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 高 气 爽 ，艳 阳 高 照 。 游 客 们 在

繁 盛 的 森 林 中 漫 步 ，欣 赏 溪 流 飞 瀑 ，

在 玉 石 林 里 和 机 甲 机 器 人“ 石 破 天 ”

有 趣 互 动 ，在 姑 婆 山 体 育 基 地 驰 骋 绿

茵 场 ，在 天 沐·伴 山 温 泉 、贺 州 温 泉 洗

去一身疲惫……今 年 国 庆 假 期 ，位 于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贺 州 市 的 姑 婆 山 旅

游 度 假 区 ，以 其 优 越 的 生 态 资 源 、日

渐 完 善 的 基 础 设 施 、丰 富 多 彩 的 主

题 活 动 吸 引 了 大 批 区 内 外 的 游 客 ，

再 次 出 彩 出 圈 ，成 为 贺 州 假 日 旅 游

的“ 顶 流 ”。

精心呈上文旅“大餐”

10 月 1 日 ，姑 婆 山 景 区 仙 姑 大 草

坪 上 ，《九 州 同》《上 铃 鼓》《灯 火 里 的

中国》《弥勒山歌》《壮族风情》等歌舞

节 目 吸 引 了 游 客 的 目 光 。 一 场《盛 世

华 诞 祈 福 同 欢》主 题 活 动 拉 开 了 欢

乐 假 期 的 序 幕 。 除 了 精 彩 的 文 艺 演

出 ，“ 套 圈 +盲 盒 ”的 娱 乐 体 验 也 让 游

客 惊 喜 加 倍 。 此 外 ，景 区 推 出 的 仙 山

好 厨 、冷 热 双 泉 等 活 动 更 是 让 游 客 全

身心放松。

10 月 9 日 ，广 西 贺 州 玉 石 林 景 区

微 信 公 众 号 发 布 一 条 关 于“ 游 石 林 抽

大 奖 ”活 动 获 奖 名 单 的 推 文 ，来 自 河

南 省 商 丘 市 的 王 先 生 成 为 特 等 奖 获

得 者 ，赢 得 了 一 台 75 寸 大 彩 电 ，另 有

36 名 游 客 获 得 微 波 炉、空 气 炸 锅 等 奖

品 。 国 庆 假 期 ，玉 石 林 景 区 不 仅 请 来

了 机 甲 机 器 人“ 石 破 天 ”与 游 客 互 动

合 影 ，邀 请 游 客 与 本 地 歌 手 唱 响 山 歌

接 力 赛 ，还 推 出 国 风 油 纸 伞 打 卡 享 免

门票活动。

贺 州 市 有“ 中 国 温 泉 之 城 ”的 美

誉 。 姑 婆 山 旅 游 度 假 区 是 贺 州 市 温

泉 资 源 富 集 的 地 区 之 一 ，吸 引 了 众 多

游 客 走 进 大 自 然 中 体 验 温 泉 度 假 ，把

假日松弛感拉满。

在 姑 婆 山 景 区 ，许 多 游 客 在 徒 步

登 山 、露 营 野 餐 之 后 ，会 来 到 森 林 温

泉 中 放 松 身 心 ，体 验 独 特 的“ 冷 热 双

泡 ”，消 除 一 身 的 疲 惫 ，享 受 与 孩 子 一

起嬉戏、玩水的乐趣。

天 沐·伴 山 温 泉 度 假 村 推 出 的 优

惠 活 动 也 吸 引 游 客 纷 至 沓 来 ，体 验 温

泉 的 疗 愈 与 舒 缓 。 这 里 精 心 打 造 了

各色温泉泡池 36 个，其中特色中药养

生 区 尤 为 引 人 注 目 ，设 有 芦 荟 、玫 瑰 、

当 归 、灵 芝 、艾 叶 、首 乌 等 多 个 不 同 类

型 药 浴 池 ，带 给 游 客 多 样 化 的 体 验 。

“ 这 里 的 风 景 太 靓 了 ，我 拍 了 很 多 照

片 ，发 到 朋 友 圈 收 获 好 多 点 赞 。”来 自

广东的游客娜娜开心地说。

趣 味 套 鸭 、狂 欢 嗨 歌 、摸 泥 鳅 游

戏 …… 贺 州 温 泉 景 区 推 出 的 活 动 备

