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12日 星期三

编辑：应 逸 电话：87138730 Email：964335944@qq.com 15五峰走笔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望春东路86号
电话：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0579-87117752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状元故里 诗意栖居
作家走读康桥诗文选登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新诗
看台

盛夏的乡村（外二首）
□李安宁

大地摆上一口金色大锅

阳光点上烈火，风添油加醋

稻穗加紧修炼金身

越来越黄，越来越沉

在父亲期冀目光里

流出秋的真金白银

蝉，在记忆里复活

蹦出一串串不安分的动词

把村舍和稻田，稻田和远山

串在一起，串成一幅

夏日乡村油画

几只蜻蜓，用画笔

轻轻一点

赤脚的牧童，沦为

画中的捕蝉人

夏日黄昏

落日独自赴瑶台夜饮

天边，散落无数匹

枣红烈马，啸啸嘶鸣

孤独、彷徨与叹息

染成一幅悲壮画卷

知了叫停，倦鸟归林

一起落入大地放飞的词根

田野归入宁静

静静等待

一曲月光伴奏蛙鸣

母亲早早把泛黄凉床搬出来

安放我们的童年

那一泓清凉，像是

一枚醒目图章

刻在我人生的诗行

荷塘

荷塘是乡村的眼睛

夏天的风一吹

一支莲花冒了出来

娉娉婷婷

冷眼打量一个噪动葳蕤的

世界

不知谁触动莲的相思

一股电流，电击得池塘

泛起一波涟漪

跳跃，旋转

笑成乡村眼角的鱼尾纹

林语堂言，择居之道，要点不在所

见的内部是什么样子，而在这所房子

望出去的四周景物。

我们大多数人所住的房子都不在

林语堂所说的择居之道的要点之内。

我们从窗子里望出去没有景物。我们

从窗子里望出去只能是别人家的窗

子。在这方面乡村居民富有得让人嫉

妒，他们可以帝王一样拿整座山整座

湖当自己的花园，可以拿广阔的田间

小路来闲庭信步。但是事实上，住在

乡下也并非人们所想的那样诗情画

意，因为居住乡村首先要面对的是脏

乱的环境，那些没有规划和设计的乡

村房屋看上去也不够美观，它们的形

状像火柴盒一样死气沉沉，并且高房

子总是挡住了矮房子的阳光，下水沟

在雨天被堵塞，散发出难闻的气息。

所以大多数的人，一边热情地赞美着

乡村，一边又害怕真正去乡村居住。

如果能把城市现代化楼盘乾坤大

挪移到乡下，居所就完美无比了。一

方面城市小区该有的文明建设一应俱

全；另一方面，乡村景物抬头可见，山

就在那里，河流湖泊就在那里，万物就

在那里。如此理想的居所何在？不在

天上，不在爪哇国，在一个叫康桥水郡

的地方。

两年前我就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楼

盘正在建设中，规划楼盘的李先生想

必和梭罗一样是一个崇尚自然的人，

梭罗把他的房屋建在瓦尔登湖畔，他

每天对着更远更蓝的山脉，对着一个

大大的湖泊孤独地思想。规划楼盘的

李先生把康桥水郡建在太平水库边，

太平水库不会比瓦尔登湖更小，环绕

水库的山脉，也不会比梭罗的山脉更

远。何况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个和梭罗

一样有思想的人，那个人叫陈亮，中过

状元。他曾沿着太平水库边的古驿道

步行去金华求学。那时的路虫蛇出

没，车马鲜少。沿途房舍简陋，一派古

代的样子。如今陈亮的墓隐在山间葳

蕤的草木中。他的葬身之地离他的出

生之地并不远。传说中的龙窟寺就在

卧龙山下，如今的普明寺里住着几位

僧人。如果家住康桥水郡，可以隐约

听见寺庙的晨钟暮鼓在山间悠然回

荡。可以和梭罗一样感到自己“并没

有生活在世界之外”，同时又可以真正

的生活在世界之外。

乡村元素无疑是康桥水郡最吸引

人的地方，其次是价格，康桥水郡房价

不高，距离城市不远，道路并非诗经里

所唱的道阻且长。宽的路，可行车，窄

的路，可安步当车。田野阡陌纵横，高

兴了，可以去田野吹吹风；不高兴了，

也可以去田野吹吹风。大画家梵高和

蒙克曾经在画中动情地描绘村镇的房

屋风景，他们笔下的房屋像精灵一样

在画面中闪烁，而康桥水郡，房屋复古

般的色彩显出无与伦比的沉静。加上

周围田野的衬托就让它有了欧洲小镇

的气息，有了理想主义成分和故园般

的怀旧情调。那蜜糖色的砖墙，黄铜

包边的镶木门，弧状的暖色陶瓦，无不

