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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遇七里山塘
□彭涛

踏春月亮坪
□吴兴华

苏北小镇板浦
□相海龙

苏州我来过好几次，但每次都很匆

忙，少有机会体验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古

韵。原本以为这次也不会例外，没想到那

天吃晚饭的地点竟然是在“阊门”附近。

于是，便有了偶遇七里山塘的机会。

夜幕初降，阊门外灯火璀璨，人流如

织。顺着街道右转，右手边有一处古院

落。碧瓦白墙上，“山塘始祖，乐府诗神”八

个大字古朴端庄，门楣上的牌匾写着“唐少

傅白公祠”，是为纪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修

筑山塘河而修的祠堂。

沿街再走几步，左手边一条狭窄的石

板老街上人潮涌动，两层旧楼的山墙上，

“七里山塘”在夜灯下醒目清晰，这就是传

说中的山塘老街了。我随着人流信步走进

了璀璨的灯火中。

灯光里，沿街是两排古香古色的商

铺，“一酥一信”“蚌娘”“国色”“姑苏巧手”

“采芝斋”……全是别具特色的字号，小

吃、丝绸、首饰，很苏州。我在这家店铺前

站站，在那家店铺里看看，目不暇接，眼花

缭乱。其实，在我的眼里，风景区还是人

少为好，不然的话，只看人头会很煞风

景。可这一次，在山塘街拥挤的人群里我

并未感到半点的不适，连我自己也感到惊

讶。后来仔细想想，也许是因为我想象中

的山塘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吧！

苏州自古以来就是江南富庶之地，若

是没有了这摩肩接踵，反倒会让人觉得山

塘街是浪得虚名了。沿街并行的山塘河

也很热闹，船只满载游客，一串串红灯笼

在河面上荡漾。这是一条运河，据说是当

年白居易的功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山塘河不仅为苏州百姓提供了生活上的

便利，也孕育出七里山塘的繁华与热闹。

沿着石板路继续西行，店铺渐渐稀

少，行人也少了很多。山塘街呈现出另一

番模样。房子仍旧是低矮的，窗户里透出

的亮光安静温暖，有咿咿呀呀苏州评弹声

在夜色里氤氲。陕西会馆前空地的灯光

下，有几个孩子在跳橡皮筋。孩子们跳橡

皮筋已是多年不见的景象，这让我有了一

些怀古的情绪。那几个孩子边唱边跳，欢

快的声音像一粒粒滚动的珠子，让老街的

夜色明亮而又清脆。

继续往前走，老街越来越安静，路上

几乎见不到行人。我经过了东齐会馆、知

春园等地方，这些建筑都是大门紧闭。在

经过复社纪念馆时，我看到“五人墓”，脑

子里马上想起了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

扬、周文元这几个名字。张溥先生的《五

人墓碑记》是语文课本中的名篇，“……亦

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的

句子，早已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再往前走，抬头远远地看见被黄色

灯光装饰的“虎丘塔”，七里山塘马上就

要走到尽头。这时，我感觉到双脚有些

酸胀，不过心里的满足感很快抵销了疲

劳感。

夜遇山塘，行走在苏州历史的记忆

里，感受着江南文化的熏陶，即使再走一

个“七里山塘”，又有何妨呢？

人间最美四月天，走进位于江苏连云港

的苏北小镇板浦，走在凹凸、陈旧、被踩磨得

特别光亮的石板路上，能够触摸到千年时光

的温热。

阳光正好，风也轻柔。我穿行在板浦

的大街小巷，感受这里日积月累的韵致，

欣赏这里奋力勃发的魅力。李汝珍纪念

馆旁新栽的一株樱花树开得正旺，朵朵樱

花鲜艳明媚，如同从《镜花缘》里飞出来的

文字，向人们诉说着这里的传奇。无疑，

《镜花缘》作者李汝珍是板浦的骄傲，他是

被鲁迅先生誉为“以小说见才学”的文学巨

匠，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秋，随任职海州

板浦盐场的长兄李汝璜来到板浦镇，并长

期居住于此，直至终老。小说《镜花缘》就

是李汝珍在板浦创作的一部恢宏巨著。去

年，我获赠一套孙海平先生校点汇评本《镜