受 小 朋 友 喜 爱 ，这 些 活 动 不 仅 为 孩 子

们 的 假 期 增 添 了 欢 乐 ，也 让 家 长 们 找

回 了 童 心 ，与 孩 子 共 同 享 受 了 一 段 悠

闲的亲子时光。

高品质的旅游资源加上丰富多彩

的 主 题 活 动 ，让 姑 婆 山 旅 游 度 假 区 在

国 庆 假 期 中 持 续 散 发 魅 力 ，掀 起 一 波

又一波的旅游热浪。

服务周到体验提升

“ 哇 ，这 个 游 客 集 散 中 心 规 模 好

大 ，设 施 好 齐 全 。 对 面 河 边 的 风 景 好

漂 亮 ，是 个 露 营 的 好 地 方 。”10 月 9

日 ，来 自 南 宁 的 自 驾 游 客 李 先 生 到 度

假 区 游 客 集 散 中 心 休 整 时 感 叹 。 他

当 即 和 家 人 决 定 当 晚 在 集 散 中 心 对

面的马尾河滨水公园进行露营烧烤。

广西姑婆山产业区建设投资有限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韦 健 波 介 绍 ，这 个 游 客

集 散 中 心 是 串 联 周 边 各 个 景 区 的 中

心 枢 纽 ，“ 在 这 里 ，游 客 可 以 享 受 咨

询 、票 务 、导 览 导 游 及 展 示 教 育 等 方

面 的 服 务 ，还 可 以 统 一 乘 坐 摆 渡 车 前

往各个景区。”

让 李 先 生 惊 喜 的 马 尾 河 滨 水 公

园 ，是 近 年 来 姑 婆 山 旅 游 度 假 区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配 套 设 施 品 质 不 断

提 升 的 一 个 缩 影 。 这 里 曾 是 荒 芜 的

烂 河 滩 地 ，随 着 马 尾 河 滨 水 公 园 提 升

工 程 的 实 施 ，修 建 了 文 化 长 廊 、拱

桥 ，铺 上 了 草 坪 ，搭 设 了 天 幕 ，种 上

了 南 洋 杉 、马 鞭 草 、乌 桕 等 10 多 种 绿

植 …… 满 目 花 草 缤 纷 树 木 葱 茏 ，让 人

心 旷 神 怡 。 集 散 中 心 还 为 营 地 拉 好

电 路 照 明 ，提 供 净 水 和 烧 烤 设 施 ，让

游客能够舒心地扎营。

今 年 国 庆 假 期 ，姑 婆 山 景 区 游 客

接 待 量 再 创 新 高 。 在 景 区 游 客 中 心

和 观 光 车 乘 车 点 等 地 ，虽 然 人 群 熙 熙

攘 攘 ，但 在 景 区 工 作 人 员 的 引 导 下 ，

大 家 有 序 排 队 ，忙 而 不 乱 。“ 我 们 是 从

佛 山 来 的 ，专 程 到 姑 婆 山 看 看 ，感 觉

环 境 很 好 ，空 气 非 常 清 新 。 景 区 的 引

导 也 很 到 位 ，大 家 文 明 礼 让 ，这 样 的

旅游体验很棒。”游客杨诗韵说。

如 今 ，无 论 是 搭 乘 航 空 、铁 路 、高

速 公 路 、城 市 公 交 等 大 交 通 ，还 是 度

假 区 内 各 景 区 间 的 交 通 微 循 环 ，游 客

都 能 体 会 到 度 假 区 的 高 效 便 捷 。 沿

途元宝山等 10 个景观节点的营造，更

加 凸 显 了 度 假 区“ 温 泉 康 养 地 灵 蕴

姑婆山”的品牌形象和氛围。

（蒋明燕 贺萱）

美哉贺州姑婆山 假日出新又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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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孙卉

