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逝去的风景

———写《锦心秀女赵清阁》

赵清阁是谁？了解她、认知她的人越来
越多。我对她的认知，是我在给她写传过程
中开始的。

2001

年
11

月，我到浙江参加一个学术会
议， 结识了上海社科院的潘颂德先生， 交谈
中，他了解到我是信阳人，就与我讲到他所里
河南信阳籍赵清阁的往事，他很崇敬赵清阁，

赵清阁去世后， 他为赵清阁作挽联曰：“七十
年创作生涯，清流笛韵，遗爱长留人间；五十
部文学作品，翠阁花香，文名永垂青史”，高度
概括了赵清阁一生历史。 处于对现当代文学
的热爱和对家乡文人的特殊感情， 我决心为
她作传。在对有关资料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了
解到：赵清阁，

1914

年出生于河南信阳，

1935

年毕业于上海美专，

1999

年病逝于上海华东
医院，著名女作家。柯灵先生把她与丁玲、石
评梅、白薇、沉樱、谢冰莹、杨刚、萧红、罗淑、

草明、罗洪等同列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第二
代女性作家中的代表。然而，赵清阁却以自己
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独特
贡献， 而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
上一株鲜艳的奇葩，一道亮丽的风景。

她当过记者、编辑，能诗文，善书画，通音
律，多才艺，貌俊美。

20

世纪
30

年代，她独闯上
海，成为最年轻的女编辑；在抗日烽火中，她创
办了第一个以宣传抗战为主要内容的纯文艺
刊物《弹花》；她第一个把古典文学名著《红楼
梦》改编成话剧剧本。在抗战期间，她创作了大
量的以宣传抗战、歌颂民族团结的作品，其剧
本《桃李春风》（与老舍合作）、《此恨绵绵》等被
搬上舞台，轰动山城重庆；她数十年笔耕不辍，

涉猎诗歌、剧本、小说、散文等各种文体，其著
作
50

余部，约
300

万字。她编辑出版丛书、报刊
数十种。她根据民间传说、古典文学改编创作
的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杜丽
娘》，一版再版，印刷数高达

50

多万册；

20

世纪
末，她又出版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

英汉对照版。

1985

年，她改编的《红楼梦话剧
集》出版，冰心先生在序言中给予高度评价：

“她把社会上不公平不合理的黑暗生活，和多
难的国家命运， 以及自己的坎坷道路联系起
来，以文艺为武器，不断地写出了揭露人民疾
苦和激发爱国思想的作品。几十年来，她写了
许多小说、戏剧和电影剧本，《红楼梦》话剧本
不过是她的创作的一部分……这在当时是有
其现实意义的”。

1986

年， 在哈尔滨召开的国
际红学研讨会上， 赵清阁作为红学专家应邀
出席会议并获得荣誉著作奖。她晚年，撰写并
收集整理出版的五部散文集， 真实再现了她
一生与诸多文艺家交往所建立的真挚的友
谊， 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史添加了一道
艳丽彩虹。

她是齐白石、刘海粟得意弟子，其绘画典
雅、清新、脱俗；她是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

洪深、阳翰笙、梁实秋、傅抱石的知心朋友，他
们无话不谈，其诗文声情并茂，朴实感人；她与
冰心、陆小曼、凌叔华、方令孺、谢冰莹、凤子、

陆晶清、安娥、沉樱、苏雪林、王莹等诸多女作

家亲如姐妹，情同手足。鲁迅、许广平、周恩来、

邓颖超给予了她亲切的关怀和真诚的呵护。

在重庆，她宣传抗战的业绩受到国、共两
党的青睐。

20

世纪
40

年代初，她利用自己特殊
的地位和影响，帮助过生活困难的洪深、阳翰
笙、茅盾、张天翼等；她奉命掩护过董必武和日
本共产党作家鹿地亘， 躲避了国民党特务的
追捕。解放前夕，她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写信给
在国外的好友老舍、冰心、王莹，敦促他们尽快
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她是文学家，也
是文学活动家。 在许多大师的作品中你都可
以看到她美丽身影。郭沫若称赞她：“豪气千盅
酒，锦心一弹花”；田汉称赞她：“从来燕赵多奇
女，清阁翩翩似健男”、“敢向嘉陵寻画料，弹花
如雨大河南”；茅盾曾写长诗《清阁歌》相赠，其
诗首句赞曰：“黄歇浦边女作家，清才绮貌昔曾
夸”。据我所知，傅抱石专为她画的仕女图就有
3

