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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电话

从浒湾镇古河埠的石阶数起，每一块石阶都是明清雕刻的书
版，镌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岂止这些码头的石阶，踏入浒湾古镇
的街道，幽深闾巷的每一块条石，建筑物上的每一片青瓦、每一块
墙砖，都是浒湾曾经的雕版，铺展和堆摞着他们印制的匠心。那些
在雨水中晶闪的石头与砖瓦，是无数苍老的思绪，从砖缝和石墙中
伸出的翠蕨，是文字曾经翻滚、愈久弥新的智慧。而扔弃在墙角和
街边的断砖瓦砾上长满的苔藓，是文字永远不死的灵魂。

我在古镇的小巷里遭遇到一个石拱门，上书四字：“藻丽嫏
嬛”，此门竟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然，与它一起保护的是

“浒湾书坊建筑群”。“藻丽嫏嬛”是什么意思？弄得这小镇一派儒
雅神秘。嫏嬛指的是天帝藏书之所，藻丽指的是华丽的文词。也
就是，这地方，这浒湾，是天上珍藏仙书美文的神境。难怪了！

多么美好的形容，不就是一些印书的作坊吗？据说还有一个
在文革时损毁的石拱门，上刻“籍著中华”四字，这也就明白了，原
来，这里刻印的书籍，就是在赓续中华文脉，记录民族智慧。

房子已老，但街巷未废，烟火尚盛；人虽已逝，但书籍仍在，雕
版亦存。从“中国印刷博物馆浒湾书铺街分馆”里，我们看到了许
多宋、明、清时代的雕版，各种雕刻和印制的工具。那些雕版精致，
每一块不仅仅是印刷的木版，且是精美的艺术品。不久前，浒湾古
镇书铺街的居民左新模，翻修老宅天井时，意外发现了十二块清代
的木刻雕版。而这条街上的洪寿云家珍藏的三块清代印花木刻雕
版，和徐冬荣家的一块两截木刻雕版，也被相继发现。左新模家的
十二块印刷雕版，藏在他家的天井木梁上，雕版有《易经》《康熙字
典》《礼记》《诗经》等内容，想必主人当年是太喜欢这些雕版和它的
内容，才能藏之梁上。抑或是散失之后幸存的宝物，作为家族事业
曾经荣耀的见证，作为传家宝，悄悄保存它们，是留下美好记忆和
怀念的方式。

浒湾的兴盛得益于它临抚河水利之便，得益于它曾是才子之
乡，有众多的文化人特别是士人的加持。人们识书、识字，识书的
价值、书的流通环节，以及复杂的雕刻、印刷、装订工艺。这是文化
鼎盛时期的一个标志，浒湾港口在当时以水运为主的时代，千帆林
立、书籍成山，墨香弥漫街巷，灯火彻夜通明。浒湾被称为“小上
海”、“不夜城”足有几百年。看看“清代中国四大出版中心”：江西
金溪的浒湾镇、福建连城的四堡镇、武汉、北京，小小的赣东小镇浒
湾为何成为全国的出版印刷中心之一，与武汉、北京这样的大都市
齐享盛名？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说到才子之乡，临川不会礼让。王勃《滕王阁序》中就有“邺水
朱华，光照临川之笔”，此句虽指在临川为官的谢灵运，但后来因抚
州（临川）人才汹涌井喷，便有了“临川才子”之说。这里山川融结，
魁垒秀拔，俊采星驰，巨公辈出，王安石、晏殊、晏几道、曾巩、汤显
祖、陆九渊等，都是临川才子大军中的第一方阵。我两次到这里，
惊异于此地的文化之盛，走到哪儿，都有高深和神秘尚在的古代书
院，几乎村村有，这是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学府。历史上，抚州府考
中进士的有二千四百五十名，状元五名。一个县的进士比许多省
的还多。读书人之多，形成了一种风气，更多的是没有获取功名的
文化人。读书人扎堆，爱读书，爱谈书，也爱藏书。在古代，书籍是
紧俏物质，于是他们便自己动手，加入了刻印书籍的队伍，书香世
家刻书印书，成为了当时风尚。因此地没有重男轻女观念，女子也
进书院读书，这些女子知书达理，动手能力比男人强，也加入了书
籍的刻印大军。制版、雕刻、印刷和装订，她们是一把好手。史载：

