束 ，好 戏 才 刚 刚

开场。

晒 了 一 整 天 太 阳 的 河 水 吸 饱 了 阳

光 ，赤 足 走 进 河 滩 ，只 觉 一 阵 温 热 从

足 底 传 来 —— 与 冰 水 带 来 的 一 瞬 间

的 刺 激 不 同 ，这 是 一 种 柔 和 的 、令 人

舒 适 的 慰 藉 ，像 儿 时 踩 进 湿 软 的 泥 土

地 ，踏 入 松 软 的 青 草 丛 ，又 像 被 母 亲

抱 在 怀 里 时 ，双 脚 触 碰 到 母 亲 的 肚

子 ，细 腻 、柔 滑 。 在 河 滩 里 走 上 一 会

儿 ，最 初 的 温 热 褪 去 ，清 凉 的 感 觉 才

一 层 一 层 袭 来 ，然 后 将 身 体 的 燥 热 一

点 一 点 带 走 ，直 至 整 个 人 都 变 得 清

爽 、通 透 起 来 。

这 是 位 于 太 行 山 南 麓 一 个 叫 于 庄

的小山村，丹河蜿蜒曲折流经此地，幽

深处碧绿如潭，浅滩处水花如银，时而

沉静，时而高歌，与两岸雄奇险峻的山

峰 相 呼 应 ，共 同 组 成 具 有 典 型 北 方 山

水特色的峡谷风光。丹河是黄河北岸

支流沁河的支流，主要发源于山西省，

流经于庄所在的河南焦作。对于住在

沿 岸 的 人 们 来 说 ，丹 河 是 不 折 不 扣 的

“母亲河”。

河 滩 边 的 人 渐 渐 多 了 起 来 。 孩 子

们 拿 着 小 渔 网 在 水 里“ 捕 鱼 ”，东 边 跑

跑 ，西 边 跳 跳 ，小 脚 丫“ 啪 嗒 啪 嗒 ”，溅

起一串串水花。“渔童之意不在鱼”，他

们 享 受 的 是 在 水 里 嬉 戏 的 感 觉 。 你

瞧，没过一会儿，这些拿着渔网的孩子

就 与 举 着 水 枪 的 孩 子 围 在 了 一 起 ，你

往我身上挤水，我把你的衣服泼湿，阵

阵 欢 笑 声 如 同 扬 起 的 水 花 一 般 ，跌 落

在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

“沐浴丹渊中，照耀日月光。”白天

的丹河与晚上的丹河有两副不同的面

孔 ，带 给 人 们 的 也 是 不 一 样 的 感 受 。

天色变暗，光影转换之间，丹河两岸的

山 峰 一 下 耸 立 起 来 ，彰 显 了 它 的 存

在。立于河滩之中，河水缓慢流淌，两

岸 崖 壁 对 峙 ，一 动 一 静 ，让 人 生 出“ 逝

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若白天

时 乘 竹 筏 行 于 其 间 ，则 是 另 外 一 番 体

验，有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豪气、畅

快与喜悦。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有趣又

充 满 诗 意 的 比 喻 ：山 是 变 化 缓 慢 的

浪。将眼前的太行山放在漫长的时间

长河里，它也会流动，如环绕它的丹河

一样，在天地间优雅地舞动。

月 光 下 ，人 越 来 越 多 。 有 当 地 的

村 民 ，也 有 慕 名 而 来 的 游 客 。 人 们 或

在 河 滩 里 嬉 戏 ，或 在 岸 边 的 农 家 小 院

摆 棋 对 弈 ，品 茶 赏 月 。 最 诱 人 的 是 岸

边 升 腾 起 的 袅 袅 炊 烟—— 一 边 欣 赏 丹

河夜色，一边品尝烧烤，如同美食配佳

酿，是一种绝妙的享受。

夜 渐 渐 深 了 ，人 们 意 犹 未 尽 地 散

去 。 丹 河 水 依 旧 静 静 地 流 淌 着 ，千 百

年来一直如此，默默护佑着一方安宁。

我在北海公园五龙亭见过一幅漪

澜 堂 糙 底 ：墨 线 粗 勾 形 制 ，开 间 、进 深

和 尺 寸 都 标 在 纸 上 了 。 绘 制 它 的 人 ，

是在清廷样式房里供役的掌案——祖

籍 江 西 永 修 的 匠 师 ，姓 雷 。 这 户 雷 姓

人 ，精 土 木 ，擅 营 造 ，巧 艺 世 传 ，累 代

以 此 为 业 ，凤 阙 禁 苑 的 设 计 多 出 其

手。老雷家，真有两下子！

有 人 给 这 个 建 筑 世 家 立 了 名 号 ：

样式雷。

亭 前 ，太 液 池 全 在 阳 光 下 。 隔 水

看 去 ，漪 澜 堂 在 琼 岛 北 麓 闪 出 它 的

影 。 堂 前 的 单 面 空 廊 ，东 起 倚 晴 楼 ，

西 至 分 凉 阁 ，“ 随 形 而 弯 ，依 势 而 曲 ”，

长 可 三 百 米 。 一 根 根 圆 柱 顺 次 列 布 ，

撑 着 廊 檐 ，畅 游 到 此 者 ，正 可 在 栏 杆

坐 凳 上 歇 息 ，把 淡 荡 鳞 波 收 到 眼 睛

里 ，兴 许 还 会 哼 出 弘 历 的 旧 句 ：“ 湖 堂

北向号漪澜，太液秋风正好看。”