幅，另有山水画幅、人物扇面等；洪深曾与她
合写过电影剧本《几番风雨》，齐白石、刘海粟、

徐悲鸿、梅贻琦、张恨水、梁实秋等赠画、题字，

乃书画中珍品；老舍对这位“清弟”更是情有独
钟，赞叹不已，

1961

年
6

月，他寄赠：“清流笛韵
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条幅，向赵清阁祝贺
生日。她独身一生，而无怨无悔。她对中国的出
版、电影、小说、戏剧、散文乃至诗歌创作等都
有自己独特的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她被人
误解，遭到极不公正的评价和不公正的待遇，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还有一些文学史家称她为
“反动文人”。在她晚年，幸赖邓颖超、茅盾、冰
心等亲密朋友的关心，她才过上了幸福、安静
的生活。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她相继把珍藏一
生、价值连城的字画、书信手稿全部捐赠给了
国家。

1999

年
11

月，这位“带有北方的豪爽，但
不显露， 兼又糅合了南方的温馨”（赵景深语）

的女人， 以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走完了丰富
而多彩的一生。

赵清阁走了， 她带走的是一道亮丽的
风景。

经过
4

年努力，拙著《锦心秀女赵清阁》

(2005

年
6

月出版
)

终于面世。我放下笔来，

仔细品味赵清阁一生， 却给人几分苍凉之
感。 她交往是丰富的， 但她内心却是孤独
的。她晚年的绘画作品中一只鸟、一个人的
画面很多； 她也常常在诗文中流露出这种
孤独。

1984

年
12

月
20

日，她有词曰：“五十年
艰辛奋斗，漂泊一孤舟，几番恶浪险沉舟”；

1999

年春节， 赵清阁自书春联也透露出这
种孤寂：“孤帆隐泊江城畔， 长忆清流慕圣
贤”。在她的词作《浪淘沙·雪夜咏怀》：“粉
蝶舞窗前，逸志翩翩，极目银镶地连天。梅
放冷香人欲醉，意趣陶然！夜静更春寒，老
病恹恹， 烹雪赏花度残年。 浮生若梦得三
昧，止水心安”中，似乎可以窥探出她寂寞
难遣的些许消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一
生未嫁，这里自有其玄机，而她一生确有很
多议婚论嫁的机会，她却独守香闺。她感情
生活的另一面， 只能等待一些史料面世那
一天，人们才能解开谜团。

细腻缠绵的情致

———解读朱自清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

名的文学家。他不姓朱，本姓余。其高
祖余月笙在扬州做官，住在甘泉衙门
楼上，因酒后坠楼身亡，夫人跳楼殉
夫，遗孤子余子擎由山阴同乡朱氏收
养，遂改姓朱，即朱子擎。后来朱子擎
随朱家去苏北涟水，娶当地首富乔氏
女， 生子取名则余， 字菊坡，“则”是
“即”、“乃”的意思，“则余”即表示不
忘“余”的本姓。他是朱自清祖父。

则余娶妻吴氏， 生子取名鸿钧、

字水坡，他就是朱自清父亲，鸿钧娶
妻周绮相，即朱自清母亲。

朱自清原籍浙江绍兴，从高祖一
代起长年在外为官，家中房屋田产逐
渐被族人侵吞，后来，朱自清父亲将
全家搬到扬州并定居，朱自清在扬州
度过青少年时期，同扬州的关系够得
上“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所以
他自称“我是扬州人。”

