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入古村，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
个显眼的 “寒谷渡 ”， 小小渡口 ，
却有着一个非常讲究的屋顶 ， 当
年， 一个个布衣书生， 载着全家人
的憧憬乃至全村人的荣耀， 从这里
登船， 驶入太湖， 走进京城。 王鳌
便是一个典型的正面教材， 漫步紫
石街， 随意抬头， 就可看见解元、
会元、 探花三块古牌坊， 说起这王
老爷， 还真是一位让陆巷的乡里乡
亲脸上贴金的人物。 他寒窗十年，
连夺三元 ， 位极人臣 ， 伺候过成
化、 弘治、 正德三朝天子， 名副其
实的 “三朝元老”。 不过， 真正让
王老爷名扬四海的并非他的官职政
绩， 而是他门下几位大名鼎鼎的学
生———唐伯虎、 文征明、 祝枝山。

“王鳌故里” 古村的招牌
王鳌的故居惠和堂是古村的灵

魂建筑 ， 高大的风火墙 ， 五进三
路， 左右备弄相隔， 江南官宦人家
的宅第代表， 在偏僻的村落更显得
鹤立鸡群。 “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
子， 宽田宽地不如宽厚待人” 的门
联犹见古宅主人 “宰相肚里能撑
船” 的气度， 正厅 “惠和堂” 取自
“惠风和畅” 之寓意， 纯楠木打造，
地板亦是明清年代的老货， 踩在上
面发出 “咯吱咯吱” 的声响， 独立
的 “私塾”， 玲珑的后花园……老
宅历经五百年风雨洗刷， 依然散发
着灵光。

王鳌官至兵部尚书， 怎奈朝中
奸佞当道， 贤臣独木难支， 无奈急
流勇退，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

善其身” 是千百年中国知识分子恪
守的理想人格， 退隐后的王鳌回老
家陆巷潜心读书著作， 闲来无事，
去紫石街上的老面馆吃上一碗头汤
湖鲜面， 和街坊邻里拉几句家长里
短， 邀几个好友、 门生在花园里喝
喝茶、 写写诗、 作作画。 潇潇洒洒
活到七十五岁。 他的福泽也绵及后
世子孙， 多年后 “王鳌故里” ———
成了这个千年古村的金字招牌。

不可错过的陆巷夜晚
天南地北的驴友不远千里地跋

山涉水， 在宝俭堂里雕花大床上一
觉睡到自然醒， 让主人弄一桌地道
的太湖船菜，吃腻了鱼腥虾蟹，尝尝
时令香椿拌豆腐，分外清爽可口。

“粒园 ” 怀古堂是王家祠堂 、
祭祖之地， 至今仍供奉着老祖宗王
鳌画像。 紫石街西首的怀德堂， 是
用当年起造惠和堂所剩的材料另建
的宅第， 占地不大， 却布局精妙，

东、 西跨院一墙之隔。 攀上墙头，
东、 西两跨院的景致一览无遗， 镇
宅之宝 “瑞芝朵云峰” 原系前朝宋
徽宗年间花石纲遗物， 故怀德堂又
名 “揖峰园”。

每一处老宅， 都是从光阴里走
出来的风景， 每一条小巷， 都散发
着老江南的味道。 村里的渔民， 天
蒙蒙亮就出湖收网， 年轻的妇人在
河埠浣洗衣物， 挑着鲜果的老农迈
着稳健的步履， 从老街的这一头，
走到老街的那一头。 “鸡鸣而作，
日落而息” 的习惯早已根深蒂固地
渗入了村民的骨子里。 不可错过的
是陆巷的夜晚， 整个村庄没有一盏
路灯， 空中皎月与古代仿佛， 显得
分外明亮， 这里， 似乎是被时间遗
忘的角落。

在陆巷内百年老面馆吃上一碗
地道的苏式面 ， 上面漂浮一层葱
花， 粉嫩剔透的虾仁都是现捕的，
连汤水也是从那口有200多年历史
的老井里打来的。 店主是一对上了
年纪的老夫妇， 大半辈子和面粉打
交道， 如果能吃上一块他们做的陆
巷的白玉方糕全凭运气， 那可是古
村的味道。