弦索声声

从 姑 苏 古 城 向 北 ，过 了 312 国 道 ，

就看见好大一片水。岸边蜿蜒着木栈

道 ，摇 曳 着 银 白 色 的 芦 苇 。 古 镇 黄 埭

到了。那就先去黄埭评弹博物馆看一

看吧。

一进门，青砖墁地，粉墙黛瓦。“篇

目 兼 容 悲 欢 离 合 ，典 藏 尽 索 说 噱 唱

弹 。”门 口 一 左 一 右 挂 的 对 联 高 度 概

括了馆藏内容。这座免费开放的博物

馆 占 地 约 600 平 方 米 ，分 为 序 厅 、渊

源 、书 目 、流 派 、传 播 、乡 土 、关 怀 、宝

物 、发 展 九 个 篇 章 ，序 号 没 有 采 用 常

见 的 阿 拉 伯 数 字 或 简 体 中 文 数 字 ，而

是 用 苏 州 码 子“〡、〢、〣、〤、〥、〦、

〧、〨、〩”。 这 是 源 自 苏 州 的 算 筹 速

记 符 号 ，在 中 国 传 统 竖 写 账 本 上 应 用

广 泛 ，笔 画 简 洁 形 象 ，即 使 不 识 字 的

人 稍 微 练 习 ，也 能 了 解 并 书 写 。 在 带

有强烈苏州特色的博物馆里使用苏州

码子，古雅而有趣，格外妥帖。

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河”蜿蜒在各

展 厅 之 间 ，指 引 参 观 路 线 。“ 春 水 绿 如

蓝 ”的 颜 色 充 满 江 南 风 味 ，也 暗 喻 评

弹 艺 术 之 河 奔 腾 向 前 ，生 生 不 息 。 其

实 ，那 不 是 真 正 的 水 ，而 是 影 像 投 射

的 幻 景 。 屋 顶 打 下 的 光 柱 微 微 颤 抖 ，

恰似河水的粼粼波光。又一处看似随

意实则巧妙的设计。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经济发达、人

口 增 加 ，传 统 戏 曲 和 小 说 已 经 不 能 满

足 人 们 的 精 神 生 活 需 要 ，他 们 渴 望 更

多 、更 接 地 气 的 民 间 艺 术 ，评 弹 应 运

而 生 。 评 弹 表 演 形 式 活 泼 ，说 表 浅

显 ，唱 词 优 美 ，雅 俗 共 赏 ，描 摹 场 景 细

腻 入 微 ，刻 画 人 物 绘 声 绘 色 ，故 事 情

节 曲 折 ，结 尾 大 多 是 有 情 人 终 成 眷

属 ，善 有 善 报 ，老 百 姓 喜 闻 乐 见 。 可

以 说 ，评 弹 诞 生 于 苏 州 ，是 天 时 、地

利、人和的产物。

“评弹皇帝”严雪亭是评弹界的无

冕 之 王 ，足 迹 遍 布 苏 州 地 区 各 个 集 镇

码 头 的 大 小 书 场 ，见 多 识 广 ，尤 其 领

教过黄埭众多老听客高超的艺术鉴赏

力 。 黄 埭 ，能 够 让 名 不 见 经 传 而 有 真

功 夫 的 艺 人 一 举 成 名 ，也 能 让 技 艺 不

精 的 艺 人 一 蹶 不 振 。 因 此 ，严 雪 亭 感

叹 ：“ 说 书 跑 码 头 ，能 过 黄 埭 关 ，算 是

有 本 事 。”说 书 即 苏 州 人 对 评 弹 的 俗

称 ，“ 评 弹 皇 帝 ”此 话 一 出 ，很 快 流 传

开来。

一楼的几个展厅侧重展示评弹基

本 知 识 ，一 组 组 图 文 看 过 去 ，仿 佛 与

博 古 通 今 的 老 先 生 畅 谈 ，非 常 受 益 。

而 博 物 馆 最 精 彩 的 是 二 楼 的 藏 品 ，分

为 作 者 手 稿 、出 版 专 著 、杂 志 期 刊 、唱

片 磁 带 、服 装 道 具 、证 件 奖 章 、胶 卷 照