朱自清原名自华，号实秋，入北
京大学后改名自清，字佩弦。他本有
二兄，均在他出生前夭折，故他成为
朱家长孙，深受全家宠爱。为便于存
活，其父母遵照民间习俗，为他取名
乳名“大囡（音：

nan

）”，后又在他左耳

穿戴上金质钟形耳环。

1920

年
5

月， 朱自清从北京大学
哲学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这年
秋天，他偕妻武钟谦、子迈先赴杭州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这是
他一生服务教育的开端。

1922

年
9

月，

他携眷乘船赴台州浙江省第六师范
任教；

1923

年
2

月，他赴温州浙江省立
第十中学和省立第十师范任教；

1924

年
2

月下旬，朱自清因为家累繁重，收
入难以维持生活，只得离开浙江省立
第十中学，应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
校长兼上虔县白马湖私立春晖中学
校长经亨颐之聘，只身前往上述两校
任教。家眷暂居温州，不久即迁宁波。

1925

年
8

月，经好友俞平伯推荐，他只
身前往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任国文
教授。从此，朱自清结束在江浙一带

5

年漂荡的生活，开始了一辈子服务于
清华的历程。

朱自清在江浙一带
5

年的漂荡生
活不仅结交了叶圣陶、丰子恺、俞平
伯、夏尊、朱光潜等朋友，而且还创
作像《温州踪迹》等一批诗文。

据魏金枝先生回忆朱自清在杭
州第一师范教书的情景时说：“他那

时是矮矮胖胖的身躯， 方方正正的
脸，配上一件青衣大褂，一个平顶头，

完全像个乡下土佬，说话呢，打的扬
州的官话，听来不甚好懂，但从上讲
台起， 便总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好
像他在未上课之前， 早已将一大堆
话，背诵过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
秒的时间荒废，所以总是结结巴巴地
讲，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
备了的话， 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
是，他就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
汗。”这是朱自清登上讲坛之初，等到
后来，他不仅诗文名声渐大，而且教
书技能也日臻完美，及至他宁愿饿死
也不吃美国救济粮，充分证明了他完
美人格的形成。他是诗人、学者、文学
家、教育家。他步入文坛是先写诗，后
来才写散文，而他的文学才能集中在
他的散文创作上。

朱自清的散文《春》、《背影》、《荷
塘月色》 等已成传诵名篇。 李广田
1948

年
9

月
4

日撰文指出：“《背影》一
篇，论行数不满五十行，论字数不过
千五百言，它之所以能够历久传诵而
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当然并不是凭借
了什么宏伟的结构和华丽的文字，而

只是凭了它的老实，凭了其中所表达
的真情。 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简单朴
素，而实际上却能发生极大地感动力
的文章，最可以作为朱先生的代表作
品，因为这样的作品也正好代表了作
者之为人。” 钟敬文则对他的散文集
《背影》作了细致评价，他说：“虽没有
周作人先生的隽永，俞平伯先生的绵
密，徐志摩先生的艳丽，冰心女士的
飘逸，但却于这而外另有种真挚清幽
的神态。”李素伯所著《小品文研究》

一书中《朱自清、俞平伯》一文对朱自
清、 俞平伯二人的散文作了细致分
析：“同是细腻的描写，俞先生的是细
腻而委婉， 朱先生的细腻而深秀。同
是缠绵的情致，俞先生的是缠绵里满
蕴着温熙浓郁的氛围，朱先生的是缠
绵里多含有春恋悱恻的气息。如用作
者自己的话来说，则俞先生是‘朦胧
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花的笑’（散文
集《杂拌儿》）而朱先生的是‘仿佛远
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散文集
《背影》）。”假如我们把朱自清早年在
家中受到全家宠爱的经历与他散文
风格比照起来看，就不难解读他散文
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翩然一只云中鹤

