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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歌行

心香一瓣

想你的风吹过了莫干山，
我等在山下百年的车站，
庾村的秋色迷漫着香甜。
往日风情穿行在梧桐树间。
一列停驰的绿皮火车，
一座寂寞的乡村图书馆，
一段沧桑的民国建筑，
一条蜿蜒的山间小路，

我不清楚
你曾经的辉煌，
但我知道
我的大半生也只是你的瞬间。

过去的不会过去，
未来的还会再来，
似曾相识的庾村，
就是我量子纠缠的尘缘。

庾村印象
张 汶

风和日丽，约三五好友，踏访舟山本岛古井。
提起“井”，人们自然会联想“市井”两字，

市井可解释为街市。但就“井”而言，本意是指
能取水的洞口。从“市井”两字也能体味出井
在以往人们生活中的分量、地位。

我们此行计划踏访舟山本岛七口古井，分
布于定海石礁、岑港村落、紫微侯家、小沙街
道、五雷山顶、白泉皋泄、临城边缘。

头口井，坐落于石礁一小山坡脚下，走近
一看，清澈见底，充满阳光味，真是好久没领略
到如此令人心动的井水。井不深，旁边正有两
三个妇女洗刷。她们说，这叫萝卜井。至于井
名的来历，有如此传说：清朝时，有一贫穷寡妇
在紫薇槐花井洗萝卜，不小心，萝卜掉入井中不
见了，寡妇见状，长吁短叹，心疼得久久不愿离
去。此时，一位白胡子老翁来到跟前，对寡妇
说，到附近莲花庵旁的井去，就能找到丢失的萝
卜。寡妇便跑到此庵，找到井潭，发现丢失的萝
卜果然漂浮其中。于是“萝卜井”之名便流传至
今，据说这莲花庵，也有400多年的历史。

继续驱车，穿过岑港司前老街，峰回路转，

抵达岑港方井。方井顾名思义口呈方形，中间
一根石条，井圈边长约 1.6 米，横梁宽 0.28 米。
这口井奇特之处是旁边有敬神的香炉，是当地
村民抬请井潭姑娘或丧事人家念伴取水时焚香
点烛祈祷所用。井旁还有铭碑，上写：古井滋司
前，乡贤倍珍惜，久饮方井水，延寿百年春⋯⋯

双桥侯家槐花井，则是因为井旁那株槐花
树得名。槐花井结构独特，一边筑有凭栏，井
道伸展如坑道，井口长宽约1米，往井口一望，
喜见里面两三条锦鲤悠然而行。恰好有83岁
老妇黄亚花出来，她身朝那株并不高大但历史
悠久的槐花、眼望着井潭介绍，这井至少有上
百年历史，约20年前才筑起这一凭栏，是为了
防止小孩掉到井里，灰尘跑到井内。

槐花树宛如小家碧玉，冠叶郁郁葱葱，主
干根部到离地一米高的地方，有一奇特生成，
右侧均为半轮树皮。

2018 年 7 月，定海区政府在此为井竖
碑。据记载，这井还与紫微茶人谷内的金线龙
潭女有关。黄亚花向我们娓娓道来，某年这一
带大旱，水井枯竭，侯家一大户人家小姐心急

如焚。她擅长绣龙，于是花了七七四十九天绣
出一条黄鳞金爪、栩栩如生的金龙。绣完后，
小姐把它放在阳台上，让金龙吸收日月霜华。
某日，金龙果然遇水现真身，欲腾空而起。小
姐想把它转移至村庙里供奉，不料金龙就地一
滚，携裹小姐朝狭门方向飞去，最后钻入一个
深水潭⋯⋯

古井，大多不但有神奇传说，更有古树覆
盖。小沙的潭陈井，一棵大樟树，几乎笼盖井
潭周边活动区域，井有200多年历史，老树也是
历经沧桑。这井1.4米乘2.8米见方，井壁石条
叠砌，水源充盈。也许是由于井口太大，又不
注意呵护，同行熟悉者称：水质已不如从前。

“西有槐花开，东有潭陈井”，我们算领略
了定海西乡这两座古井的风采、神韵、底蕴。

白泉皋泄的老井——童家园水井，也有一
棵老柿子树遮盖，下有三口井，一口封起来
了。村民张伟康，年逾古稀，他自豪地对我们
说，井约4米深；每次清淤，抽水机把井水抽干
后，一晚上工夫水井就满了；那些嫁到城里的
村妇，每次回老家总要装些井水回去。

