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宗衍派起茅山，星散田庐绕紫烟。
象迹通灵三里地，虎丘入妙一方天。
雷公堂上开金阙，水伯溪间锁石栏。
月印祠门清气溢，祖光显耀育群贤。

瑗珲怀想
征蹄碎梦意萧然，草木悲歌夕浪咽。
野境空蒙依旧恨，澄江漫漠证哀颜。
他邦罗刹荒唐事，故国将军逴迈篇。
抚剑嗟吁情缱绻，壮心万里独凭栏。

注：应友之邀，2023年 8月 7日到达黑
龙江瑗珲旅游，通过参观瑗珲历史陈列馆、
天市公园“瑗珲将军”像，以及乘坐游船游
览等活动，我对祖国山河与人事有了更真
切的感悟，浮想联翩，百感交集，不由作句
铭之！

注：2023年9月9日，应老友李先生之邀，在
参观了吴川市吴阳镇尖岭（三柏李渔翁撒网）、
黄坡镇岭头村抗日名将李汉魂故居、塘缀镇樟
山村张炎将军故居和世德中学之后，我们一行
到访了李先生家乡化州市良光镇茅山村，实地
察看了茅山李氏太祖岭，茅山李氏宗祠及茅山
河、雷公堂、茅山香港湾仔希望小学等周边景
观，览物悠思，感触良多，不由题此以吟之！

茅山风物题吟

七律二首
■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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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天高，万里晴空，直达顶楼。看天弧天
角，谢牛大谢，开屏列嶂，碌雾通筹。鼓角铜钟，
玉皇马岭，九曲来朝鉴水流。瀛洲岛，唤宝光塔
指，点划千秋。

锡伦戴府题留，三百载、雄才护国周。看庚
辰春早，发源三讲，今年根子，喜上心头。寄望
殷殷，复兴大业，禀赋资源要善谋。知是否，正
龙兴华夏，大美神州！

沁园春 •金墩龙庭行
■ 谢转机

若问我对三丫渡口的印象，定是不
论那篷船把我渡向哪个码头，都尘封着
我途经此渡口轮番探亲的故事，等着记
忆的发掘。

三丫江系小东江支流，它流过三丫
村后分岔，形成一江三岸，估计三丫口
村和三丫村皆因此而得名。三丫江在
此处划分茂名境和吴川境。三个码头
也分别指向我至亲的外婆、太外婆和祖
母家。

从江水的流向划分三丫渡口的三
个码头，上游处码头的三丫口村临江而
建，村子中央有一段古时留下的墟道，
墟道用古青砖和长条石板铺成，两排铺
子林立，酱油铺，医馆，日子馆，山草药
铺，肉铺，豆腐铺，纸钱火烛铺，鞋铺，还
有出售火油、蓑衣和油纸伞的杂货铺。
以及远道而来的农人临时摆卖的活鸡
鸭，滴着水的青菜，光溜溜的红薯，沾着
湿泥的芋头……碰上圩日就更添热
闹。每每经过这里，母亲牵着我的手走
到姑婆（外公的妹妹）的医馆里，坐下喝
碗水、歇歇脚再到肉铺割一块猪肉，才
又动身前往外婆家。我捂着口袋里姑
婆给的一把糖果，频频回头落下距离又
小跑着追上母亲的步伐。

接下来的一个码头在三丫村这边，
三丫村离码头稍远，要经过一些弯弯曲
曲又沆沆洼洼的宽田埂，下雨天最烦
人，推着自行车搭重物的，经常会陷进
坑里，若得不到附近村民或过路人的协
助，会连人带车子摔进田埂下的水田
里。绕过三丫村，有一条路通往祖母
家。

下游的码头属吴川境，它紧靠着一
座山，山上种满松树和油加利树，树木
高大碧绿，也没见有人砍伐过。还有临
水的几丛翠绿竹子，它们总是矗立于江
面上，倒映在江水中，远远望去，江水犹
如一面碧玉雕成的巨大镜子。这个码
头的山路通往太外婆（外婆的母亲）
家。有时母亲说要带我去外婆家，临了
在渡口这里，她又会喊摆渡的船夫让我
们在下游渡口上岸；先去太外婆家，回
来再转去外婆家。

吴川境的码头因为山太高，江面跟
码头有个落差，碰到渡重物或是年老
的，船夫会把船泊停在这个渡口，帮忙
抬重物通过大坎走上主山路后再回来
撑渡。此时还待在船上的人就要等，记
不清我等了多少回，父亲在场时也会一
起去帮忙，从不落空。留在船上的我会
走到船的另一头看船夫捕获的鱼，那些
鱼泛着银光，好几次我差点张口跟船夫
要几尾拿回家养。