好 看 的 多 着 呢 ！ 外 檐 梁 枋 、内 檐

平 棋 尽 以 彩 画 为 饰 。 所 绘 多 为 山 水 、

楼 台 、花 鸟 、人 物 。 人 物 都 有 故 事 ，个

个 以 这 儿 为 家 ，扎 下 根 ，谁 也 唤 不

走 。 观 者 如 览 卷 轴 ，轻 轻 落 下 的 步

子，合着诗的韵脚。

丹 楼 紫 阁 ，依 廊 起 筑 ，称 作“ 延

楼 ”。 一 溜 灰 筒 瓦 坡 顶 的 中 间 ，隆 起

两个卷棚歇山顶——碧照楼和远帆阁

露 了 头 角 ，低 昂 之 美 凭 此 而 显 。 大 屋

顶 本 就 势 雄 ，更 有 峭 异 的 挑 檐 连 向 无

际 云 天 ，一 楼 一 阁 愈 添 气 象 ，辉 映 并

丽 。 画 廊 曼 转 ，楯 槛 纡 绕 ，楼 与 廊 得

以 上 下 相 傍 ，而 长 方 形 隔 扇 窗 上 ，直

棂 和 横 棂 拼 出 几 何 格 纹 ，使 楼 身 与

廊 体 越 显 精 整 ，很 似 一 条 锦 带 缠 于

岩 麓 。 这 带 子 临 澜 荡 出 半 圆 的 线

条 ，弧 度 是 饱 满 的 ，也 是 优 雅 的 ，浪

漫 的 ，着 眼 如 画 。 长 长 的 楼 ，长 长 的

廊 ，分 出 山 和 水 的 边 界 ，也 连 接 了 它

们 。“ 弓 样 围 楼 镜 样 波 ”，延 楼 跟 傲 立

的 白 塔 高 低 相 映 ，峦 影 交 翠 的 琼 岛 ，

神 气 宛 然 。

从 碧 照 楼 和 远 帆 阁 各 向 东 西 伸

出 的 延 楼 ，着 意 端 量 ，敢 情 也 是 单 面

空 廊 ，只 是 尺 寸 略 收 ，坡 檐 缩 进 去 一

块 ，廊 柱 也 变 作 方 形 。 若 从 整 体 看 ，

居 上 的 楼 、处 下 的 廊 ，一 合 ，成 了 双 层

廊 道 ，应 当 呼 为“ 楼 廊 ”或“ 复 道 廊 ”才

对 头 。

弘历兴造园林，心意所向，固然为

游 赏 ，为 憩 宴 ，为 读 诵 ，表 面 看 去 是 求

得 宽 适 的 环 境 ，实 是 向 往 一 个 精 神 空

间 ，以 寄 放 高 旷 、清 遐 的 志 趣 。 样 式

房的人把这个空间实景化了。

漪澜堂是弘历读书的地方。在北

海 ，这 样 的 处 所 不 止 一 处 。 濠 濮 间 的

崇 椒 室 、静 心 斋 的 抱 素 书 屋 ，都 是 ，只

怪 择 址 均 显 狭 迫 了 些 ，幽 僻 了 些 ，排

场比不过漪澜堂。

漪澜，水波也。堂迎太液池，风晨

雨 夕 ，尽 可 引 景 入 室 。 粼 粼 清 波 带 着

日 月 的 光 华 映 过 来 ，澄 莹 几 可 照 人 。

堂 匾 上 横 着 四 个 字 ：“ 天 镜 开 奁 ”，正

与 风 景 为 配 ，也 算 安 放 自 然 。 东 侧 的

暖 阁 里 有 一 副 对 联 ：“ 境 是 天 然 赢 绘

画 ，趣 含 理 要 入 精 微 。”目 接 好 景 ，心

触 妙 谛 ，诗 兴 哪 能 不 到 呢 ？ 弘 历 向 以

风 雅 自 命 ，观 景 而 动 情 思 ，就 画 意 作

诗，是常事。

漪 澜 堂 ，以 面 阔 而 论 ，五 开 间 ，担

得 起“ 宏 敞 ”这 词 。 那 么 大 的 一 片 水 ，

从 碧 照 楼 前 映 过 来 ，小 了 不 行 ，压 不

住 。 碧 照 楼 宫 门 南 面 的 檐 枋 上 ，挂 过

一 块 匾 ，漆 板 金 书“ 湖 天 浮 玉 ”，瞧 笔

势 ，夭 矫 中 见 姿 媚 。 不 知 什 么 时 候 ，

摘 掉 了 。 老 实 说 ，这 四 个 字 还 是 很 写

意 的 ，也 能 适 景 。 眼 面 前 ，门 榜 的 位

置 不 空 ，叫 包 袱 彩 画 占 去 ，檐 枋 好 像

搭了漂亮的花巾。

这 座 堂 ，新 近 髹 饰 ：槛 窗 漆 红 ，檐

柱 涂 绿 ，只 消 一 瞅 ，华 美 富 丽 的 光 影

先 夺 了 眼 目 。 此 等 色 彩 ，让 漪 澜 堂 回

