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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古镇

驴友
笔记

□钟竹意
去广西柳州，最想看的是柳侯祠。 因

为它是为了纪念柳宗元而建的。 在这里，
你可以触摸到柳宗元的血脉气息，感悟到
柳宗元的思想灵魂。

小时候读唐诗， 背得一首柳宗元的
《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公元773－
819年）是河东（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人，
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被
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是很有才
华的。 21岁中进士，26岁考中博学词科，33
岁升为礼部员外郎（“礼部员外郎”，属中
央要员）。 这时，他参加了中唐的“永贞革
新”，结果失败了，被贬到南方荒凉之地的
永州任司马。 他写这首诗，来表达自己的
孤独处境和不屈的坚强性格。

柳宗元从长安贬为永州司马10年之
后，被召回京师，但并没有被留在京城任
职，而是调他去柳州任刺史。 州司马员外
是“六品官”，“员外置”是编制之外的一个
无职无权的闲员。 我们现在读到的《永州
六记》等脍炙人口的散文，都是柳宗元这
个时候写的。 到柳州任刺史，则是“四品
官”， 是一州之中拥有军政大权的最高长
官。按品级、按职权是升官了，但柳州当年
是一个远离京师的边远小州，正如《资治
通鉴》里所说的：“官虽进而地益远”。看得
出朝廷对这个参加过“永贞革新”的人仍
存戒心，不肯留在中央重用，而是下放到
边远小州。

柳侯祠在柳州新城的柳侯公园，柳侯
公园建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公
园里有个罗湖。 说是湖，实际上是一座小
池，柳宗元在任时常去罗湖。 他在柳州任
刺史四年半，病死在柳州，死后曾厝放在
罗湖边上一年多， 后由他的亲戚运回长
安，葬于临潼栖凤原。 现在留在罗湖边上
的坟墓是柳宗元的衣冠冢， 石碑上刻有
“唐代柳宗元衣冠墓”八个字。

柳侯祠的题额是郭沫若书写的。宽阔
的祠堂正中是柳宗元的雕像， 弯腰瘦弱，
没有韩愈所形容的那种“精敏通达，俊杰
廉悍，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的风采。
漫步柳侯祠内，伫立柳氏衣冠前，每俯仰
转眸，你就会感到一位襟怀博渥、喜爱大
自然和存在于大自然中的一切有生命或
无生命的哲人的心， 似在与日月一同律
动。 这就是历史和历史文化的积淀。

入夜，柳江上下，灯火和繁星都堆到
了天上。 宇宙中无数个太阳的周围，或许
也演绎过同样的故事？ 我想，我们应把握
住今天的历史文化， 用真正的文明奉献，
向未来传递；这才能无愧于后人，无愧于
历史……

游柳侯祠浮想

静寂苍老的老台门、 深长幽远的厅堂， 苍凉斑驳的天井， 陈年
书香的书房、 精致的木雕古戏台、 隐约流响的越剧、 青苔旧瓦……
崇仁， 是一座幽静美丽的江南古镇， 它至今保留着庞大的古建筑
群。 古建筑群有着宋朝遗风， 明清特色， 镇上有一后门塘， 一池清
水荡漾着悠悠往事。

江南古镇是一阕词，是一枕温婉
的旧梦，在低低诉说着曾经的繁华。

崇仁古镇原名杏花村 ， 距今已
有近千年的历史 。 崇仁古镇位于浙
江省嵊州市西面 ， 距离嵊州市区西
北约18.5公里， 背倚五龙山， 长善溪
穿镇而过 。 古代的崇仁镇已经相当
繁华， 这里曾经居住过五大姓人家：
张 、 黄 、 李 、 段 、 白 ， 这里有比较
盛名的五庙 、 大悲楼 、 煮茗窝等古
建筑 。 北宋熙宁年间 ， 受皇帝敕封
的义门裘氏从婺州分迁此地 ， 裘氏
以崇尚仁义为本， 故名其地为崇仁。