片、广 告 海 报 八 类 ，共 630 多 件。 其 中

较珍贵的是一件用极细的竹篾编织而

成 的 米 黄 色 竹 衫 ，V 领 ，长 袖 ，胸 口 缀

盘 扣 ，衣 襟 袖 口 镶 边 。 在 手 工 编 织 竹

席 都 越 来 越 少 的 今 天 ，这 样 一 件 竹 编

衣服实在让人大开眼界。把竹子制成

衣 服 已 属 不 易 ，没 想 到 凑 近 细 看 ，又

发 现 竹 衫 居 然 还 有 不 止 一 种 花 纹 ，真

精美！

竹 衫 和 评 弹 有 何 关 系 ？ 按 照 行

规 ，评 弹 演 员 一 年 四 季 必 须 穿 长 衫 登

台 演 出 ，展 示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端 庄 儒 雅

之 美 。 可 夏 天 热 ，捂 着 严 严 实 实 的 长

衫 更 热 ，于 是 贴 身 穿 一 件 竹 衫 ，感 觉

凉 爽 ，即 使 出 汗 ，有 竹 衫 隔 着 ，汗 水 也

不 会 污 染 长 衫 、损 害 艺 人 形 象 。 这 件

竹 衫 是 评 弹 名 家 潘 伯 英 1920 年 穿 过

的，由潘伯英的妻子、友人辗转捐赠。

参观的意外之喜是一幅足足占据

了整面墙的大地图“三里长街 九爿书

场 ”。 地 图 根 据 老 黄 埭 人 回 忆 绘 制 ，

直 观 展 示 了 黄 埭 古 镇“ 书 码 头 ”的 风

采 。 万 云 楼 、畅 苑 、怡 苑 、万 福 园 、三

景 园 、叙 园 、大 雅 、东 来 、红 星 ，九 家 评

弹茶馆书场错落分布在一条长长的老

街 上 ，不 仅 位 置 标 志 清 晰 ，而 且 列 举

了 周 边 小 店 ：猪 行 、竹 行 、草 行 、桐 油

店、棺材店、皮匠店……这些店铺做生

意的情景，现在的年轻人已极少亲见，

单看这些名称已觉恍如隔世。另有多

家 饭 店 、杂 货 店 、糖 果 店 、救 火 会 ……

市 井 百 业 ，万 物 华 荣 ，诸 事 繁 庶 ，俱 在

目前。

纵 观 这 些 馆 藏 品 ，大 多 距 今 五 六

十 年 ，有 的 超 过 百 年 。 区 区 百 年 放 在

历 史 长 河 里 ，仿 佛 沧 海 一 粟 ，实 在 不

算 什 么 ，可 是 如 不 搜 集 保 管 ，也 许 这

段历史就会被后人遗忘。现在社会节

奏 快 ，雪 泥 鸿 爪 ，在 光 阴 中 留 下 印 记

何 其 不 易 。 留 下 了 ，慢 慢 积 累 ，天 长

日 久 ，就 是 后 人 珍 贵 的 文 物 。 聚 沙 成

塔 ，集 腋 成 裘 ，无 数 细 小 的 水 滴 汇 聚

方 能 成 就 沧 海 ，正 是 这 些 看 似 微 不 足

道 的 搜 集 保 管 ，才 为 地 方 无 形 的 历 史

变 迁 留 下 了 有 形 的 实 物 记 录 ，才 形 成

了传统文化完整而美丽的长卷。在博

物 馆 里 见 证 一 代 代 人 的 努 力 ，传 承 评

弹艺术，弘扬江南文化，意义非凡。

□ 朱泽礽

琶醍月夜

傍 晚 时 分 ，广 州 的 喧 嚣 渐 渐 沉

淀，我在有轨电车站静候，目的地直

指“ 琶 醍 ”。 踏 上 电 车 时 ，窗 外 红 艳

的晚霞为人们送行，江边水天一色，

似要将一切烦恼扫空。

琶 醍 ，珠 江 琶 醍 啤 酒 文 化 创 意

艺术区，是珠江啤酒厂旧址、琶洲江

畔 的 后 现 代 风 格 创 意 建 筑 区 。 抵 达

琶醍站，下车的那一刻，人们仿佛置

身 于 一 个 浪 漫 小 镇 ：头 顶 是 暗 红 色

的 钢 筋 支 架 ，身 侧 的 新 旧 建 筑 在 落