篷船渡人，渡自行车，渡挑担，渡鸡
鸭猪狗，渡一切能搬上船的农产品和货
物。

九岁那年暑假我在外婆家，外婆趁
我在外面玩独自去了我祖母家，得知消
息的我两手空空跑去追她（没追上），到
达三丫渡口，船夫看我呆呆站在岸边。
问：“你过渡吗？”

我点点头，却挪不动脚步，皆因我
身无分文，又不知该如何开口说那过

渡费。
“你上来吧！”船夫的声音。
“快上船呀！”挑着一头小猪上船的

男渡客在催。
“这么小也没有大人陪同啊！”腋下

夹着一只白鸭子的妇女说，那白鸭子竟
乖巧得没扑腾。

我不再犹豫，跳上了船。
篷船晃悠着离开码头，谁能料得到

那刻我何止是惴惴不安？脑中想的尽
是“他知道我没钱会不会把我带回外婆
那边先取钱来？”和“他会不会把我扣下
来留在船上？”全然没心思去听他们在
聊些什么。

船夫年纪与父亲相仿，他也没问
就直接把我送到了回我祖母家的那
个码头。我只好硬着头皮说：“伯伯，
我没带钱，等回来我再给你。”他点点
头，把船泊好让我上岸。我生怕他反
悔，上了岸像离弦的箭般奔跑起来。
直到看不见他和篷船，才停下来大口
喘气。

家里新买的黑牛牯性子刚烈，父亲
调教了几次都驯服不了它，有一次带它
耙田，它像疯了般胡乱冲撞，父亲还被
它踢了一脚，遂将它转售。但农家脱不
开牛，就去外婆家借。外婆家的黄牛温
顺得连我都敢靠近它，摸它的牛角，扯
它脖子下松松软软的肉，牵着它的鼻子
让它吃草或从它嘴边抽走青草，它也不
发脾气。

我和父亲赶着这头牛走到三丫渡
口，无论父亲如何拿青草诱它，它都不
肯上船，眼看要日落西山。父亲跟船夫
商量他和牛一起渡江；我与自行车随船
过江。黄牛乖乖跟着父亲下水，到江心
处它又不肯走了，船夫喊父亲先游到前
方拉它，他拿竹竿在后面驱赶。这头黄
牛可聪明了，看到父亲在它前头，判断
前方没有危险，它昂头用悠长的牛腔喊
了一声“哞……”，然后继续朝对岸探
去，船夫的驱赶沦为口号。

太外婆托口信让父亲去她家拉甘
蔗叶回家喂牛。把双轮车寄放在三丫
村朋友家中后，父亲带我前往太外婆
家，甘蔗长到一定的程度后，从尾部砍
下叶子，甘蔗还能重新长出叶子来，甘
蔗叶砍好后有好几捆，舅公和父亲挑上
甘蔗叶，把我们送上船。

渡船日复一日往返于方寸间，船夫
终日头戴斗笠，话不多；他身材魁梧，抡
起手中又长又直的粗竹竿，左摆一道，
右撑一竿，篷船窜出老远。倒是不论哪
个成年渡客，相熟的或是陌生的，老远
就跟船夫拉起话搭子，内容从天气到猪
肉价格，或附近村落哪家的孩子考上高
等学府，谁家娶新妇，哪家府第新落成，
谁又尽完人间的义务安然离去，自己要
去哪里干何事……这里简直是情报中
转站。

渡客语调时而唏嘘，时而欣喜，间
或夹着爽朗的笑声，余音尚未落尽，船
已靠岸。近处芦苇丛惊起的一只小白
鹭拍拍翅膀，贴着水面寻得另一丛芦苇
隐进去，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三丫渡印记
■ 吴映霞

（其一）

但闻天际雁声悠，登上峰巅任纵眸。
不管风吹秋叶落，欣将黄菊插霜头。

（其二）

越过一岗连一岗，登巅犹爱赏斜阳。
不曾慨叹秋枝落，更喜归来带菊香。

（其三）

登高雅会乐融融，欣赏桑榆夕照红。
皓首稀龄休说老，人人争越最巅峰。

七绝•癸卯重阳登高（三首）

■ 陈贤华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月里南方小城
的雨不像六月时下得那般的干脆，说来
就来，它先是矜持的，犹抱琵琶半遮面
地现出忧郁的灰暗面孔，阴沉了半天，
最后，按捺不住了，坏脾气终是要爆发
了。厚黑的云层开始翻涌，覆盖，暗淡
的天空像被浓墨浸染了一样，一寸一寸
地被侵蚀，吞并。十月的雷响起来，像
是鞭炮燃烧的尾声，攒着最后一股劲，

