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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秋风习习的早晨，我和友人

登临四川德阳的标志性古建筑——

钟鼓楼。

很多老川西坝子的人都知道一

句话：“德阳有个钟鼓楼，半截还在天

里头。”德阳钟鼓楼已经历经300多年

的风雨，堪称蜀中名胜。老钟鼓楼高

5层20多米，古称四面鼓楼，又名来鹤

楼，左悬大铁铸钟一口，右置大圆鼓

一面。钟鼓鸣奏时，声闻数里，为古

时县城报时之用，故名钟鼓楼。

曾经的老钟鼓楼坐镇于德阳东、

西、南、北4条街的中心，雄视四方。

如今，随着岁月变迁，钟鼓楼迁至城

东凤翥山之顶，依然位于城市中轴线

上。高速公路如玉带般从山腰绕过，

人们只要从高速公路上经过德阳，一

定会看到这座名楼，并惊叹于它的美

丽雄姿。

德阳的城市中轴线是长江路，将

城市分为南北两部分。长江路的尽

头便是开阔的钟鼓楼广场。站在广

场上抬眼一望，很远可看见一座高楼

矗立在山顶，富丽堂皇。从广场信步

拾阶而上，可见一面石墙，上刻“钟鼓

楼”3个浮雕大字，每个字3平方米左

右，笔力苍劲，古意盎然。从石墙后

再往上攀登，经过300多级石阶，犹如

跨越300多载岁月。走得微微出汗之

际，钟鼓楼便出现在眼前。

钟鼓楼建筑样式与古钟鼓楼保

持一致，为5层7檐，楼身主体采用灰

色基调，以塑筒瓦饰面，梁柱以深褐

色为主，彰显出典雅庄重、朴实大方

的川西建筑风格。

与300多年前一样，在东南西北4

个方位的房檐下，分别悬挂了“九天

垂露”“青云直上”“爽气西来”“文光

射斗”4块匾额。匾额下方两侧的椽

柱上，垂悬着“余音绕剑南，半天传晓

钟更鼓；胜迹恢旌左，岭头仰古韵遗

风”等4副楹联。凝练的诗文、精湛的

书法和精美的雕刻、漆艺等工艺技法，

记录和镌刻了德阳悠久的历史风貌。

进入钟鼓楼，沿着仅供一人上下

的楼梯缓缓攀援而上。一口大钟、一

面大鼓，分别置于第三和第四层，它

们曾经用响彻天地的清音计算着我

们的岁月。一层阶梯，一个拐弯，

那优雅的吊角飞檐，古朴的一砖一

瓦，仿佛把人带回到那斑驳沧桑的

历史中。

每一层就是一个观景台，凭栏眺

望，德阳全貌尽收眼底。昔日的川西

小城，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山分九

峰、形如飞凤的凤翥山将钟鼓楼拱卫

其中。秋色浓郁，将这里点染得十分

绚烂，红橙黄绿各色铺陈开来，如一

幅浓墨重彩的巨型油画。

一阵秋风袭来，遍体生凉，登山

时的一点微汗早已荡然无存。300多

年来的晨钟暮鼓，似乎从未曾远离，

还在我的耳边回响。我伴着钟鼓楼，

钟鼓楼伴着我，冰冷的砖瓦似乎变得

有了体温。我突然觉得心中无比踏

实，感觉钟鼓楼犹如一位睿智长者，

已经活了几百岁。

古时，这里传出的钟鼓之声让老

百姓感到生活的平凡和真实，现在的

钟鼓楼依然是这座城市的空间地标，

会一直守护着这方土地和这群人，让

我们享受平静安逸的生活。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

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名为《自题金山画像》的诗，是苏

轼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游金山龙游

寺时所作。两个月后，苏轼病逝于常

州。这首绝命诗，苏轼用自嘲之语总

结一生，让人唏嘘不已。

近日，我来到东坡故里，近距离

触摸这位艺术巨匠曾经生活过的

足迹。

在岷江河畔眉山市中心城区纱

縠行南街，有一处红墙环绕的庭院，

这里是苏洵及其儿子苏轼、苏辙的故

居，即三苏祠。从南大门走进祠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棵高大笔直的

银杏树；右侧围墙处，一棵上千年的

黄葛树树干皲裂，枝繁叶茂。前厅、

殿堂三进四合院，是典型的清代四川

古建筑群。堂廊相接，古木扶疏，绿

水萦绕，荷池相通，堂馆亭榭掩映在

翠竹浓阴中。

这里有苏洵等十多人的塑像，还

供奉着苏氏历代先祖位，有木假山

堂、古井、洗砚池、荔枝树等遗迹，以

及三苏父子大量的手迹和印拓的诗

文字画。披风榭处的溪畔石上，苏轼

塑像斜倚散坐，长髯自然飘逸，神情

平和悠远。

三苏父子以卓越的创造才能和

辉煌的文学成就，同登“唐宋八大家”