日余晖的点缀下，时尚与典雅交融，

散 发 着 淡 淡 红 晕 。 沿 着 蜿 蜒 曲 折 的

小 道 慢 行 ，复 古 的 厂 房 、密 集 的 餐

厅、绚丽的橱窗，每一处都相当惊艳。

夜 色 渐 浓 ，琶 醍 的 霓 虹 渐 次 亮

起 。 五 彩 斑 斓 的 灯 光 照 亮 了 交 错 的

街 道 ，也 点 亮 了 都 市 人 的 心 情 。 我

穿 梭 在 人 潮 之 中 ，欣 赏 着 形 式 各 异

的 灯 箱 广 告 和 店 铺 招 牌 。 那 些 独 特

的 设 计 和 复 古 的 创 意 ，如 同 点 点 繁

星 ，融 入 迷 蒙 夜 幕 ，令 人 目 不 暇 接 ，

惊讶于文化与艺术的精妙多姿。

琶 醍 的 夜 市 十 分 出 名 ，从 香 气

扑 鼻 的 烧 烤 到 口 感 鲜 美 的 海 鲜 ，从

甜 而 不 腻 的 糕 点 到 清 爽 解 渴 的 饮

品，游人穿梭于热闹“厂房”，徜徉于

美食海洋，享受着味蕾上的新潮。

步 入 一 家 西 餐 厅 ，暖 红 色 的 灯

光 柔 和 地 洒 在 木 质 吧 台 上 ，光 影 交

错 间 ，渲 染 出 一 派 温 馨 而 神 秘 的 氛

围 。 吧 台 侧 方 ，年 轻 的 调 酒 师 正 熟

练 地 摇 晃 调 制 酒 杯 ，酒 液 中 的 冰 块

与酒杯碰撞，发出清脆的交响，为这

舒 畅 的 场 景 平 添 了 一 丝 动 感 。 他 时

而 注 视 着 手 中 晶 莹 的 液 体 ，时 而 抬

头 与 客 人 轻 声 谈 笑 ，引 领 你 我 进 入

一 个 魔 幻 世 界 。 餐 厅 内 ，三 两 挚 友

对 坐 ，或 浅 笑 交 谈 ，或 静 享 美 酒 ，或

挥 舞 刀 叉 …… 空 气 中 弥 漫 着 淡 淡 的

酒 香 和 西 餐 的 芳 香 ，人 间 烟 火 气 已

悄 然 浓 缩 ，洗 涤 人 心 深 处 的 不 安 与

疲惫。

晚 上 八 点 后 ，餐 厅 内 的 灯 光 变

得 昏 暗 ，驻 唱 歌 手 成 为 全 场 焦 点 。

她 手 持 麦 克 风 ，嗓 音 清 澈 而 富 有 穿

透力，每一句歌词仿佛都带着故事，

回 荡 在 角 角 落 落 。 随 着 伴 奏 力 度 的

加大，她的身体也轻轻摇摆，与音乐

完美融合。

客 人 们 默 契 地 围 成 一 圈 ，有 的

专注地聆听，有的随着歌曲摇摆，有

的 则 闭 目 养 神 ，完 全 沉 浸 在 音 乐 的

世界中。一曲终了，众人如梦初醒，

现 场 爆 发 出 热 烈 的 欢 呼 声 。 听 着 ，

想 着 ，驻 唱 歌 手 又 优 雅 地 捧 起 了 吉

他 ，开 始 了 下 一 曲 …… 今 夜 ，所 有 关

乎热爱的瞬间都值得被珍藏。

月 色 醉 人 ，再 次 行 至 电 车 站 ，吹

着江边的风，看着沿岸的夜景，我接

受 了 这 自 然 的 馈 赠 。 白 昼 与 黑 夜 更

替 ，潮 起 潮 落 ，人 们 要 努 力 工 作 ，也

需 要 享 受 闲 暇 时 光 。 或 许 ，艺 术 的

生 活 、诗 意 的 栖 居 是 苦 恼 与 烦 闷 的

解药。

身 处 广 州 这 座 不 夜 城 ，我 们 卸

下包袱，在感知生活的瞬间，那个鲜

活 自 由 的 自 己 便 摇 曳 在 了 琶 醍 的 月

夜 。 一 部 分 忙 碌 的 都 市 人 已 沉 醉 在

此处，剩下的，仍在路上。

□ 储劲松

六尺巷记
六 尺 巷 很 窄 ，两 面 墙 体 之 间 的 距

离 恰 好 是 六 尺 ，个 子 高 手 臂 长 的 人 伸