花缘》，视为珍宝，日常不时细读，每每再三

击节，折服于李汝珍的文字功夫和文胆雄

心。李汝珍纪念馆，慕名而来者可以透过

时空，与松石先生静静地对话、叙谈。

在板浦，会发现喧嚣中有着不一般的

安静。那树，那风，那云，那幽深的古巷，

那斑驳的矮墙，那贴身远去的盐河和山后

河……远和近、古和今、新和旧、大和小、

疏和密，在这里似乎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来

去。在恍惚中，我径直走进了西顾巷的汪

家大院。汪氏兄弟都是学有所成者。长

兄汪德耀，我国细胞生物学创始人，厦门

大学原校长；二弟汪德诏，我国著名的物理

学家，水声学奠基人，中科院院士；三弟汪

德熙，我国著名高分子化学家，核化学化工

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中科院院士；四弟汪

德宣也小有成就。汪家大院不算很大，然

而它却是独一无二的。

走在板浦，我们都会变成嗅觉灵敏的

人，醋的芳香弥散在空气中。这里的板浦

醋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袁牧在《随园

食单》中说，在所有醋品中“以板浦醋为第

一”。传说乾隆下江南船过运河时，海州知

府前往拜见，在贡献的地方土特产中就有

板浦醋，起初乾隆不以为然，食用过后，连

连称赞“美哉，美哉”！从此，板浦醋成为了

贡品，名声大振。几百年来，一勺板浦醋让

人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滋味，也更有盼头。

板浦这个苏北小镇，仿佛就是一部厚

厚的书，不是一时半会儿或是一天半日就

可以读完的，就像《镜花缘》，不是一遍两

遍就能够读懂读透的，需要有更多的机会

来到板浦，与她朝夕相处，走进她的内心，

才能够把板浦这个古镇完全地装进自己

的心里。

我对板浦说，初次相见，来日方长，我

还会再来。

早就听说西昌古城打造后非常

有特色，春节期间游人爆棚，我们当

时也就没有去凑这个热闹。有个爱

好摄影的朋友告诉我，春节期间他去

了西昌古城，可以说是人潮汹涌人头

攒动，让人在观景心理预期上大打折

扣。所以我们选择了春暖花开的时

候专程到西昌一游，就是考虑游人不

太多，以免累身还累心。

西昌的朋友一定要我们晚上一起

去逛古城，说是在古城喝口小酒那才

有感觉。我们说要得。朋友女儿在南

街上开了一家茶园，晚上没人喝茶，就

叫我们几个先品茶，牛吹得差不多

了，他女儿买了些下酒的花生、卤菜

之类，朋友拿出多年珍藏的老酒，围

坐在茶几旁又开始宵夜，你一杯我一

杯，喝得脸上红霞飞。喝完之后，我们

又去游古城，半醉半醒逛古城就有了

似梦似幻的感觉，那用灯光勾画出的

古城，那穿汉服的人从身旁飘过，我带

着醉意，把别人的风景装进我手机里，

感觉良好。

西昌新建的唐园当然得去，为了

避开现代建筑拍出唐风的味道，我拿

起手机左摇右晃，总想找一个最佳角

度，拍下唐园的特色风光。

我在朋友圈发了古城照片，用了

“穿起长衫逛古城”的标题，九宫格

图片发出后，竟有 120 多位朋友点

赞，如此多的赞誉，就知道古城有多

抢镜了。

我侄女在微信上留言：“你穿起

长衫露个面。”我回应说：“那还有诗

意吗？自己去猜想，图里有诗，意在

诗外。”

穿起长衫逛古城
□苟发刚

欢迎投来散文（含游记）、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字数原则
上不超过1500字，标题注明“散文”或“游记”或“小小说”。作品
须为原创首发、独家向“浣花溪”专栏投稿，禁止抄袭、一稿多
投，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作者可以将自我简
介、照片附加在稿件中。邮件中不要用附件，直接将文字发过
来即可。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
信息、卡号、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投稿信箱：huaxifukan@qq.com

“浣花溪”征稿启事

� �
��������	


�������	
�� ������������������
����� !�"#$%&'�()* �(+,-./������
����01 �(234 ����5 �6 ��78 ����9 	6 
7:

