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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温婉的《太湖美》，牵动了我多年的心愿。心向往
之能在春暖花开、云淡风清的三月天，去江南看花赏柳，瞧
一瞧粉墙黛瓦，访一访人面桃花，欣赏那一片“千里莺啼绿
映红”的好风景，看一看浩渺太湖那妙不可言的湖水。

春节刚过，我们趁万物复苏、春意盎然的时节去了太
湖。

太湖部分水域位于江苏南部的无锡市，面积两千多平
方公里，是中国的第三大淡水湖。

我们悠闲自在地行走在太湖的鼋头渚，观赏太湖，别有
一番韵味：太湖山水交融，千姿百态；樱花竞相绽放，如云似
霞；碧草繁花，掩映着小桥流水人家。这些自然景色，构成
了山外有山、湖中有湖的天然图画。青山绿水中，长春桥、
澄澜桥、飞云阁点缀其间，那“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湖光山
色，尽情地展现了江南的妩媚和烂漫。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描绘江南美景时，总是会用清丽、
婉约这样的词语。江南烟雨、苏州园林，无不透露出一种
精致而细巧的美。但是，来到太湖，其感觉完全不一样，浩
荡、壮阔、灵动是太湖的显著特征。我总觉得太湖是不适
合柳永、温庭筠这样婉约词人的情感抒发，他们的诗句太
过于旖旎，脂粉气太浓，没有完全刻画出太湖的美，只有苏
东坡这位出手不凡的豪杰之士，才真正写出了太湖的壮
观。苏轼从来都不曾让人失望过，当他来到太湖之后，留
下了“具区吞灭三州界，浩浩汤汤纳千派。从来不著万斛
船，一苇渔舟恣奔快”的豪壮气派。好一个“一苇渔舟恣奔
快”，我觉得苏轼真的是太湖的知音，因为他竟然一语道破
天机，说出了游览太湖的正确方法，表达了乘坐在快速行
驶的游艇之上，游艇破开水面，在船尾掀起一片水浪，乘风
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气势，只有这样才能够感受到太
湖真正的美。

我们也选择了乘坐快艇，像苏东坡当年那样去体味一
把在太湖上的豪迈和壮心不已。

我们乘坐的快艇上共有八人。坐在快艇上，举目远望，
太湖水域广阔，景色优美。湖面像一块巨大的琉璃，平滑而
透亮，倒映着天空的云影和远处的山峦。水波推挤着船身，
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水花扑打飞溅在我们的面庞上，衣
服上，我们岿然不动，尽情地感知着周围的豪壮，感受着太
湖的唯美。太湖有着大气之美，它不是“小家碧玉”，而是见
过世面的“大家闺秀”。茫茫太湖周围环绕着群山，而湖中
有山，山中有湖，七十二峰在太湖中星罗棋布，将太湖分割
成了一个个湖中湖。

我们一边观赏着湖光山色，一边听导游娓娓道来：左前
方的山叫作“猫山”和“鼠山”；右前方的山如同笔架，叫作

“笔搁山”；正前方的山形同棒槌，所以叫作“棒槌山”。总而

言之，在湖中看到的这些形态各异的山峰，都有妙趣横生的
名字。

导游侃侃而谈，述说着有关太湖的传奇故事。导游指
着湖中的一处亭子说道：当年，美女西施从越国来到吴国，
嫁给了吴王夫差之后，就经常登上太湖中的山峰之上，痴情
地眺望远方，想念家乡，思念亲人。夫差哪里知道西施心中
的悲苦？夫差为了讨好西施，于是在太湖的一座山峰上给
她修建了一处亭子，供西施个人享用，可是西施却依然闷闷
不乐。待到吴国终于被灭之后，西施和范蠡这对乱世情侣
来到亭子下寻欢作乐，范蠡为亭子取名叫作“饮泣”。范蠡
功成身退，带着西施泛舟五湖，这正好了却了西施的心愿，
因此让西施感激涕零，泪如雨下。

