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
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
吴万里船 。” “黄四娘家花满蹊 ，
千朵万朵压枝低 。 留连戏蝶时时
舞， 自在娇莺恰恰啼” 因杜甫的两
首绝句， 浣花蹊便浸染了满蹊的诗
词香韵， 流淌在千年的古诗句中 。
循着诗词的韵香， 在一个雨水洗过
的清晨 ， 我踏进了那片诗词的圣
地———浣花溪畔、 杜甫草堂。

依红墙而行， 芳草萋萋。 陆游
在成都做官时来到这里， 被此处景
色所倾倒 ， 写下 “当年走马锦城
西， 曾为梅花醉似泥。 二十里中香
不断， 青羊宫到浣花溪 。” 千百年
来， 此处因诗人们的妙笔佳句而沾
满了书香气息。 沿小溪漫步， 水里
的锦鲤时而跃上水面与蜻蜓嬉戏 ，
溅起的水花滋润了溪畔的芳草， 形
成的水声与娇莺共谱乐章。

“穷愁奔走犹能择胜， 胸中暇
整可以应世。 如孔于微服主司城贞
子时也。” 明代文学家钟惺在 《浣
花溪记》 里说杜甫， 在艰难潦倒中
流离奔波， 却仍能择地处身， 胸襟
安闲从容， 这同孔子当年客居在司
城贞子家里避难时的情形一样。 浣
花溪因杜甫的居住而有名， 浣花溪
畔清幽宜人的气息也安抚了诗人那
颗饱经忧患的心。 “浣花溪水水西
头， 主人为卜林塘幽。 已知出郭少
尘事， 更有澄江销客愁。 无数蜻蜓
齐上下， 一双溪束对沉浮。 东行万
里堪乘兴， 须向山阴入小舟 。” 一
首 《卜居》 让这浣花溪因杜少陵而
灵动。

浣花溪畔草木丛生 、 蜂蝶起
舞， 那些色彩斑斓的花儿们， 让我
不得不想起一位叫薛涛的唐代女
子。 这位才女居住在浣花溪畔造出
了 薛 涛 笺 。 《 薛 涛 小 传 》 云 ：
“涛， 侨止百花潭， 躬撰深红小笺，
裁笺供吟， 应酬贤杰， 时谓之薛涛
笺。” 这个以芙蓉作原料制造彩色
笺纸的女子 ， 不仅把花嵌进了纸
中 ， 也将她的才情开在了花上 。
“春教风景驻仙霞 ， 水面鱼身总带
花。 人世不思灵卉异， 竞将红缬染
轻纱。” 浣花溪水清滑细腻 ， 溪水
里的芙蓉海棠随波荡漾， 这造出纸
笺亦是光洁润滑， 所以诗人李商隐
赋诗赞美这薛涛笺 “浣花笺纸桃花
色， 好好题诗咏玉钩”， 薛涛与薛
涛笺让这浣花溪上的风光更动人。

出了少陵草堂， 看着门口的一
副对联： “异代不同时， 问如此江
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 先生亦流寓 ，
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 久
久驻足， 是要感谢浣花溪这片怡人
圣地荡漾出诗人们那么多才思呢 ，
还感谢诗人们让浣花溪成为千百年
来诗词的殿堂？ 其实， 真正重要的
是诗词的香韵正穿越时空， 缭绕在
我们每个人心中。

再见了 ， 浣花蹊 。 我掸掸衣
衫， 不敢带走一丝香韵。

□申功晶

惠惠山山，，锡锡城城风风流流一一肩肩挑挑

浣花溪里诗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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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坤

惠山，位于“长三角”腹地的无锡
西郊，东接苏沪，南濒太湖，西邻宁常，
北临长江，是当年泰伯奔吴的发源地，
亦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 ，有
“江南第一园林” 寄畅园、“天下第二
泉”惠山泉、“江南最胜丛林”惠山寺、
“露天博物馆”惠山古镇……

圣眷优渥寄畅名园
明代中叶 ， 造园之风盛行江南 ，

“土豪”们纷纷在惠山之麓起造山居别
墅，一时竟然形成“环惠山而园者，若
棋布然”的园林群落格局。 正德年间，
秦观后裔秦耀解职回乡，因官场失意，
借王羲之“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
在山麓造园并取名寄畅园。

