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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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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后，仍酷暑难耐，就想到一个“雨”字，或许是
因为民间俗语“一场秋雨一场凉”，想着秋雨给这暑热
降降温。

浅秋的雨是善解人意的，也是相宜的背景。浅秋
的雨，一般都是带着一丝难得的清凉，大自然的景色
也因水的洗涤而显得愈发鲜亮。树在雨中摇曳生姿，
花儿在翠绿的叶片间静静绽放，宛如粉色的蝴蝶在枝
头栖息，池塘里的荷花亭亭玉立，荷叶铺满水面，圆润
的雨珠在荷叶上打滚，为这个浅秋增添了几分美丽与
活力。

雨落浅秋，万物承恩泽。乡间的稻田里，恰逢细
小的稻花，低调地开着。在雨的滋润下，稻花呈现出
晶莹剔透的质感。风起，整片稻田的稻禾开始以同一
种节律摇摆，试图模拟潮水或海浪。石榴欢快地招摇
着，挺着红红圆圆的肚皮，宛如一盏盏小红灯笼。玉
米地里，农民们掰着玉米棒子，上面沾着雨珠，这是丰
收的田野，也是幸福的油画。

雨落浅秋，在云雨蒙蒙的田野上，木偶般呆望着
林间百鸟在雨幕中疾飞归巢。树上的蝉因雨的到来
歌声沙哑，甚有渐远渐弱之感，接声而起的是遍地的
蛙鸣，那高一声低一声的鸣唱让我遇见“稻花香里说
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场景。草丛里，侧耳听，虫儿
们欢快地叫着，音似促织而悠长，仿若纺织车咿咿呀
呀地摇起来，梭子在线与线之间穿梭。它们是大自然
的调琴师，在秋雨中调琴瑟、弄丝弦，啾啾卿卿，不绝
于耳，沁人心脾，它们用自己的热情和爱意吟咏着世
间的美好。

浅秋如歌，秋雨如诗。荷园驿道、乡间的田野以
及小路上树叶上流淌下来的水珠一一都能引起我神
秘的幻想。在池塘边水清、心静看着时而鼓起、时而
消失的雨泡，引发我对生命的遐想；在石桥上，想起诗
中撑着伞走在古巷中那丁香一样的姑娘；我甚至想到
李清照的词“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美好
意境。我在浅秋的雨中一直行走，又恰似被浅秋的安
静滋养。

小时候，姑姑家住在村北的庄台上，她家南
侧和东侧都是河，西北侧是一个池塘。河有八
九米宽，水有二三米深。姑姑家的责任田和菜
地在河的东面，每次都需要绕行。

有一年，姑父不知道从哪里买来了一个旧
的水泥船，有7—8吨的排水量。

这个船偶尔会作为运输船。有一次这艘船
拖着化肥、种子还是什么的，姑姑用竹竿一路撑
着，带着我和表弟，从她家的东侧河边出发，先向
东，再转向南，跨过两座桥，折向西，沿着我们家
门口的那条河，一直撑到我们家的门口。直线
200米的距离，足足绕了差不多2000米。不过，
大人还是省了力气，我们孩子也多了一种乐趣。

大多数时候，这条船被当作浮桥使用。将
船停在姑姑家东侧的河道上，把连着船一端的
绳索扣在姑姑家边的一棵树上，把连着船的另
一端绳索套上一个木棍，插在东岸的田埂上，这
样船就横卧固定在河上。绳索放得刚刚好，如
果太长，船会跑偏，如果太短，船有可能离岸比
较远，小孩可能跳不上去。人到岸边，如果有需
要，可以拉一拉绳索，船就可以与岸边更近，方
便人跳上去；到了船的另一边，也可以拉一拉绳
索，船与岸更近，下船也会更从容。多数时候，
在船的两头与岸边各放了一个长条的木板，方
便人上船、下船。

