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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古城

驴友
笔记

□汤明建

访徐霞客故居

千年古城宣化 □赵 强 文/图

徐霞客故乡在今江苏省江阴县马
镇乡南场岐 。 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农
村， 四围青山， 一湾绿水。 粉墙青瓦
的民舍， 阡陌纵横的田野。 一切都显
得那样的和谐与安谧。

沿着霞客走过的乡间小路向前走
着。 啊， 那一条条脚印和车辙， 岂不
是当年霞客留下的屐痕？ 我复又向前
走去。 不远处出现一座古石桥矗立在
绿水滟滟的小河上。 桥梁上刻着 “胜
水桥” 三个大字。 就在这座桥下， 当
年徐霞客登船起航， 开始他万里远游
的生涯。 我伫立桥头， 遐想起来。 似
乎看到少年霞客竹笠芒鞋 ， 肩背行
囊， 向母亲拜别的身影。 岁月悠悠，
300多年的时光流逝了， 唯有这座无
言的石桥， 依旧静静地站在河边。

穿过一片竹林，走过几行菜畦，前
方就是霞客故居。 院内有罗汉松一棵，
是徐霞客亲手从小盆中移植到院子里
的。 而今已长大成材。 你看它身披绿
裳， 精神矍铄地还在秋风中婆娑起舞
呢！ 我在小院中，摩娑相对，盘桓良久。
从罗汉松身上悟出一条道理： 不要作
那盆中景， 要学那院中松!

出了故居大门， 遥遥看到一片青
灰色的建筑， 黑漆的大门， 门楣镌刻
着精美的砖雕。 这里就是 “晴山堂”。
现在是徐霞客纪念堂。 为江苏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霞客为了庆贺母
亲久病新愈 ， 取 “睛转南山 ” 的意
思， 所以叫睛山堂， 也是故居之一。

走入正厅， 只见迎面高悬着 “晴
山堂” 的横匾， 出于现代文人手笔。
显然也是重建的。 正中陈列着徐母教
子的群雕。 非常传神地再现了当年历
史风貌。 值得庆幸的是堂内两壁嵌着
的76块名贵的石刻， 还安然无恙。 徐
霞客曾经请人为母亲作 《秋圃晨机
图》， 一时名流多有题赞。 现在画早
已失传， 通过文字尚能了解它大致内
容。 图中描绘的是秋天的清晨， 霞客
母亲坐在结实累累的篱豆架下纺纱织
布的情景。 霞客母亲心胸开阔、 识见
高超， 而又勤劳持家。 每年秋日， 霞
客远游归来， 把各大名山采来的瑶花
琪 草 奉 献 给 母 亲 。 把 路 上 所 见 所
闻———向母亲汇报。 当听到儿子登悬
岩、 凌绝壁、 滑陡坡、 下深潭、 惊险
万状之时， 母亲听了反而感到莫大的
快乐。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

我站在石刻前， 择要的吟读。 深
深感到它的文学价值、 史料价值和艺
术价值是如此之高， 以致使我流连忘
返了。

晴山堂后园， 是个幽静的去处。
篱菊傲霜鸡冠凝血， 翠竹森森， 黄叶
满地 。 我心中骤然袭来一阵怅惘 。
啊 ， 这里不是先生永远安眠的地方
吗？ 不由得把脚步放得轻轻的， 唯恐
惊醒先生的旅思幽梦……

宣化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千年古城。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
区东南28公里处， 东南距首都北京170公里。 北靠阴山、 南
临洋河， 山川秀美、 人杰地灵， 素有 “京西第一府” 之美
誉。 由于它的历史底蕴异常丰厚， 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积淀，
因此宣化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特色古城。

约 稿【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读 ，或
是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体验， 亦或
是旅途中感受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
吃喝玩乐……本栏目注重记录旅途中
的美好过程， 以玩家身份为读者旅途
生活提供服务。 字数在1000-1500字。
要求有小贴士，有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 而是旅途
中的风光景致、 人文历史、 游历故事
所引发的情思、带来的感悟。就像品一
杯清茶，淡淡悠远。 本栏目注重旅途故

事和旅途感悟的分享， 为您提供一个
休憩的场所。 字数在600-800字。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点 ，
无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摄， 只要
图片精美再精美。 标明拍摄地，文字风
格活泼生动，吸引人，都可以和大家共
同分享。 要求大图、100字以内的图说。