;<�=
������������ ����� �� ���

��������	
���
����� �������	
����
��	����������
��� !�"#�	�	�����
����$%&��'()��
�*+,- ./0.1234
567�8'9+,-:;<=
>?@A ��� � � B 	 CD 
E �� ���F3+GHI�H
I�J���	�����$����
�KL0M	2NOPQR
�		������		�� � ����
�./STUVW���X
YZ[\]�!̂ _J-��	�
����	�	��$��'()��`
�ab0cdefghcij
k !�J-�	�	��������$
��'()��`
�./lmnopM���
qrsjk �J �	�	�����
��� ����

>?@A
tuvjwxyz{' |}~
�%H���'�.%���'
�������Hj��'u
v����y������'
�M������0��Zo
�` o�k- ¡D�¢£¤
���()� ¥k¦§> ����
¨ � © �� ª%&��«��
¬'�J-�	�	��	��	��	��
� �()��`
�./®¯°±���
� �"-�	�	��������'²
%&��'()��

�q³ �������� ´µ���
�¶L0¶b·¸¹º»¼�
�½¾\¿�!����	�	�����
����$À¥��
�./ÁÂÃÄnÅ���
Æ7ÇÈ ÉÊ �J-�	�	�
�����	$��'()��
��	ËBÌÍ�����
� �	�	���������Î Æ7Ç
È �	�	���������Î ÏÐj
k �	�	�����������
�Ñ/2ÒÓÔÒÕ¼ ���	�
	���������� ¾Ö×ØÙ
¥��

������ ������������

���
���

�	
�������
������������������ !"#
��$%&'()*+,-./01�234

567��89:;<�=#�>?@AB

�������C �# �D�E# ��FG

三月第一

个周末，阳光

柔和而温暖，空气中弥

漫着泥土、青草与花儿的

清香。这样好的日子和天气，便

想着走向自然的怀抱，去看看蓝天白

云、绿水青山。于是，去川东的宣汉

月亮坪踏春成了我的首选。

驱车四十来分钟，走进了月亮坪

的怀抱。只见坡坡岭岭成片成片的

野生樱花陆续盛开，其颜色或粉白、

或淡红、或鲜红，漫山遍野、摄人心

魄。一簇簇粉色樱花，远远看上去，

就像是晨曦微露的朝霞；一团团白色

樱花，就像是朵朵白云飘过山间。

距离越近，视野中的整个山坡

便成了花的海洋。花儿们争奇斗

艳，花枝招展。在风的抚慰下，或放

肆地跳着，或羞涩地笑着，或浪漫地

舞着，如容颜姣好天真浪漫的少女，

有几分野性和妩媚，好像它们生来

就是为了盛开。如果不是亲自融

入，真是难以想象那夺人眼球的娇

艳是如此的辽阔浩瀚。此刻，赶早

的游客已经陶醉于野樱花下，他们

闻着淡雅的花香，轻抚洁白的花瓣；

或拿出相机、手机，自拍互拍，与樱

花合影，留下美丽瞬间。

野樱花繁衍在月亮坪含氧量富

足的原始林区，它像野草一样扎根在

山坡上，与世无争，甘于寂寞。吸收

日月之精华，得到阳光雨露的滋润，

随着季节的轮回怡然自得地盛开，无

声地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

穿行其中，目之所及，看到的都

是一片让人心动的灿烂。徜徉在花

的海洋，犹如

在久违的静谧之中

感受到山水之乐，那是

生活在都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的人

们无法体验到的……蜂飞蝶舞，只有

花香在山野间静静流泻。

从美丽的野樱花花海中举目远

眺，对面山腰上一片片黄灿灿的花树

吸引了我们。沿着蜿蜒的上山公路，

朝山腰一步步靠近。当我们驻足这

片花树的时候，我兴奋地告诉同伴：

“这花叫檫木花，是我老家屋后最先

开的花。”

我目光落在黄灿灿的花丛，痴痴

地看着。如故人般，它也默默地望着

我。时光仿佛突然回到了小时候，我

屋后的檫木花纷涌而来，在脑海里重

重叠叠影影绰绰。檫木花没有任何

改变，还是在阳春三月里开放。此

刻，内心突然一片潮湿，那些温柔的

感动又翻卷起来。檫木花一直在我

的记忆里，它一旦舒展开来就会带来

最本真的感动。

尽管我每年都想看见檫木花开，

却因离家很远不能如愿。今春相约

月亮坪，再次看见檫木花开，心里忍

不住一阵窃喜，扳着手指数，我已错

过了三十多个春天看檫木花开。月

亮坪遂我心愿，以后每年的春天定然

不会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