透露出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而亮闪

闪的扇形门楣，曲线流畅的空悬阳台，

又有着乔治亚王朝的特征。

说来地球上最早的时候其实是没

有房屋的，人们住在树上或者洞穴里，

后来有了茅草棚，后来有了房子，再后

来把房子分割成无数空间使生活变得

井然有序，客厅是接待客人的，卧室是

做梦的，回廊是为了曲径通幽。人类

在发明房屋时最浪漫的一笔就是对窗

口的设置。透过窗口，可以望见森林、

田野、河流、湖泊，庄稼以及散布其间

的动物飞鸟。更重要的是，窗口可以

感知阳光和月光。它是诞生梦想最多

的场所。

自然，康桥水郡的房子，最让我钟

情的莫过于它的窗子。那样敞亮开阔

的大窗子，看落日再适合不过。

我是一个爱看落日的人。我一直

想跑到更高更远的地方看落日。比如

珠穆朗玛峰，比如尼罗河畔。我相信

不同的地方落日落下去的方式也各不

相同。我居住在城市，在我的窗前看

不到落日。这是一件多么苦闷的事。

如果在康桥水郡拥有一座房子，

就不用东奔西跑地去看落日了。我

只消坐在窗口就可以看个够。我可

以把落日看成芬芳的橘子，看成好吃

的蛋黄，看成被孩子牵回家的红气

球。远处公路上旅行者车辆的穿行

声，会提醒我时间的流逝。渐渐亮起

又暗下去的天光会让我感知地球在

旋转种又度过了一天。而我安住在

温暖的居所里，浑然不觉人之将老，

万物又一次重生。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白天陪

朋友逛过五金城,晚上陪他们去看西

津桥。从解放桥向西看过去,西津桥

一如长虹卧波,灯彩照得西津桥下波

光粼粼。走近看西津桥,廊屋深幽,灯

光暗淡,竟望不到尽头。永康城区并

不大,却有三江六岸。流经城之南的

叫南溪,流经城之北的叫北溪,也叫华

溪。两溪在解放桥附近汇合,向西而

奔,称为永康江。永康江两岸自古以

来风光丽秀,南朝时的沈约,就曾有诗

《泛永康江》给予盛情赞美。

首建于清康熙57年的西津桥就架

在永康江上,为石墩木梁重檐结构。岁

月沧桑,西津桥也历尽磨难,建而毁,毁

而修。最近一次重修是永康刚踏上发

展快车道的 1989 年。重修时,当时的

县政府承其旧制,作为历史文物要求标

准进行修葺,依旧是石墩木梁重檐,只

是加长了一点,廊屋高度提升了一点,

中间改作亭阁。现今的西津桥有12墩

13 孔,长 166 米,桥面覆屋 58 间,号称

是当今中国最长的古廊桥。此桥重修,

得到了全县父老乡亲的热烈拥护,包括

侨居海外的永康籍乡亲,也纷纷捐款献

策,共襄盛举；也得到了国内专家名流

的赞赏,桥梁建筑的泰斗茅以升、书法

大家沙孟海等都作了题额。更有意义

的是,廊桥有柱,每柱必联,向全国征

联,选其优秀者,敬请书法名家题写,精

雕细刻,终使西津桥成为了赏心悦目的

文化长廊。

西津桥镌有楹联几十副,优中选

优,其中有两副联印象特别深刻,一副

是永康林克成所撰:

风风雨雨,暑暑寒寒,湍湍潺潺,

潇潇洒洒

岁岁年年,朝朝暮暮,恩恩怨怨,

憩憩悠悠

上联重点写桥下水态,以作陪衬。

随着一年四季风雨寒暑气候的变化,水

流或急或缓,永不停息。下联重点写桥

上人的心态,是主体。时代更替,人世

沧桑,人与人之间种种恩怨就不要去多

计较了,对此不妨一笑置之。联语的叠

字格局虽出自花神庙联“风风雨雨,年

年暮暮朝朝”,但有新意,对可能产生的

不愉快的人际关系,主张取“度尽劫波,

泯除恩仇”的从容豁达乐观的态度。上

联写流水部份全用水字旁,下联写心态

部份全用心字底,足见作者的奇思妙

想,文字功底深厚。

还有一副联是程枕霞所撰:

桃花溪上,片片落英,笑逐一江

素月

西津桥下,粼粼碧水,揉碎两岸

青山

上联化用张旭“桃花竟日随流水”

诗意,但“笑逐”较“随”更形象,使桃花

带上人的感情色彩,实际也反映了作

者喜悦的心情。这是一层意思。更有

层意思是,华溪在城区这一段也叫桃

花溪,沿城古址原有桃花洞,“桃洞浮

花”也是丽州八景之一呢!

再 看 下 联,“ 揉 碎 ”两 字 是 联 之

眼。碧波流水,揉碎的是两岸青山的

倒影,联想奇特。该动词的巧妙运用,

使整个画面生气盎然。

楹联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独立文

体之一,具有群众性、实用性、鉴赏性，久

盛不衰。一位著名楹家说,一副好的楹

联实可为一个公园、景区甚至城市的点

睛之笔，成为一张名片。斯言不虚也!

在一个叫康桥水郡的地方
□杨方

□程瑞铛

西 津 赏 联西 津 赏 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