展 双 臂 ，指 尖 几 乎 可 以 触 摸 到 墙 体 。

人 行 其 间 ，清 风 徐 来 ，墙 青 瓦 黛 香 樟

绿，不觉得窄，反而觉得胸臆开阔。

六 尺 巷 很 短 ，不 过 100 米 ，慢 悠 悠

地 从 鹅 卵 石 路 面 上 走 一 遍 ，用 时 不 过

一 两 分 钟 。 却 不 觉 得 短 ，仿 佛 从 清 代

康 熙 年 间 一 直 走 到 现 在 ，一 直 走 了

300 余年。

每 次 到 文 都 桐 城 ，当 地 友 人 总 要

领 我 去 看 山 川 古 迹 ，龙 眠 山 、龙 眠 河 、

文 庙 、东 作 门 、老 街 、紫 来 桥 …… 六 尺

巷是必到之处。他们用浓重的桐城方

言 ，向 我 热 忱 介 绍 这 些 自 然 山 水 、名

胜古迹的前世今生和掌故逸闻。我对

这 些 其 实 早 就 耳 熟 能 详 ，但 每 一 次

看 ，每 一 次 听 ，感 受 都 新 鲜 如 初 。 这

一 次 来 ，正 是 桂 子 飘 香 时 节 ，龙 眠 山

下 的 古 桐 国 满 城 馥 郁 ，城 中 的 六 尺 巷

像 一 卷 浸 渍 着 桂 香 的 古 籍 ，是 静 的 ，

是古的，也是香的。

晨 光 之 中 ，与 友 人 再 次 从 巷 子 中

穿 过 ，巷 南 一 侧 是 清 代 康 熙 年 间 文 华

殿 大 学 士 兼 礼 部 尚 书 张 英 的 故 宅 ，巷

北 一 侧 是 张 英 隔 壁 邻 居 吴 家 的 故 宅 。

轻 抚 两 面 墙 体 ，我 突 然 发 现 ，砌 筑 墙

体 的 每 一 块 青 砖 上 面 ，都 隐 隐 镌 刻 着

两个字：礼让。

忽 然 一 阵 恍 惚 ，时 间 穿 越 到 了 清

代 。 我 的 耳 边 传 来 得 得 得 的 马 蹄 声 ，

远在京城的张英派人往桐城故里送来

一 封 家 书 。 他 的 家 人 打 开 一 看 ，系 家

人 给 张 英 所 写 书 信 的 原 件 ，张 英 在 书

信 后 面 亲 笔 批 注 了 一 首 诗 ，除 此 再 无

任 何 一 句 言 语 。 诗 云 ：“ 一 纸 书 来 只

为 墙 ，让 他 三 尺 又 何 妨 。 长 城 万 里 今

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一个月前，张家派人驰书张英，说

邻 居 吴 家 新 近 起 屋 建 宅 ，不 经 张 家 人

同 意 ，就 私 自 占 用 了 张 家 的 一 块 隙

地 。 家 人 多 次 与 吴 家 交 涉 、争 执 ，都

不 管 用 。 家 人 无 奈 ，只 好 向 张 英 报 告

此 事 ，原 是 想 借 重 张 英 的 威 权 ，要 回

属于自家的隙地。当时张英是朝中重

臣 ，是 皇 帝 身 边 的 红 人 ，他 发 一 句 话 ，

地 方 官 员 岂 敢 怠 慢 ？ 不 想 ，张 英 的 回

信却是劝家人将隙地拱手相让。

收 到 张 英 的 诗 后 ，张 家 主 动 退 让

了三尺地基。吴家为张英的宽宏大度

而 感 动 ，倍 感 惭 愧 ，也 将 地 基 后 退 三

尺 。 张 吴 两 家 从 此 冰 释 前 嫌 ，住 宅 之

间的巷子遂被称为六尺巷。

此事最早记载于清末民初桐城派

作家姚永朴的《旧闻随笔》：“张文端公

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越用之，

家 人 驰 书 于 都 ，公 批 诗 于 后 寄 归 ……

吴 闻 之 感 服 ，亦 让 三 尺 。 其 地 至 今 名

为六尺巷。”