之列。苏洵27岁时才发奋读书，终成

大家。由于他坚持淳朴文风以及良

好的家风，造就了两个富有文学天才

的儿子。苏轼其名“轼”意为车前扶

手，苏辙名中“辙”指车碾过的印痕，

苏洵希望两个儿子不管遇到什么事

情，都要相互扶持。

苏轼、苏辙一起长大，求学入仕，

深厚的亲情和友情持续了一生。在

父母离世后，兄弟俩相依为命，虽然

漂泊四方相隔天涯，却心意相通，在

困境中用诗歌相互劝慰。苏轼因思

念弟弟，曾在中秋节发出“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的感慨。

乌台诗案后，苏轼获罪，皇帝一

怒之下准备杀了苏轼，苏辙用乌纱帽

换取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

苏轼死后葬在河南汝州（今郏县），苏

辙不忍兄长独眠他乡，死后也葬在此

地与兄长做伴。二人虽无法落叶归

根，却也实现了“夜雨对床”的承诺。

站在苏轼石像前，品味他“一蓑

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襟怀，我想，正是

一代代像苏轼一样的知识分子，以国

家前途命运为己任，同情民间疾苦，

立身操守，光明磊落，中华民族才能

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在四川中江县广福镇的玉河边，

古时的铜山县也有三苏，分别是北宋

四川第一个状元、参政知事苏易简，

其孙书法家苏舜元和爱国诗人苏舜

钦，后世称其为“铜山三苏”。铜山三

苏要早眉山三苏数十年，三人中，尤以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先驱苏舜钦为甚，

其与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合称“苏

梅”，曾在苏州购置庭院修建沧浪亭。

细数我走过的地方，古镇留下的

足迹最多。因学校临近街子古镇，所

以对它最为熟悉。

街子古镇毗邻青城外山，附近还

有九龙沟、鸡冠山等。一到节假日，从

学校门口到街子这条路便车流不断。

一到古镇，扑面而来的是热烈的生机

气息。

街子的趣味指数是不会让人失望

的——玩心大发可去味江戏水，身疲

力乏可去茶楼休憩，夜间娱乐可去酒

吧一条街畅饮嗨歌。就我而言，最喜

欢的还是街子的夜生活。

似乎一到晚上，街子就会变得格

外有人情味。街边烧烤、小火锅和烤

鱿鱼沿路排开，让人闻之唇舌欲动，食

之赞不绝口。这里的美食美景，让人

与人之间的情谊得以连接升华。

以前聚会，会选在一家人气颇旺

的火锅店，吃饱喝足，大家散步消食。

一路走到银杏广场，寒风凛冽，银杏飞

舞，走近依江偎水的茶楼，顿时给人金

碧辉煌之感，桥上灯光倒映在江面，粼

粼波光似星辉似钻芒，其景之美，难以

用语言描绘。

朋友曾专程来学校看望我，我带

她去了街子有名的冒菜馆。一大碗素

冒菜端上来，红油，黄豆，白芝麻，绿香

菜，令人食欲大开。等胃里填满幸福感，

我们又去了银杏广场。那里正好在庆祝

新春来临，一圈人围着中央的火炉，唱唱

跳跳，喜悦之光映满每个人的脸。

回去的路上，我们就着薄薄的灯

光聊些琐碎之事，颇有光阴静好之

感。所以，两人一起出来走走逛逛，也

是很考验感情的，性格不合的人连简

单的吃喝也会引发矛盾和争执。唯有

趣味相投，才能不尴尬，讲话无须有太

多顾忌。而我也愈发体会到“人生得

一知己，夫复何求”的深意。

如今，去街子仿佛去老家集市般

亲切，逛逛小店，打打牙祭。只是现在

的商业痕迹，似乎正在消磨它的古色

古香。

对于古镇，我颇为矛盾——既不

想看到它们鲜有问津被人遗忘，也不

希望它们遍布尘世的喧嚣与熙攘。虽

说完全保留古镇遗迹不太可能，只求

于“大同”中保存多点“小异”。但愿日

后再去游览古镇时，这份情缘不至于

空落落地没个寄托。

秋登钟鼓楼
□曲三

三苏祠里访三苏
□邱海文

街子印象
□赵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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