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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我家在城中的吉
兆营，姑妈家在城南的饮马
巷。我不乐意在家里过暑
假，认为城南姑妈家才是我
们这些娃儿们的幸福之处。
那纵横交错、迷魂阵式的小

巷子，是我们的快乐源泉，
她让我们精神勃发、活力四
射。快放假时，我做梦都算
着到老城南的日子。

在老城南度假，很少呆

在家里。吃过早饭，表姐就
领着我们在街巷之间穿行。
别以为我们只是玩，我们天
天都要完成为街坊邻居传
电话的任务。姑妈家邻街有
个酱园店，店里有一部黑色
的电话，看管电话的是卖酱

菜的营业员，她将要传呼的
内容写在一张小纸片上，我
们就按照她交待的地址去

为人民服务了。

接到任务后，表姐充当
了指挥官的角色，路线由

她选。我不识路，所以居
中，表妹、表弟紧随其后，
一支队伍就出发了。老城
南的小巷子四通八达，表
姐为了尽快完成任务，选
的都是非常规的捷径，常
常要进大院，穿厅堂，从这

家大门进，自那家小门入，
大点儿意就会迷路。

有一次我鞋袢儿掉了，
一弯腰的工夫，队伍竟消失
得无影无踪。我东看西看，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幸亏
表姐及时清点人数，发现我

不见了，立马回头收容我，
才使得我的眼泪没掉下来，
没在表弟表妹面前现丑。

可怜我每次都头发昏心
发慌，所以跑了无数趟，竟
没能记下一次完整的过程，
所以现在叙述起来就干巴

巴的。但饮马巷、荷花塘、六
角井这些地名，却深深地留
在了我的记忆里。同时留在
记忆里的，还有老城南娃儿

们的懂事与能干。
完成任务回来的路上，

精神就放松了，我们大声
向路边择菜的爷爷奶奶问
好，还主动帮井边淘米洗
菜的婶子大娘提水。

到酱园店交了差，我们

会得到几分钱的奖励。对
那几分钱，大家轮番又看
又摸，然后由表姐放到储
蓄罐里，留着交学费或买
学习用品。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姑
父鉴于我们的良好表现，会
领着我们这帮孩子去逛夫

子庙。走累了，就找一个店
面，每人花一角三分钱来碗
馄饨。馄饨端上来了，清清
爽爽的，虾皮、蒜末、辣油，
看着养眼，吃着鲜美。

几十年的时光很快就

过去了，童年不再，中年将
尽，老年快至，俗话说“老
小、老小”，在南京这个古老
而又年轻的都市里，将步入
老年的我，还能找回童年的
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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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桃叶渡口。
桃叶渡啊，你存在于何

时？在历史的烟尘中，你为什
么没有被雨打风吹去？

噢，你应该暗自庆幸，如

果没有那位叫桃叶的美女，不
是因为你见证了王献之和桃
叶的风流韵事，你也许永远只

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渡口，连
名字都没有，也许早已在岁月
更替中湮灭，不会留下丝毫的
记忆。但你摆渡了美女桃叶，
你就成了金陵十八景中特别
的一景，直到今天人们还津津
乐道那段浪漫情愫。

我抚摸着河房。
你是一种特殊的民居建

筑，你临河而建，这儿的人们
就临河而居。推开那一扇扇木

窗棂，在清凌凌的秦淮河微波
里，就出现了穿着花夹袄、扎
着红头绳的秦淮女儿的美丽
倩影。你是不是也在隔江倾听
那支《后庭花》曲？

这格扇的木雕十分精美，
那些热爱艺术的人们把生活

也融进了艺术，看那一幅幅戏
曲图案，精致得让人不敢大声
呼吸，害怕吹破了那轻轻的罗
帐。我抚摸着河房，就是抚摸
历史瑰丽的遗存。

这时，不知从哪家河房里
传出闵惠芬的《江河水》，显

得格外忧伤。我抚摸着这片河
房，也抚摸着这片片忧伤……

我凝视着那座座民居。
经过了多少岁月，你度过

了怎样的沧桑？看你的模样，
青春已经不再，衰老已经爬上
你的容颜。我来看你了，是你

留给我的牵挂，是那一缕挥之
不去的恋情。

你曾经听过杜牧吟诗，

你曾经看过献之作画，你曾
经赞过吴敬梓著文，你是否
还记得朱自清俞平伯泛舟的
身影？

如今，你却听到另一种声
音：“你们愿意在闹市里敲打
残砖碎瓦，聆听历史的回声；

我可宁愿到城西推开落地窗，
迎接每一个黎明。”

生活总得前进。我们也许
应该去迎接你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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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老城南，每当夜
幕降临，高岗里社区的大街
小巷都会回荡着清脆的铃铛
声。伴随着那叮叮当当的铃
声，还有居委会的主任们和

那些被称作“积极分子”的
大爷大妈们的吆喝声，“关
好门窗啦！”“谁家的车子没
有推进去啊？”“收衣服
啦！”……

你可能不知道，这铃声
已经响了整整19年。

据高岗里的几位老居委
会主任说，她们的小摇铃是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摇起的。因为当时那里都是

小街小巷，且平房和老房居
多，居民家中失窃等现象时

有发生。为了社区的安全，
当时的居委会主任和管片
民警一起首创了在小街巷
摇铃示警的方法。

19年来，居委会主任换
了好几届，管片民警也换了
多少个，有些参加摇铃的老

“积极分子”都已经过世了，
那铜制的小铃铛也摇坏了十
几个，可是，那清脆的铃声依
旧悦耳。90年代末的一个夜
晚，小摇铃还协助公安派出所
抓到过一个在逃的杀人犯呢。

