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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牧郎

张铭轩（1659-1718），讳嗣
溥， 字天如。 开化华埠镇玉川
（今界首村）人。 清代两浙著名
学者。 清·康熙十四年，耿精忠
叛军过玉川， 年仅十五岁的张
铭轩负母避入常山原谷。 烈日
熏蒸， 母卧地呕血， 口渴思泉
水，嗣溥提瓢往返于山径之中，
取水为母解渴，不幸母病猝死。
贼兵追至，避难者皆惊走，唯铭
轩独守母尸号泣。 贼兵感其孝，
舍之去。 遂负母尸归家安葬。

铭轩幼颖异， 读书过目不
忘。十三岁游庠，丙寅年（1686），
相国太仓王公视学浙中， 奇铭
轩之文章，选拔贡入太学，因父
积厚年老多病，不忍离去，父强
之行，乃与父商定十月即归。至
京城后，声名大振。时浙江鄞县
人，少宰仇沧柱负重望，初入翰
林，诸名士多执贽门下，仇独看
重铭轩。江左何屺瞻、刘大山等
人，均与他相交。

国学生都是由各地挑选推

荐而来， 均为负才名， 重声气
者， 多就六堂肄业， 以猎取富
贵。 上者取科第邀馆选，次者亦
图教习出身，以郎官宰百里。 铭
轩因牵挂多病老父， 恐误与父
相约之归期， 于是置荣华富贵
于不顾， 坚请假而归。 如期至
家，父喜加餐。 居不久，父病死，
铭轩哀毁骨立，治丧悉依家礼，
守孝三年，一如生前。 并遵父之
遗命，建茶亭、禁捕鱼，焚贷券，
修建读书楼， 聘请名师教诲族
中子弟。 次第施行，从不懈怠。
后将家事全委诸弟管理， 每日
闭户肆力於学。

读书楼又称愿学楼， 位于
村西。 登楼依窗， 则见青山倒
映，金溪似镜，风景十分幽雅。
故兰溪知县方迈， 因不善事长
官罢归，即应邀来玉川就教，一
住数年，不思归闽。 他在《登愿
学楼并游名园赋二律》之一有：
“环山带水读书楼，八景当窗事
事幽。 金谷诗成传已遍，辋川题
罢句难酬。 云归远岫迷樵径，烟
淡晴波没钓舟。 四壁珠玑沉暮

色，还思秉烛续良游。 ”张铭轩
诸事办妥后， 也一心扑在钻研
文词诗赋上， 常与方迈饮酒吟
唱，他才力敏赡，下笔如万斛清
泉，随地涌出，滔滔不竭。 在给
老师翰林院编修，《奉怀仇沧柱
夫子》诗云：“自昔龙门问学来，
南辕受易忆燕台。 玉堂金马应
时望，瑶草琪花傍晚开。 无识穷
经思寡过，有怀捧檄瞩怜才。愿
从椽笔扬先德， 归奉萱庭菽水
杯。 ” 他感谢恩师的关怀和教
诲， 有负老师的期望也深感歉
意， 但他觉得功名利禄仍没有
弘扬先辈德行、 归家尽孝的重
要， 委婉地向老师阐明急着归
家的因由。

在诗文创作上， 铭轩以经
史为根底，以程朱理学为门户，
一切靡丽香艳之词，屏弗寓目，
与声色货利同为深戒。 惟善恶
感应之理， 则时时向人称说不
倦焉。 在《寄呈毛鹤舫先生》诗
中， 他向好友介绍自己已隐居
著书， 寄情山水的淡泊生活：

“著书林下几经秋，放棹严滩羡

钓裘。 近访龚黄新政绩，遥追苏
白旧风流。 江边春色寒中透，湖
上晴光望里收。 听得西秦沾雨
露，东山丝竹快遨游。 ”

康熙三十九年（1700），铭
轩赴乡试，考中举人，教授候选
知县。 高兴之余，与好友王担人
同游西湖《品茗论诗》：“旧游湖
畔读新编，幞被携来寄一椽。 渔
火依稀深夜里， 山风冷暖小春
前。 醇醪饮醉非关酒，异茗闻香
不待煎。 侵晓凭楼间指点，携诗
又上木兰船。 ” 自杭州返故里
后，毕竟无心仕途，依旧深研理
法，闭门讲学。

张铭轩一生著书甚富，有
《阴骘赞诠》、《笔山偶集》、《入
德迂言》、《梅花百咏》、《救弱救
荒》等传世。 方迈写诗赞其著书
育人曰：“著书闭户几多年，种
得名花已接天。 春意渐生香冉
冉，嫩芽待放翠芊芊。 梅经霜雨
姿犹韵，桃欲凌霄干亦妍。 彩笔
应知题尽遍， 倚栏长待李青
莲。 ”