船两头的船舱是封闭的，中间有个圆圆的
孔可以看到里面，总是黑洞洞的，即使下雨，里
面也不会积太多水，积了也不影响船的安全。
船中间有三个船舱，都是敞开的，中间的大，两
边的小。两边小一点的船舱，孩子也可以跨过
去。中间的船舱即使是大人也跳不过去。船舱
没水的时候，人可以下到船舱里走过去，但是老
家经常下雨，很多时候来不及清理舱中的水，有
的时候只能壮着胆子从船舱两边临水的窄窄的
船舷上迅速走过去。有点危险。每次路过都有

点心惊肉跳。后来姑父在船舱又找来一个长的
木板放上去，大人小孩才安心多了。

船舱里积水是常态。水积多了，需要及时
舀出。经常积水，舱底会有很多青苔。人穿着
沾上泥的雨靴雨鞋路过，也会把泥土带到船
舱。船舱渐渐地像一个小池塘，还会长草。小
龙虾在家乡出现、泛滥后，有一年我和表弟捉到
几只腹部有子在动的小龙虾，将之扔进这个船
舱中，希望做一个养虾试验。的确有一些虾子
变成了小龙虾，但好像长得不够快。

这个船浮桥，是姑姑家买的，姑姑家的人，
通过这个浮桥，沿着东面的田埂、机耕路上到我
们家门口的公路，是最快捷的。但走的也不限
于他们家，他们家西边河北面的几家邻居也经
常走，实际上已经变成公用的了。

船还承担着洗菜洗衣码头的功能。到船上
离岸更远一点的河中洗菜淘米、洗衣刷鞋，河中
间的水肯定比河边的码头更洁净一点。

夏天的时候，小伙伴们会在船边嬉水游
泳。水性不好或者不会游泳的孩子，都会带着
游泳圈。有的孩子还会穿着游泳圈从船上跳到
水里。有一次表弟穿着游泳圈，兴奋地跳到水
里，哪知道跳下去的时候游泳圈刚好被船边裸
露的钢筋刮了一下，迅速地泄了气。旁边的小
伙伴看到这场景，有的吓坏了，有的笑坏了，但
表弟本人不知道，还在手舞足蹈地拍水。好在
只是半边游泳圈泄了气，而且下水的小伙伴中
也有水性好的，确保了安全。

由于交通不便，姑姑和周围几户人家陆续
搬到了马路边，房子陆续被拆了，人不住那里
后，这个水泥船也无用武之地了，再后来，原本
有点绕的河道被截弯拉直，船也被折价转卖给
养鱼人。但这艘水泥船以及它担负的浮桥功
能，给过我们很多便利，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温
馨、快乐和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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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末，我跟队去百丈漈采风，很是开心。一早到
景区，乘坐景交车，在山间蜿蜒绕行，忽听有人问，车子
怎么往下开？呼啦啦，密林峭壁一闪而过，果然，仅十几
分钟，就到了山脚，穿过入口，不远处是峨冠博带、手握
书卷的刘伯温像，旁边立石上刻着“刘伯温故里天然文
成”几个大字。

放眼望去，阳光下，山林葱郁。一路上，迎面一棵棵
高大的树：楝树、紫楠、枫香、猴欢喜、柳杉、大驳骨等，在
林间挺立，像来参加武侠大会的各路英雄豪杰。“武当”

“峨眉”的旗幡飘展，随处可见的横幅上选自《天龙八部》
《笑傲江湖》等经典妙语：我一见到你，就变得不像我自
己；宁愿把世间千万种苦难都放到自己身上，只是要他
平安喜乐；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与其天涯思君恋恋不
舍，莫若相忘于江湖……宛如一场情感剧的内心演绎，
我和友人边走边拍，乐在其中。沿路好多画有武侠英雄
的背景墙，她都会上前留影，跟着射箭舞拳的招式比画，
兴之所至，还捧了酒坛，笑得一脸灿烂。彼时的她，事业
尚在打拼，生活不尽如人意，每天像打不垮的女侠，各种
冲锋陷阵，却不改其乐。