“啪”的一声发出沉闷巨响。随后，粗大
的雨点夹杂着细碎的沙石，伴着寒意劈
头盖脸地砸了过来。十月的雨绝不是
刻板印象中的温柔细雨。

年少时，对雨有着别样的钟情，如
若女孩不淋一场痛快的雨，男孩不在雨
里赛上一场足球，总觉得是辜负了青
春。雨，是烙在记忆里的一道青春印
记，是浪漫，是肆意，是少年处在成熟边
缘的一种试探与历练。彼时，最喜温柔
细雨，幻想着跟随戴望舒的脚步，撑一
把油纸伞，在雨巷里，遇见那个住在心
里许久的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
娘”，在微雨里相遇，在“雨的哀曲”中消
散，这怕是最美好而又最惆怅的期盼
了。站在青春的拐角处，谁说这仅仅只
是一场绵绵细雨而不是年少时做的一
场有关于细雨微澜的美梦呢？

人到中年，重读李清照的《声声
慢》，遂觉微雨的悲寒彻骨。提到微雨，
常及梧桐，在文学的意象里，梧桐树是
为忧愁伤怀之物。南北朝文学家周兴
嗣的《千字文》中有语：“枇杷晚翠，梧桐
早凋。”意思是琵琶在岁末时依然苍翠
招摇，而梧桐在立秋之时就要凋落了。

“梧桐更兼细雨”，梧桐叶落悄无声，细
雨轻扬湿黄昏，泪雨中映照了李清照所
历经的国破家亡、丈夫离世的凄苦无
依，终是“怎一个愁字了得”。温庭筠在

《更漏子》中写道：“梧桐树，三更雨，不
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
到明。”独守窗儿，听着断肠的雨声，离
愁之殇、落寞之苦难以言表。谁承想，

在青春的骚动褪却后看梧桐细雨，竟
“无语凝噎”。

雨下得适时，是一番新气象。苏轼
建亭，取名“喜雨亭”，“丁卯大雨，三日
乃止”，缓解了旱灾，百姓欢呼雀跃，围
聚庆贺，苏轼认为：“得相与优游以乐于
此亭者，皆雨之赐。”可见对大雨的喜
爱。半生不得志的少陵野老看到“好
雨”也引发了“花重锦官城”的美好想
象。雨的美好意蕴，似乎又回来了。不
禁想起不久前回乡养病时，那场下了整
整一个星期的雨。居家寂寥无趣，时大
时小，时急时缓，时断时续的雨势更是
让人满脑子充斥着“剪不断，理还乱”的
愁思绪。骤雨刚歇，即便道路泥泞不
堪，污浊横流，我也强撑着伞踏上乡间
小路。积水汇成小溪流从脚面淌过，清
凉、活泼，心中的烦闷竟如水般流逝渐
消。夹道旁，是红绿相间的野花，连日
的阴雨竟丝毫未损它们俏丽的容颜。
花团锦簇，它们绿得更深，红得更艳！
其中有一簇分外的惹人注目：它们拥着
一棵碗口粗的树在雨中挺立开放。那
棵树，其实也算不上真正的树了，它被
拦腰砍断，成了一个两米多高的树桩，
断枝，腐朽，像个被生活拉扯得奄奄一
息的垂暮之人。它所有的生气来自身
旁迎雨开放的小野花，小野花身上伏着
晶莹的雨珠，可爱、灵动得很。雨还在
下，这些小野花似乎要借着这天地间连
绵不断的雨的力量，攀沿上这直愣愣指
向天空的朽木枯枝，在更高的地方开出
更艳丽的花朵。恍惚中，看到了这雨中
生命的韧劲，心中也便释然了。淋了一
场世间雨，抹去一把辛酸泪，抬头，自能
看到另一番天地。如此想来，世间的疾
病、贫穷、荣辱、得失、恐惧、怅惘等一切
似乎都轻盈起来了。

草木有枯荣，人生有起落，四时有
轮回，万物自有章程，无谓喜无谓悲，相
信人生自有“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的好景致。

雨的遐想
■ 石雪萍

怀着对“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的美好憧憬，我们走进苏
州。

上午，在寒山寺触碰了历
史的温度，下午，品读了拙政园
水域广袤，曲径通幽，淡泊舒朗
之意。晚上，来到盈盈水巷，梦
里周庄。

秋色温润，水乡清凉。晚
饭后，一场关于水乡的视觉盛
宴，畅快淋漓地展现了“夜周
庄”的魅力。

夜影灵动，缱绻撩人，江南
水乡人民与水和谐相处的生活
画卷，温柔了梦里周庄，温柔了
来自远方的我们。

枕着水乡，恬然入梦。
一觉醒来，在水巷深处，在

青石板上，在古桥头，在南北市
河畔，我们畅赏水乡慢时光。

进入逸飞之家，迎面看到
了著名的艺术大师陈逸飞先
生的遗像。当年陈逸飞被周
庄的静谧、安详、优雅所震惊，
回美国后创作了一系列作品，
称之为“故乡的回忆”，其中一
幅以双桥为主题的油画，在美
国展览时，被美国当时的首
富阿曼德·哈默以重金买下
来。1984 年底，阿曼德·哈默
访华，把这幅画赠送给邓小
平。1986 年，世界邮政组织致
电陈逸飞先生，能否用双桥这
幅画，作为联合国的首日封，
陈逸飞欣然答应。从此，周庄

