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台门揽胜

武当山太和宫
湖北武当山太和宫为道教著名

宫观。 在湖北省十堰市境内的武当
山天柱峰山腰紫金城南天门外。 建
于明代永乐十四年 (1416)，时有殿
堂道舍等建筑五百一十间， 现仅存
正殿、朝拜殿、钟鼓楼、 铜殿等。

本报记者 周世杰 摄影

走进一扇台门 ， 就走进绍兴
文化的纵深处……

绍兴台门如同北京的四合院、
湘西吊脚楼一样具有鲜明的地域
特色 ， 是中国南方独一无二的居
民住宅风格。

烟雨里的绍兴
晨早 。 细雨霏霏 。 雨脚窸窸

窣窣走出令人心酥的碎语 。 烟雨
里的绍兴 ， 雨韵洇散开来 ， 蒙蒙
一片 ， 只露出苍穹下灰黯房宅的
轮廓线条 ， 那是古城泱泱博大的
历史文化底蕴所洇染而成的 。 那
沉郁的色调里通透着一丝庄严 、
不苟言笑的严肃 ， 形同一位位遗
世独立 、 饱读诗书 、 学问渊博的
学者。

绍兴台门一般都是坐北朝南，
临街或临河而建 。 台门的名称 ，
有以官衔命名 ， 有以科举功名命
名 ， 有以行业命名 ， 有以建筑形
式命名 ， 也有以原来宅主姓氏命
名 ， 种种不一 。 总体而言 ， 自是
充溢着民间私家府邸的气派。

台门式宅屋的格局依序为台
门斗， 而后是天井， 堂屋， 侧厢，
座楼 ， 园地等组成一个独立的宅
院 。 它的面宽和进深则大抵依主
人家的社会地位 ， 经济和人丁状
况而定 。 一般宽有3开间至7开间

不等， 深有2进至7进之别。 绍兴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台门则要数明代礼
部尚书的宅院———吕府， 统共有9
间13进。 鲁迅故居的周家新台门就
有6进， 每进7至9间不等。 而周家
老台门则为4进， 每进也是7至9间
不等。 台门的屋宇一般上都是砖木
结构 ， 石板铺地 ， 有的还有石萧
墙 。 台门大都屋宇高大 ， 天井开
阔， 绍兴人称之为 “明堂”。

台门里的鲁迅故里
任身影穿梭于一进连着一进的

台门， 我闻嗅着绍兴水乡独有的古
韵灵秀， 同时也领略了台门的屋宇
深深和气度森森。 细细观览， 每个
门斗大抵都是屋檐出沿 ， 石箍门
框， 石级台阶， 两扇或四扇乌黑头

榀门。 台门斗多悬有匾额， 称为门
匾。门匾有蓝底金字的，有白底黑字
的。 其悬挂的格式，有横卧式的，也
有直竖式的，而以蓝底金字，直竖式
悬挂最为显赫。门匾上的题字，或昭
以台门主人的官衔， 或昭以台门主
人科举的功名。 在鲁迅故居所在的
周家新台门，建于清乾隆末年，其台
门斗悬挂着的就是蓝底金字 “翰
林” 匾额。

在绍兴期间， 我发现绍兴的名
人故居几乎都是完整珍贵的老台
门。 尤其是鲁迅故里更是堪称台门
的经典符号。 正是从这样一座又一
座的台门里， 走出了周恩来、 蔡元
培、 秋瑾等伟人。

世事如烟。 而台门古风悠悠，
是古越的一阕阕遗风遗韵呵。

绍兴当地具有地域性特
色的居住建筑被称为台门。

“绍兴城里五万人 ，十庙
百庵八桥亭，台门足有三千零
(三千有余)”。绍兴古城，台门
如星。台门深藏在古越水乡的
小巷深处，那一座座幽静院落，
白墙黑瓦，飞檐翘角，或临繁华
而安朴实，或傍清河兮沐古风，
叫人看一眼就心醉神迷。推门
而进，天井里，飘散着远古传
说，曲径上，流淌着古风遗韵，
花园里，散落着遗闻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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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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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园林：
一个让心折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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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苏杭一带，
自古就是富饶唯美之地， 也是人们赏景游
玩的最佳踏足之所。 而在苏州的众多美景
里， 苏州园林无疑是最为出彩和最具历史
古韵的一处。

少年时代， 拿起语文课本学习叶圣陶
先生的美文 《苏州园林》， 它就如一把能
够打开中国工匠心灵美和智慧睿智的钥
匙， 让人不得不为园林设计者和匠师们的
匠心独运精神而深深叹服。

一个暖阳高照的日子， 我带着在叶先
生笔下闻过却又意犹未尽的墨香和多年来
对苏州园林的憧憬， 和妻子坐上了去往苏
州的列车，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去专程感受
江南美景。

列车到其停靠苏州站台， 时间已是第
二天正午， 我们顾不得坐车的疲惫， 匆匆
走出站台 ， 深深的吸了口江南水乡的空
气， 是那么的温润。 然后， 直奔目的地。
当汽车停在苏州博物馆处时， 最有名的拙
政园就赫然出现在了眼前。

走进雕有 “拙政园” 三个大字的高高
清水砖墙的大门， 拙政园里的布局设计、
建筑造型、 花木园艺等都让人觉得有其独
到之处。 虽然我并不懂建筑学， 但园里建
筑那独特的造型和精细的工艺， 足以让我
认同 “江南园林甲天下 ， 苏州园林甲江
南” 这句话。

拙政园的美景大体可以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以池岛假山为主， 如假山山堍的
“梧竹的居 ”。 第二部分以荷花池水为中
心 ， 围绕水面有 “荷风四面 ” “香洲 ”
“小飞虹” 等， 这里四面环水， 三面植柳，
真如 “荷风四面” 亭上所挂对联： “四壁
荷花三面柳， 半潭秋水一房山” 的描绘。
第三部分是园林行内人必看的， 也是此园
最具历史魅力和文化价值的部分， 就是那
些耸立在园内的 亭、 台、 楼、 阁、 榭五
种建筑， 它们多姿多彩， 疏密有致， 不
仅增强了园林美景的动感和美感， 也是我
国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

依次游过拙政园， 留园， 狮子林等景
点， 它们的精致， 秀丽， 典雅， 成为中华
园林文化的翘楚和骄傲。 苏州园林正如叶
老说的那样， “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
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
响。 因此， 谁如果要鉴赏中国的园林， 苏
州园林就不该错过”。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