到 原 先 的 样 子 。 大 红 大 绿 之 中 ，宫 门

上 的 圆 铜 钉 、裙 板 上 的 夔 龙 纹 ，耀 出

点点金。古淡未失，自存昔日气派。

堂 前 出 廊 ，粗 实 的 廊 柱 直 顶 着 檐

枋 ，撑 得 稳 。 不 能 少 的 对 联 ，往 柱 子

上 一 挂 ，好 些 人 站 在 跟 前 ，念 出 声 ，山

情 水 趣 也 就 入 了 心 。 檐 枋 亦 为 新 饰 ，

苏 式 彩 绘 愈 添 璧 房 锦 殿 之 美 ，足 够 品

一阵。

“ 宛 转 回 廊 处 ，斋 从 院 里 通 。”打

这 儿 向 西 ，两 个 转 角 房 之 间 ，是 穿

堂 。 几 步 迈 过 ，闪 出 一 个 院 子 ，又 见

一 座 栋 宇 ：弘 历 习 诵 典 籍 的 道 宁 斋 。

这 个 斋 名 ，是 从《尚 书》里 来 的 。“ 志 以

道 宁 ，言 以 道 接 ”八 字 ，把 道 的 地 位 抬

得 很 高 。 道 ，理 也 ，人 所 共 循 之 则 。

它 无 形 无 质 ，力 量 却 大 得 无 边 。 一 个

君 子 ，他 的 心 志 须 合 于 道 ，自 身 方 可

安 宁 ；他 的 言 论 须 合 于 道 ，别 人 方 可

接 受 。 故 此 ，才 能“ 望 之 俨 然 ，即 之 也

温 ，听 其 言 也 厉 ”。 起 名 的 时 候 ，弘 历

蓄 着 借 理 言 志 的 意 思 ，是 很 明 白 的 。

四 围 原 本 就 静 ，一 想 这 些 ，心 中 更 无

波 澜 了 。 真 是“ 道 趣 宁 心 ”。 有 句 话

进到耳朵里：小斋通大道。讲得好！

斋 内 低 回 ，瞧 着 胪 列 的 玉 雕 、画

瓶 、箧 笥 、盆 景 、如 意 、珐 琅 香 炉 、紫 檀

屏 风 、描 金 书 案 、八 宝 五 供 ，另 有 一 壁

丹 青 ，满 架 芸 帙 ，安 器 置 物 皆 按 法 式 ，

可 说 浓 淡 得 宜 。 目 光 一 转 ，数 竿 修 篁

还 在 窗 牖 弄 影 。 昔 时 ，浸 在 清 雅 之 气

中 的 弘 历 少 不 了 吟 咏 ，响 过 水 面 的 风

声 也 难 扰 乱 他 的 心 绪 。 我 读 到 一 首

五 言 律 诗 ，诗 中 有 四 句 ：“ 北 俯 液 池

水 ，南 含 琼 岛 阴 。 自 然 成 道 趣 ，何 不

可 宁 心 。”闲 庭 吟 味 ，默 望 烟 岚 轻 笼 的

白 塔 山 ，云 木 含 秀 ，坡 草 吐 翠 ，一 派 深

窅 中 ，危 昂 峰 势 自 有 偃 仰 。 我 体 悟 的

不 只 是 这 位 清 帝 畅 抒 的 情 ，更 有 他 久

悟的道。

道 宁 斋 的 仙 楼 垂 着 一 副 对 子 ：

“ 石 古 泉 清 ，轩 窗 爽 且 静 ；风 恬 露 润 ，

花 竹 秀 而 鲜 。”哪 位 写 的 ？ 我 说 不 上

来 。 只 觉 得 境 美 ，味 永 ，古 雅 可 赏 。

把 它 跟 弘 历 的 御 制 诗 放 在 一 处 ，诚 无

愧 色 。

斋 对 远 帆 阁 。 我 若 能 登 阁 跻 览 ，

视 线 会 被 引 得 更 高 ，更 远 。 推 想 斋 中

主 人 ，近 观 鱼 跃 鸢 飞 ，遥 瞻 云 帆 月 舫 ，

何 等 畅 意 ！ 大 可 起 遐 思 于 襟 袖 ，一 驰

心神。

靠 东 ，一 道 环 着 缠 枝 纹 的 月 亮 门

外 ，立 着 戏 台 ，翼 角 斜 翘 。 交 叠 的 梁

架 上 ，绘 出 的 照 例 是 花 ，是 鸟 ，是 山 ，

是 水 ，一 片 青 蓝 碧 绿 。 设 色 虽 冷 了

些 ，鸟 吟 于 山 、花 笑 于 水 的 清 美 之 境

还 是 可 感 的 。 抄 手 游 廊 的 做 法 ，也 用

到 戏 台 上 ：挂 落 连 着 圆 直 的 檐 柱 ，矮

栏 绕 着 平 整 的 台 基 ，衬 足 了 它 的 派

势 。 一 个 戏 台 ，如 此 费 心 ，平 头 百 姓

见 了 ，会 摇 头 而 叹 ，心 里 说 ：“ 乾 隆 爷 ，

真有你的！”

