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城街道高镇万青桥新落成的廊亭上，近日挂上了由我市书法家叶成超、胡竹雨、俞兴邦、楼金辉等书写的楹联
及匾额，这是高镇经济合作社两委打造高水平高规格的万青桥文化长廊工程的一大成果。

楹联、书法、溪景，在那里各呈千秋

又相汇相融，成就了一处绝妙景观，引得

游人驻足观赏。

楹联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粹，

文字言简意赅，却又包罗万象蕴含哲

理。我市楹联爱好者王朝阳、徐继荣创

作的万青桥文化长廊廊亭楹联，巧妙结

合了万青桥以及高镇地域文化特征，几

经推敲打磨而成，得到高镇两委充分肯

定。

崭新的长廊上，潇洒苍劲的书法笔

走龙蛇，灵动飘逸，浴日生辉，不仅让人

赏心悦目，涤荡心胸，更让人对此桥此溪

的人文渊源以及高镇深厚的文化底蕴多

了一分了解和领悟。

廊亭正面朝西，胡竹雨书写的“万青

廊”牌匾挂在正中，廊前是一块较大的空

地，可以驻足观景。红木色廊柱庄重古

朴，厚实端庄，与周围景色协调，可谓廊亭

与溪景相融一色，书艺与联趣相得益彰。

“两岸葱茏春色永，万家欢乐幸福

长”(图一)，起笔描绘两岸葱茏的春色，进

而联想到勤劳智慧的高镇人，不负春光，

抓住时机以商招商发展第三产业，建成

商业区促进经济繁荣，人人过上幸福生

活。北岸五金城市场繁闹，南岸高镇商

业区人气旺盛，夜市更是人潮如涌。桥

的两头连接着繁闹的街区，桥却安稳地

伏在清波之上，它的宁静让人舒缓。一

动一静，一闹一闲，进退之间就是人生。

华溪的欢快声就是人们幸福的笑声。

“万古长流涛去远，一街繁闹业长

青”（图二），继续讲述桥和商业区的故

事。华溪水万古奔流，朝夕不改，把这方

热土上创造美好生活的平凡故事传播更

远，一条商业街容纳五湖四海的人来创

业、淘金致富，使这里寸土寸金。站在长

廊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高镇人只争朝夕

的拼搏干劲和求索进取的信心。高镇从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落后农业村，十几年

时间一跃而为全国十大幸福村庄，正应

了一句名言：“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

成”。奋斗的精神、美好的愿望，就是心头

明月，永远照亮人们坚定地前行。

“倚廊细听飞溪雨，赏景淡看追梦

人”（图三）。抛却生活的一切烦恼，坐在

廊亭上细听飞雨，是一种压力的释放，更

是一种释然，一种享受。同样的，晴朗

的日子里，“桥上斜阳双叠景，溪头明月

一方天”，传神地表达了对高镇人追求

物质富裕、精神富有情怀的赞叹，斜阳

与明月都钟情这溪水，给高镇群众文化

带来别样的精彩，使这片文化高地让人

神往。幸福的生活总是充满阳光，充满

希望。

“风翻蝶影飞楼月，溪抱云霞满鹭

声”，桥头北岸万青亭上这一联，因为位

置比桥高出很多，可以眺望更高更远的

风景。想象着风翻动着蝴蝶的影子，又

从远处飞来高楼上的明月，华溪倒映着

云霞，溪水就抱着云霞跳舞。万青桥上

下游因为生态环境好，很多白鹭在翻飞

欢叫，景色也是令人陶醉。高镇是十八

蝴蝶飞起的地方，有着国家级非遗项目

十八蝴蝶，高镇近年来的巨大变化，不正

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蝶变的缩影

吗？高楼明月、溪上白鹭、桥下水声，在

亭上可视可闻。在欣赏溪景的时候，你

或许会在不经意间对高镇村徽、村歌、村

雕塑等多种文化元素产生无尽的遐想。

楹联作品折射高镇精神风貌

楹联、书法、溪景相汇相融

□通讯员 王俊霖 王子庭

名家书法的字迹刻入廊亭，

苍劲之风深入新木；激情岁月追

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化作勤劳的双

手，打造出富裕的天地，高镇人走

出了一处别样的风景。欢快的溪

水声缓缓流淌，洗去人们的倦容

和燥热，带来一方清净的世界。

万青桥及其文化长廊让人于热闹

中独享一处清幽之美，隔开外面

喧嚣的世界，远离物欲的藩篱，给

人直抵内心的巨大空间。

负责设计制作的江南紫一书

画社负责人陈子琪介绍，这些书

法雕刻都是手工完成的，一笔一

划都保持了书法的原韵。高镇经

济合作社党总支书记王根红强

调，文化长廊是高镇文化礼堂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富

裕起来的高镇人的精神追求、思

想内涵和文化情怀。

胡竹雨认为，高镇在这座古

桥上扩建文化长廊是很有长远眼

光的。长廊上配上联意书韵，传

承延续了文脉，给下一代留下珍

宝。古桥古建筑就是乡愁最基本

的组成元素，后人不要忘了历史，

忘了故乡的根。

夕阳红染，一溪青韵；团云四

起，风带清香。带着乡愁出发，我

们可以越走越远，但是我们始终

忘不了乡情，文化长廊就是铭记

乡愁的一个绝妙载体。

联意书韵铭记乡愁延续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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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青桥文化长廊：铭记乡愁延续文脉
廊亭溪景相融一色 书艺联趣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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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青桥文化长廊一瞥。

胡竹雨题写的“万青廊”“万青亭”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