———解读徐志摩
徐志摩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

义著名诗人。他曾于
1918

年赴美留学，后
辗转入英国剑桥大学

5

家学院学习，回国
后，受“五四”狂飙思想的浸润，致力于新
诗创作。他才情卓绝，做事诚，与人善，诗
文真纯，成绩斐然，为世人景仰。

他非凡的才能表现在， 他不仅能把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西方，同时，还能西
方的文化观点、哲理之思、文学名著、文
化名流译介到中国，开启国人心智。完全
可以称他是中西文化使者， 社会文化活
动家，构筑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

他纯洁、诚挚、活络的人格风采和在
新文学上的成绩无人匹敌，冠绝古今。林
语堂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中说：“但
最好的诗人还是徐志摩，他不但是诗人，

还是个多彩的人物， 连死都是以飞机失
事，死于泰山之巅。他在美国克拉克大学
和英国剑桥大学读过书。我有一次问他，

在克拉克大学做些什么？ 他很滑稽的答
道：‘我上了一些课’。 他是天分极高的
人，在我的朋友中，只有他能把白话写成
美丽的语言。”他一生著译颇丰，出版过
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
夜》、《猛虎集》、《云游》，四部散文集：《落
叶》、《自剖文集》、《巴黎的鳞爪》、《秋》，

一部小说：《轮盘》， 一个剧本：《卞昆冈》

（与陆小曼合写）， 加上翻译作品及后来
入集的诗文、日记、书信共

180

多万字。他
创建了新月社、新月书店，创办了《新月》

月刊，主编过《晨报副刊》、《诗刊》，编辑
过十几本书。为生活计，他在京、沪、宁等
地近十所大学兼课，短短十年间，他主理

过泰戈尔访华， 还有两次较长时间的出
国漫游。他一生虽短暂却纷繁、多姿，光
彩照人。百岁老人章克标说：郁达夫与徐
志摩是同时代人，郁达夫却没怎么受“五
四”精神的洗礼，全是旧时代名士作派。

他和王映霞结合是把王映霞当作妾看待
的。鲁迅呢，没有与朱安离婚就与许广平
同居了。这一点上，他们不如徐志摩，徐
志摩是接受了“五四”精神的洗礼，在爱
情婚姻上是很认真的。 他心里想着林徽
音（又作因）就跟张幼仪离异，一旦与陆
小曼结合就恪尽丈夫之责。他与胡适、鲁
迅、杨杏佛、罗隆基等相比，应该是家庭
革命的成功者。

茅盾先生曾说：“志摩是中国布尔乔
亚‘开山’的同时，又‘末代’的诗人。”如
果说他是布尔亚诗人的话，那么，他也只
不过是比沈从文、 何家槐这些当时名气
不大的作家在生活上略微富足一些。

徐志摩这位“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
片云彩”的翩翩诗人、文学家，虽出生钟
鸣鼎食之家，却无席丰履厚的享受。徐志
摩出生时家境尚好，可是，

1908

年，由于
其父徐申如力主兴建铁路，结果迁坟、拆
屋触犯了地方保守势力， 他们煽动农民
到徐家闹事， 捣毁了徐家开的徐裕丰酱
园，徐家损失惨重；

1920

年，徐家的裕通
钱庄破产倒闭， 徐家只好将自家积蓄拿
出来偿还存款户的本息。 徐志摩求学期
间，徐家已徒有富名。稍后，徐家略有发
展，家庭经济形势也有好转，但因徐申如
不满意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 徐志摩
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小家庭生活。

正是在这样生活中才造就了他的事业，

铸成了他可敬羡的人格风范。 他本人就
是一部无韵的诗。 有人说他是风花雪月
之徒， 似欠公允。 著名女诗人方令儒曾
言：志摩是人人的朋友。这话没错，他不
仅是人人的朋友，人人也是他的朋友，志
摩朋友遍天下。 与他交往的诸多是饮誉
世界的鸿学博儒、高雅秀士。他们中既有
社会柱石，也有“五四”骄子、文坛泰斗，