陈月芳

古人懂生活、会生活，讲究
生活的环境与生活的安逸，今
人对生活的追求更在古人基础
上精益求精， 在生活的设计理
念中， 融化在一举一动的行住
空间里。

醉根山房根文化主题酒
店， 以其恢宏大气的汉唐风韵
层层叠起，巍然屹立。周围松竹
涛涛，隐于林中，雾气蒸腾，陶
然间让人犹如置身于琼瑶仙
境， 透出一股古雅淡泊的心境
……

古人风雅，爱极山房，尤其
喜在山房中赏夜景， 王阳明在
他 12岁写的《蔽月山房》：“山
近月远觉月小， 便道此山大于
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
月更阔。 ”又有“沙上并禽池上
瞑，云破月来花弄影”等诗句来
赞美山房夜色， 而今时身在山
房不但可赏美景，更可尝美食、
品香茗， 体验“东风夜放花千
树，更吹落，星如雨”那般唯美
画面。

当夜幕降临时， 苍翠的林
木在暮霭中慢慢地隐匿， 掩映
着雕檐玲珑的汉唐建筑群。 这
时醉根山房各式的灯竞相亮起
来，高的、低的夜灯，一盏盏、一
簇簇，交相辉映，金光流转，染
红了半壁的夜空， 那炫丽的光
彩，如彩霞般镶嵌在空中，仿佛
一首流动的仙乐， 缓缓淌出
……让人疑似到了天上的街
市，我想在那繁华的街市中，定
然陈列着世上没有的珍奇。

抱着一抹奇异的心情，漫
步在游步道，抬头仰望，只见形
态各异的灯具分不同的角度散
发着金色的光辉，在这里，光所
有的动机都赋予了渲染的力
量，树林、房屋、盆景、步行道、
水，各种色彩、景物在此交织、
渗透。 在有限的空间里， 光以
“大象无形” 的姿态融合了万
物，勾勒出一幅天上仙宫，美轮
美奂的界画， 呈现出古朴精巧
而又心生静谧的祥和之气，令
人心生欢愉。 而这种心情又被
光线下明暗对比的急促节奏升
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

踽踽独行， 从山房中往下
看，汉唐风韵的瓦檐上，闪闪烁
烁的白色灯光， 如同扑朔迷离
的点点繁星， 与远处的夜空遥
相对应，“星汉灿烂若出其中，
若出其里” 韵味别致新意又不
失高雅。

山房的夜景不像别处夜
景，色彩斑斓，运用多种色彩，
而是完美地展现了“极简主
义”，在颜色的运用上只用了琥
珀色与白色， 琥珀色给人以温
暖深沉、浓密静谧，白色给人以
纯洁、和平、简洁。 当两种颜色
互相融合、相互碰撞，所展现的
那种柔和与令人向往的温和色
调，温厚而奢侈。

居于山房， 沐浴在唯美的
夜色中， 享受着灯光的明暗及
光影变换中带来的愉悦和舒
适， 莫名地会在心里产生一种
神秘的力量，一种静谧的、优美
的、朦胧的，富有韵律的、深邃
的一种诗的意境， 在诗意年华
浸润着随性、洒脱，随心随自在
般的禅意， 我想这也许就是山
房夜景给人的意义和魅力所在
吧！

姚瑶

自诩是个闲不住的人，
休息的时候总喜欢到处跑。
一日在网上看到有人提起黄
山的黎阳老街， 顿时眼前一
亮，屯溪老街去了好几回了，
这与之一江之隔的黎阳老
街， 倒是头一回看见有人提
及。 和友人说起，两人一拍即
合，旋即便驱车前往，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初到黎阳， 友人立即皱
起了眉头， 略带失望地说：
“这也太商业化了，没什么特
色。 ”我看着眼前新修的仿古
建筑，也确实有些失望，看来
一点都衬不起“老街”这两个
字，难怪现在改名为“黎阳 in
巷”了，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走进了巷子里， 突如其
来的一栋老屋映入眼帘，友
人不禁呼喊道：“妙！ 实在是
妙！ ”典型的白墙黑瓦徽派老
屋， 身后延展开来的是玻璃
房， 再配上两旁线条利落流
畅的现代建筑， 融合出一种
奇妙的碰撞， 古典建筑的典
雅和现代建筑的灵动， 完美
地融合在了一起， 交织出一
幅美丽的画卷。 分明已经是
下午了， 但这里的店大多都
没有营业，没有多少游人，冷
冷清清的样子， 可正是因为
这份安静， 才有了更多的时
间，能好好驻足欣赏。

