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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江南 迎新春
■人在旅途

抵达兰溪市， 路边一个宁静古朴
的中国传统村落———社峰古村映入眼
帘。 沿着溪边缓缓进入古村， 一片黛
瓦白墙的徽派建筑赫然入目， 不远处
小桥流水人家 ， 小鸭子在水中嬉戏 ，
几个农妇在河边洗衣服， 宛如一幅江
南古韵风情画。

来到一片开阔场地， 一处古建筑
积庆堂至今保存完好， 这是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 整个厅堂没有一处蜘蛛
网， 更为神奇的是天井内两个水池永
远不干涸。 大厅里的木质柱子如擎天
柱般屹立不倒， 撑起了整个建筑， 精
美的木雕和砖雕相映成趣， 岁月的沉
淀得以让后人窥见历史的斑斓。 老屋
后面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 有的菜叶
如同大朵的鲜花一样绽放。 值得一提
的是， 这里的白萝卜不同于北方， 长
得小巧玲珑， 腌起来很美味！ 菜地边
上的树木挂着橙色的果子……一派优
美的田园风光！

入住古村， 在顶楼俯瞰窗外的古
村美景， 脱去一天的疲惫， 酣然入梦。

游埠古镇，品美食

一大早， 天还不亮， 公鸡便打鸣
了， 小鸟儿也叽叽喳喳叫起来。 行驶
了20多公里， 来到游埠古镇。 此时古
镇已经宾客如云， 热闹非凡， 店铺都
座无虚席， 原来喝早茶已经成为当地
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
一笼笼热气腾腾的江南小吃五颜六色、
琳琅满目 ， 真为这里的烟火气着迷 。
我还亲眼目睹了网红小吃落沉子，厨师
用筷子在蛋黄上小心翼翼地戳一个小
洞， 再熟练的把肉馅从洞里塞进蛋黄，
蛋黄依然完整，可真是一项绝活啊！ 水
烧开， 再用慢火炖一会儿，肉沉子便会
浮到水面， 瓷白如玉、 香气怡人。

登上阁楼， 古老的木桌上摆着一
个套着竹编的保温壶， 很精巧， 还有
白瓷缸 ， 里面装着花茶 。 仰望天井 ，
天色已经渐渐明亮起来。 目光移到对
面黛瓦， 环顾四周， 旁边有芭蕉倚在
墙角。 低头看着茶碗里飘着几朵香飘
四溢的茉莉花， 喝上一口热气腾腾的
茶， 真是享受生活啊！ 落沉子先端上
来了， 就着美味汤汁品尝着如鹅蛋般

大的肉沉子， 蛋清裹着蛋黄，蛋黄裹着
肉馅，口感十分醇厚，真乃神品啊！然后
特色小吃鸡子粿又端上来了，它是将鸡
蛋、肉沫、葱花灌进饼里生煎，出锅香喷
喷地滴着油，皮薄如纸、酥脆可口，肉馅
鲜嫩滑口，令人回味无穷！ 接下来的美
食是凤凰蛋， 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来
到金华兰溪， 与随从走散了， 又饿又
乏， 只好在路旁一个农家歇脚讨东西
充饥， 农妇家贫如洗， 便从鸡窝里掏
出几个蛋在水里煮。 没想到， 乾隆越
吃越香， 随即赐名 “凤凰蛋” （因鸡
蛋里的雏鸡已经成形或半成形， 古人
又把鸡称作 “凤凰”）。 紧接着端上来
的豆腐汤圆则是将豆腐捣碎搓成丸子，
塞入一粒肉丁， 和一块肥肉一起煮，制
成一碗点心。还有松软香脆的芝麻葱烧
饼、桂花糕、小印馃……一个个美味让
外地人都走不动了。

品尝美美的早茶后， 漫不经心的
在古镇上溜达， 游人被丰富的古代人
文景观和完好的古代建筑包围。 一砖
一瓦， 让人感受到时光在这里留下的
浓烈痕迹。 其中一家满屋精美的竹编
赫然入目， 有竹筐、 竹篮、 竹包、 竹
篓、 竹扇等各种竹子编织物应有尽有，
是古镇的网红店。 继续前行， 看到游
埠酱坊， 走进院子， 发现一缸缸酱油
盖着大号竹编斗笠， 原来酱油是这样
酿造的……斑驳的石板古街和飞檐翘
角的古宅， 还有鳞次栉比的当铺， 整
个古镇如同一座富有生命力的博物馆。
来到古镇尽头 ， 回首已是人山人海 ，
停车场也挤满了车辆。 浙江四大千年
古镇之一的游埠古镇果然名不虚传！

处处皆景，装下四季的中式小院

启程前往下一站———兰溪博物馆。
博物馆正门旁侧一个黛瓦白墙的建筑

前， 几个醒目的大字 “芥子园” 引人
注目， 猜想这与最初学国画时常用的
《芥子园画谱》 有何关系呢？ 进入古香
古色的园子， 眼前亭台楼阁、 山石倒
影在清澈的湖水中， 优雅不俗， 各种
花草树木名目繁多 ， 宛如苏州园林 ！
长廊的每个门迥然不同， 有壶形、 圆
形、 葫芦形、 花形、 长方形……曲径
通幽， 沿着石子铺就的香径步行， 透
过轻巧玲珑的门， 院中的多姿多彩映
入眼帘。 虽然没有富丽堂皇， 但这一
花一草一木却不由得让人心静。 还有
走廊的墙上留出的窗将院中的一处景
致变作诗情画意， 雕花窗棂也形态各
异， 有菱形、 扇形、 八角形、 长方形、
正方形、 花形、 树叶形……门两边的
窗子也不对称， 窗花图案也各式各样：
有兰花 、 梅花……房 屋 的 门 和 走 廊
的柱子是木制的 ， 门上的雕花图案
也各不相同 。 真是处处皆景， 引人入
胜啊！