如托马斯·哈代、威尔斯、泰戈尔、伯特
兰·罗素、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不是
老师，就是朋友。他有一句名言：“山，我
们爱踹高的人，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
大的！？”这是“五四”精神的浓缩。“翩然
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他与名
流交往， 名流也愿与他结交， 他激情飞
越，奖掖后学，仅此，就足见他并非俗子。

他一生交往的女性确实很多， 并且
这些女性在当时都是名女人。 徐志摩突
然逝去， 她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怀着沉痛
而崇敬地心情悼念他，这足以表明他的
可爱可敬。林徵音让丈夫梁思诚从志摩
坠机捡回飞机残骸表示哀念，且后来还
写了悼念诗文；方令孺、韩湘眉及张奚
若（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的夫人、陶
孟和夫人等都为徐志摩逝去痛不欲生；

著名小说家凌叔华几十年之后，还念念
不忘这位异姓朋友的好处，她说：“至于
志摩同我的感情， 真是如同手足之亲，

而我对文艺的心得，大半都是由他培植
的。” 诺贝尔文学获奖者美国著名女作
家赛珍珠在回忆她早年在中国的经历
时，也透露出她对徐志摩的一份厚重情

感，她在小说《北京来信》中追忆了他们
的爱情往事。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
也把自己与中国这位诗人的交往当作
美谈写信告诉朋友，徐志摩继室陆小曼
为搜集整理出笼版徐志摩文集耗尽心
血，她在

1965

年病逝前还想着要与徐志
摩合葬。这就足以证明他是女性最可信
赖的朋友。

传统与浪漫、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构
合出他一生的生活图景。 他生活在理想
与现实的罅隙中， 他的积极浪漫品格让
他与封建礼教、 与“外交部长是欺骗专
家”、盗却无道的黑暗社会苦斗。他求得
了一席之地，求得了朋友的理解，他话是
甜的，心却很苦。罗尔纲回忆说，

1931

年
志摩应好友胡适邀请在北京大学新文艺
科教授诗歌时， 课余常在罗尔纲陪同下
到北海公园，往往默默无语踟蹰独行。试
想， 一个好动、 活泼的人竟变成这副模
样，其内心的苦处可见一斑。

文章千古事，可叹未尽才。徐志摩飞
逝后，蔡元培、胡适、梁实秋、沈从文、杨
杏佛、 郁达夫等等很多朋友都撰诗著文
寄托无限哀思和惋惜之情。 蔡元培说他
“谈话是诗， 举动是诗， 毕生行径都是
诗”； 胡适说：“他在我的这些朋友之中，

真是一片可爱的云彩， 永远是温暖的颜
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

我们有了他做朋友， 也可以安慰自己说
不曾白来了一世。”徐志摩在的朋友心目
中，诚如韩湘眉女士所送挽联云：温柔诚
挚乃朋友中朋友， 纯洁天真是诗人中诗
人。

刘禹锡的沉浮

刘禹锡是我国唐代以努力学习民歌著称和
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优秀诗人，又是杰出的散文
家，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家庭条
件很好，本人具有丰富的知识，懂得多种与文学
有关的姐妹艺术。杜甫说过：“男儿须读五车书。”

刘禹锡读的书够得上这个数目的。 他通天文，会
书法，懂医术，可谓多才多艺。

刘禹锡和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科， 并结为好
友。 韩愈有诗叙述说：“同官尽才俊， 偏善柳与
刘。”从中可见韩、柳、刘这三位杰出的文学家之
间的关系。

顺宗时， 刘禹锡等参加了王叔文革新运动。

革新运动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柳宗元、

韩晔、韩泰先被贬为边远州郡刺史，接着又与韦
执谊、陈谏、凌准、程异一起贬为边远州郡司马，

史称“八司马”。刘禹锡被贬谪十年，四十四岁那
年三月，被诏回朝，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
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诗曰：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回栽。

看花是唐代长安的风俗， 长安居民，“每暮
春，车马若狂，以不耻玩为耻”。刘禹锡和几位老
朋友到玄都观看桃花，本是很平常的事。这首诗
前两句对长安看花的盛况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