太湖流传的故事还有很多，举案齐眉中的孟光和梁鸿；
还有风流多情、三点秋香的唐伯虎，他们都曾在太湖留下浪
漫动人的奇闻逸事。

坐在船上的感觉还真的是很爽，很刺激。那些迎面而
来的水柱就好像是古代将军射出的利箭，让人防不胜防，一
转眼就到了面前，不过，能够感受到这种激浪如雪、洪流滚
滚的气势。这种中流击水的雄浑之美，不亲自到太湖体验
一番的人是永远也领悟不到的。

当快艇一往无前，水浪翻腾时，那湖中的群山好像一个
个御风而行的仙子，俨然给人一种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感
觉，让人超凡脱俗。

想当年，太湖的浩渺烟波，正契合了苏东坡贬谪后“放
下执念”的心境。他面对政治挫折，或许在泛舟时感到一阵
解脱，徜徉了“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宇宙观，太
湖的辽阔稀释了他个人的苦闷。

我们今天畅游在太湖之上，有什么理由不像苏轼那样
心情舒畅，抛开烦恼，放下杂念，融入这片山水，心旷神怡地
去欢度人生呢？

太湖不仅水美，其石头也特别唯美，坐在快艇上就能目
睹岛上的太湖石。这些太湖石呈现出“皱、漏、瘦、透”的风
格和特点，其表面可见布满大小不一的天然孔洞。石体轮
廓分明，顶部尖如竹笋，中部凹陷如涡，基部圆润光滑，形态
各异，形成“水上盆景”的视觉效果。这些玲珑剔透、千姿百
态的太湖石是经过太湖水浸泡千年后形成的状态，如果没
有浪涛汹涌的太湖水陶冶，就没有现在那形状奇妙的太湖
石。“烟翠三秋色，波涛万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断碧云根”，
这是大诗人白居易当年为太湖石所留下的妙言。白居易也
曾为这鬼斧神工、价值连城的太湖石而动情。想当年，宋徽
宗最爱太湖石，甚至还让民夫疯狂地开采，作为“花石纲”运
送到都城去。若非他的荒唐，也不会毁了大宋的基业，可叹
那唯美的太湖石竟然也成了灾祸的源头。不过，太湖石无

过，千年之后，依然为世人展示出惊世骇俗的美。
就在我浮想联翩的时候，船渐渐地靠了岸。我似乎有

些遗憾，自己才刚刚品赏出古人的那种豪迈之气，怎么这么
快湖中之游就已经结束。

同船的人面面相觑，有的面色蜡黄，有的面如土色，不
知道是惊恐还是激动，大家脸上露出无奈的笑容，觉得恋恋
不舍，意犹未尽。

回到岸上之后，太湖平静了下来，安静得就好像是一
面镜子，水鸟在水面上自由地翻飞，而水中群山也随水浪
微微的起伏而有了动感，看上去竟然让人有了展翅高飞
的错觉。一位游客似乎也对眼前的美景有所感悟，于是
站在水边展开了双臂，做出了想要飞翔的姿态，另一位游
客觉得她的这个动作挺有趣，于是忍不住来到了她的身
后，与她配合着演了一把，差一点儿把她推进湖里。这一
惊险动作，惹得那位游客回头嗔怒，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
来。

这时候，有位游客突然问道：“哎，你说这太湖究竟是
怎么形成的，怎么会如此壮观？”

我来太湖前，研究过太湖形成的原因，于是自告奋勇，
当起了两分钟的导游。这太湖的形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有澙湖说，说是海面被环抱而形成的内海；也有说是因为地
质原因而形成的；还有说是因为彗星或者陨石撞击地面而
形成的……总而言之，说法有很多。本来，这太湖就是自然
与环境变迁的缩影，天地造化的产物。据考证，太湖的形
成，至今已经有几亿年的历史。若非要去探个究竟，那就是
自寻烦恼。

时辰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我们随导游来到“太湖三白
饭店”。“三白”，也就是银鱼、白鱼和白虾。太湖“三白”名
不虚传，自然是不可不尝。据介绍，银鱼肉质鲜嫩，无鳞、
无刺，而且也没有寻常水产品的那种腥味；白鱼的特点是
鳞下的蛋白多，肉质很独特；白虾壳薄肉多，深受大多数人
喜爱。