小贴士

□申功晶

陆巷古村， 位于苏州
吴中东山镇 。 在一千多年
前的南宋 ， 一批战败的宋
军将领携老带幼逃难至此，
见这里村民上山采茶摘果，
下湖捕鱼摸蟹， 吃穿不愁、
温饱有余 ， 占足了天时 、
地利， 就在山坞里头辟地
建屋， 定居了下来 ， 因有
六条巷弄直通太湖 ， 吴语
“六” 和 “陆” 谐音， 所以
又称 “陆巷”。

玉龙雪山

美美 分分享享景景

匆匆兰州行宰相故里，绝版陆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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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古城

驴友
笔记

□黄平安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我一直不知道兰州这个名字的由来，
但总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雅致、 诗意， 是
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地名。

曾经听说过， 到兰州不吃兰州拉面，
是枉到兰州， 我总认为此话有些夸张。 这
次到兰州， 乘的是西安至兰州的夜火车，
下火车时， 天快亮了， 接待我们的司机小
郭早已在车站外等候。

一上车， 他便直接将我们拉到了一
家兰州面馆， 不一会儿， 每人一份拉面，
再配上四碟精致的小菜， 其中一盘即是令
人垂涎三尺的大片牛肉。 看那面时， 的确
是 “汤镜者清 ， 肉烂者香 ， 面细者精 ”，
其 “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的特色在这
碗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 嚼着鲜香的牛
肉， 吃着筋道的拉面， 喝着香味十足的面
汤， 真是齿颊留香， 回味悠长， 反正， 此
前是没有吃过这样一碗正宗的兰州拉面。
喝完面汤， 一夜的疲劳和寒冷被驱赶得无
影无踪， 就这一碗面， 让我感叹： 我到兰
州了！

办完公事， 看大家都很忙， 便准备返
程， 而小郭的单位执意要安排小郭陪我们
在兰州转一转 ， 盛情难却 ， 只好客随主
便。 兰州市近年来机动车辆骤增， 为了确
保交通通畅， 市区一些地方实行单双号限
行制， 小郭单位的车当天正值限出， 只好
打了出租车在城里转悠， 最后， 在一座大
桥旁下车了。 这座桥横跨黄河， 桥头三个
金色大字 “中山桥”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旁有巨幅石碑， 上刻 “黄河第一桥”， 还
有一方巨石， 上刻隶书大字 “中山铁桥百
年纪念碑”， 看来这桥颇有些来历。

过得桥来， 沿坡道拾级而上， 忽左忽
右 ， 忽急忽缓 ， 间有亭台楼榭 ， 红砖黛
瓦， 绿树红花， 人语喧哗， 梵音盈耳。 虽
是曲径通幽， 但山不太高， 我们未费多大
劲便爬上了山顶。 山顶有塔名叫 “白塔”，
高17米， 七级八面， 始建于公元1228年，
经历数百年风霜雨雪， 仍然巍然屹立在山
巅， 朝看炊烟袅袅， 暮观灯火万家， 白塔
成了兰州城最忠实的伴侣。 回首望， 兰州
城尽收眼底， 蔚为壮观。

最壮观的应是黄河 ， 在人们的印象
中， 黄河应是浊浪滔天， 洪流滚滚， 而眼
前的黄河， 完全颠覆了我脑海中的印象，
水色与 “黄” 字大相径庭， 灰中透着油油
的绿意。 水面亦是风平浪静， 泛着鱼鳞般
的波纹。 我们欣喜地看到， 黄河的水在变
清， 天在变蓝， 从古至今人们治理黄河、
战胜黄河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玉龙雪山位于云南省 ，
距丽江县城15公里， 雪山呈
南北走向， 如一条矫健的玉
龙横卧山巅。 雪山有13座高
峰终年积雪不化， 主峰扇子
陡海拔5596米， 由于山势陡
峻、 雄伟异常， 迄今仍是无
人登顶的处女峰。

孙伟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