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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古城

驴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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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勇

西湖边的悠闲生活

西安古城墙
□赵 强 文/图

早春三月，周五单位搞活动，在西湖边的
柳浪闻莺。 那里有一个闻莺阁，依西湖水面而
建，可以喝茶、可以聊天、可以打牌，饿了可以
用盘子取食物———水果、瓜子、蔬菜等，足以
填饱你的肚子。 真当十分惬意。

上午8点，我坐公交车，在清波门站下车。
下车后往回走， 就看见一个大门的牌匾上题
着：柳浪闻莺。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我径自
往里走，吸引我的，是里面的风景和三三两两
悠闲的人。 我看水边，一丛丛黄花兀自开得灿
烂，便上前拍下她们美丽的容颜。

往里走了几百米，便看见前面一座桥，问
桥上穿着像保安的人 ：“请问 ， 闻莺阁在哪
里？ ”那人答：“前面不就是嘛。 ”

于是，我被美景顺利带到了目的地。
时间是9点，这时，茶馆里还没什么人。 但

只过了一个小时， 茶馆里几乎所有的桌子都
坐满了人———多半是老年人，也有年轻人，也
有和我们一样是单位的群体活动。 茶馆不过
两层，楼上的那层视野开阔，可以远眺西湖的
美景。 楼下那层，室外也摆了桌子，而脚边就
荡漾着西湖水。

从茶馆出来，再往前走，有穿着统一服装
的男子热情招呼：“要划船吗？ ”是的，他们都
是自划船的船主。 有一个憨厚的小伙子，还大
声唱着歌。

这一段，完全是沿着西湖边行走，一株杨
柳一株桃。柳树的柔枝上泛着毛茸茸的绿芽。
待到柳树更绿， 桃花盛开时， 那景色光凭想
象，就已分外美丽了。西湖边的春天，多么让
人向往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不过如此。

西湖边行走着的人，操着各地口音。 来这
里游玩的人，手里都拿着相机，拍下美景的同
时，也让自己站在春光里，和春天留个影。

你看，前面那个码头，还有新郎新娘拍结
婚照呢。 春光一天天蓬勃，西湖也会奉献出自
己最美最动人的一面。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
浓抹总相宜呀。

不经意间，我从一扇小门，闯入了安静的
钱王祠———原来这就是后人为纪念吴越国钱
王钱镠的功绩而建造的。 我一个人在里面逛
了一圈， 如果时间能停下来， 我很愿意停下
来。 如果我能穿越，我也会穿越到那个时代。

堂外院子里有一口“婆留井”。 相传，钱镠
出生时面相怪异，十分不祥，他的父亲欲将他
投入井中， 一位好心的婆婆相劝才挽留了这
个小生命，故钱镠小名婆留，后来这口井也就
保留到了今天。 井旁边有三个人物塑像，其中
一个是老婆婆手里抱着婴儿。 我站在他们中
间，遥想当年发生的事，还和他们一起留影。

走累了，就在西湖边的椅子上坐一会儿。
肚子饿了，回闻莺阁吃点东西。 这日子过得可
真像神仙似的。

我从来没想过日子可以这么过———节奏
舒缓，和美景相守，清风和新鲜的空气，鲜花
和来往的游人，一切都是如此美好，仿佛生命
里只剩下幸福……一天的时光就这么不急不
徐地溜走。

我想西湖的神奇在于， 无论你是从西湖
边的哪个角落进去欣赏， 你都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悠闲和自在。

西安城墙
又称西安明城
墙， 是中国现存规
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
古代城垣， 是第一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 家 AAAA 级 旅 游 景
区 。 广义的西 安 城 墙
包括西安唐城墙和
西安明城墙， 但一
般特指狭义上
的 西 安 明
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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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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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心悦目的城墙

我来过六七次西安了， 每次对
这座13朝古都都似乎看不够。 因为
它的历史、 文化底蕴实在是太丰厚
了。 前些日子出差来到西安， 利用
中午的时光， 在西安的古城墙走了
一段， 真是赏心悦目啊。

前几次的西安之行， 我把西安
的古迹几乎都看过了， 但就是没有
看过这长达13.912公里 ， 高12米 ，
底宽18米， 顶宽15米， 具有1400年
历史的古城墙。 现有的城墙是明朝
初年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 “高筑
墙、 广积粮、 缓称王” 的指导下 ，
在唐皇城的基础上建成的。 完全围
绕 “防御” 战略体系， 城墙的厚度
大于高度， 稳固如山， 墙顶可以跑
车和操练 。 城墙包括护城河 、 吊
桥、 闸楼、 箭楼、 正楼、 角楼、 敌
楼、 女儿墙、 垛口等一系列军事设
施。 以后又经过3次大的整修。

此时虽然是中午一点， 但是由
于阳光不错， 前来观赏城墙的游人
还不少， 一看大都是外地人， 本地
人大概因为是太熟悉的原因， 几乎
没有来的。 西安因为做了这么多朝
代的首都， 所以整个城市的规划还
是颇具规模的， 路都很正。

我从南门登上城墙， 发现城墙
下的道路颇为壮观整齐。 古色古香
的建筑随处可见。 城墙很宽， 对开
几辆汽车都没有问题。 为了游客方
便， 城墙管理部门还出租了自行车
供游人使用 。 我觉得还是步行更

好， 可以慢慢体会古城墙的神韵 。
我几乎是走几步就从城墙的垛眼中
往下面观看， 在城墙上面似乎听不
到都市的噪音， 真是恍如隔世。 我
看到有两个外国老夫妇， 在城墙上
神采飞扬， 脸孔放光， 似乎在城墙
上找回了什么。 还有一个来自国外
的团队， 基本都是老年人， 但是他
们对城墙的好奇溢于言表。

历史厚重的城墙

边走边看 ， 踩在厚重的城墙
上， 仿佛回到了几百上千年战火纷
飞的朝代。 其实城墙的出现还是伴
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出现的。 古人为
了怕外族人的入侵， 往往通过高筑
城墙把自己裹在里面， 似乎有了城
墙就天下平安了。 因此历史上有不
少关于城墙的故事和传奇 ， 可以
说， 城墙是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一

个重要窗口 。 这次来西安还发现 ，
连西安火车站的那块地方也连起了
城墙， 看得出西安人要把城墙作为
它的一个重要特色向世人展示呢 。
全国的大中城市我几乎都到过， 然
而像西安把城墙保护得如此完好无
缺的并不多见。

西安因为有了城墙才有了厚重
感和历史感。 若从表面上看， 厚厚
的城墙似乎阻挡了都市宽街大道的
建设， 把一个城市弄得古不古、 洋
不洋。 但是一座有历史的城市不能
只为了现代化而抹煞了历史传承 。
一些新建筑完全可以在新区中进
行， 对重要的古迹都应当是修旧如
旧， 这样自己的特色才不会丢。 遗
憾的是， 国内许多的城市在抓紧建
设中， 把许多历史建筑都拆毁了 ，
这十分令人痛心。 但愿西安的城墙
伴随着西安的发展大放光芒。

绝绝
美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