我们正大快朵颐的时候，耳旁忽然飘来动人的歌声。
“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水上有白帆哪，水下
有红菱哪……”原来，是殿堂内那位串场歌手发出的动人心
魄的袅音。听着悠扬飘逸的歌声，品尝着风味独特的太湖
鱼，更加让人感到太湖的美。

这次太湖之行，虽然只是浅尝辄止，却依然能够让人感
受到太湖那独特的魅力。泛舟湖上，看两岸桑林绿荫，遥想
当年吴越胜景。三山小岛遥相呼应，山峦连绵，香风自吹，
尽情地去享受“山在水中，人在画中”的瑰丽美景。

太湖美，最美不过太湖水，湖光山色间，让人感受到的
是大中国的气魄、豪迈和壮阔。

披一袭南浔的晚风，于古镇徜徉，恰似走进了一曲慢词
的意境。

词的标题自不必说，词牌名莫如以“忆江南”最贴切。
南浔古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北临太湖，东接苏州，
处于长三角城市群中心腹地，“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被誉为“中国江南的封面”。近八百年的岁月烟云，又将古
镇磨出了圆润丰厚的包浆。细细抚之，幽光沉静，韵意绵
长，正如一曲舒缓而蕴藉的慢词。

流水、小桥是其恒定的韵脚，亦是最优美的抒情。静心
捧读，你会发现字字温婉，语语柔丽。南浔的水来自苕溪和
太湖，河道有千余条之多，被称为“水晶晶的南浔”毫不为
过。立于高处看南浔，清溪穿城过，人家尽枕河。

着一袭旗袍或汉服，临河而坐。柳丝如碧，时时拂衣。已
是薄暮，灯光莹莹烁烁，于水面随风轻漾，如梦似幻。乌篷船
沿着曲曲河道迤逦而来，舱檐下一圈青底碎花布镶边。船上
游客三三两两，倚舷慵坐。水中岸边，两两对望，不期然间，已
互为画境。“水阁泊轻桡，门外桑阴绕”，沉浸在温润的流水时
光里，再粗糙坚硬的心也会被这绿波抚慰，直至柔软平和。

走在古镇，三步一拱，五步一桥。桥是水挚爱的恋人，
一呼一吸，一举一动，皆被拥入其温软的怀抱。水，因桥不
再虚空；桥，亦因水得以圆满。水与桥的柔情相依，为古镇

平添了无边风情。广惠桥上，姐妹们争着留影。我穿一身
粉白相间的汉服，手执团扇，立于桥心，倚栏低眉之际，被姐
妹们拍下，照片效果还真不错。虽然青春已杳，但有青砖碧
瓦、小桥流水作背景，那一低头的温柔间，也尚有两分杏花
烟雨的动人情韵。

除了字句清新、音韵婉丽，南浔这曲慢词还叙述着丰富
生动的故事。故事里有浮翠流丹的精美丝绸，从遥远时空
里滑亮亮地铺展开来。1851年，南浔的“辑里湖丝”在英国
伦敦首届世博会上夺得金奖，从此，湖州的丝绸走向了海
外，“辑里湖丝”也成为了帝王的御用品。因为丝绸，古镇一
跃成为清末中国最富的镇子。随后，镇上便出现了许多风
格各异、美轮美奂的名门豪宅、私家园林，这正是南浔故事
里的又一精彩章节。

日落前，我们走进张石铭故居。张石铭是清光绪二十
年举人，亦是南浔清末明初四大藏书家之一。其居所号称江
南第一巨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最初，从外面看到马
头墙时，还以为和我们熟悉的传统江南建筑无甚区别，无非是
庭院深深、回廊曲曲，再加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可是进去
后方知惊喜多多。房屋外体皆红砖墙面，富丽堂皇，多窗并列
且窗顶饰以半圆，妥妥的西式风情。当看到那些法国进口的
玻璃雕时，我们更是惊艳不已。阳光下，窗户上的蓝色玻璃