而舟山本岛五雷山上的那口水井，虽没有
单独记载历史故事，却也是源远流长，生态环
保；旁边茶园相伴，沁人心脾。

最后一站是临城边缘的清泰寺，在此，我
们汲取了50多米深处的甘冽山泉。

此次古井踏访之行，每到一处，大家都用
手掬水洗脸明目，大呼清凉、润泽；有的还掬一
把喝几口品咂，感觉回味绵长。

井，对海岛人民来说，尤其重要。舟山易
旱，井水往往是旱情严重时期的补充水源。尽
管如今自来水管四通八达、串巷入户，但井其
实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质的生活所需，也承载
着诸多文化意蕴、历史典故。鸦片战争时期，
英军入侵定海城，定海知县姚怀祥跳入梵宫
池以身殉国；另如留方井，也遗存类似悲壮的
故事。

一路察井景、品井水，可谓美不胜收。水
井边淘米、洗衣、冲澡，曾经是少儿时期难忘的
回忆；如今，人们汲井水不多，一些老井也被填
埋，如果想留住城市的根脉，唤醒城市的乡愁，
不妨让一汪井泉永远汩汩流淌。

掬一捧古井清泉
林上军 尹海鹏

郁达夫说：“金华的地势，实在好不过。”天
高云淡的金秋日子，登临金华城北尖峰山巅远
眺，南北两山间是辽阔的金衢盆地，义乌江从
大盘山逶迤而来400里，与武义江在双溪古渡
处汇合穿越婺城，三江六岸是拔节生长的建
筑，大自然与人类合力创造这座山水城市的壮
阔大美，清晰呈现在澄澈的秋阳下。

一

绍兴四年（1134 年）十月，金兵渡淮，江、
浙扰动，51 岁的李清照动身从杭州由水路沿
富春江溯江而上到金华避难。金华是李清照
走出至暗时刻的福地。她说：“易安居士亦自
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
乍释舟楫而见轩窗。意颇适然。”

她很快爱上这座小城。她多次游历金
华山，与道长谈论修仙之道；她惊讶物产富
庶丰饶，这里有“肥嫩如船的白藕和硕大如
瓜的枣子”；她与市井百姓来往甚密，长发飘
飘、面容姣好、轻声侬语的女子是她眼中美
丽风景；她还常与当地乡绅学究拥炉煮茶、
高谈阔论。她在金华沉淀思想，逐渐从伤痛
中走出来。

她整理完成了棋牌专著《打马图经》，所
附《打马赋》寄托了作者“老矣谁能志千里，
但愿相将过淮水”的政治理想。她创作的诗
词化忧愁为豪气、婉约中见深沉，开创了南
渡后诗词新境界。《武陵春》是她后期文学风
格变化的代表性作品。“双溪”是金华著名古
渡口，暮春双溪景色美得令人屏息。美景钩
起李清照亡国之恨、飘零之苦、寡居之悲，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深重的
家国情仇舴艋舟如何载得动？她登临古八
咏楼。面对滚滚婺水，她挥笔写下千古绝唱

《题八咏楼》。“倜傥有丈夫气”的李清照，不
仅是婉约词宗，更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
雄”的豪迈胸襟。

古人喜欢溯河而上选择隐居地，越深入上
游内地，越远离纷争中心，带给他们更多安全
感。宋代朝廷南迁杭州，大批达官贵人随朝廷
南迁。能住杭州的只是一部分，更多人要另找
安身立命之地。处江湖之远、得水陆之便、地
宽土肥的金华，正是避乱隐居好去处。方孝孺
说“宋之迁于江南，婺去国都为甚尔，其地宽衍
饶沃，有中州之风，故士之自北至者多于婺家
焉”。金华是杭州之外接纳北来人口最多地
区。史料记载，两宋迁入金华姓氏达 130 多
支，移民超过了原住民人口。除了李清照、陆
游等人隐居婺州，吕好问、吕大器、吕祖谦家
族，苏辙、苏迟家族，驸马潘正夫及孔氏后裔、
蔡元定后裔都是这个时期迁居金华各地。

二

颇具战略眼光的李清照，用“水通南国三
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盛赞金华气象。她认
为，通行浙闽赣皖必过境浙中金华，水道上下
纵深三千里，可从沿海直抵内陆腹地，足以影
响江南十四州存亡，是兵家必争之地。

清顺治三年，清兵为打通浙江全境并向西
发展，纠集重兵围攻金华城。镇守金华的是崇
祯兵部侍郎朱大典。久攻不克的清兵，从杭州
调来红衣大炮，以绝对优势兵力猛攻20天，金
华城才被攻破。守城将士大多战死，朱大典家
人幕僚32人全部殉国。