庭院蕴藏着人们的无限情思， 由
庭院衍生出来的庭院诗词、 庭院绘画、
庭院小说、 庭院戏曲等庭院艺术， 共
同构成了令人魂牵梦绕的中国古代士
大夫生活美学。 一年四季的美景都被
装进中国小院里， 正如宋人笔下描绘
的———“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
有雪”。 中国庭院走的是心， 是中国人
的灵魂居所， 一砖一瓦诠释了匠人精
神 ， 倾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
安抚了人们的心灵。 我始终觉得， 最
美的院子在中国。 住在中国人的小院
子里， 过中国人的小日子， 真是神仙
一样的幸福啊！

走出园子， 继续探索博物馆。 来
到李渔展厅， 了解到兰溪自古以来文
化底蕴深厚， 悠久的历史， 繁荣的经
济， 灿烂的文化， 使兰溪地区文风蕴

藉 、 人杰辈出 ， 李渔便是其中之一 ，
作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 戏剧家、
美学家、 园林大师， 他有着 “东方莎
士比亚” 和 “世界戏剧大师” 的美誉，
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文化瑰宝。兰溪芥子
园就是为怀念李渔而建。李渔说： “平
生绝技有二， 一则辨审音乐， 一则置
造园亭。” 他先后建造了兰溪的伊园，
金陵 （今南京） 的芥子园， 杭州的层
园， 北京的半亩园， 甘州 （今甘肃张
掖市） 的侯府花园和五凤楼等。 李渔
倡编并作序的 《芥子园画传》 （即如
今的 《芥子园画谱》） 在南京芥子园诞
生， 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画技
法基础， 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 是我国第一部中国画临摹范本，
至今已有300多年， 刊印版本之多为美
术出版物之最， 国画大师齐白石、 黄
宾虹、 徐悲鸿、 张大千等都从临摹它
起步， 流传广泛、 影响深远。

岁月沉香， 老宅故事多

揭开了芥子园的神秘面纱后， 在
一家地道的兰溪餐馆吃了一道兰溪名
菜———落汤青烧窝。 落汤青也叫大仙
菜， 因生于兰溪的黄大仙用此菜治病
救人而得名。 大仙菜焯水， 冷水洗净
后， 切碎挤去汁水绿油油的， 五花肉
切丁， 盐卤豆腐干切丁， 用猪油把三
样菜混合炒熟成馅， 如同薄纱的豆腐
皮切成方块， 包入馅料成条状， 热锅
过油 ， 排入烧窝 ， 煎两面金黄出锅 ，
配上剁红椒， 外酥里脆， 是不错的下
酒好菜。

饭后路过中国兰花村， 得知这里
以前家家卖兰花 。 发现每家的大门 、
牌匾、 外墙、 院落、 房屋都截然不同，
散发出独特魅力， 除了白墙黛瓦， 有
的外墙还做成了长城样式的城墙， 真
是让人大开眼界！

下午来到远近闻名的诸葛村转转，
发现这里家家户户贴着红色春联， 很
是喜庆。 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春联， 他
们的春联不是长条状， 而是长方形红
纸， 七言分两行写： 右边大门贴上联，
右边四个字， 左边三个字， 从右往左
念， 旁边紧挨着一小条幅红纸， 写着
“迎春接福”； 左边大门上贴下联， 左
边四个字， 右边三个字， 从左往右念，
旁边也紧贴着一小条幅红纸， 和右门
小条幅对称， 写着 “开门大吉”。 在村
落胡同辗转迂回， 眼前一片开阔的湖
面。 拾级而上俯瞰 ， 村中美景一览
无遗 。

天色已晚， 回到古村， 老屋和街
道的大红灯笼、 宫灯、 中国结灯和树
上五颜六色的彩灯瞬间点燃， 映在湖
面上流光溢彩， 连小巷里也亮起了灯。
夜晚的古村极其安静， 仿佛睡美人进
入了甜甜的梦乡。

转天到永昌老街吃了个早餐。 一
夜喜雨过后 ， 老宅在蓝天的映照下 ，
仿佛焕发了昔日风采。 旁边有个老人
坐在小马扎上晒太阳， 她静静地望向
熟悉的老屋， 守着一砖一瓦， 阳光洒
在她慈祥和蔼的面庞上， 时间仿佛凝
固了， 与大城市每天赶火车般匆匆忙
忙的快节奏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时
光知味， 岁月沉香， 斑驳的马头墙和
石阶， 古老的木头柱子、 木质阁楼和
木板楼梯， 仿佛在诉说着老宅的故事。
美妙的乐声开始在古香古色的房屋上
方飘扬， 余音绕梁。

我任教的老年大学放假了，
跨年启程浙江。 呜呜呜……火
车傍晚出发 ， 一路呼啸奔腾 。
第二天清早， 阳光洒在如同绿
毯子般的梯田和白墙黛瓦的马
头墙上， 鱼米之乡江南初露芳
容。 第一次来到钟灵毓秀的温
柔富贵乡———浙江， 我本无意
入江南， 奈何江南入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