“金溪浒湾男女善于刻字印书”。“善于”就是文化的支撑，是一个地
方文化底蕴的显示，就像有铜草花的地方一定有铜矿。印书不是
卖饼，不是种豆，不是织布，是弘扬知识，传播文化的重要一环，是

文化人干的心手合一的活儿。
浒湾的“浒”读许，这是个多音字，用在地名上，它就是读许，大

约是住在水边的许家吧，果然如此。《金溪地名志》载，明代初年，许
氏从本县后潭许家迁来，因建村于抚河河湾，故名许湾，又因在水
边，后称浒湾。也有野史说乾隆皇帝下江南，至此路过，将石碑上
的“浒湾”念成了“许湾”，于是依皇帝金口，以讹传讹，便读作了许
湾。不管浒湾许湾，也不管水运陆运，即使当今水运衰微，浒湾码
头看不出当年繁盛喧阗的景象，但抚河边仍有三个古码头、四个明
清古漕仓遗址，让人们想象曾经的辉煌。在今下洲尾、仁里街、占
家巷一带，大量保存完好或荒废的仓储、客栈、茶馆、赌场、批发商
号和富商大贾的宅第建筑，麇集屹立。如“贡试纸栈”，曾是储备中
国古代中央一级科举考试专用纸张的仓库，也混迹于寻常巷陌、陈
旧杂院中。但破旧残损丝毫掩饰不住它们曾经的倜傥卓异，绝代
风华。那些院落的规模与格局，结构与雕饰，门楼的典雅，窗牖的
繁复，书法的厚朴端庄，石刻的精致神工，让我叹羡古人的生活真
是用心至极。遥想这些房舍庭院新建落成之后，街上石板铺就之
后的盛景，经济与文化碰撞的空前繁荣，真是令人怀念和向往。如
今，阳光下的街石依旧锃亮如银器，这种醉人的光泽是时间的磨痕
与包浆。车辙像是遥远岁月细流的凹槽，里面盛满了独轮车负重
艰难转动的吱呀声，牵引着人们的思绪飞回到耀眼年代的巅峰盛
况。一个个的山房，一个个的客栈，一条条的排门商铺，印刷、批
发、转运，代表着中华智慧的纸书典籍就此从这个赣东小镇出发，
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古镇里，有的建筑正在加紧修复，里面的石板、木料、砖瓦，多
是古旧之物，以达到整旧如旧。有的文保单位里，住着人家，大多
是老人。这些房屋虽然采光普遍不好，甚至有些阴暗，有些杂乱，
但院子里依然阳光明亮。从古老的梁上吊下的篮子里装满了防鼠
的食品，板壁上挂有各种老物。有的院落被铁丝网密封，从网眼中
可以看到肥大的芋叶、青翠的葱蒜、满畦的萝卜。街边，小孩坐在
古老的山房门槛上晒着太阳，打着游戏，炊烟正在小巷里漫漶氤
氲，卖油面的店铺里挤满了饕餮的食客。打盹的老头，晾衣的老
妪，奔跑的小狗，人们悠闲地洗衣、聊天、买卖。偶尔会从深宅大院
里冲出一棵老樟树，犹如古镇精魂，守护着这里的人们。

在古镇，行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多少有些穿越感。但生活
就是这样，和谐于古老和现代的交融中，这就是金溪众多古村镇的
现实，也是浒湾的现实。徜徉在车辙深深的石板路上，真不知今夕
何夕。在金溪县境内，总共保存有格局完整的古村落一百二十八
个，其中国保单位三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七个，中国传统村
落四十二个，省级传统村落三十一个，保留明清古建筑多达一万多
栋，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它被称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
物馆”。而浒湾名列其中，且格外耀眼。