一条窄窄的小溪穿街而
过，溪的这边，全是新修的现
代建筑，各色酒吧、旅社、咖
啡厅、文艺小店，俨然一派小
资景象；溪的另一边，是古典
的徽派建筑，深宅大院，飞檐
翘角，令人生出无尽的联想，
陡然间有种穿越的错觉，又
仿佛是做了个梦， 醒来时不
知自己身在何处。

踏着青石板路， 沿着小
溪走， 转身便到了宽大的广
场，古戏台、徽派老宅、流线
造型的仿教堂建筑， 配上色
彩缤纷的动物塑像， 围着广
场林立，看起来有些突兀，却

又那么的和谐， 别有一番风
味。 也才发觉，原来将“老街”
二字改为“in 巷”，竟是这样
的意味， 旧事物在慢慢消逝
的时候， 新事物在悄无声息
地蔓延，从老到新的蜕变，从
古典到现代的穿越。

突如其来的一阵大雨，
阻挡了我们的脚步， 不得不
拐进最近的一间屋子里去避
雨。 进了屋才发现，这是一栋
老宅改造的民宿， 内饰古色
古香， 将徽派建筑的特色发
挥得淋漓尽致。

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便点了一壶茶， 厚厚的青石
板桌案，简洁的玻璃茶具，略
带民族风的布艺沙发， 灯光
是幽暗的， 可是旁边就是天
井里透出的自然光， 尽管下
着雨，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闷。
翻开随身携带的书， 伴随着
从天井落下的滴滴答答的
雨， 享受着这难得的静默时
光。 耳边不时传来燕子的鸣
叫，原来在这屋檐下，竟藏着
数个燕窝，许是雨太大，外出
觅食的燕子们纷纷回巢，雨
声、燕鸣声，交织成一曲轻快
悠扬的交响乐， 给这寂静的
老宅平添了不少生机。

雨，终是停了。 待我们走
出老宅，已是傍晚时分，这说
变就变的天， 许是为了安慰
我们， 竟给我们送上了灿烂
如锦的晚霞。 白色的斑驳墙
面上，折射出粉色的印记，仿
佛一个美丽的幻境。 夜幕降
临，华灯初上，古戏台上也热
闹了起来， 伴随着古筝清透
的声音， 一行穿着旗袍的徽
州姑娘， 手执油纸伞缓缓而
出，纤腰如柳，笑靥如花，尽
显徽州女子的温婉典雅。

伴随着夜晚的风， 踱步
至新安江畔， 看着不远处灯
火辉煌的文峰桥，微风拂面，
沉浸在这样的时光里， 心中
陡然间生出一丝的不舍，竟
有些不愿离开了……

著书育人尽孝的张嗣溥
山房夜色

黎阳印象

东坡夜游（国画） 老狼 作

余宗良

屯溪老街， 俗称老街。 老
街，石板路，木头屋，古色古韵。
老街，主街面宽约 3 米左右，弯
弯曲曲，连绵 1 公里，由几条小
街小巷组成。

老街入口处立着古色的牌
坊， 牌坊的匾额上写有黄金金
的“老街”两字，十分显眼。

走进老街， 商铺一家紧挨
着一家。 商铺分上下两层，底层
作店面， 站在街上， 抬头望楼
上，只见木板墙壁上，中间都开
有一个小窗户， 能隐约看到窗
框上雕刻着精细的小花。 古窗
由两扇向外推的小窗门组成，
半遮半开着的小推窗门， 让我
浮想翩翩， 是否有犹抱琵琶半
遮面的美丽小女子藏在深闺
中？ 身着长袍的长者在饮酒作
赋？ 还是商人们在品着茶下着
棋？ ……

老街，街面店铺，分里层外
层，前店后坊，外层的主店面商

品摆放得琳琅满目，层次分明，
店铺归类大致有笔墨纸砚类，
黄山茶叶还有地方特产类，所
有商品摆放得整整齐齐。 店面
全是敞开式，任由你自由出进，
店铺内没有大音响， 门口没有
大喇叭， 只有古老的传统的吆
喝声、叫卖声，热情带亲切。 大
部分能现吃的本地特产， 先分
割一小块一小块，先尝后买，有
着浓厚的古老山村的民俗风味
道。

老街上的人群，南腔北调、
老的小的都有。 我看见几个高
鼻梁、白皮肤、黄头发的老外围
站在一家店铺前， 我也好奇地
走过去，原来他们在试吃酥饼，
他们叽哩哇啦的话， 我是听不
懂的，然而，大家四目相对时，
莞尔一笑，虽语言不通，但微笑
却是相通的。

屯溪老街， 一条既传统又
文明的商业老街， 喧闹声中夹
杂的是繁荣。

屯溪老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