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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谢朓楼
□吕雪萱

斯大林公园漫步
□骆昌芹

谢朓楼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府山广

场北侧。

宣城在唐代称为宣州，以盛产宣纸

闻名。府山广场尽头的谢朓楼，建在一

座高约30米的小山上。

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写道：

“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里写：“蓬

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谢

朓是南朝齐山水诗人，字玄晖，刘宋孝

武帝大明八年（464年）生于建康（今江

苏南京），卒于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

年），世称小谢，而其族叔南朝宋诗人谢

灵运则被称为大谢。

南齐建武二年（495年），“永明体”

诗人谢朓出任宣城太守。两年多的任

期内，他在陵阳山最高处建造一室，名

曰“高斋”，作为治事起居之所。唐初，

宣城人为了缅怀谢朓，于高斋旧址新建

一楼，因楼于郡治之北，取名“北楼”，登

楼北望可见敬亭山，故又称“北望楼”。

李白《秋登宣城谢朓北楼》中写道：“谁

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诗仙曾多次登

楼，赋诗抒怀，因此，后人亦称此楼为

“谢公楼”或“谢朓楼”。

谢朓楼建成后屡毁屡建，1997年于

旧址重建，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现今的谢朓楼在两层阶梯之上，楼

高15米，为两层钢筋结构十字歇山顶仿

古楼阁。一楼是正方形的建筑，每面有

六根圆形水泥石柱，大约12米宽，搭配

木质门窗。门前楹柱上有隶书对联：

“澄江如练行将赓谢朓之诗，叠嶂有楼

抑且续独孤之句。”

大门口有江南四大名楼的屏风，一

楼正面是宋代田锡的《叠嶂楼赋》，左

右墙壁上挂着谢朓楼历史沿革图文。

一楼至二楼，三层回旋木梯的墙上，有

谢朓《高斋视事》五言古诗和一幅清人

所绘《宣城鸟瞰图》；二楼面积较小，只

有四根水泥石柱，正面是谢朓画像，两

旁的对联是：“千古风流有诗在，一生

怀抱与山开。”墙上则是谢朓生平事迹

简介。

从谢朓楼北眺，可见建于西晋的景

德寺塔。此塔唐代称为开元寺塔，而开

元寺早已毁于战火；“句溪塔影”是古

代宣城十景之一，句溪中可见塔的倒

影，如今塔还在小山上，句溪已经消

失。向北眺望，也看不到远方300多米

高的敬亭山；而原本的山坡，2007年底

已成为长约250米、宽约 70米的府山

广场。

夏日午后，府山广场的水泥地面像

烧烤已久的平底锅，但谢朓楼周围的谢

朓公园却是绿树成荫，绿意盎然。坐在

谢朓楼一楼檐下的石栏杆上或怀谢亭

内休憩，清风徐来，沁凉宜人，暑气全

消；倾听悦耳的蝉鸣鸟叫，怡然自得，身

心舒畅，世间的纷扰和旅途的疲惫，都

随风飘散。

宋至清代，谢朓楼附近有许多亭台楼

阁与花榭轩堂；现在，谢朓楼西侧只剩怀

谢亭，亭柱上有行书对联：“四时凭眺依旧

澄江静如练，千古复登总教临风怀谢公。”