京兆世家、两仪堂、三让堂、善成堂、文盛堂、大文堂、敦仁堂、
红杏山房、渔古山房、旧学山房、漱石山房，有些字体如“漱石山房”
故意变形、有妖灵之气，更多则敦厚朴素。“刘五云”是一个纸业品
牌，而且一直是明代至民国时中国的第一大纸业品牌，却藏在浒湾
的曲折小巷深处。这些曾经响当当的堂号，传播和保存了我们中
华文化的焮天火种，承续了我们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我欣赏浒
湾镇口高大牌坊上的对联，牌坊正面刻有“贯通百家金溪书卷帙宏
富，渊博六籍浒湾镇刻版留芳”、“匠刀藻版经史子集长续中华文
脉，古镇书街历宋元明清再扬盛世儒风”；牌坊背面刻有：“浒湾泊
千帆载赣版名著出临汝，秀谷开万卷蕴宏图英才盛乾坤”、“江右商
帮善刻印者浒湾人，古今典籍列街铺之金溪书”，正是准确的历史
评价与赞誉。

天上有嫏嬛，地上有浒湾。临川浩浩才子，金溪滔滔藻丽。
书铺街的东口，有一“洗墨池”遗址，池边曾有乾隆壬寅年所立

“聚墨”石碑，字体遒劲豪迈。墨池约一亩，相传是晋代书法家王羲
之手迹。虽石碑无存，但浒湾人蘸尽四海之墨，印尽天下之书的自
豪与雄心仍在古镇萦绕飞扬，久不能去。《无量寿经》曰：“光颜巍
巍，威神无极，如是炎明，无与等者。日月摩尼，珠光炎耀，皆悉隐
蔽，犹若聚墨。”聚墨也许说的是一种罕见的宝玉，但形容浒湾也很
贴切，它不仅仅是浩瀚墨卷、皇皇典藏的出版之地，也是光颜巍巍，
威神无极的文化圣地。

卑微地立于田间地头。
一出生就蜗居在飞行盲区，
很少被蝴蝶蜜蜂注意到。春
风要从杨树或柳树的侧翼迂
回，才能照拂一次。月光要
拐很多道弯，才能临幸一回。

自被人搬上餐桌，它的
名气便大了起来，身价也随
之水涨船高。从此与乡愁结
下不解之缘。有它的地方，
就有乡音乡情。有它的地
方，就有乡思乡恋。

在蚂蚁家族出没的地
方，练就一身肝胆。风雨奈
何不了，雷电奈何不了。爱
也奈何不了，恨也奈何不了。

这一点春天最有体会。
它一开花一结籽，春天就老
了。

浒 湾
□ 陈应松

洒向人间都是爱
□ 江柳

因为工作关系和个人兴趣原因，我和苏东
坡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读苏东坡、背苏东坡、讲
苏东坡、写苏东坡、学苏东坡，把他作为我人生
的偶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
向往之。

苏东坡是有血有肉、鲜活立体的。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个可亲可敬的苏东坡。他有千面人
生，但其中一面格外熠熠生辉，这就是他的“遗
爱”情结。他把仁爱留给世人，把大爱洒向人
间。

