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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绍兴，先生身着中式长

袍，一步一光阴、一步一历史，

穿梭在时空交错之间。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

就像每个文人心中，都有一个

鲁迅。有的人只看到了烟，但总

有一些人，能看到这团火，然后一起燃烧。

到绍兴，踏访鲁迅故居，重读先生作品，

心田，便燃起了鲁迅的精神之火。

绍兴，一座2500多年历史的城市，白墙黛
瓦、水墨纤道是她的景；楹联墨宝、满腹诗文

是她的魂。在公元前490年，越国大夫范蠡受
命“筑城立郭，分设里闾”，从此便将绍兴砌进

了中国古城之史。悠悠历史之河，她宛如温柔

贤淑的女子，翕动着淡淡的墨痕书香，身披白

色衣衫，青丝如黛，眉如峰，眼如波，以其独特

的文化魅力深深吸引无数瞩目。

绍兴，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素有

“山清水秀之乡、历史文物之邦、名人荟萃之

地”的盛誉，又有水乡、酒乡和书法之乡、戏曲

之乡、名士之乡的美称。漫漫岁月的历史文化

沉淀，绍兴古迹星罗棋布，山水风光秀丽，“山

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文坛巨擘、鲁迅故里，说的就是这里。

绍兴，遗留了很多鲁迅当年生活的气息。

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

酒店……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在叙述着它

的童年和少年故事。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

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

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

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

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

文学大师鲁迅笔下的记忆，是乌篷船的

咿呀声，来一碟茴香豆，吃口绍兴老黄酒，惬

意的时光就这样温暖了起来。

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因人而异。每个人

的知识构成、社会阅历、性格品质都不同，对

于文艺作品的接受方向和接受程度都不同。

每一个人读鲁迅这本书，都有不同的感觉；每

一个人读他这本书，都会有自己的理解，都会

有自己的观点。

绍兴，江南水乡古朴，小桥流水人家，整

洁优雅，绿植葳蕤，浓浓的书香气息弥漫每一

寸空间，浓浓的臭豆腐香味也弥漫在每一寸

空间。

鲁迅，是绍兴主打的一张名片，这里处处

有着鲁迅的气息。走在绍兴，那些年遇见过的

鲁迅，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眼前。只见先生身着

中式长袍，一步一光阴、一步一历史，穿梭在

时空交错之间。

走进三味书屋，映入眼帘的是平实的地

面，还有接待客人休息聊天的四角桌凳，可以

看到整体的屋子环境是静雅，质朴的。当想象

到鲁迅小时候阅读文章的场地，今天就在眼

前，有一种非常“穿越”的感觉。

但是，绍兴是比较“低调”的，很少被人们

摆上台面来讨论，但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的是

绍兴市在浙江省的经济也是“很强悍”的，绍

兴城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也是很高

的。

绍兴桥多，水多，乌篷船也多。来到绍兴

遇见鲁迅，乌篷船是一定要坐一坐的。坐在小

小的乌篷船上，穿梭于百草园、三味书屋、沈

园之间，一路看绍兴人文风情。

有人说，她比杭州宁静，比苏州撩人，从

而赞誉它是“诗画江南”般的世界。

鲁迅故里由鲁迅纪念馆演化而来，不仅

再现了鲁迅当年生活的祖居、故居、三味书

屋、百草园的原貌，还可看到鲁迅祖居从未对

外开放的西厢房和近期恢复的周家新台门，

寿家台门、土谷祠、鲁迅笔下风情园等一批与

鲁迅有关的古宅古迹，是立体解读中国近代

文豪鲁迅先生的场所，是浙江绍兴的“镇城文

宝”。

节假日，这里的人，照例是多的，多到摩

肩接踵，人头攒动；这里的景，照例是美的，美

到恋恋不舍，流连忘返。

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

著名的私塾。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

是我的先生的家了……”鲁迅12岁至17岁在
这里求学。他的座位，在书房东北角，一张硬

木书桌是鲁迅使用过的原物。有一次鲁迅因

故迟到，受到先生批评，就在书桌右上角刻

“早”字以自勉。塾师寿镜吾（晚署镜湖），是一

位方正、质朴和博学的人。他的为人和治学精

神，给鲁迅留下难忘的印象。

三味书屋是三开间的小花厅，本是寿家

的书房。寿镜吾在这里坐馆教书达60年，从房
屋建筑到室内陈设以至周围环境，基本保持

当年原面貌。三味书屋后面有一个小园，种有

两棵桂树和一棵腊梅树。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

百草园……”百草园就在鲁迅故居的后面，占

地近2000平方米，原来是新台门周姓十来户
人家共有的菜园，平时种一些瓜菜，秋后用来

晒谷。

这是鲁迅童年时代的乐园，常来玩耍嬉

戏，品尝紫红的桑葚和酸甜的覆盆子，在矮矮

的泥墙根一带捉蟋蟀、拔何首乌，夏天在园内

纳凉，冬日在雪地上捕鸟雀。这些童年趣事，

一直到晚年还引起他亲切的怀念。百草园连

同周家新台门的房产易主之后，园地的南北

两端虽已改变了面貌，而它的主要部分仍基

本上保持原样。

先生在《秋夜》里写道：“在我的后园，可

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

也是枣树。”