上联下方“澄江静如练”，是谢朓《晚登三

山还望京邑》中的诗句。李白多次登临谢

朓楼之后，历代很多有名的文人雅士相继

来访，留下不少传世诗篇。

停留宣城三天两夜期间，第一天傍

晚，在府山广场上看人们跳舞、溜冰……热

闹极了；第二天，宣城市区整天下着雨，傍

晚的府山广场冷冷清清，只剩下雨声，洗去

恼人的酷暑与今日之烦忧、杂念。雨中的

谢朓楼，沉稳静谧，别有一番景致。

瓦屋山赏雪
□山野

冬天赏雪是很惬意的事，于是我们

便踏上了赏雪之旅。目的地是300多公

里之外的瓦屋山。

旅游大巴离目的地愈近，雪片也愈

大。隔着灰蒙蒙的车玻璃，可以看见道

路两旁堆满了雪，有不少游客已按捺不

住内心的激动频频拍照。带队的人说，

到了山上有你们拍的，言下之意是稍安

毋躁，山上雪景更美。

车行至半山腰突然停下，一车人全

醒了。带队的人说前面雪太大，路面湿

滑，需要加装防滑链。司机下车，我们也

跟着下车。地面湿漉漉的，行走困难，稍

不注意就会滑倒。地面、路旁树枝上堆

满厚厚一层雪，像是披上了一层厚厚的

冬装。我们抓住时机尽情观赏拍摄。

约莫半个小时后，继续前行。上午

十一点半，我们终于到达了闻名遐迩的

瓦屋山景区。抬眼望去，银装素裹，俨

然一个冰雪世界。坐缆车直达山顶，开

始与久违了的冬雪来个亲密接触。观

雪、赏雪、滑雪、打雪仗、堆雪人，边玩边

拍，老夫聊发少年狂，儿时的记忆重新

涌现。大家扔掉矜持，抛去顾虑，想怎

么玩就怎么玩。

树上堆满了雪，树上挂满了雪，地上

厚厚一层雪，踩在上面“嘎吱嘎吱”作响，

到处白茫茫一片。“千山鸟飞绝，万径人

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代

诗人柳宗元的传世佳句脱口而出，只是

眼前的场景有所不同。高山之巅，自然

没有蓑翁独钓寒江的场面。当然，也没

有刘长卿笔下“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

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夜归

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寄给他家乡父母

官黎錞的诗句“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

扫雨余天”，更符合此时的景象。

雪景太美了，只可惜玩的时间太

短，大家不得不依依惜别。

回程途中，我在网上搜索瓦屋山。

方知瓦屋山不仅冬天可以赏雪，夏天还

可以避暑。瓦屋山早在隋唐时期就以

“山奇、水美、林深、景异”闻名于世，与

峨眉山并称“蜀中二绝”。清代诗人、书

法家何绍基就曾经感叹：“巴蜀风光，峨

眉十之三，瓦屋得六七”。瓦屋山集雄、

奇、险、秀、幽、珍于一身，多年来被誉为

“水的世界、洞的天下、花的王国、雪的

摇篮、云的故乡、动植物的博物馆”。由

于地质作用，瓦屋山形成了向东西两侧

略倾的屋脊状地形，独特的地貌造就了

植物的多样性，被誉为世界被子植物的

摇篮和分化中心，珙桐、红豆杉等珍稀

植物不计其数；珍稀野生动物有黑颧、

绿尾虹雉等。“山横瓦屋披云出，水自牂

牁裂地来。”瓦屋山风光旖旎，一年四季

都值得人们去游览。

去斯大林公园若不先逛逛中央

大街，就好比炒菜没放盐，品不出味

儿。中央大街是哈尔滨市著名的商

业街，二十世纪初，这里曾是各国侨

民的聚居地，至今街道旁仍是各种风

格的洋房。

这些异国情调的建筑，搭配着方

石块铺砌的道路，很有些特别。像所

有城市的商业街一样，这里繁华而喧

嚣，拥挤而闭锁。北行到中央大街尽

头，你会惊讶地发现，洋楼和石块路突

然中断了，一个巨大而宽阔的广场，坦

坦荡荡地展现在眼前。广场中心矗立

着抗洪胜利纪念塔，椭圆的塔身下，有

半圆形的喷水池和花坛，环绕着半圆

形的柱廊，通透明快。滔滔松花江水

从柱廊北面流过，江对岸的太阳岛一

片翠绿，广场和江水之上覆盖着湛蓝

的天空，人们的视野一下子被拉向无

限远。这真是一个漂亮的道路终点，

更是一个旖旎的入口。斯大林公园便

从这里开始，沿江向东西方向延伸，像

一条狭长的绸带，和中央大街形成一

个丁字形。

漫步公园，一块块整齐的绿地，

各种形状的小广场，以及立体的五色

花坛，都那么引人入胜。最有特点

的，还是路旁的建筑，它们多是木结

构，纹饰线条曲折，轮廓丰富，色彩斑

斓，真像童话里的小木屋。它们和中

央大街的建筑遥相呼应，颇有些异域

风情。

斯大林公园并不只有静观的景，

还有动态的“画”。人们可以在这里

看到哈尔滨有趣的地方特色。北方

人的豪放、粗犷、开朗，在这里体现得

特别充分。哈尔滨的春、夏、秋季极

为短暂，每年“五一”节左右气温才明

显转暖，“十一”过后即万木凋零了。

所以居民们总是抓住短暂的好时光，

男女老少举家出游。公园里尽是合

家欢聚的人们，年轻的游泳，年老的

看守衣服。吃饭的时候，人们把一个

个大面包抱在臂弯里削切；直径十多

厘米的大香肠，切一节就近一斤重；

一升一杯的啤酒，女士也能一饮而

尽。人们一玩就是一整天，天黑了才

尽兴而归。斯大林公园的道路广场

特别宽阔，临江一侧所设的圆椅，也

是特大型的，每个椅子差不多可并坐

六个人。

冬季的公园，一派银装素裹。道

路、广场、房屋、江面，都是白茫茫的，

白得那么纯净；而夏季的公园则五彩

缤纷，园里种的都是极浓艳的花，诸

如美人蕉一类，花瓣大、颜色浓。要

么嫣红，要么姣黄……公园里冬夏景

观构成强烈的对比，就像哈尔滨人明

朗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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