苏东坡的作品中多次用到“遗爱”。他赞美
官员是个“好官”，就说是个“遗爱官”。在《满江
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中，他写道：“君是南山
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
情，殷勤说。”这是赞美鄂州（今武昌）知州朱寿
昌的。朱寿昌年幼时，母遭父弃，母子分离。长
成之后，出仕为官。先后任职陕州、南通、岳州、
阆州、鄂州，但思母之情一直萦萦于怀。后听说
母亲流落陕西一带，便辞官去职，千里寻母。宋
神宗得知后，责令官复原职。从此，朱寿昌孝子
之名闻名天下。百善孝为先，所以苏东坡称他
为“遗爱守”。在《醉蓬莱·重九上思猷》中，苏东
坡写道：“来岁今朝，为我西顾，酹羽觞江口。会
与州人，饮公遗爱，一江醇酎。”这是为黄州知州
徐君猷写的。正是这位徐知州在苏东坡穷困潦
倒、谪居黄州期间，划出黄州城东一面坡地，供其
耕作糊口，从此苏轼号东坡居士，名扬天下。北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 年），徐君猷离开黄州赴
湖南上任，安国寺僧首继连请苏东坡为他们经常
相聚的寺内竹间亭取个名字，并题额留念。苏东
坡有感于徐太守为官清廉、有益乡间，便取名为

“遗爱亭”，作《遗爱亭记》。开篇即点题：“何武所
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赞赏
他是一位不折腾、不扰民的好官。在苏东坡心
中，为民请命、为民办事、为官清廉就是“遗爱官”，
是做官的最高境界。他自己则身体力行，在哪里
为官，就把大爱留在哪里。

苏东坡为官第一站是凤翔府签判。下车伊
始，就改革一项弊政——衙前（北宋负责运送官
府物资的差役），小试牛刀，旗开得胜。当时凤
翔府的衙前主要是砍取终南山的竹木，编成木
筏，从渭河入黄河运送到京城。往年官吏们要
求在河水暴涨的季节发运，往往弄得服役者倾
家荡产。苏东坡禀明上司，修改衙规，改在河水
平缓的季节实施，减轻了劳役和百姓伤亡。

苏东坡两次为官杭州。第一次任通判，第
二次任知州。任通判期间，他协助知州陈襄整
治杭州六井，解决杭州百姓吃水大问题，并写下
《钱塘六井记》，记叙六井的由来和整治六井的
全过程。再任杭州，已是十五年之后的事了。
一到杭州，苏东坡面对严重的旱涝灾情，粮食歉
收，米价飞涨。他以不屈不挠为民请命的精神，
一再上奏朝廷，请求赈灾，并将救灾款连同原计
划整修官舍的费用，全部用来采购粮食，百姓得
以度过荒年。那时，杭州西湖已严重淤塞。他
说：“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
乎？”于是下决心整治西湖。他连写两道奏章，
申请经费，“以工代赈”。经过半年整治，水草淤
泥全部清除，一条南北长堤屹立湖中。从此，世
人便有了“苏堤春晓”的无边美景。这是苏东坡
的千年遗爱啊！

苏东坡甫任密州知州，恰逢巨大蝗灾。他
写道：“前时渡江入吴越，布阵横空如项羽”。蝗
虫所到之处，草木为之一空，简直像烧杀掠夺的
西楚霸王项羽一样可怕。他身先士卒，从早到
晚奔忙在田间地头，率先捕蝗，发动群众以火烧
土埋的办法捕杀幼虫。在巨大天灾面前，苏东
坡怀着沉痛的心情“洒泪循城拾弃孩”，拨出粮
食，专门用于收养这些可怜的弃儿，救活了数千
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儿童。

作为徐州知州，苏东坡指挥了一场惊心动
魄的抗洪抢险战斗。上任不到三个月，黄河大
堤决口，洪水汇于徐州城下，城外一片汪洋。苏
东坡调集五千民夫，火速加固城墙，但城里有钱
人要求出城避难。苏东坡挺身而出，慷慨激昂
地表示：“只要有我在，水决不能败城”。他率领
官民筑起长堤，挡住洪水。奋战七十多天后，徐
州城保住了。灾后，他奏请朝廷拨款修筑防洪
大堤，并建黄楼以为纪念。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断崖式地
跌至人生谷底，本是不堪忍受的磨难。但他很
快融入百姓之中，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修身
养性，激情创作。当他了解到鄂州（今武昌）、
黄州一带有弃杀女婴的恶习，“闻之辛酸，为
食不下”，立即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请他
尽快革除这种惨绝人寰的愚昧风俗，自己则
张罗成立了一个民间慈善组织——育儿会，
向本地富户募集资金，自己带头慷慨解囊，救济
那些极为贫困、无力养育孩子的人家。他说：