台 匾“ 霓 裳 曼 舞 ”，柔 丽 而 瘦 劲 ，

娟 秀 而 遒 健 ，一 看 就 是 溥 杰 的 字 。 瞅

着 它 ，我 心 里 也 生 出 四 字 ：“ 磬 筦 雅

奏”，差可相配。

对面，是看戏殿。隔扇门的棂花，

为 步 步 锦 ；绦 环 板 的 图 样 ，为 夔 龙

纹 。 这 样 的 花 格 ，这 样 的 纹 饰 ，皆 有

讲 究 。 样 式 房 的 大 拿 ，懂 得 以 吉 祥 之

意 叫 弘 历 快 活 。 御 座 朝 向 戏 台 ，当 间

没 几 步 ，不 远 不 近 ，演 员 的 眉 眼 身 段 ，

瞧 得 真 。 横 额“ 晴 栏 花 韵 ”，弘 历 题

的 。“ 雅 意 通 毫 素 ”，这 是 给 濒 水 殿 堂

送来比芳馨还浓的诗情呀！

御 座 后 的 粉 壁 上 贴 着 堂 幅 ，是 弘

历 的 五 言 排 律《赋 得 晴 栏 花 韵》，摹 出

丽 日 里 花 开 栏 前 的 美 艳 景 致 。“ 香 染

荀 郎 袖 ，韵 宜 谢 客 编 ”一 联 ，提 到 荀 子

和 谢 灵 运 。 荀 子 之 文“ 体 裁 绮 密 ，出

之 以 铿 锵 鼓 舞 ，又 是 一 格 ”；谢 灵 运 之

诗“ 雕 镌 山 水 ，还 乎 自 然 ”。 月 旦 评 ，

是 近 人 钱 基 博 下 的 。 对 于 荀 、谢 的 诗

文，弘历也应抱这般态度。

漪 澜 堂 前 ，围 砌 驳 岸 ，依 岸 筑 石

栏 。 栏 边 旧 设 茶 座 。 我 看 过 几 张 老

照 片 ，拍 的 都 是 那 时 光 景 ：澄 明 的 波

纹 在 栏 外 微 漾 ，倚 着 雕 饰 蟠 龙 的 望

柱 ，细 品 香 茗 ，兼 听 鸟 ，观 鱼 ，望 水 ，看

云 ，亦 极 怡 悦 ，心 飞 向 水 上 的 光 ，清 憩

之 意 至 此 而 足 。 五 龙 亭 那 边 的 曲 桥

上 ，也 曾 摆 桌 置 椅 ，水 影 中 浮 起 的 茶

香 ，照 样 不 淡 。 定 神 朝 北 岸 默 望 ，“ 风

传 笑 语 隔 水 闻 ”的 妙 境 ，说 不 定 也 能

盼来。

漪 澜 堂 后 身 ，正 对 着 山 上 的 延 南

薰——一座庑殿顶的扇形亭。亭东为

盘 岚 精 舍 、一 壶 天 地 、环 碧 楼 、嵌 岩

室 ；亭 西 为 小 崑 邱 、铜 仙 承 露 台 、得 性

楼 、抱 冲 室 、邻 山 书 屋 。 漪 澜 堂 的 格

局真大 ，四围的斋、楼、阁、廊、轩、馆、

舍 、亭 、台 ，都 傍 着 它 ，且 极 尽 雕 镂 装

绘 ，可 谓 绮 构 。 这 个 形 如 扇 面 的 建 筑

群 ，偎 于 交 柯 松 桧 、堆 叠 岩 石 间 ，日 日

为 波 光 、霞 彩 、云 影 所 映 。 画 中 的 美 ，

移到它上面了。

我 小 时 候 ，仿 膳 饭 庄 开 在 漪 澜

堂 。 在 这 儿 吃 一 顿 ，比 外 面 花 销 大 。

仿 膳 的 栗 子 面 窝 头 ，不 大 点 儿 ，好 吃 ，

跟 棒 子 面 窝 头 ，两 回 事 。 还 有 红 烧

鱼 。 鱼 很 鲜 ，不 知 道 是 不 是 从 太 液 池

里 现 捞 的 。 前 湖 垂 钓 ，后 堂 烹 食 ，也

是 早 先 曾 有 的 事 。 时 下 ，这 家 饭 庄 搬

走了。调鼎之香，无妨顺带一提。

柳 江 不 是 江 ，是 古 镇 。 古 镇 有 条

河，叫花溪。

位 于 东 坡 故 里 四 川 眉 山 的 柳 江 ，

四 围 青 山 环 抱 ，青 峰 苍 翠 ；中 间 平 畴

沃 野 ，良 田 千 亩 。 玉 带 似 的 花 溪 ，从

林 木 森 森 的 瓦 屋 山 中 奔 泻 而 来 ，穿 过

镇 子 上 游 一 座 两 孔 石 桥 后 ，急 急 扑 入

古 镇 的 怀 抱 ，在 古 镇 臂 弯 懒 懒 睡 上 一