走南闯北的乾隆爷算得上一枚资
深驴友， 他第一次游览寄畅园， 就盛
赞 “甚合朕意， 可称为江南第一也！”
他听得八音涧内泉水潺潺 、 叮咚作
响， 似若 “金石丝竹匏土草木” 八音
回荡山间 ， 顿时心旷神怡 ， 龙心大
悦， 挥毫书写下 “玉戛金從” 四个大
字 ； 他踱步锦汇漪 ， 七星桥 、 涵碧
亭、 嘉树堂……台榭廊靠、 奇石山木
如一幅天然山水长卷徐徐平铺开来 ，
倒映碧池中 ， 果不负 “锦汇 ” 之誉 。
“知鱼槛” 三面临水， 凭栏倚瞰 ， 鱼
群翔游倏忽、 飘逸自如。 寄畅园古木
众多， 百岁高龄之老树并不鲜见， 且
枝繁叶茂， 浓荫四合， 实是一个消夏
小憩的好去处 。 惠山的泉 ， 甘甜可
口， 据说当年， 茶圣陆羽尝遍天下名
泉， 认定庐山康王泉第一， 惠山石泉
次之， 自此 “天下第二泉” 就美名扬
天下了 。 如果说茶圣将二泉推向全
国 ， 那么 ， 瞎子阿炳一曲 《二泉映
月》 则让它走向了世界。

祠堂丛林惠山古镇

惠山古镇有“露天博物馆 ”之称 ，
共有各类祠堂118座。 在茫茫古祠堂群
中穿行，有白墙乌瓦、飞檐斗拱的中式
建筑， 也有琉璃点缀的西洋建筑。 其
中，年代最为久远的要数华孝子祠，东
晋大孝子华宝遵父言终身不冠不娶 ，
朝廷为表彰他的孝行，即宅为祠；等级
最高的是理学开山鼻祖周濂溪夫子
祠， 该祠是惠山祠堂群中唯一一座皇

帝来过两次并赐匾题字的祠堂； 最具
威仪的当属张巡张中丞庙祠， 前庭石
狮雄踞，有仪门、戏台，两侧有观楼，安
史之乱时，张巡许远血战睢阳，遏贼南
犯，壮烈殉国，南宋辟祠以祀 ；最为瞩
目的是中西合璧的杨藕芳祠， 从外观
看，暗红砖墙结构、圆弧形劵门拱顶，
颇具西洋建筑印记，入得院内，砖砌木
造的廊柱屋顶， 又是一座有中国特色
的四合院建筑； 最为隐匿的祠堂坐落
在古镇下河塘宝善桥南逸， 即晚清名
将李鹤章纪念祠堂， 这座祠堂前院是
徽派特色建筑“李公祠”，后园则是一
方占地五千多平方米的袖珍园林 ，小
桥流水、曲径通幽、假山古树、亭台楼
阁……一座宅邸，两种建筑风格，在江
南也算是罕见了。

泥人美食荟萃老街

有了祠堂， 便有了守护祠堂的祠
丁， 当年惠山祠丁逾百户， 然祠丁收
入十分微薄， 为了维持一家生计， 贴
补家用， 祠丁们挖取惠山东北坡山脚
下的黑泥， 捏出的泥人造型饱满、 线
条流畅、 情趣盎然， 曾被作为贡品献
入宫廷。 其中最具代表的是 “惠山泥
阿福”， 阿福面满如月， 两脑际梳抓
髻， 耳大垂肩， 那憨态可掬的模样 ，
十分惹人喜爱。

惠山古镇美食琳琅满目， 见之令
人垂涎欲滴， 无锡小笼包是 “食肉动
物” 们不可错过的佳肴， 当年， 乾隆
御驾从黄埠墩换乘到惠山老街， 品尝
了当地的小笼包后， 赞不绝口， 乃至
百年老字号的秦园小笼包名气很响 。
小笼包皮薄卤多， 当热气腾腾的小笼

包端到面前， 最好的吃法是倒入少许
香醋、 嫩姜丝佐料在一个小碟中， 然
后用筷子轻轻夹起小笼包移入浅碟 ，
先在薄如蝉翼的皮上咬一个小口， 一
吮满口卤， 倘若在秋冬， 馅中掺入熬
熟的蟹黄油， 味道更为鲜美。 惠山油
酥颇受老无锡欢迎 ， 因形似寺庙内
“四大金刚 ” 肚脐， 因此又有 “金刚
肚脐” 之称， 它选用上等白面粉加纯
素油拌和再酿进芝麻、 果仁、 瓜丝等
原料作馅烘制而成。 色泽金黄， 酥松
香甜， 有甜有咸； 玉兰饼听起来名字
挺秀气， 其实就是煎炸的大肉汤圆 ，
外皮金黄香脆、 内里软糯， 杀伤力极
强， 伴随 “咔嚓” 清脆一声， 糯米在
嘴里熔化开来， 随之是浓溢的肉香 ，
吃起来要格外小心， 里面的肉汁会随
时飞溅在你脸上、 身上。

吃 ： 惠山古镇荟萃了无锡美食 ，
有无锡小笼包 、 惠山豆腐脑 、 梅花
糕、 惠山油酥、 开洋馄饨等， 还可品
尝一下地道的无锡菜肴 ： 清水油面
筋、 无锡酱排骨、 太湖三白等。

玩 ： 寄畅园门票70元/人 ， 惠山
古镇老街是不要门票的， 进入小景点
要购票， 建议买联票120元。

交通： 惠山古镇离无锡市中心不
远， 多辆公交直达， 交通非常方便。

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