百丈漈山中，水是精灵，无处不在。眼前的潭水看
似不深，水声却很响，像年轻莽汉虚张声势的叫嚣，引着
我们很快到了三漈。“漈宽百丈”，股股水流并列而下，入
碧潭，跃怪石，响声不绝于耳，不远的潭中，岩石如神龟
正静卧谛听。沿漈而行，远看二漈水瀑上下两折，仿若
中途站台跳水，高低错落，水声分外铿锵，走进崖石洞廊
下，瀑布披挂而下，碎玉一般溅到我们的头脸和身上，顿
时溅起我们纷扬的笑。漈落成潭“深百丈”，相传能直达
东海龙宫，潭中竟有块形似玉玺的崖石，是否藏着彼此
之间神奇的密语？

已是正午，太阳很烈，我们越往上爬，身体越下沉，到
一漈时，两条腿沉甸甸的，汗水止不住往下流，但看“漈高
百丈”，三面绝壁直抵云天，飞瀑从天而降，犹如天兵天将
突奔而来，嘶吼声震如雷，风跟着呼啸，我站于瀑前，心下
有张开双臂想要飞起的畅快。潭边有亭，很多年轻男女着
古装、执剑立于此，可见裙带飘飘，恍若天仙。

刘伯温曾有《观瀑》诗：“悬崖峭壁使人惊，万壑长空
抛水晶。六月不辞飞霜雪，三冬还有怒雷鸣。”暮年时，
他功成身隐，结庐于此，是否悠然坐于亭前，看飞瀑流泻
而心生感慨？少年时，他来此观瀑，生豪情壮志，22岁
举进士，授以官职，可谓起点即巅峰。无奈屡遭排挤，几
度辞官还乡、隐居修行。49岁应朱元璋之请，任其谋
臣，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刘伯温的一生，恰如百丈漈，
一波“三折”，终成就“三漈连天悬百丈”的壮观之景。

一路听瀑，百丈漈不正是一首跌宕起伏的人生之
歌？高处绝壁是成全其人生最好的进阶，在高处，才有
胸藏万壑的气势魄力，即使下落，也有雷霆万钧之势。
为此得不停攀爬，无惧山高与一路荆棘，还要适时放下，
在冗繁生活的缝隙中，寻一片内心的水潭。我望向友，
此刻，她笑眼如潭，溢满对生活的万般热爱。

从玄武大道与宁铜铁路交会处，一路东行，
到宁镇交界的宝华，是总长约15公里，穿越南
京智谷核心位置的智谷大道。如今我这样一个
超级路盲兼宅神对它却如此谙熟，皆因为最近
的我成了这条路上的常客。我所去的地方，是
宝华小镇。对于我来说，那里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自然是因为如今的常来常往，而陌生
则是因为曾经的距离与交通的不便。

小镇属于句容，与南京虽是紧邻，但毕竟算
是两个城市。客居南京四十余载，前三十几年
里，听说它的次数屈指可数，而去也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九几年。先生的同学从外地调回
宝华老家，邀请我们去玩。那天从南京家中出
发，开车小半天才到。彼时儿子尚小，出发时兴
致勃勃的他，到达时已经睡着了。

同学的家是两居室，几个人进去就显得格外
逼仄。稍稍坐了坐，就到定好的饭店。一路走
来，民居老旧，店铺简陋，有的巷弄中，还挤着很
多没有规矩的小房子，应该是居民自己搭建的，
这使得街景很是凌乱。一边走一边看，心中暗自
思忖：这里与南京相邻，怎的却是天差地别？

那以后，几乎就没有再去过。
时光倏忽。再一次到宝华，是2016年的10

月6日。我受句容文化部门的邀请，参加“走进
千华古村”活动。

初秋的日子，阳光明媚得无法言喻。车子
沿一条通衢大道飞速向前，我这个路盲心中既
焦灼又疑惑，抱怨着：磨磨蹭蹭，都走晚了，该
迟到了。还有，这好像不是原先的路啊？送我
的先生笑了，从这仙林大道过去，一个小时就到
了，你当还是几年前啊！