引起世人瞩目，走向了世界。
所以，陈逸飞被称为周庄之
父，一点不为过哟。

双桥是由一座拱桥“世德
桥”，和一座平直的小桥“永安
桥”组合而成，横跨于南北市河
和银子浜两条小河上。桥面一
横一竖，桥洞一圆一方，错落有
致，宛如一把大锁将两条小河
紧紧地锁住。双桥像古代的钥
匙形状，又称之为“钥匙桥”。

友人们在桥上各种摆拍，
生怕留下一丁点遗憾。我坐在
世德桥上，望着不远处的永安
桥，陷入沉思。它们之间一定
有经典的爱情故事吧。要不，
怎么一直相依相扶，被称为“双
桥”呢？是他们的爱情故事不
够轰烈，不小心给世人遗忘了
吗？凝望着一块块石板、一株
株小树、一只只灯笼、一道道流
水、一抹抹粉黛、一叶叶秋黄，
陷入沉思。不经意发现杨柳依
依的河边，有人对着我们取镜
头，忽然有种“你站在桥上看风
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的
诗意感觉呢。

碧水潺潺，轻舟橹动日光
袭的小河，吴侬软语，阿婆茶
香，昆曲悠远。“银子浜”河
下，埋着元末明初中国首富沈
万三，他虽非周庄人，但他从周
庄出发，踏开了人生财富之路。

沈厅是沈万三的后裔沈本
仁，乾隆年间复兴家业，所修的

一个七进豪宅。
沈厅的茶厅，是船夫、轿夫

喝茶的地方。家具摆设简陋，
但挂有一样宝贝，写着“周庄是
国宝”，是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
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原笔。旁
边的照片，则是阿曼德·哈默应
邀访华时，赠送双桥油画的场
面。

咦？最后一进，怎么卧着
一头石牛呢？导游解惑，以前
渔樵耕读是最高尚的工作，商
人不入流不被人看得起，沈家
是想借这头牛告诉后人，咱家
祖上也是种地的，别看咱家现
在做生意，祖上咱也高尚过。
先生乐呵呵，骑上牛背，说咱家
也是种地的，咱也是高尚人。

大堂的正中间，坐着财神
沈万三的镀金木像。沈万三从
一个贫穷的孩子，靠给地主做
佃户，最后成为中国的首富。
试问有谁会拒绝财神，又有谁
会拒绝美食呢？周庄有许多特
色小吃，最有特色的就是沈万
三爱吃的肘子和猪蹄，它起源
于明代沈万三家，是用来招待
贵宾的必备菜肴，当地叫万三
肘子和万三蹄，我们来到的当
晚就品尝了。

建筑最有特色的张厅，“轿
从门前进，船从家中过”。一条
小溪从后园院落中间缓缓而
过，与外面的大湖相通，有一方
水池供船只调头、停靠之用，此

为张家的私人码头吧。
南湖秋月顾名思义就是晚

上看月亮的好地方，最南面的
百孔长桥，晚上洞洞含月，如诗
如画，美到心醉。

水乡最重要看什么？当
然是看水了。水是周庄的灵
魂注脚，是周庄的韵致所在。
周庄的水太清了，清得可以看
见水里的游鱼；周庄的水太绿
了，绿得简直就像缅甸的碧
玉。河面的巨草，更是让人看
了特别惊喜，更不可思议的
是，一抓就有一把丝螺。一江
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
檐。周庄因水酿出的诗情画
意，吸引了游人，酿造了源远
流长的文化。

来到三毛茶馆，心，忽然不
受控制地颤抖；泪，从眼眶悄悄
涌出。友人们来到身旁的时
候，我似不经意转身，不想被看
到泪痕。因为他们不懂，也不
可能懂，我是怎样喜爱三毛，以
及文字对我的精神给养。正是
这个孤傲一生，不曾妥协，活得
执拗和勇敢的女子，让我喜欢
上文字，喜欢上游记。

最后，我们来到周庄博物
馆，了解了周庄的前世今生。

周庄，桥街相连，依河筑
屋，依水成街，小船轻摇，绿影
婆娑，一派古朴优雅。惜别时，
我情不自禁地吟诵：“吴树依依
吴水流，吴中舟楫好夷游。”

走读梦里周庄
■ 劳小颖

书法 ■ 吴学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