清远楼：
气势宏伟、 巍峨高耸

从张家口桥西区出发， 沿着笔直
宽广的察哈尔大道， 行车大约不到一
个小时，就到了宣化古城。 清远楼，正
好在宣化城中心的地方，据资料显示，
它又名钟楼。 始建于明成化十八年(公
元1482年)， 明朱元璋第十九子曾在清
远楼西侧建上谷王府，屯兵以御外夷。
1744年，乾隆皇帝北巡路过宣化府，投
白银10万两重修清远楼。 1900年，八国
联军入侵宣化， 义和团首领大阿吾曾
在清远楼鸣钟聚义， 率众设伏于城北
烟筒山处，痛击联军，杀死德军指挥官
约克上校。 “文革”期间清远楼遭受严
重破坏。 1986年，文化部主持对清远楼
进了全面修复。 1988年，清远楼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清远楼正上方向下看， 由7.5米
高青瓦堆积的底座上， 高17米的楼身
很像十字形的建筑物。 楼台底座开有
东西南北四个左右对称的拱形城门 。
南与昌平、 北与广灵、 东与安定、 西
与大新四门通衡。 由于地处宣化古城
中心， 这里的路都是呈放射状展开 。
虽然维修的时间有几十年了， 不少地
方墙面脱落， 还有小商贩在这里摆摊
设点， 使得周边环境有些凌乱， 但这
座古楼还是值得从不同角度去欣赏。

宣化博物馆：
一本立体的教科书

宣化博物馆位于宣化牌楼西街天
主教堂东侧， 其前身是若瑟总修院 。
于2011年2月11日正式对外开放 ， 展
出古、 近代及建国以来出土文物1000
余件、 图片1300余张， 并辅以模拟场
景、 沙盘、 雕塑等。

我们沿着第一展室到第三展室 ，
饶有兴致地观看。 在狭窄的展室里 ，
多为图片， 实物不多， 可能是因为展
场的面积太小的原因吧， 不过从展出
的有限出土文物看， 宣化的历史底蕴
就足以让人惊叹。 原来， 早在2000年
前， 宣化地区就曾有多民族聚居， 山
戎、 匈奴、 东胡等北方少数民族与汉
民族共同生活在这里 ， 时而 和 睦 相
处 、 时而战事纷争 ， 形成了多元文
化共融的现象 。 出土的大量墓葬及
文物无不积淀着多元文化的痕迹 。
宣化地势险要 ， 自古为边陲要塞 ，
兵 家 必 争 之 地 。 汉 代 名 将 李 广 、
霍去病都曾任 “上谷太守”， 在这里
率兵统将， 北征匈奴。 众多形式的贵
族墓葬、 大量珍贵的出土文物证实 ，
2000多年前 ， 这里曾是一座规模较
大、 人口较多、 经济繁荣的城市。 在
这里演绎了中华民族很多可歌可泣的
故事。

朝阳楼：
超值的美食体验

正是周六的时间， 我们沿着宣化
步行街慢慢品味这座古城的风采。

这条长约千米的商业街， 多是一
些食品、 百货类的商店， 餐饮店几乎
看不到。 走了约十分钟，蓦然发现一座
很有气势的餐饮店“朝阳楼”赫然矗立
在商业街的边角上。 看它的牌匾，应当
是有一定规模。 一楼几乎爆满， 看就
餐的食客几乎都是本地人， 以家庭聚
餐为主。

想想国内叫朝阳的地方和场所真
是太多了，所以开始也不以为然。点菜
的服务员是个40多岁的大姐， 人很麻
利，也没有更多的介绍。我仔细一看 ，
这里的服务员都是40岁之上， 可见中
年人是这里的主力。随便点了几个菜，
不过想暂时充饥。没想到，每一道菜都
与众不同 。无论是牛仔骨、红烧牛尾、
还是炖羊排……都令我们食欲大开 。
菜量足、食材新鲜、地道，价格亲民。

据说慈禧太后在避难时， 曾经来
过这里用餐。 可见它是一座有着100多
年历史的名店。 不过， 就是这样一座
历史丰厚、 美食地道的老字号， 似乎
不事张扬， 在店堂内既无悠久历史的
展示， 也无服务员的介绍， 倒是它以
扎扎实实的菜品赢得了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