金光闪闪，上面刻着的各种水果、花卉和农作物等纹饰图案
惟妙惟肖。导游说，这种玻璃不沾灰，百余年仍洁净如新，
且在外看室内密不透光，于里望外却一览无余，小小的一块
价值一两黄金，在当时可换一套房。逛到第四进院落，竟然
还发现个大舞厅！地面铺着法国乡村油画地砖，还有专供
乐队伴奏的乐池，其侧化妆间、更衣室一应俱全。如此中西
合璧的建筑风格，在中国诸多古镇里可谓独一无二。

夜色里的小莲庄，亦如莲般清芬幽美，这是清末南浔巨
富刘镛的私家花园。园中荷塘足有十亩之大，四周亭台楼
阁、假山堆叠，步移景异间别有洞天。奈何夜色深浓，“莲”
之芳容已朦胧若梦，兼以园静人稀，漫步其中，恍若踏入巨
幅水墨，处处飞白。

往事千年，古意斑驳，南浔故事里多的是历史文化脚
印。然仓促间，只能觅得一二，尚有那湖笔博物馆、嘉业藏
书楼等等皆无缘得见。或许，这正是南浔给予我们另一种
形式的留白？

亭台楼阁自是南浔故事中的标点，让你停下疲惫的脚
步，替你抚慰驿动的身心。游客三三两两，有人倚栏远望，
神色恬然；有人撑一柄纸伞，于廊间翩翩起舞。几只小鸟，
停在不远处的栏前，站成一行清凉的绝句；软软的风，牵着
南浔温婉的衣角，吹进我们的心底……

春分过后，海拔一千多米的贝壳山进入一年中最美
的时节。风温煦，天清朗，树儿葱茏，花儿娇艳，鸟儿叫
得欢。一树树正值换叶期的香樟树煞是好看：绿色、黄
色、橙色、红色的叶片，如个性鲜明、装束艳丽的女孩，在
春风里、春阳下，还有鸟眼和人眼这些流动的摄影机前，
尽情地展示它们欢快美丽的容颜。

三月下旬的一个周五中午，位于贝壳山的重庆市
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及周边的沙坝村、新店村、康胜
村、大碑村、天鹅村等十来个村子及邻近的开州区岳
溪镇村民，背着自家种养的土特产，脸上带着春花般
的笑颜，走过香樟树簇拥的林间小径，赶往每周一次
的桐槽村“网上集市”。在这里，村支书牟方成和他的
妻子全成美，通过一根神奇的网线和一部智能手机，
将他们背上的劳作之物变成手里的现金。有耕耘，有
收获，有期待，有钱拿，让他们的日子沐浴着三月的阳
光，温暖明亮。

两年多前，在外面创业积累了一些经验后、返乡担
任桐槽村党支部书记的牟方成，探索带领以留守老人为
主体的乡亲发掘本地资源，增加村民收入的有效路子。
2023年初，“万州牟支书”和“牟支书生活号”两个视频
号同时上线，以视频的方式，展示当地的山水风情与村
民的生活日常。2024年3月开始在网上直播卖货，一般
每周五下午一点集中售卖，平时根据村民和客户需要开
播售卖。在网上，消费者可以现场挑选新鲜的高山农特
产品，如土豆、红薯、香椿及应季蔬菜，养殖的鸡鸭及蛋
产品，还有夏枯草、金钱草、鱼腥草、野天麻、金银花等中
药材。买卖双方可以当场议价，协商一致后达成交易。
鉴于老人们不会用微信，牟支书将销售收入以现金的方
式兑现给他们。一年时间里，帮助村民销售农特产品一
万多单，销售金额超30万元。目前，“牟支书生活号”和

“万州牟支书”分别拥有2.6万和1.7万的粉丝，有了一批
活跃的购买群体。

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够转化成现实的收益，这极大地
调动起村民的种植养殖热情。这种热情，又变成了清新
明艳、多姿多彩的乡村风景和家家户户越来越多的收
成，形成了以线上销售助推种植养殖，以种植养殖带动
美丽乡村建设的正效应。