踏上青石板的小路 ， 游走于古
街长巷间， 一间间木楼花窗的旧居，
让我们恍若回到电影中某个场景 。
古时崇仁民居以台门为正统 ， 台门
宅院的建筑规模 、 气势 、 风格各不
相同 。 官宦台门 ， 建筑规模宏大 ，
用料考究 ， 工艺精湛 、 装饰富丽庄
重 ； 商贾台门 ， 居住兼经商使用 ，
敞开式厅堂布置 ， 台门临街而建 ；
平民台门 ， 建筑形式简陋 ， 朴素大
方 ， 讲究实用 ， 独家独户 。 在建筑
史上， 崇仁台门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其建筑装饰如石雕 、 砖雕 、 木雕 、
灰塑 、 题刻 、 书法 、 彩绘等有着较
高的艺术和观赏价值。

木雕是每家每户不可缺少的 ，
台门 、 室内的窗 、 侧屋的门 、 屋檐
下的装饰等都是做工精巧 ， 雕刻有
人物传奇 、 花卉鸟兽等 ， 漫过遥远
的岁月 ， 暗淡了色泽 ， 但图案依然
生动 。 如周文王宴请姜子牙 ， 姜太
公钓鱼 ， 米芾拜石 ， 王羲之养鹅 ，
李太白醉酒 ， 爱鹤的林逋 。 大殿内
还雕有 ： 义 、 勤 、 俭 、 善 、 慈等故
事的图案 ， 像一本裘氏家族的教科
书 ， 一个家族的兴旺离不开教育 。
这里凝聚了所有裘姓后裔的一个精

神符号 ， 期望子孙后代永远繁荣兴
旺， 光宗耀祖。

著名作家海飞曾在 《繁华旧梦》
里， 用细碎温雅的文字讲述曾经风光
的裘氏大家族， 一种质朴原味的生活
再现， 让人回归一片精神的故里。 去
崇仁古镇寻一场旧梦， 那些昔日的旧
时光， 又重新活在你的梦中。

一眼古井， 一座戏台， 或一抹书
香……迷恋江南古镇， 缘于骨子里那
份清愁， 白墙灰瓦， 雕花窗棂， 水巷
逶迤， 窄而长的雨巷， 仿佛能通向时
光深处， 散漫中带点寂寞。 置身于古
旧、 清净、 安详的古镇， 有一种远离
城市喧闹的幽静， 在这里我们的灵魂
与身体如此契合， 那些遥远又熟悉的
往事纷至沓来， 如一首经典的老歌。

在崇仁古镇台门与台门之间， 都
有风火墙隔着， 在不见火的辰光， 风
火墙像是一匹寂寞的昂着头的野马。
古镇人们过着静幽的生活 ， 一进古
镇， 你会看到古树下， 几位老人在悠
闲地打牌或下棋， 小孩在铺满鹅卵石
青幽幽的路上玩耍。 这里有 “炖了一
百五十年的老鸭”， 几乎成了崇仁代
名词， 香味齐全、 油而不腻， 古镇的

人们还把豆腐煮成一张一张地色泽晶
莹光洁、 薄如蝉翼的皮， 这是古镇人
家饭桌上最常见的一道美味。

崇仁古镇是一个井的世界， 古井
有五十多口， 一口口井像是大地上的
一只只眼， 痴痴地望着或晴或雨的天
空， 这些古井把地脉打通了， 镇上的
人们生活与地气环绕镇子里， 冬暖夏
凉， 像一个天然的大空调， 这是崇仁
古镇一道独特风景。

一个又一个古镇上的人从你身边
擦肩而过， 说不定就是裘氏或者王氏
的后代。 在这里， 你也能看到王羲之
的生活画卷， 挥墨完毕， 笼鹅而归，
那种快乐满足的神情， 好像就是你家
的邻居。 拾级而上， 踏上木楼梯， 听
着木梯发出咚咚轻微的响声， 仿佛听
到历史深处沉重的喘息声。

黄昏的余光照在古老的石板路
上， 整条小街都闪着熠熠的光亮， 它
在静静述说着岁月印痕， 它在静静地
述说着沧海桑田的人世变迁。 在两侧
斑驳的墙壁掩映下， 青石板路显得内
敛而安静， 透着淡淡的隐忍和儒雅。

不管你是否去过崇仁古镇， 它在
你心里永远是一场唯美的梦境。

崇仁古镇的繁华旧梦
□孙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