文 中 的 张 文 端 公 即 张 英 ，他 逝 世

后 ，朝 廷 赐 谥 文 端 。 六 尺 巷 的 故 事 从

清 代 一 直 流 传 到 今 天 ，从 前 在 桐 城 是

家喻户晓，而今依然被世人津津乐道。

《清史稿》记载有康熙皇帝对张英

的 评 价 ：“ 张 英 终 始 敬 慎 ，有 古 大 臣 之

风 。”易 宗 夔 所 著《新 世 说》则 云 ：“ 张

敦 复 忠 实 无 畦 畛 ，外 和 内 刚 ，一 私 不

染 ，同 官 及 后 进 皆 倾 心 相 向 。”张 英 字

敦 复 。 畦 畛 ，本 指 田 间 的 界 道 ，此 处

是 说 张 英 待 人 真 诚 、透 明 。 一 代 名 臣

张 英 的 功 勋 劳 绩 ，虽 不 能 与 他 的 儿 子

张 廷 玉 相 比 ，但 他 秉 性 平 和 宽 容 ，忠

诚 勤 勉 ，正 色 立 朝 ，对 于 民 生 利 病 、四

方水旱之事，知无不言，多所谏诤。

君 子 之 泽 ，百 世 不 斩 。 张 英 的 儿

孙 里 ，有 名 望 有 建 树 者 众 多 。 次 子 张

廷玉在朝近 50 年 ，尤其受雍正皇帝重

用 ，官 至 保 和 殿 大 学 士 兼 吏 部 尚 书 。

父 子 二 人 相 继 为 宰 相 ，张 廷 玉 更 胜 其

父 ，是 军 机 处 首 批 大 臣 ，死 后 配 享 太

庙 ，是 清 朝 唯 一 配 享 太 庙 的 文 臣 ，也

是 唯 一 配 享 太 庙 的 汉 臣 。 张 英 之 后 ，

张 家 代 代 出 人 ，有“ 一 门 之 内 ，父 子 双

宰 相 ，三 代 得 谥 ，六 代 翰 林 ”之 誉 。 父

子 双 宰 相 ，指 张 英 、张 廷 玉 。 三 代 得

谥 ，张 英 谥 文 端 ，张 廷 玉 谥 文 和 ，张 若

渟 谥 勤 恪 ，在 古 代 都 是 美 谥 。 六 代 翰

林 ，指 张 英 、张 廷 玉 、张 若 霭 、张 曾 敞 、

张元宰和张聪贤。

张 氏 父 子 是 桐 城 人 的 骄 傲 ，桐 城

人 世 代 以 张 氏 父 子 为 榜 样 ，礼 让 之

风 、进 取 精 神 在 民 间 风 行 数 百 年 。 无

论 是 古 代 还 是 现 代 ，在 各 个 领 域 ，桐

城人都极有造诣和成就。

张 英 的 诗《家 书》，镌 刻 在 六 尺 巷

巷 口 的 太 湖 石 上 ，镌 刻 在 桐 城 人 的 脑

海 里 ，也 镌 刻 在 世 人 的 心 中 。 关 于 桐

城 张 家 的 文 学 和 影 视 作 品 层 出 不 穷 。

去 年 ，由 黄 梅 戏 表 演 艺 术 家 韩 再 芬 主

演 的 大 型 原 创 黄 梅 戏《倾 宁 夫 人》，以

张 英 的 侄 媳“ 倾 宁 夫 人 ”为 第 一 视 角 ，

围 绕 张 吴 两 家 的 地 皮 之 争 ，再 现 了 六

尺 巷 典 故 ，展 现 了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谦

和礼让与君子之风。

每 次 见 到 那 块 并 不 算 大 的 太 湖

石 ，见 到 巷 口 处 的“ 礼 让 ”和“ 懿 德 流

芳 ”两 座 白 玉 石 牌 坊 ，见 到 石 照 壁 上

雕 刻 的《六 尺 巷 礼 让 图》，我 都 要 注 目

良 久 ，想 望 前 贤 的 高 风 亮 节 。 张 英 在

《聪 训 斋 语》中 曾 立 有 家 训 ，其 中 说 ：

“ 予 之 立 训 ，更 无 多 言 ，止 有 四 语 ：读