后两句用幽默的语言写一时的感慨。 整首诗表面
上写的是看花，实际上是以“桃千树”隐指作者被
贬后朝廷提拔的新贵，对他们显赫一时、不可一世
表示极大地愤慨和不平，一个“栽”字形象鲜明，寓

意深刻，暗示娇艳一时的“桃花”必将凋谢，得势一
时的新贵们好景也不会长久。 这首诗的隐喻是很
委婉的，执政者却以此为把柄说该诗“语涉讥刺”，

因此，刘禹锡不久又被贬谪到更远的地方，开始在
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后经丞相裴度的陈谏改在
连州（今属湖南）。就这样，刘禹锡又过了

14

年的贬
谪生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白居易、张籍等著名
诗人， 丞相裴度及白居易的消极退隐思想对刘禹
锡有一定影响。这时，他头脑中也潜伏着知足常乐
的思想，在《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诗中他写道：

“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一种无可奈
何的自我安慰和陶醉，在销蚀他的战斗意志。

由于他一贬再贬，才能得不到施展，其精神
的创伤也很难平复，他的有些诗篇仍隐隐流露出
内心的不满情绪。如《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与他十四年前写的《戏赠看花诸君子》比
较起来，题材相同，题旨也一脉相承。作者巧妙地
选取了“桃尽”、“苔生”、“菜花开”这些景象，描绘
了玄都观的破败和萧条景象，然后用一问句———

“种桃道士归何处”，极尽幽默之力嘲讽了曾得势
一时的大官吏的失势。作者以胜利者的姿态表现
了得胜时的喜悦心情。

刘禹锡的这两首诗展露出他不屈的意志和
品格。写诗者言之有物，解读者也必须弄清诗人
写诗时的社会、思想背景，否则是很难探知诗意
的奥隐的。

再 下 扬 州

2009

年正端午， 我们赴江苏教育考
察团一行匆匆来到扬州。 对于扬州的熟
知，我还是从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

诗中了解到的，“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
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
天际流。”虽是五月，但烟花三月的迷
景致，你到了瘦西湖后还依稀可见。这次
到扬州， 我领略到的风景情韵是：“廿四
桥畔春晚， 一抹烟雨飞溅； 借问船娘酒
家，甩手一指柳烟。”要是再问我扬州有
什么，我怎么也答不出来了。

2010

年“五一”之后，我随市作家采
风团又到了扬州。 这次来到维扬城虽也
是匆匆一夜，但却多出了许多感慨。先游
个园，再游瘦西湖。

我们到扬州时， 已是下午
2

时许，温
煦的太阳不热不凉，和着微风吹着，给人
一种春光无限、和风曼妙舒爽的感觉。

个园是我国四大名园之一， 是清朝
嘉庆年间两淮盐商总管黄应泰的居所。

盐商自然腰缠万贯， 然而他偏爱竹。据
说，个园取义于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宁
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
竹令人俗”的诗意。因“个”字乃“竹”字之
半，故取名为“个园”。

步入个园，竹荫婆娑，沙沙作响，游

人如织。竹林散发的竹香清心可人，只见
竹影摇曳处， 会时不时穿出一行旅游的
人，或是三五个斜倚休憩的俊男靓女，翠
绿间点缀着大红，带来视觉的兴奋。左转
右转，假山鱼池，各不相让，各种奇石依
势造型，池中肥鱼不经意地漫游，红、白、

黑、灰相映成趣，倒影中的人影更是络绎
不绝。

其园内建筑，不失富商风范，起居饮
食各有处所。而由“竹西佳处”的一条小
道， 可以引你进入到里面一个僻静的小
院。此乃真雅处也！小院北面一个两层小
楼，上书“丛书楼”三字，据说，“丛书楼”

主人是清代中叶扬州的盐商马曰、马
曰璐两兄弟，马氏兄弟酷爱藏书，其藏书
之多，可与唐宋名家媲美。“丛书楼”匾额
下有对联一副，上联曰：清气若兰虚怀当
竹，下联是：乐情在水静趣同山。兰、竹、