觉 ，再 踏 上 奔 向 青 衣 江 的 行 程 。 因 其

岸 边 常 年 竹 树 葱 茏 ，春 来 桃 花 夹 岸 ，

宛如武陵桃源，故有此名：花溪。

古 镇 铺 铺 排 排 ，错 落 在 花 溪 两

岸 。 上 下 游 分 别 建 有 石 拱 桥 ，彩 虹 一

般 倒 映 在 河 上 。 河 心 有 座 四 面 环 水

的 绿 岛 ，绿 树 成 荫 ，曲 径 通 幽 ，与 之 相

连 的 ，一 边 是 吊 桥 ，一 边 是 栈 桥 。 古

镇 的 浪 漫 不 止 于 此 ，人 们 还 在 花 溪 中

段 拦 了 道“S”形 漫 水 坝 ，水 坝 上 均 匀

分 布 着 一 串 跳 墩 石 ，河 水 从 跳 墩 石 间

流 过 ，形 成 一 道 白 花 花 的 瀑 布 。 有 了

这 些 拱 桥 、吊 桥 、栈 桥 、跳 墩 石 ，人 们

过 河 就 有 了 多 种 选 择 ，或 从 原 木 搭 建

的 栈 桥 跨 过 河 去 ，或 从 琴 弦 似 的 吊 桥

晃 过 河 去 ，或 从 省 略 号 似 的 跳 墩 石 跳

过河去，生活也因此变得多姿多彩。

柳 江 古 镇 的 精 华 ，也 在 这 亲 水 的

两 岸 。 走 在 沿 河 的 石 板 路 上 ，一 边 是

清 澈 温 馨 的 花 溪 之 水 ，一 边 是 绵 延 相

连 的 古 老 木 楼 ，头 顶 是 浓 密 横 斜 的 古

树 枝 叶 ，身 旁 是 木 质 栈 道 和 观 景 平

台 。 青 幽 幽 的 山 景 ，清 幽 幽 的 河 水 ，

轻 悠 悠 的 山 风 ，其 间 点 缀 些 明 艳 艳 的

花 朵 、活 泼 泼 的 戏 水 人 群 ，此 情 此 景 ，

令人陶醉。

柳 江 周 边 ，坐 落 着 峨 眉 山 与 瓦 屋

山 ，古 镇 风 物 与 两 山 有 关 。 苏 轼 有 诗

云 ：“ 瓦 屋 寒 堆 春 后 雪 ，峨 眉 翠 扫 雨 余

天 。”无 论 寒 日 里 的 冬 雪 还 是 眼 下 的

秋雨，柳江都是它们的宠儿。

岸 边 有 座“ 烟 雨 柳 江 ”牌 坊 ，标 题

一 般 提 示 着 古 镇 的 气 候 特 征 ，特 别 是

在 这 个“ 华 西 秋 雨 ”莅 临 的 时 节 。 柳

江 的 雨 ，常 会 与 你 不 期 而 遇 ，就 那 么

柔 柔 地 、细 细 地 、不 缓 不 急 地 下 着 ，似

有 若 无 ，似 烟 又 雨 ，将 叶 子 洗 涤 出 晶

亮 的 色 泽 ，将 瓦 楞 擦 拭 出 悠 远 的 古

意 ，将 栈 道 幻 化 成 发 亮 的 绸 带 。 古 镇

的 民 居 、街 巷 、亭 台 和 树 木 ，沐 浴 在 这

蒙 蒙 烟 雨 中 ，宁 静 秀 美 如 江 南 画 轴 。

婉 约 的 花 溪 ，此 时 置 身 在 烟 雨 中 ，独

自 做 着 甜 美 的 梦 ，梦 见 了 森 林 的 故

事 ，梦 见 了 远 古 的 谣 曲 ，梦 见 了 明 天

的行程……

柳 江 之 美 ，更 美 在 川 西 的 建 筑 格

调 、国 风 的 民 俗 韵 味 。 依 山 面 水 的 阁

楼 ，雕 花 精 美 的 挑 梁 ，古 朴 考 究 的 花

窗 ，气 宇 轩 昂 的 屋 檐 ，或 砖 或 木 的 围

栏 。 典 型 代 表 是 曾 家 大 院 。 大 院 紧

临 水 边 ，楼 台 高 矗 ，屋 宇 庄 严 ，轩 窗 明

净 ，曲 栏 环 绕 。 高 高 基 座 上 酱 紫 色 的

门 窗 、墙 壁 和 廊 柱 ，被 参 天 古 树 轻 拂

着 映 衬 着 ，彰 显 着 房 主 人 曾 经 的 辉

煌 ，也 透 着 建 筑 悠 悠 的 古 意 。 跨 进 对

开 的 大 门 向 里 走 ，穿 过 前 院 ，还 有 中