这句著名的“病句”，一直困扰着很多人。

的确，这话读起来是有些别扭的，又有些

像是孩童痴儿的废语，但是具体情况必须具

体分析。放在当今这是病句，可放在鲁迅的那

个时代，这就是钢铁一般的誓言。在时局动荡

的民国，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等多方势力的强

力统治，先进青年的急流勇退，以及思想界的

分化，让鲁迅难免陷入彷徨、苦闷，所以他必

须重燃斗志，写下像匕首一样更加犀利的文

字去抨击它们。

在绍兴，飘着的咸亨酒家的招牌，立着的

孔乙己的铜像，挂着的闰土土特产店的牌匾，

行走在沿城河上的乌篷船，鲁迅先生的《风

波》《故乡》《孔乙己》等作品便一页页翻开，闰

土、孔乙己、阿Q等鲜活的人物便一个个闪现。
这一切，也点燃了鲁迅一生为“孺子牛”

奋斗的思想之火熊熊如炬。

在绍兴遇见鲁迅，在鲁迅的世界里漫步，

好似在重读先生的作品，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匆匆闪现着，一个个鲁迅故乡的风情画面展

露着，使人领略到鲁迅先生作品中的深刻含

义，感受到鲁迅先生浓浓的故乡真情，沐浴在

鲁迅先生的精神之光中。

温一碗醇香的女儿红，来一碟入味的茴

香豆，在鲁迅故里遇见“鲁迅”。

如此，绍兴的独特之美，百转千回于梦

中，边走边悟，低吟浅唱。
4月20日，

第三届中国汝瓷文化节

在“中国汝瓷之都”———汝州开幕

弘宝汝瓷展位前

吸引来众多的汝瓷爱好者

其中，包括一群

活泼可爱

对汝瓷充满好奇心的青葱少年

“啪……”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抢着看

不小心把展架上

一只柴烧天青釉美人醉

撞掉摔碎

孩子们愣在原地

带队老师慌了神

工作人员也大惊失色

要知道

这次展出的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汝窑柴烧珍品

每件价值数万元

闯祸的男孩吓得哇哇大哭

带队老师一边责备一边道歉

哭声、批评声

现场一片混乱

正在接受采访的

汝瓷非遗传承人王振芳大师

看到这个场面

淡定地拿起主持人的话筒

她说：孩子，别哭……

你别害怕

汝瓷确实很珍贵

七十二道程序方可成型

做一件如此完美的器型

更需要花费心血和精力

但你不小心打碎了

就已经碎了

没关系

我还可以再做一件

如果它的碎能为你提个醒

做任何事都要小心

不能马马虎虎的话

那它就已经发挥它的价值了

在以后的人生路上

我们要懂得尊重万事万物

今天，你作为游客来参观汝瓷

我希望汝瓷能够给你带来美的、包容的感受

而不是难以抹平的伤痕

我们的汝瓷之美

就在于它能包容万物

所以，孩子，别哭

当你以后学有所成

我希望你能够骄傲地告诉所有人

你来自汝瓷的故乡———汝州

闯祸的孩子停止了哭泣

老师们、游客们驻足鼓掌

孩子们自发地向王振芳大师深深地鞠躬

掌声、笑声、欢呼声

让现场紧张的氛围

瞬间变得温馨而圆满

晚上，陪孩子做作业。其中有一道阅读理

解题，当我念到房间里有一个蚊帐时，他居然

不理解，问：蚊帐是什么？

天啊，要知道，他已经上三年级了啊，居

然连普普通通的蚊帐，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让我再次意识到，即使你已经司空见

惯的东西，对于他人也可能是全然陌生。

在我们成年人的眼中，很多事情都是理

所当然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有些事情却是

那么的陌生。就像我们成年人总是觉得天空

是蓝色的、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但是对于孩

子来说，这些事情却是那么的神秘。孩子们总

是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们会对周围的一

切事物都感到惊奇。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

这些事情可能只是生活中的平凡琐事，但是

对于孩子来说，这些事情却是那么的重要。因

此，我们应该尊重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

且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去探索周围的世

界。所以我赶快百度了几张图片，并给他看，

他马上明白：这不就是帐篷吗？