“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爱民

之心，溢于言表。
作为登州知州，苏东坡上任伊始，便马不

停蹄开展工作。但到任刚五天，又接到朝廷以
礼部郎中召还的诏令。还京途中，他一连写了
两道奏章：《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乞罢登莱榷
盐状》，提请朝廷重视登州防务，操练水军，减
免盐税，减轻百姓负担。经此一举，朝廷加强
了登州海防，废除了登州、莱州两地实行了几
十年的“榷盐”政策。百姓感其家国情怀，念其
爱民之德，在蓬莱阁修建“苏公祠”，刻以“五日
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楹联，让苏公遗爱播洒
千年。

苏东坡又知颍州。当时，颍州水患严重。
有人建议开挖八丈沟，将陈州之水引入颍水，再
进入黄河。苏东坡深知工程耗资巨大，不能贸
然上马。他走访民众，选派懂水利的官吏实地
勘察，结果证明，开挖八丈沟有百弊而无一利。
他立即上奏朝廷，阻止了这一劳民伤财的工程。

在从颍州赴扬州上任的路上，苏东坡发现
村落萧条、人烟稀少，农民怕官府催缴“积欠”而
不敢还乡，心情十分沉痛。到扬州后，他立即奋
笔疾书一篇长达七千余字的上表。他说：“臣闻
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
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
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
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
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
成乎？”殷殷之情令人动容。朝廷很快奏准，暂
停催收，百姓欢腾。其时，扬州一年一度的芍药
花会正在紧张筹办之中。苏东坡走访花农、百
姓，发现怨声载道。他毅然决定停办万花会。
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定州地处宋辽边缘地区，是北宋的军事重
镇。到苏东坡出镇定州时，已到了“边政颓坏，
不堪开眼”的地步。苏东坡立即采取有力措施
整顿军纪，加强操练，维修军营，终于使定州士
兵人心安定，军容整肃。

谪居黄州期间，苏东坡曾见农民使用一种
先进的插秧工具——秧马。又贬惠州后，他编
写《秧马歌》，介绍秧马的制作、使用方法，很快
在惠州各地推广开来，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
强度，百姓称赞不已。惠州有一座丰湖又名西
湖，在苏东坡的大力襄助下，栖禅院和尚化缘筹
集资金建设一座新桥，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苏
东坡一生到过三个西湖。在杭州疏浚西湖，建

成苏堤；在颍州又治西湖；贬谪惠州，作为“不得
签书公事”的罪人，仍不遗余力，促成了这项有
益众生的工程。南宋诗人杨万里写诗赞道：“三
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更罗浮。东坡元是西
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原来苏东坡是落实“湖
长制”的第一人啊！

再贬海南儋州，苏东坡已做好九死一生的
准备。自己生活无着、难以为继，但还时刻关注
着百姓疾苦。他书写柳宗元《牛赋》，劝告黎民
爱惜耕牛；他写信给亲友，从内地求购药材，馈
赠黎民治病；他作《和陶劝农诗六首》，劝告人民
垦荒种植，发展农业；他诵读杜甫的《负薪行》，
劝告当地百姓，改善妇女的生存状况；他与当地
的文人交游，讲学、作诗、送字、赠画、编写教材，
培养了海南有史以来第一名进士姜唐佐。苏东
坡的到来给这个荒蛮之郡带来了文明的火种，
点亮了文明之光。