贝壳山下，重庆连江机械有限公司职工家属、56岁
的李女士，每个周五的下午，都会准时进入“牟支书生活
号”直播间，挑选来自山上的土特产，如土鸡、土鸭、土鸡
蛋、土鸭蛋，还有时鲜蔬菜、红苕粉、嫩竹笋等。在这里，
看到“牟支书生活号”新上的农产品，感受热闹的网上市
场和沸腾的人间烟火，吃到绿色生态食品，是她充满期
待、乐此不疲的事情。

李女士的丈夫是原中船集团重庆清平机械厂的职
工，第二代三线建设者。2004 年，清平机械厂迁往重
庆，更名为重庆清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其时，因为李
女士在当地一家企业工作，她丈夫选择了留在万州，留
在高梁镇，像他这种情况的职工，厂里有127人。为了
安置这部分职工，重庆清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于2009
年注册成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即重庆连江机械有限公
司，承接总公司的部分业务，生产中船集团一些大项目、
大产品的配套产品，同时也对外拓展市场，承接外来订
单。到目前，企业已经运行了16年，拥有十多项专利，
每年在当地纳税 200 多万元，为周边居民提供就业机
会。

在该公司门口的宣传栏里，张贴着重庆清平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公开文件、年度工作目标、企业文化
等资料。我们去的那天是2025年3月26日，宣传栏里
最新的文件日期是2025年3月25日。

在一幢两层楼的旧厂房外墙上，一幅金底白字的宣
传标语，现在看起来还是十分醒目：“备战备荒为人民，
好人好马上三线。”在原来的厂长会客室里，一张中国船
舶工业总公司于1985年12月颁发的“企业整顿先进单
位”奖状，被用心镶嵌在金属框里，在春阳映照下，发出
金色的光亮。

几台锃亮的数码机床，与带着岁月深重痕迹却仍在
服役的车床、磨床、铣床，共同生活在一个大车间里。它
们接受着不同的指令，演奏出不同的旋律，但最后一串
音符——停在合格产品出来时的那段旋律，却是共同
的、铿锵的、催人奋进的。

仍在服役的还有旧广播室，里面的音箱、双卡录音
机、旧电视机，还有几十盒磁带，一下子把人拉回20世
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现在，
每天上下班时间，广播室里照样有节奏明快、情绪激昂
的歌曲响起，如军歌、国歌，还有工人们都会唱的《我们
走在大路上》《咱们工人有力量》等等歌曲。

在旧办公楼二楼的一间中型会议室里，红色金丝绒
的桌布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和投影仪，几名技术人员正端
坐在办公桌旁，看集团公司的技术研讨会直播。他们背
后的墙上悬挂着一幅画框，那里面镶嵌在红色金丝绒上
的金色文字，是毛泽东主席在1959年说的一句话：“核
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在主席说这话的11年后，1970年12月26日，中国
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
水。1974年8月1日的建军节，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
这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
列。到目前，中国核潜艇技术已实现从“跟跑”到“并
跑”的跨越。在与重庆连江机械有限公司管理层和工
人们的聊天中，我多次听到他们提到黄旭华的名字。
说起这位不久前去世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
计师，他们的语气里满是崇敬和骄傲。

就在这幢旧办公楼后面，有两排香樟树，共同守
护着一条干净、幽静的小路。工人们上班下班，或者休
息时间，三三两两从这里经过，看香樟树换叶、开花、结
果，看到它们叶子颜色的神奇变化，闻到它们清雅静幽
的香气，感觉神清气爽，疲惫顿消。

清风吹来，香樟树在风中快乐摇摆，发出“簌簌”的
声音，仿佛在告诉工人们：谢谢你们常来看望我们，我们
一直都在这里，永远陪伴你们。

这个春天，走进高梁镇，我们看到：香樟树在换新
装，乡村、企业、园区都在焕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

再过一段时间，换好新装的香樟树就要开花了，这
是它们一年中最鲜亮美丽、香气迷人的时候。那些背着
农产品去赶网上集市的、快乐行走上班的、去乡村旅游
的人们，从树下经过，那清雅持久的香气就会沁人满鼻，
拂了满身。

最美不过太湖水
□刘方棠

慢词一曲是南浔
□查晶芳

香樟满径
□张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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