书 者 不 贱 ，守 田 者 不 饥 ，积 德 者 不 倾 ，

择 交 者 不 败 。”又 说 ：“ 思 尽 人 子 之 责 ，

报 父 母 之 恩 ，致 乡 里 之 誉 ，贻 后 人 之

泽 ，惟 有 四 事 ：一 曰 立 品 ，二 曰 读 书 ，

三 曰 养 身 ，四 曰 俭 用 。”前 贤 的 嘉 言 懿

行 ，如 同 桂 子 ，馨 香 古 今 ；如 同 日 月 ，

照亮并福泽后世众生。

当 我 抵 达 福 建 漳 州 云 水 谣 古 镇

时 ，正 下 着 淅 淅 沥 沥 的 雨 。 雨 水 把

鹅 卵 石 路 洗 得 发 亮 ，也 显 得 略 有 些

湿滑。擎着伞，走在古老的镇子里，

仿佛走进了一场忧思、一场梦境。

古 老 的 大 榕 树 将 繁 密 的 枝 叶 倾

覆 下 来 。 树 很 粗 壮 ，需 要 十 几 个 人

方能合围。站在树下，云朵缥缈，古

镇 依 然 ，尖 顶 的 房 屋 错 落 有 致 。 人

说，爱恨别离藏在云水谣。而此时，

我 也 想 找 一 个 安 静 的 角 落 ，和 云 水

谣缓缓私语。

踏 入 古 镇 ，先 爱 上 的 是 那 些 形

状 不 规 则 的 大 块 鹅 卵 石 。 它 们 似 乎

很 随 意 地 铺 在 地 上 ，彼 此 的 间 隙 里

有 飘 落 的 叶 子 ，或 是 掉 下 来 的 小 果

实。清晨，古镇里游人稀少，我和一

直 延 伸 到 远 处 的 鹅 卵 石 路 相 对 ，仿

佛它要引着我去往一处神秘的所在。

古 镇 的 围 墙 也 是 鹅 卵 石 搭 建

的 。 我 轻 轻 抚 摸 着 这 些 已 经 在 这 里

不 知 多 少 年 的 石 头 ，想 轻 轻 地 诉 说

一 份 思 念 和 牵 挂 。 石 头 不 语 ，时 光

也 不 语 。 是 的 ，这 座 古 镇 已 经 看 淡

了 很 多 人 间 的 悲 喜 ，我 这 一 丁 点 小

情思，在它眼里，已经见怪不怪了。

迈 过 几 级 石 阶 ，穿 过 小 小 的 、椭

圆 形 的 石 头 门 ，里 面 就 是 著 名 的 怀

远 楼 。 院 子 里 长 满 了 青 苔 ，随 意 地

摆放着小桌椅。

整 座 土 楼 就 这 样 突 然 进 入 我 的

视 野 。 这 简 直 是 土 木 石 竹 造 就 的 杰

作。雕花的木窗棂，精巧的穿廊，门

楣 上 用 红 纸 写 着“ 古 楼 吉 祥 ”，楼 角

的 基 石 则 刻 着“ 泰 山 石 敢 当 ”字 样 ，

古色古香。

雨 中 看 土 楼 ，更 平 添 一 抹 诗

意 。 雨 滴 顺 着 灰 瓦 缓 缓 滴 落 ，屋 檐

下 的 小 草 在 雨 中 轻 轻 摇 曳 。 木 制 的

回廊里，挂着竹篮子，也挂着人们刚

洗 的 衣 物 。 人 们 几 百 年 安 然 地 生 活

在这里，在一个屋檐下，共饮一口老

井水，聚族而居，和睦相处。

雨 越 下 越 大 ，整 个 天 地 似 乎 都

拉 上 了 一 层 薄 薄 的 雨 帘 。 我 站 在 土

楼的回廊里，可观风景，亦无淋漓之

苦 。 仰 头 看 着 雨 中 的 红 灯 笼 ，还 有

家家户户门口贴着的福字，心中满是

安宁。不远处，有避雨的村民安逸地

聊着天，待雨小了，才一起缓缓走出。

云 水 谣 ，不 仅 是 一 座 古 镇 ，也 是

一种乡愁。

□ 刘云燕

雨中云水谣

六尺巷 吴苏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