是的，蚊帐就是挡蚊子的帐篷。他在抖

音、快手里见过帐篷，却不知道蚊帐，因为蚊

帐现在已经不多用了。小时候，我们总是被蚊

子叮咬，晚上睡觉时总是被蚊子的嗡嗡声吵

得难以入眠。蚊帐可以有效地防止蚊子叮咬，

它们经过了多次针织和缝制，每一针都非常

细密，能够有效地防止蚊子进入。其次，蚊帐

可以防止噪音，当我们在蚊帐里睡觉时，蚊子

的嗡嗡声就会被隔绝在外面，我们就可以更

好地享受睡眠。最后，蚊帐还可以防止过敏。

有些人对蚊香、花露水等过敏，而蚊帐则可以

有效地避免这些过敏反应。

由于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干净

卫生，蚊子也越来越少了，因此蚊帐也很少

用到，难怪孩子都快9岁了还不知道蚊帐是
什么。所以，我们应该向孩子们普及这种知

识，让他们知道蚊帐是什么。同时，我们也

应该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多了解这些生

活必需品，让他们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健康。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

这个世界，让他们成为更加聪明、独立、自

信的人。

伤感·夏天
◇李许要

如果没了蝉

夏天该多寂寥

如果没有泉

夏天有多口渴

谁说蝉不是一位音乐家

唱着无人懂的歌

谁说夏天没有耳朵

听不到如醉如痴的诉说

泉水的记忆

因为那条鱼的梦呓而生动

夏天的风

藏着夏天的秘密

没有谁能够打开

除了用心作成的钥匙

像爱雨那样爱上雨一样的梦

像爱梦那样爱上梦一样的雨

夏天流泪的声音

被梦一样的雨雨一样的梦

揉碎

心深深地疼

疼得清脆

而这个夏天

这个黄昏

谁泪如涌泉

溢满湖河

泛滥千般无奈

万般感伤

孩子，别哭……
◇张晓丹

在绍兴遇见鲁迅
◇李晓伟

蚊 帐 是 什 么
◇马鹏亮

人间最美四月天，不负春光与时行。

这月的一天，我圆了一个梦，从汝瓷之都

驱车来到了一个向往的景区。我走过一座石

桥，穿过一道大寨门，拾阶而上一处寨墙顶

部，顿时，眼前一亮，古貌尽显。恰时，景区一

隅雅致气派的大舞台处传来悦耳动听之声：

袁桥古村欢迎您！

我兴致勃勃，在寨墙高处边走边看。高处

地面高低错落，宽度宽窄不一。阵阵微风吹

来，寨门楼檐铃作响，触景生情，把我的思绪

一下拉回古代。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迸发，捻军

扰乱到登封县境内。为保家园，袁桥十六世袁

梦松出资修筑土寨墙，抵御外侵。寨墙依地势

而建，采用夹板分层夯土法建造工艺，北高南

低，寨墙高、宽均6米，周长750米，呈椭圆形，
有“金龟探水”之寓意。东西两个寨门采用石

拱券，用榆木大门板加铁皮包裹再锚钉加固，

坚不可摧。同治年间，袁桥十七世袁景灿书写

“山河”“永固”两块红石雕刻，分别镶嵌于东

北和西南寨门上。

随着时代的演变和岁月更迭，过去的土

寨墙仅存西寨墙和南寨墙共100米。
2019年春，对古寨墙重新修复。寨墙上有

垛口，东南寨门有寨门楼，西寨墙有瞭望塔，

建造精美，人称“登封小长城”。

修复后东南寨门“袁桥”两字由中国文化

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王守常题写。东北寨

门“山河”两字由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刘传铭教

授题写。西南寨门“永固”两字由中国艺术研

究院院长、非遗中心主任连辑题写。

一阵阵笑声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两群

游客兴高采烈，拍照录像留存美好。受其感

染，我登上了寨墙上的瞭望塔，整个袁桥古村

尽收眼底，清晰可见。我把这一切存储手机，

转发旅游群，让更多的人来观袁桥。

我，环视全貌。那古槐树、村史馆、地坑

院、私塾学院、红一大地址、避难楼，在古村内

依次而建，古韵悠然。

这古朴典雅的景象，吸引我下了“小长

城”。

那古槐树，顶天立地600年，依然苍翠。此
树胸围3米多，通高有11米，冠幅东西8米，南
北10米，覆盖地面积80平方米。时至今日，树
身中空，可容一人。

明朝洪武年间，袁桥袁氏一世袁克诚从

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带领6个儿子、3个女儿和
妻子全家11口人迁入此地。为了让世世代代
记住袁家，不忘老根，便令子女们种下槐树。