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将领侍王李世贤，为
开辟新根据地策应天京，于 1861 年 5 月 28 日
攻克金华，建立以金华为军事指挥中心的浙江
根据地。太平军在金华驻扎近两年，以金华为
中心，与清兵展开拉锯鏖战。风头最劲时曾攻
克浙中和浙西南几十个州县。

上世纪30年代修建跨越浙赣湘三省千里
浙赣铁路，沿线建设前进军用机场群，建立沿海
战略纵深。1942年美军利用前进机场轰炸日
本本土，日军动用 87 个大队兵力发动浙赣战
役。由杭州湾和江西两头，向金华方向夹击，企
图打通浙赣线、摧毁我沿线机场群。在浙赣会
战中日军付出伤亡1.7万人的沉重代价。

金华战略地位取决于优越的补给条件。金
衢盆地非常适宜农业生产，有“浙江第二粮仓”
美誉。南宋朝廷把金华作为“陪都”，太平天国
和日本人抢占金华，都出于以战养战考量。金
华民风彪悍、习武成风，百姓扛起锄头能种地，
拿起刀枪能杀敌。宗泽坐镇抗金前哨开封，家
乡人勇敢“逆行”，向前线千里送军粮，到达时鲜
肉已成“火腿”。戚继光招募勇猛机智兼备的义
乌兵，成为他荡平倭寇的无敌之师。日本人占
领浙赣线后，当地百姓从甘蔗林中窜出打死落
单日本兵，迫使他们不敢单独外出。

战略要地成为和平年代发展枢纽。空陆
水立体交通网络、义新欧班列，在“一带一路”
倡议中，金华成为向东辐射“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向西辐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
济带的“金纽带”。

三

金华多仙源于境内山岳瑰丽神秘。金华
北山是著名仙山，黄大仙是载入仙谱的大神。
绵延百里金华山，林海苍莽、云雾缭绕，湖泊溶
洞暗河遍布山壑。磊磊山石酷似羊群、奔兽、
飞龙，连长出果实也成“佛手”。清凉洞天福地
也是修仙圣地。赤松子、黄初平、黄初起各路
神仙在山间腾云驾雾、乘鹿驾鹤，逍遥自在、一
日千年。明代陈逢春诗云“云暗赤松犹住鹤，

山余白石已亡羊。羽客相逢传往事，至今洞口
夜生光”。“眉宇间有烟霞之气”的徐霞客，就最
爱金华山的仙风道骨。他用三天时间爬完这
座仰慕已久的仙山，洋洋洒洒写下五千字的游
记。金华山留给他的印象就是一座世外仙山。

诗人黄亚洲先生说“金华是一个诗都”。
曾游历金华的谢灵运、李白、陈子昂、戴叔伦、
严维、孟浩然、苏东坡、王安石、陆游、李清照留
下不朽诗篇。骆宾王、张志和、贯休等金华籍
诗人的诗词登峰造极。跨越千年时空，“湖畔
诗人”冯雪峰、潘漠华和人民诗人艾青开创新
文学运动新境界。离艾青故居不到十公里的
源东乡东叶村，栽种万亩桃林，春天桃花盛
开。这个小山村，走出了我党早期革命家施存
统和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父子。

作为盐、丝入赣和漆、瓷入浙的贸易要道，
多元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婺剧”就是本地高
腔、乱弹及时调，与永嘉南戏昆腔、皖南徽戏、苏
州滩簧“化学反应”的产物。婺剧唱腔高亢粗狂、
打斗勇猛刚劲，与江南戏曲婉转清丽风格迥异。
在金华乡村，每年春节村村都要请戏班演大戏，
家里新房落成、红白喜事，也要演戏答谢同村。

婺剧之乡孕育了“东方莎士比亚”美誉的
戏剧大师李渔。李渔年轻时中了五经童子，金
华府同知送他一只小老虎褒奖。李渔最终选
择“人间大隐”之道。史上少了一位官僚，多了
个震古烁今的文化大家。拥有 500 万字皇皇
巨著的李渔，不仅是伟大戏剧家，也是杰出出
版家、美学家。一部《闲情偶寄》，将中国士大
夫美学尽收囊中。

金华出美酒。《武林旧事》记载，金华酒盛
行南宋京都杭州，商人将金华酒装在船上，沿
江顺流而下源源不断运抵杭州，供王公贵族们
饮用。金华酒以糯米红曲为料，冬水酿冬酒，
担米出担酒。酒液色泽如金，清冽醇香，是酒
中上品。李渔改定的《金瓶梅》，书中人物都喝
上金华酒。美食家袁枚称赞金华酒“有绍兴酒
之清，无其涩；有女贞之甜，无其俗”。