院 、后 院 ，大 有“ 庭 院 深 深 深 几 许 ”之

感 。 轩 敞 明 亮 的 几 进 厅 堂 ，齐 整 排 列

的 若 干 厢 房 ，彼 此 呼 应 的 三 座 戏 台 ，

雅 致 幽 静 的 绣 花 阁 楼 ，一 间 挨 着 一

间 。 庄 重 典 雅 的 照 壁 ，优 美 回 环 的 长

廊 ，平 整 开 阔 的 坝 子 ，一 个 院 落 连 着

一 个 院 落 。 其 间 点 缀 以 古 树 、花 草 、

假 山 、曲 径 、凉 亭 ，一 花 一 木 、一 路 一

石 、一 渠 一 池 之 中 ，尽 见 幽 居 山 中 的

闲 情 逸 致 。 此 处 园 林 建 筑 之 精 美 考

究 ，堪 与 苏 州 拙 政 园 媲 美 。 据 说 古 镇

布 局 总 体 呈 现 一 个“ 寿 ”字 ，足 见 柳 江

人 的 用 心 与 智 慧 ，以 及 对 这 片 乡 土 的

深深眷恋。

不 过 ，两 岸 建 筑 的 布 局 略 有 不

同 。 这 边 沿 河 地 势 平 坦 ，古 民 居 是 平

面 铺 展 的 ；对 岸 是 个 缓 坡 ，古 民 居 因

势 而 筑 ，或 靠 山 或 临 水 ，显 得 错 落 有

致 。 但 人 们 更 喜 欢 临 水 而 居 的 部

分 。 走 在 花 溪 岸 边 的 弯 曲 栈 道 上 ，慢

慢 浏 览 沿 河 的 风 景 ，只 见 那 些 楼 台 轩

榭 全 是 木 质 结 构 ，鳞 次 栉 比 ，高 低 错

落 ，绿 杨 拂 窗 ，灯 笼 高 挂 ，景 致 与 湘 西

凤凰非常接近。

或 许 多 少 年 前 ，这 座 茶 马 古 道 上

的 深 山 古 镇 ，也 曾 有 过 沈 从 文 笔 下 的

繁 华 。 花 溪 上 舟 来 楫 往 ，古 道 上 马 帮

络 绎 ，镇 子 上 客 商 熙 攘 ，因 此 才 留 下

了 这 些 亭 台 楼 阁 、雕 梁 画 栋 ，留 下 了

眼前不同凡响的历史印记。

走 过 花 溪 那 串 跳 墩 石 ，择 一 小 巷

拾 级 而 上 ，便 来 到 缓 坡 一 面 的 古 街 。

一 栋 栋 古 建 筑 被 高 高 的 骑 墙 护 着 ，由

幽 深 的 小 巷 连 着 。 那 些 石 板 铺 筑 的

街 巷 中 ，不 时 闪 现 一 道 月 亮 门 ，一 面

灰 照 壁 ，一 树 丹 桂 花 或 紫 薇 花 ，让 古

街 更 显 幽 深 。 走 进 坡 坡 坎 坎 的 小 巷 ，

你 会 发 现 那 些 神 秘 的 石 级 穿 过 一 道

道 月 亮 门 后 ，又 通 向 更 加 幽 谧 的 古 老

院 落 。 不 时 有 一 两 位 妇 人 ，挎 着 竹 篮

撑着伞，从通幽的石级上飘然而下。

这 些 古 民 居 围 起 的 街 道 虽 不 大 ，

但 十 分 热 闹 ，整 洁 的 店 铺 一 家 挨 着 一

家 ，店 招 或 匾 或 旗 ，皆 古 色 古 香 ，别 有

风 情 。 街 上 卖 药 材 、竹 笋 、干 果 等 山

货 的 ，卖 腌 腊 制 品 、苞 谷 烧 酒 、峨 眉 山

茶 等 特 产 的 ，卖 花 椒 油 、芝 麻 油 、香 辣

酱 等 调 料 的 ，品 种 繁 多 ，琳 琅 满 目 。

连 多 年 不 见 的 姜 糖 、麻 糖 、牛 皮 糖 ，也

装 在 牛 皮 纸 袋 里 ，摆 在 摊 子 上 。 买 一

袋 拿 在 手 上 ，拈 一 颗 含 在 嘴 里 ，身 心

尽是童年时的满足。

吸 引 人 的 ，还 有 那 些 别 样 的 旅 店

和 茶 舍 。 古 旧 阁 楼 围 出 一 个 个 院 落 ，

木 质 的 墙 壁 门 窗 ，木 质 的 地 板 围 栏 ，

天 井 里 的 石 缸 锦 鲤 游 弋 ，楼 栏 上 的 幽

兰垂落如丝。走 出 幽 静 的 天 井 ，便 是