苏东坡走到哪里，就把人间大爱洒向哪
里。千百年来，所到之处，百姓都爱戴他、怀念
他，用各种纪念设施铭刻他的遗爱。因为谪居
黄州四年多，并在黄州写下《遗爱亭记》，当地政
府将黄州城中的东湖、西湖、菱角湖合并命名为
遗爱湖，用12年时间，建成一座5平方公里（含
湖面3平方公里）的遗爱湖公园。这座突显“东
坡文化、遗爱主题”的文化公园，集苏东坡诗词
赋之佳句，采遗爱湖形景物之灵气，将十二个景
区分别命名为遗爱清风、临皋春晓、东坡问稼、
一蓑烟雨、琴岛望月、红梅傲雪、幽兰芳径、江柳
摇村、水韵荷香、大洲竹影、霜叶松风、平湖归
雁。景名或直接取自苏东坡在黄州的诗词，或
由地理方位与苏东坡作品融合而成。景区的植
物、展馆、建筑、雕刻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
的方式表达同一种意境和主题。黄州人觉得，
不用遗爱湖公园这样的鸿篇巨著，不足以展现
苏东坡的人间大爱。遗爱文化浸润在公园的每
一处景点、每一座建筑、每一个角落，深深镌刻
在每一名市民心中。

著名文化学者熊召政有感于苏东坡之大
爱、有感于遗爱湖公园，深情撰写了一篇《遗爱
湖记》。其文曰：“胜景澄心，在雅能易俗；一方
福祉，在官欲利民。故柄政之绩，不在时誉而在
青史；宦海作为，不在自夸而在民意。履职首在
奉公，去后方留遗爱。此乃太史公所赞之循吏
也。当山水知音而不狎，圆百姓之梦而不怠。
此种遗爱，方能传诸后世。”

暖风（国画）柯于明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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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定居在远离人间的山
上。每年春天，我都要将衣
服和头发收拾齐整，翻山越
岭去看你一次，像看一位久
未谋面的远亲。

你家的两个仆人蝴蝶和
蜜蜂，老远就敲锣打鼓将我
迎接。她们依你的嘱咐，用
翅膀把石板上的灰尘打扫得
干干净净，请我入座。

你永远那么好客，一下
就用春风这壶酒将我灌醉，
跌跌撞撞的脚步随落叶一泻
千里，瞬间踏响满山寂静。

杜
鹃

在后山，你是富可敌国
的公主。坐拥千顷月光，腰
缠万贯星辰，还有这春风爱
抚着的土地，这夹杂着几声
鸟鸣无边的寂静，都属于你。

你的善良和清纯常常让
一群蜜蜂迷失本性，整天在
茶园附近无所事事放逐自
我。蝴蝶吻重一点，你都会
害羞地偏过头去。那时，简
单和仁爱离你很近，世间的
灰尘和农药离你很远。

在杯里，你是风姿绰约
的少妇。一滴滚烫的水，瞬
间让你体内的春天和激情得
到释放。壶里乾坤大，杯中
日月长。这时的你，早已看
遍花落花开，尝尽酸甜苦辣。

踏青归来，我最享受的
时刻，是双手执书却不看书，
只看你，和无数个长相接近
的兄弟姐妹，挤在一方狭小
玻璃器皿，一边同沉浮，一边
共享人世繁华。

明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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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吵着犯春困的蝴蝶，
槐花把脚步一再放轻，轻如
一个人的呼吸，上达天意、下
通灵犀。

从同一个枝头并肩而落
的两朵槐花，其归宿和运道
竟截然不同。一朵在朝，一
朵在野。一朵在虚，一朵在
实。一朵在刚，一朵在柔。
一朵在绝情谷，一朵在相思
坳。

扛着锄头从槐树下走过
的老农，忍不住拾起一朵塞
进嘴里，甜甜的乡愁立即兵
分两路，迫不及待从嘴角溢
出。

急急忙忙的风，一下就
把节奏弄乱了。落槐如雪，
跌在春天细如春光的心尖，
如同一场倒春寒，倾泼在游
子险象环生命运的心尖。

槐
花
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