“仙”字本意，是在山中修道的人。离开洞
天仙山，凡胎就修炼不成仙体。没有酒就少了
文学灵感。千百年来，神仙、诗歌、戏曲和酒，
在这神奇的金华山水间相互成就。

四

赢得“小邹鲁”盛名，金华有着扛鼎的文化
底气。宋代是儒学分水岭。理学标志着儒学
进入哲理化、思辨化阶段。全祖望《宋元学案》
评论：“宋乾（乾道）、淳（淳熙）以后，学派分而
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他认为，吕祖
谦为代表的婺学，是与朱熹道学、陆九渊心学
并称的理学三大学派。后人也将金华学派、永
康学派和永嘉学派并称浙东学派。反对空谈
阴阳性命、强调“经世致用”思想，成为千百年

来浙江人求真务实的文化基因。
在“经世致用”总体价值取向下，婺学领军

人物学术观点各有千秋。开婺学先声的吕祖
谦，主张“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内外兼修、学
以致用；才气超迈、性格狂狷的陈亮，激进反对
空谈“道德性命”、倡导“事功之学”，一辈子为抗
金复国驱驰尽瘁；能臣干吏唐仲友，尚经制之
学，治学不主一说，不苟同一人，但求经世致
用。到宋元之际，婺学门下又有何基、王柏、金
履祥、许谦“金华四先生”。明初，浦江郑义门网
罗英才，承继婺学根基，门内家庭教师刘基、宋
濂、方孝孺，都成为王者师相。曹聚仁评说，“金
华学派，便在那三百年间盛极一时，和朱陆鼎足
而立”。金华学派匡时救世胸怀，化为金华儿女
精神血脉，在历史长河中静水流深、空谷回响。

婺学“经世致用”思想种子，在改革开放年
代激发出强大创造力。义乌人在计划经济坚
硬土壤上，种出市场经济幼苗，鸡毛飞上天，小
县城变成“世界小商品之都”。横店人在荒山
丘陵上种文化，偏远山镇蜕变成“东方好莱
坞”，10 万“横漂”在此追梦，“剧本进来、影片
出去”影视产业蓬勃发展。

五

古子城是金华古代城中城，也是这座城市
文化之根。古子城建在一片斜坡上，坐北朝南、
面朝婺江，是藏风聚气、抱揽河山之地。从唐开
元婺州州治迁徙婺城，历代府衙以及考试院、文
庙、寺院、楼台等重要公共建筑都集中在城内。

古子城再现盛世辉煌，得益于金华人崇文
重礼传统。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金华系统
规划修复古子城。形成婺州公园和八咏公园
组成的滨江公园带，修复城墙、城门、码头、庙
宇等历史建筑，整修八咏街、酒坊巷、石榴巷、
鼓楼里、熙春巷等老街巷，重建北宋“万佛塔”，

“镶牙式”迁入历史建筑。金华人用20多年接
续努力，精雕细琢出一座庞大复合型历史街
区，再现史上南宋陪都繁华盛景。

游览金华古子城，犹如走入活着的南宋都
会。大面积古建筑、古街区，是古城厚重的历史
底蕴。婺州窑瓷器、木雕、奇石等文玩交易兴
旺，美食店、咖啡屋、酒吧、茶室、书斋人头攒动，
燕方归等民宿，传统婺派建筑和现代情调结
合。活态利用激活了生机，古子城成了游客必
去网红景区。忍不住将金华古子城与杭州南宋
御街比较。一个是自古繁华的南宋故都遗存，
一个是金婺争华的南宋陪都所在，都是传承有
序的宋韵文化，同样风姿绰约、各美其美。

从杭州出发，沿钱塘江溯流而上，经黄公
望曾描绘的富春山水，过郦道元笔下一百许里
奇山异水，穿越江清月近人的建德江，再过兰
花照春水的兰江，就到了气压江城十四州的山
水金华城。这里，是我魂牵梦萦的乡愁。

婺州咏叹
傅德荣

吾土吾情

我一直以为，深秋季是属于银杏的。这不啻因为可
以食用并入药的银杏白果沉甸甸垂挂，本身就昭示着丰
收的喜悦；更是因为一树妆成的明黄色，总是带给人们无
限的惊喜。

最初听到“银杏”这个名字，是在初中语文课上。郭
沫若先生那篇“用诗的情感、诗的语言、诗的节奏”写就的
托物喻志的散文《银杏》，不仅让我知道了银杏的别名、来
由、特点，以及真善美的品行，而且也令我喜欢上了这一
从未见过面的树种。