临 河 的 风 景 。 这 一 面 大 多 建 有 观 景

平 台 ，平 台 上 开 设 着 露 天 茶 苑 。 坐

在 清 幽 的 平 台 上 ，泡 上 一 杯 峨 眉 山

茶 ，悠 然 眺 望 远 处 的 山 岚 村 落 、对 岸

的 楼 台 庭 院 、河 面 的 天 光 云 影 ，心 情

也 为 之 陶 陶 然 。 有 头上的凉伞撑着，

有 面 前 的 热 茶 润 着 ，有 阁 楼 上 某 房 间

的 钥 匙 揣 着 ，一 下 午 的 休 闲 时 光 便 有

了着落。

间 或 会 有 几 许 晚 钟 ，从 镇 外 的 观

音 寺 传 来 。 寺 庙 建 在 陡 峭 岩 壁 上 ，山

门 之 外 是 河 ，寺 院 背 后 是 崖 ，在 不 可

能 修 建 寺 院 的 地 方 ，建 起 了 规 模 不 小

的 古 寺 ，真 是 费 了 一 番 苦 心 。 奇 的 是

一 溜 风 雨 长 廊 ，沿 山 脊 一 小 段 一 小 段

往 上 重 叠 延 伸 ，油 然 产 生 龙 骨 似 的 效

果，令人叹为观止。

入夜，躺在柳江的阁楼上，耳边传

来 动 人 的 天 籁 。 花 溪 在 客 栈 下 面 哗

哗 流 淌 ，晚 风 从 古 树 间 沙 沙 吹 过 ，吹

落 的 水 珠 纷 纷 掉 在 瓦 楞 上 ，发 出 一 片

簌 簌 的 轻 响 。 还 有 远 处 田 园 的 蛙 声

一 片 ，附 近 村 落 的 犬 吠 几 声 ，枕 边 油

然飘起淡淡的乡愁。

走平遥
□ 黄骏骑

金 秋 山 西 游 的 第 一 站 ，我 们 来 到

了平遥古城。

眼 前 看 到 的 是 被 保 护 得 十 分 完

好 、堪 称 中 华 古 城 典 范 的 平 遥 。 四 方

城墙完整无缺，城墙上炮台、城垛排列

整 齐 。 进 入 城 内 ，街 景 如 清 明 上 河 图

般 ，古 风 依 然 ，满 街 招 牌 、楹 联 金 光 闪

闪。祥云集、长寿街、日昇昌……城内

华 屋 精 舍 ，高 墙 大 院 ，鳞 次 栉 比 ，美 轮

美 奂 ，历 经 数 百 年 风 雨 ，仍 风 姿 翩 翩 ，

游 人 徜 徉 其 中 ，体 验 着 一 份 慢 时 光 的

惬意。

一 座 古 县 衙 ，半 部 官 文 化 。 平 遥

古 县 衙 坐 北 朝 南 ，对 称 布 局 ，左 文 右

武，前朝后寝，主从有序。

登 上 层 层 台 阶 ，迈 过 高 高 门 槛 ，迎

面 是“ 亲 民 堂 ”，抱 柱 联 写 着 ：“ 吃 百 姓

之 饭 ，穿 百 姓 之 衣 ，莫 道 百 姓 可 欺 ，自

己 也 是 百 姓 ；得 一 官 不 荣 ，失 一 官 不

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这

是民与官的最好诠释，发人深省。

古 代 县 令 主 要 职 责 之 一 ，就 是 断

案 。 古 县 衙 一 侧 ，是 牢 狱 、捕 快 房 、督

捕 厅 等 场 所 。 关 押 死 刑 犯 的 重 狱 ，黑

洞 洞 ，伸 手 不 见 五 指 ，令 人 望 而 生 畏 ；

木脚镣、铁鬼衣、竹手铐、木枷等刑具，

观之令人毛骨悚然。它们似在告诉游

人，在漫长的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维

护 统 治 秩 序 ，想 方 设 法 最 大 限 度 发 挥

刑罚作用。

“ 勤 慎 堂 ”带 有 私 密 性 ，是 县 太 爷

的 单 身 宿 舍 。 銮 驾 厅 、对 弈 亭 、常 平

仓、风雅台……从大门进去，每过一道

门进入另一个庭院，都给人“天下衙门

深 似 海 ”的 感 觉 。 倒 是 厅 堂 上 的 楹 联

“ 不 求 当 道 称 能 吏 ，愿 共 斯 民 做 好 人 ”