山、水之情怀尽收一联之中，妙趣横生，

意蕴无穷。

个园的主人呀，你虽富甲天下，却知
终毕是俗，种竹取名以喻雅事。

“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
惟勤与俭。”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
只是读书。”

游罢个园， 我仔细品味这两副楹联
的意蕴，不觉心头神清气爽。

进入瘦西湖的游人虽三五成群，却
不是游人如织，这倒好了，我们可以尽情
欣赏瘦西湖景致了。 二十四桥畔画船上
的船娘，三五聚拢戏水、闲聊，时而把目
光投向游人，时而与游人搭讪，游人乘船
只是在不经意间，七八个游人跳上画船，

这时，船娘则小心地收了船舷，悠闲地驾
着画舫， 和游人们一起穿行于瘦西湖的
水中央了。

上次来有了坐船的经历，这次我特意
踏岸而行，并不急，绿杨那柔美的枝条仿
佛美眉那香透的秀发，轻撩你脸颊，让你
心旷神怡。走一段就坐下来憩息，绿树成
荫，曲径处有人影绰约，“桃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虽有此感叹，但柳媚花艳春杏小
的景色依然布满像碧绦彩练一般的瘦西
湖的两岸。“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
画图。 也是销金一锅子， 故应笑着瘦西
湖。”抬眼望去，绿树掩映下的“五亭桥”若
隐若现，金顶宝葫状的白塔耸立其间。

五亭桥又名莲花桥， 不仅因为它修
建在莲花亭上， 还因为它的形状像一朵
盛开的莲花。五亭桥是亭、桥结合五亭群
聚于一桥，亭与亭之间短廊相接，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层面。桥孔既可通南北，又可
贯东西。远远望去仿若蓬莱仙庄。

在扬州，至今还流传着“一夜造白塔”

的故事。据说，乾隆帝游瘦西湖时，慨叹瘦
西湖景色虽美，可惜少了一座白塔。当时，

八大盐商之一的江春获悉后，为了讨好乾
隆，一夜之间用盐包为基础，以纸扎为表
面堆成了一座白塔。从此，瘦西湖的尽头
便有了这座金项白塔。 白塔亭亭玉立，晴
云临水，就像临波仙子，为瘦西湖增添了
几分窈窕、几分秀美、几分妩媚。

转至瘦西湖的南岸， 远远传来扬州
小调，扬州当地几个老人，在亭子间“依
依”“呀呀”的，神情自若，依弦而歌，自在
逍遥。此时，游人已稀，夕阳西下，就在我
们不远处， 一个环卫工人， 约六十岁上
下，左手提着灰斗，右手拎着长帚，边寻
找垃圾， 边用扬州小调吟唱着李白的诗
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那
长调，余音袅袅，不绝入耳。我疑心，这位
身材修长的环卫工人， 仿若就是李青莲
呢。他为何要唱这首《望庐山瀑布》？难道
他艳羡庐山的雄奇之美？

踏着歌声，我们游完了瘦西湖。我的
思绪也随着歌声飘向远方。

责编：肖胜陈晓军照排：江晨
邮箱：

xiaosheng197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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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作家
协会会员，信

阳市小说学会副会长，信
阳市杂文学会、 散文学会
理事。

主编有《中学生新想
象作文》、《小学生新想象作
文》，专著有《缤纷的花雨》、

《浪漫诗人徐志摩》、《锦心
秀女赵清阁》、 《绮才玉
貌———凤子图传》和《文苑
采珠》。《文苑采珠》 获河南
省科学研究和科技推广著
作类一等奖；《锦心秀女赵
清阁》、《绮才玉貌———凤子
图传》 分别获信阳市第一
届、第二届“五个一工程”优
秀图书奖，《锦心秀女赵清
阁》荣获中南五省区社科类
优秀图书奖。

张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