真正见到银杏，那是在 2001 年深秋随市考察团赴
日本访问期间。在几个城市间转悠，一溜溜明黄色的城
市行道树让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不就是银杏树嘛，
到了深秋季它的叶子就渐渐明黄，并与果一起渐渐坠
落”，队伍中有人如此提醒，竟让我茅塞顿开，感到深深
的自豪——它分明就是中国的国树，看到银杏我好似看
到了侨居在日本的“亲人”，也同时陡增了一份挥之不去
的乡愁。

没过几年，我发现在国内不少城市竟然也开始种植
一定规模的银杏树。这不，就连我居住的这个小城也在
一些重要地段栽种银杏。后来才知，银杏之所以被城市
管理部门选为行道树，主要是因为它符合夏天展叶遮
阳、冬天落叶透日的特殊需要，何况深秋的明黄色彩带
给人们的又何止是一种颜色。是啊，每每进入深秋季，
银杏的那抹晕暖的明黄色总会占据我的眼帘、侵入我的
心底。

作为绍兴人，对于银杏树或许有着更多的话语
权。我曾经在深秋季专程前往浙江“十大最美银杏村
落”——绍兴市诸暨应店街镇灵山坞村参观。虽说村
子不大，可就是这样一个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因为
拥有 1000 多棵银杏树（其中百年以上的古银杏树就有
102 株），名气渐长。走近村子，若不是看到银杏与村宅
老院相互映衬，我还以为自己走进了神秘而神奇的时
光隧道。天高云淡，阳光明净，道路两旁或房前屋后
或田头地角，整个村庄好似掩映在一片明黄色的银
杏树丛中，它们各自站成风景，也定然有属于自己的
故事。

“盘根错节几经秋，欲考年轮空踯躅。”银杏生长
较慢，寿命极长，从栽种到结果需要 20 多年，40 年后
才能大量结果，因此又叫“公孙树”，是树中的老寿
星。从一棵棵古老的银杏树旁走过，我都会放慢脚步
并投以敬畏的目光。“蓦看银杏树参天，阅尽沧桑不计
年。”千百年来，它们栉风沐雨、饱经风霜，才令它们巍
巍 屹 立 于 天 地 之 间 ，这 是 怎 样 的 雄 起、雄 奇 与 雄 俊
呀！深秋的银杏就是如此地奇特，那明黄的银杏叶子
无论是密密匝匝生长在树枝上，还是飘飘洒洒坠落在
田地里，它都成为美的化身、柔的定格、艳的舞姿。我
更相信，不论是谁，无论带着何种心情，在这片古老的
银杏林里穿行、徘徊，你的心也定然会如清辉的月色
映照在波澜不兴的水面上，因此变得辽阔、沉静而悠
远。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闯入了江南的“香格里拉”。
诚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我心中
也有属于自己的“香格里拉”。是啊，“香格里拉”，最

“香”的应该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大自然的恬静与平
和。而眼前这片古老的银杏林，不就是我一直期待的

“香格里拉”吗？
“满地翻黄银杏叶，忽惊天地告成功。”银杏因了明

黄之色，也自入得人们的法眼，而一俟将落叶婆娑视为
诗意、诗性、诗韵的载体，那么，被珍爱、珍重、珍惜，也
是可想而知的了。想起 2013 年上海绿化市容部门就
开始尝试对部分道路落叶不扫，并一直坚持到现在。
而今，不少城市也纷纷效仿，因为这契合了广大市民

“落叶其实也是一种美”，它使原本萧条的季节，蒙上了
一层童话般的景色。更何况，市民们也还有对落叶形
而上的深层思考。就如评论家封寿炎先生所说：“在中
国传统文化的维度里，落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在
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有着‘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美
丽景色。除了审美，落花也还能引人哲思。‘零落成泥
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陆游以落花来寄托自己的
高洁情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则是思
想家龚自珍以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来自喻，抒发自
己造福桑梓和报答国家的志向。可见，在一条落英缤
纷的林荫小道上，如果落花被清扫得干干净净，那么无
论从审美还是从哲理的角度看，它的文化价值都将被
割去一半。”

寻访缤纷花径和落叶大道，为城市增添一份诗情画
意和人间温度，这或许也是城市管理者们的一种智慧表
达吧。

深秋的明黄
赵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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