“与百姓有缘才来到此，期寸心无愧不

负斯民”等，画龙点睛，喻志抒情，升华

意蕴，值得咀嚼。

平 遥 古 城 与 晋 商 是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 说 到 晋 商 ，不 得 不 提 票 号 。 中

国 第 一 家 票 号 与 最 后 一 家 票 号 ，都 在

平遥。到了平遥，了解和参观票号，自

然是少不了的项目。

沿 着 一 条 青 石 铺 就 的 街 道 ，来 到

协同庆钱庄博物馆。“协同庆”，就是协

力同心、普天同庆之意。这里“堆金叠

银 ，汇 通 天 下 ”，有 中 国 票 号 现 存 最 大

的 地 下 金 库 。 接 待 人 员 头 戴 瓜 皮 帽 ，

身着灰色长衫，脚穿布底鞋，让游人一

下子就置身于浓浓的票号氛围中。进

门是一长巷，并不宽敞，天井布满铁丝

网，上面挂有铜铃铛。打听其功能，导

游 说 ，这 是 防 盗 用 的 。 金 银 重 地 少 不

了 有 江 洋 大 盗 光 顾 ，他 们 飞 檐 走 壁 ，

一 旦 触 动 了 网 铜 铃 铛 就 会 响 起 来 ，等

于“ 摇 摇 铃 ”报 警 。 大 伙 听 了 ，都 会 心

一 笑 。

平 遥 的 票 号 ，家 家 都 有 一 个 金

库 。 起 初 以 为 ，金 库 应 该 砌 厚 厚 的 石

墙 ，用 重 重 的 门 、坚 固 的 锁 ，里 面 设 暗

道机关，外面岗哨林立，重兵把守。不

用 说 小 票 号 盖 不 起 这 样 的 金 库 ，就 是

大票号弄出这么大动静，也无异于“此

地无银三百两”，精明的商人可没有那

么 傻 ，他 们 就 地 挖 地 窖 ，打 造 地 下 金

库，实用省钱又安全。

穿 过 几 道 门 ，看 过 多 少 房 间 ，已 经

没 有 什 么 印 象 ，令 我 难 忘 的 是 那 一 眼

望不到底的地下金库。博物馆迎合游

人 心 理 ，开 发 了“ 取 银 子 ”项 目 。 儿 媳

花 了 200 元 钱 ，买 了 一 张 面 值“ 黄 金 贰

佰 两 ”的 存 执 。 老 伴 拿 着 它 跟 随 伙 计

下 到 地 下 金 库 ，喜 滋 滋 地 从 账 房 先 生

手 中 取 来 一 枚 金 灿 灿 的“ 元 宝 ”，心 安

理 得 地 让 他 们“ 忽 悠 ”了 一 把 。 其 实 ，

古 时 顾 客 取 银 子 ，是 不 可 能 下 到 金 库

的 ，而 是 用 升 降 机 将 银 锭 送 到 上 面 柜

台兑取。

穿 过“ 听 雨 楼 ”的 门 洞 往 北 ，会 看

到 许 多 老 房 子 ，那 是 整 整 一 座 城 池 的

四 合 院 ，在 时 光 中 衰 败 或 者 兴 盛 。 在

平 遥 棋 盘 状 的 街 道 上 走 一 圈 ，会 被 扑

面 而 来 的 香 气 包 围 ：平 遥 牛 肉 、水 煎

包 、莜 面 栲 栳 栳 、碗 托 、长 山 药 、豆 腐

脑 、黄 酒 …… 街 道 两 边 摊 位 一 字 儿 排

开 ，撩 动 游 人 的 味 蕾 。 路 边 店 铺 的 招

牌，店伙计的叫卖，各种器皿里冒出的

香 气 …… 它 们 与 周 围 各 种 古 建 筑 一

起 ，形 成 了 平 遥 古 城 独 特 的 烟 火 气 。

随 意 走 进 一 家 小 吃 店 ，点 了 半 斤 平 遥

牛肉，大快朵颐。牛肉红润鲜亮，肥而

不腻，瘦而不柴，鲜嫩可口。身着晋商

少 奶 奶 服 装 的 老 板 娘 说 ，平 遥 牛 肉 可

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呢。对平遥

人 来 说 ，思 乡 时 要 在 异 乡 找 一 块 平 遥

牛 肉 吃 ，春 节 团 圆 之 际 也 要 用 它 点 缀

餐桌，游客们更喜欢买来馈赠亲友。

平 遥 古 城 是 平 遥 人 对 生 活 的 珍

藏，对岁月的致敬。在这里，可以与古

人来一次深情对望。老城墙、古县衙、

大票号、小吃店，共同成就了这个古城

特有的社会生活，情景交融，丰富了我

对平遥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