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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衣巷曾经辉煌一时，
并不仅仅因为那首传唱千载

的诗，王、谢两大豪门望族曾
居此，书法史上著名的“二
王”王羲之、王献之也住在
这里，鲜为人知的是，“画龙
点睛”故事的发生地———安
乐寺也在乌衣巷内，只是这
些地点现在都已不可寻。

现在乌衣巷虽还在，但
早已失却了往日的颜色，如
果不是巷口竖立的指示牌上
“乌衣巷”三个字唤起人们
无尽的遐思，你会以为它不
过是南京千百条寻常街巷中
的一条。东与白鹭洲公园相

接，西至钞库街，300米长，
平整的柏油马路，两边或新
或旧的居民楼和凌乱的门面
房，这就是现在的乌衣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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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衣巷27号是一幢建

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居民
楼。这里住着一位78岁的
老评话艺人孔幼平，出生在
评话世家的孔老对南京的
许多地名掌故、人文故事都
非常熟悉，对于自己住了
50多年的乌衣巷更是能说

得头头是道。
孔老说，乌衣巷地名的

来历说法很多，比较可信的
是三国时孙权驻兵在此，士
兵都穿黑色的军衣，因此这
里被称为“乌衣营”。乌衣营
既然是军营，范围应该是很

大的，决不是一条小巷，孔老

看过不少资料，大致估出当
时乌衣营的四至：南至中华

门东膺福街，北至桃叶渡，东
至白鹭洲公园，西至长乐路
西端，都属于乌衣营活动范
围。后来军队撤走，这里变为
普通百姓的居住地，“乌衣
营”也改“营”为“巷”。东
晋时，乌衣巷盛极一时，王

导、谢安两大望族居住这里，
东晋大将军纪瞻也住乌衣
巷，只是王谢的名气太大，纪
瞻也就不大为人所知。

这么多达官贵人居此，
所以孔老更加确信，乌衣巷
当年的范围很大，“一个大

家族，连仆人在内至少上千
人，小巷子绝对是住不下这
样的大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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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古乌衣巷的范围所在

颇多争议，但孔老认为，今乌
衣巷确实是古乌衣巷的一部
分，孔老的理由是未改造前的
乌衣巷口有一口古井，人称
“乌衣古井”。

说起这口乌衣古井和未改
造前的乌衣巷，孔老的儿子孔

令人十分怀念，“夏天井水凉
丝丝的，冰西瓜最好。一到晚
上，打盆井水往门口地上一
浇，暑气全没了，家家户户搬
出凉床、桌子，一边吃晚饭，一
边跟左右邻居聊天，笑声从巷
头传到巷尾。”

孔令人还记得，20多年前

的乌衣巷不是现在这样笔直、
一眼就望到头的，而是像钩子
一样呈 35度弯曲，站在巷头，
望不到巷尾，古井就在“钩子”
的 35度角上，巷子两边是四
合院一样的民宅，青砖小瓦马
头墙，地上铺的都是马蹄石，

边上长青苔，两边还种满了各
种各样的树，绿树成阴。“哪像
现在光秃秃的柏油马路，大中
午都要晒化了！”

如今，古井也被填了，在它
上面建起了新楼，但井栏还

在，“井栏被移到王谢故居里
面了。”孔令人说，王谢故居里
的那口所谓的古井是后来挖
的，但是井栏确确实实是乌衣
古井的井栏，有多少年的历史
已无法计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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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心理学专业历史悠

久、实力雄厚、社会信誉
高。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心
理学系就诞生在这里。应
用 心 理 学 专 业 自 开 办 至
今，毕业生就业率连年名
列前茅。

该校主考的自考特色专

业45+,*招收：１、高中
起点本科全日制；２、大专起
点本科业余；3、应用心理学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
方向） 大专起点本科业余。

该校主考的+,6789自
考专业高起本、专起本全日
制班亦同时招生。均免试入
学，文凭全国电子注册。条件
符合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报名地点：南师大（宁
海路 122号正门内右侧）教

育中心办公室（节假日不休
息）。电话：025-83598938、
81636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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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家山位于中华门外长
干里，为古石子岗的一部分。

南唐时，松林庄住户大多姓
戚，故更名“戚家村”，山也因
此更名为“戚家山”。南唐仆
射韩熙载，曾为避祸在戚家山
“养疴”。

后因北方战乱，其父被诛

杀，他逃到南京，投顺南唐，
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
其寓所，据清代 《同治上元
志》记载：”戚家山，在江宁
城南聚宝门外，南唐韩熙载
居此。后主李煜执政以后，北
方的后周严重威胁着南唐的

安全。李煜虽然对后周采取
屈辱求和的态度，但对那些
在南唐做官的北方人异常猜
忌，曾用毒药毒死过不少北方
籍大臣。

为了迷惑李后主以保全

自己，他一反正直敢谏的常
态，假装成一个沉湎于酒色歌

舞的庸碌之辈。他请了长假，
在戚家山“养疴”，成天与 40

多个姬妾谈笑取乐。他领到俸
禄后，尽数散发给这些妻妾，
然后再穿着破衣衫，挎着破篮
子，到各姬妾的院子中去乞讨，

以博一笑。但李煜对他仍不放
心，便派画院的“待诏”顾闳中
和周文矩到韩熙载家里去，暗
地窥探韩熙载的活动，要他们
把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画下
来交给他看。顾闳中和周文矩
到了韩熙载家后，正碰上韩在

家设家宴。顾闳中凭借他那敏
捷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
把韩熙载家中整个夜宴进行的
情况默记在心，回去后即刻挥
笔作画。这幅画就是闻名中外

的《韩熙载夜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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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幼平老人讲到居住在
乌衣巷的名人，特别提到了王

献之，因为与乌衣巷相距不远
的桃叶渡也与其有关。桃叶渡
曾是秦淮河上一个古渡头的
名字，因王献之在此接送爱妾
桃叶而得名，现在渡头早已不
见。而古桃叶渡的遗址就在吴
敬梓故居内。

一进吴敬梓故居，门口

就放着一块指示牌，指出古
桃叶渡口、牌坊和桃叶渡碑
的所在，按指示牌，记者来
到古桃叶渡口———传说中王
献之接送桃叶的地方，这个
渡口经过复修，现在这里有
一座断桥桥墩，桥墩的石壁

上，一个手持团扇、体态婀
娜、群裾随风起舞的窈窕女
子迎河而立，似要过河。女

子铜像边一排小字写着“为王
献之桃叶造像”，落款为吴为

山。遗憾的是桃叶身边并没有
王献之相送。

资料记载，桃叶渡处当时水
深湍急，翻船事故时有发生。王
献之深爱其妾桃叶，对桃叶往返
于河流两岸很不放心，所以每次
都亲自在渡口迎送，还作歌数首

吟唱。
而现在的桃叶渡处，秦淮河

风平浪静，扔一块石头下去，也
惊不起三层波澜，离对岸也不过
20米的距离。若是1000多年前
的秦淮河似这般平静，桃叶渡
河，王献之还会不会相送呢？望

着渡头边孤独的桃叶，记者不由
得陷入猜想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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