这就是高岗里的小摇

铃。每当夜暮降临，示警铃声
叮当响起，居民们都会习惯
地检查一下门窗是否关好、
户外的东西是否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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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快报上通篇的城南
旧事和勾起眷念的熟悉的街
街巷巷，我这一整天都好像
落寞着。胸，涌堵着，眼，潮润

着，曾经养育我的地方就将
逝去了，我究竟怎么才能将
这即将过去的印象链接上我
那支离的记忆呢？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

衣巷口夕阳斜。”我小的时
候就经常穿行在老城南的乌

衣巷、箍桶巷、剪子巷，还有
大油坊巷，对于老城南的寻
常巷陌十分熟悉。我是在外
婆家长大的，外婆住在长乐
路，是“秦家大院”。先辈秦
家人在外做官，家大业大，直
到我外公辈才衰败了，留下

的宅院高墙灰瓦，属徽派民
居建筑。我在那里长大，算是
老城南里走出来的。

那大院是正宗的几进几
厢，占地几千平方米，在城南一

带是很有名的大宅。解放后，大
院里就住了很多人家。正是这
许多人混住的大杂院生活，成
就了城南人的生活方式，形成
了老城南的风土人情。

清晨，城南人基本属于

勤快人，清大八早就起床倒
“马子”了，因为天蒙蒙亮，

就有马车沿街串巷收马桶
了；然后铃铛一响，倒垃圾的
马车又过去了；再看看菜场
里，夜灯还没熄，买菜的已是
人头攒动了。城南人热情，明
明一个院里住着，抬头不见
低头见，可菜市里见到还是

难免嘘寒问暖地客套一番，
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等上班、上学的人都走
了，大院又沉静下来，很静很
静。家里的老人会忙着搬进
搬出地晒箱底、晒陈芝麻烂
谷子，生活的乐趣就是这样

绵绵的。我经常会搬了小凳
坐在外婆身边，一边晒太阳，
一边听故事：帝王将相，才子
佳人，老外婆会讲好多好多
的故事。

我小的时候经常生病住
院，外婆不能天天到医院陪

我，于是张婆婆、杨奶奶就轮
着去陪我，都跟我的亲外婆
一样亲。这样的邻里关系，在
现在恐怕再也不会有了，真
是怀念。
“十里秦淮，六朝金粉”，

秦淮河两岸的城南旧城区，

是传承南京历史、经济、文
化、民俗信息的珍贵物质载
体。而今后，我将拿什么来记
忆你———老城南我的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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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年轻一代在学习"就业"交往等方面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一个好的

形象显得异常重要# 南医大友谊医院整形美容科作为我省大规模整形美容机构!在开展$夏季整形

美容优惠特价大惊喜%的基础上!暑假期间针对爱美一族!在我省首次推出整形美容手术免费&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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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可达到根本性改善的!申请通过后可以免除全部手术费用!手术期间生活营养类费用自理!需

有当地政府部门推荐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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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过参加南医大友谊医院提供的各种勤工俭学工作!支付余下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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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窥镜微创立体隆胸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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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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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重睑

成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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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等众多整形美容优惠项目!详情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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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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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活动热线是
%/.0+$$!!+//

!活动地点在南京市汉

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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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巷，名字里就满溢
着脂粉浓郁的香气。

有人说胭脂巷十九号

院内有一口青石古井，即
“胭脂井”，此巷即以此井
为名，当年的“秦淮八艳”
常来这里，用井水梳妆打
扮，留下的水飘溢着胭脂
的香味，胭脂巷也就被叫
开了。又有人说这里人大

都做胭脂水粉的生意，于
是“胭脂巷”由此得名。果
真如此吗？
《金陵野史》说，胭脂

巷是门西一条最整齐的古
巷，路面铺以大石板，两旁

人家都是殷实富户。书里还
说，记得旧时南京，就有三

处里弄被称为诗巷的：一是
棉鞋营；一是龙蟠里；一是
胭脂巷。

胭脂其实和水并无多
大的关系。胭脂原产于中国
西北的焉支山，当时匈奴贵
族妇女常以 “阏氏”(胭脂)

妆饰脸面。张骞出使西域
时，把胭脂引进了中原。所
谓“胭脂”，实际上是一种
名叫“红蓝”的花朵，花开
之时整朵摘下，然后放在石
钵中反复杵槌，淘去黄汁
后，即成鲜艳的红色染料。

除红蓝外，制作胭脂的原料
还有重绛、石榴、山花及苏
方木等。

再阅前人著述。《儒林

外史》就不止一次地提及胭

脂巷，“当下处断出来，他另
分几间房子在胭脂巷住……

当下沈大脚吃了饭，一直走
到胭脂巷，敲开了门。”“我

昨日听得一个朋友说，这里
胭脂巷有一位中书秦老爹，
要上北京补官。”如何不见
胭脂痕迹？

又是黄昏了，胭脂巷在

落日的映照里显得那样苍
凉。酥松了的屋脊在金色的

余辉里残喘着古旧的凛然，
还显得如此璀璨。

箫声又起：“旧居痕影
此低徊，忆取儿时事事衰，
满巷斜阳箫一啭，东邻春

叟卖饧回。”这是近代文人
张慧剑回忆起胭脂巷旧居
的诗，只是这几声遗落的
哀怨，怎能道尽那历史的
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