现在，大槐树已成为历史的见证。

走进村史馆，用具在眼前。铁犁、铁铲、镰

刀、木锨、木耧、木斗、挑担、瓦罐、木轮小车、

铡刀、织布机、老纺车、风箱、算盘、轿子等等，

生产生活用具样样俱全。这些现在几乎不用

的物件，在过去可是实用件，件件都是宝。田

间劳作，裁布做衣，存储运输离不了。

看着老物件，想着那过去，每个人的脑海

和内心深处定会有最真实的回忆。同时，唤醒

和勾起并触动一大部分老年人的记忆。

进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这是地坑院的

景象。我感觉地坑院外地才有，真想不到袁桥

古村也有。

大地之下，圆形拱窑，间间相邻，连成一

片，冬暖夏凉，避风隔音，被誉为“天然空调，

恒温住宅”。住上一晚，美哉乐哉！

“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中

国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名言对联，把我引

进了私塾学院里。学院有两排三进四合院组

成，是豫西地区典型的一门多处大宅院。此院

是清朝十四世袁宗举首办的私塾学堂。在教

育自家孩子的同时，还免费让本村和邻村的

孩子们来学习。于是，就成为早期的民间私立

学校。学院教学严谨，至明清以来到新中国的

成立，从这里走出去的教师在登封区域是最

多的。

袁宗举，德隆望尊、桃李满天。在清朝嘉

庆六年（1801年）县府赐予他“名重六堂”的匾
额。

此处，乃教师和学生应多来之地也！

两面鲜艳的党旗，在一老式宅院门口两

边迎风飘扬。正门口的红色条牌告诉我，此处

是中共登封县第一次党代会旧址。

我，迅速端身正意，继而，怀着崇敬的心

情走了进去，这是一处四合院的大宅子。

1939年2月初，中国共产党登封县第一
次代表大会在大金店袁桥村中共早期党员

袁毅家中召开。为了安全，袁毅借其侄子袁

玉然结婚送礼为掩护秘密进行。参加会议的

代表有15人，代表着全县40多名党员，10个
党组织。

会议传达学习了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

精神，选举产生了以李仲敏为县委书记的第

一届中共登封县委，并着手在登封白栗坪、徐

庄孙桥筹备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豫西抗日

战争提前奠定了组织保证和群众基础。

这正是：播火传薪先贤已把党旗插嵩岳，

抚今追昔后辈又将辉煌写颍滨。

从此后：巍巍嵩岳高扬赤旗，滚滚颍河频

报捷音。

众做到：守初心紧步先贤酬壮志，担使命

高擎赤帜绘宏图。

登封红一大精神，必将会不断发扬光大、

熠熠生辉、代代相传！

在登封县第一次党代会旧址，三排四进

四合院东路第三进院落，有一座避难楼，坐北

面南，面阔三间，长10.4米，宽5.4米，通高15米
左右。共三层，砖木结构。

明末时期，社会动荡，匪患滋扰，为了保

家卫民，守一方平安，文思院太史袁桥村第七

世袁国臣出资修建了此楼。

这楼的主要用途就是躲避匪患。平时，主

人会邀请一些朋友雅士登高望远，品茶吟诗。

此楼是中原地区唯一的一座专门用于避难的

碉楼，距今约有440年的历史，是这里最古老
的建筑。

避难楼，至今保存良好。它对研究明清时

期的建筑风格和人文历史具有相当高的价

值。

在避难楼的里面，还有配套的地道通向

村外。地道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地道入口位

于袁毅家中路院第三进院上房东北角，有衣

柜作掩护。地道与避难楼一层东南角的地道

口互通，人进入后，向南走，向西，再往南通到

南寨墙外面。在动乱年代，地道为袁桥人躲避

灾祸立下了汗马之劳。

现在的地道修复后，全部是青砖拱券，两

侧安装有照明用的仿马灯，地道总长300多
米，里边气流通畅，舒适宜人。如今，已成为游

客的网红打卡地。

200年古寨墙，600年古槐树，50米长村史
馆，8米入地的地坑院，100年私塾学院，80多
年红一大会址，400多年避难楼，300多米地
道。这些，就像一条条时光的长廊，历经岁月，

诉说沧桑，镌刻古今。它们又似一座座经历丰

富的雕像，站立袁桥，历经世事，呈现给人们

一个个生动且厚重的景象。

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镇东2公里处，就是
景象呈现之地：袁桥古村。

阡陌纵横村史永存，古木参天老屋杂陈。

嗨，一个不赖的地方！

青砖黛瓦呈古韵，街巷意深留世人。嘿，

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厚重古村，古村袁桥，中原古村落，名副

其实，魅力无限！

厚重古村
◇孙建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