活动先是参观宝华山上的隆昌寺。当目光
穿过寺中无梁殿那狭小却厚重的窗口，越过那
层层叠叠禅室的屋脊，停落在遥遥山脚时，我看
到葱郁的树木和湛蓝的天际交汇处，有一个从
岁月深处睡醒的小小村落，在安静地等候。

当我们随着正午的阳光，淹没在这座明清
风韵的古街上时，身畔的流水是静静的。

这就是宝华山下的千华古村。
宝华山，“律宗第一名山”，静卧于长江之

滨，与南京钟山、栖霞山绵延相连。山中名刹隆
昌寺，已走过1500余年岁月沧桑，是目前国内
最大的传戒道场。“水流石不动，山静云自
飞”。以佛教传世的宝华山集“林麓之美、峰峦
之秀、洞壑之深、烟霞之胜”于一体，人在山中
走，如在仙境行。

而我当时所在的那个修旧如旧的古村落，
却是那漫长的历史中，人间尘世烟火生活的再

现。
先是随心走着，并不辨方向。起起落落的

足音，走过了小小的拱桥，走进了幽幽的跨水长
廊。美人靠上，镂空扇形窗映出绿水红灯，一一
如画。人若画中仙子，刹那间离了凡俗。

继续行走，那些店铺，那些酒肆，那些静守
时光般的橱窗，在眼中轻盈地掠过，曳出长长的
余韵，倒映在心田。

就这样，从尘世而来的我们，走在古韵悠悠
的长街小巷，走过秦淮源头水汽烟岚，走出了醉
巷的街口；微醉的我们，恍惚在青砖漫地的扇形
广场上了……

离开时，新结识的朋友莹看我恋恋的样子，
笑说，你干脆在这里买个房子，就可以常来常往
了。

我虽没有在句容买房，可这句常来常往却
在两年后变成了现实。先是有朋友买了坐落在
宝华镇上的联排别墅，兴致勃勃地拉我们去看，
去给她的装修出主意。

小区建筑俱是徽派建筑风格，一水儿的三
层小楼比肩，还有挺大的前后院。那真是，“白
墙黛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衬着小区内
部修竹、小桥、流水构成的小景，俨然是令人神
往的世外桃源。虽然我因工作原因，更因自己
不会驾车，无法购房定居，但在我心底，句容，
宝华这个地方，已然悄悄拉近了距离。

时间辗转几个秋。2019年，我成了句容宝
华的常客。身边的同学或朋友，陆陆续续在宝
华购房。一次次看房，一次次做客，我惊奇地发
现，原先的小半天，后来的一个多小时路程，不
知不觉中竟缩短到半个小时左右——是那条仙
林大道有了高架，也已经更名为“智谷大道”。

那天，学生雯告诉我，她在宝华一个小区买
了套房，邀我去看看。小区里绿树扶苏，高楼错
落有致，一派简约、现代的气韵。

雯的家在8楼，有180平方米，通透明亮。
我特别喜欢朝北那个阔大的阳台，倚栏远眺，满
目青山，心旷神怡。我笑着逗她：这儿环境房子
都挺好，就是离你妈远了，今后蹭饭不方便了。
雯俏皮地眨眨眼，回复说：我要把妈妈接过来
的，再说舅舅和姑姑也都在这里买了房，我可以
轮流去蹭呀。

离开时车行迅疾。回眸，一片片风格各异的
小区，青石灰的、浅锗红的一栋栋高楼，在蓝天、
远山的背景中沉静成一幅画，和记忆中那老旧的
小区、杂乱的街景，交错出时代变迁的旋律。

惊艳了时光的宝华小镇，正以越来越美好的
居住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来安家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