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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理章

唐诗宋词赏冬韵
□ 魏益君京口名楼记

□ 王 勇

芙蓉楼 徐丹霞 摄

楼是两层及两层以上的房屋，古代又称
重屋、楼阁。据《史记》载，传说黄帝时曾建
有五城十二楼以候神。可见楼阁历史的悠
久。自古名胜佳处、官宦府邸、商贾酒肆多
有楼阁。

镇江，古称京口，地处吴头楚尾，襟山带
江，名胜众多，亦不乏名楼以便游冶观瞻。

芙蓉楼

芙蓉楼，晋王恭所创，与南昌滕王阁、武
汉黄鹤楼、湖南岳阳楼齐名，并列为“江南四
大名楼”。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晋王恭
为刺史，改创西南楼名万岁楼，西北楼名芙蓉
楼。”或云即西津渡蒜山阁。唐储光羲《贻王
侍御出台掾丹阳》：“秋涛联沧溟，舟楫凑北
固。……登陟芙蓉楼，为我时一赋。”从储诗
来看，芙蓉楼或在北固山附近。丁仙芝《相和
歌辞·江南曲》：“因从京口渡，使报邵陵王。
始下芙蓉楼，言发琅邪岸。”叙写长干女子从
京口芙蓉楼畔渡江与邵陵王约会之事。王昌
龄《芙蓉楼送辛渐》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
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
在玉壶。”描写诗人清晨在江畔芙蓉楼送友时
的孤寂凄清的心情，并表达自己高洁的志怀
追求。中唐诗人鲍溶《寄薛膺昆季》：“楚山清
洛两无期，梦里春风玉树枝。何况芙蓉楼上
客，海门江月亦相思。”旅人登楼望月，遥寄相
思。唐“大历十才子”之一崔峒《登润州芙蓉
楼》：“上古人何在，东流水不归。往来潮有信，
朝暮事成非。烟树临沙静，云帆入海稀。郡楼
多逸兴，良牧谢玄晖。”诗人登楼览景而逸兴潜
发，潮来有信而人事已非。南齐著名山水诗人
谢脁（字玄晖）于建武四年（497年）以镇北谘
议参军领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因此崔诗
有“良牧谢玄晖”语。唐代诗僧皎然《买药歌送
杨山人》：“京口斜通江水流，斐回应上青山
头。夜惊潮没鸬鹚堰，朝看日出芙蓉楼。摇荡
春风乱帆影，片云无数是扬州。”描写一位修仙
少年从苏州赴扬州买丹药经过京口时观芙蓉
楼日出之景，旭日、春风、江流、帆影、片云，诗
思清新灵动，充满画意。宋林希佚句诗：“江入
海门通百越，楼横铁瓮跨三山。”《明一统志》将
此诗系于“芙蓉楼”下，可见楼距北固山铁瓮城
不远，北固山旁甘露渡曾是长江、运河交汇处
的重要渡口。

万岁楼

万岁楼，又名千秋楼，本晋王恭所创，与芙
蓉楼相对。《舆地志》：“此楼飞向江外，以铁锁
縻之，方止。”至唐犹存。唐王昌龄《万岁楼》
诗：“江上巍巍万岁楼，不知经历几千秋。年年
喜见山长在，日日悲看水独流。”万岁楼巍峨临
江，山长在，水独流，诗人登临望云烟，引发旅
愁之思。南唐徐铉《使浙西先寄燕王侍中》：

“京江风静喜乘流，极目遥瞻万岁楼。喜气茏
葱甘露晚，水烟波淡海门秋。”万岁楼位于北固
山上，在江中即可遥瞻，后毁。南宋绍兴八年
（1138年），镇江知府刘岑（字季高）葺故址而
新之，改为月观（与赵善湘创“日观”对峙）。宋
汪藻《月观记》：“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来尚
矣。而国家屏蔽尤重于晋宋齐梁之间，观其千
嶂所环，中横巨浸。风涛日夜驾百川而东之。
其形胜之雄，实足以控制南北，岂直为骚人羁
客区区登览之胜哉。州治之西有楼焉，并城而
出，名曰千秋者。考诸图志，始于晋王恭之
时。由楼西南循城百余步，忽飞檐曲槛崒然孤
起于城隅之上，望数百里见之者月观也。绍兴
八年，吴兴刘岑季高来剌是州。州承废乱之
后，公私扫地，无复故时。季高鸠集经营，悉复
其初，乃即月观之址辑而新之。”宋代重建的月
观，成为旅人常游之处。陆游《老学庵笔记》：

“京口子城西南月观，在城上。或云即万岁
楼。京口人以为南唐时节度使每登此楼，西望

金陵，嵩呼遥拜。其实非也。《京口记》云：晋王
恭所作。”楼后复毁。明天启五年（1625年），
郡守贺仲轼按往迹于山隈构楼修复胜概，楼西
有纯阳祠。明姚道衍《京口览古》：“五州山近
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
野田有路到金坛。”清王士禄《程昆仑招集万岁
楼》：“千寻江阁引诸峰，多景登临策短筇。参
佐风流如谢朓，楼台潇洒似王恭。三年梦里西
津雨，半夜灯前北固钟。明日芒鞋别君去，城
中遥望白云重。”可见明清时复建的万岁楼仍
倍受游人喜爱。

北固楼

北固楼，在北固山上。晋蔡谟镇京口，起
楼岭上，以置军实。刘牢之败，为其子敬宣所
焚。犹有小亭遗存，即北固亭。梁武帝幸之，
登降甚狭，下辇步进。南徐州刺史萧正义乃广
其路，设栏楯。翌日，再幸，遂通小舆。武帝
悦，改北固为北顾，并赋《北顾楼诗》，赐萧正义
帛。唐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六》：“丹阳
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千岩烽火连沧
海，两岸旌旗绕碧山。”在北固楼上，天色晴朗，
可望见广陵城，如在碧霄中。北宋范仲淹《寄
润州庞籍》诗：“北固高栖海气寒，使君应此凭
阑干。春山雨后青无限，借与淮南洗眼看。”范
仲淹曾任润州郡守，对京口山水甚是嘉赏。南
宋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
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
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词作于嘉泰四
年（1204年）辛弃疾在镇江知府任时，期间他
还创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氏两首
词成为歌咏北固山的千古绝唱。南宋姜夔有

《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云隔迷楼，苔
封狠石，人向何处。”同样发出历史沧桑之感。
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守臣陈天麟重建北
固楼，有记。嘉定时，知府史弥坚命郡吏搜访
得之碑，裂而为三，失其一。清康熙间进士沈
懋华《渡江》：“山色南朝寺，钟声北固楼。寄奴
城外草，隐隐入边愁。”北固山成为镇江最有历
史感的文化名山。

望海楼

望海楼，在北固山上。北宋蔡襄题匾曰
“望海”。望海楼居城中最高处，旁视甘露，远
眺金山，如屏障中画出，被誉为江南绝致。常
有游人赋诗填词，歌咏其上。北宋米芾《望海
楼》诗：“云间铁瓮近青天，缥缈飞楼百尺连。

三峡江声流笔底，六朝帆
影落樽前。”描摹出铁瓮
城百尺高楼若隐若现于
云烟之间，江声帆影，引
人遐思。北宋王安石的
好友、侨寓江淮间的孙侔
（字少述）曾游望海楼并
赋诗，同游者陈襄、沈遘
竞相唱和。陈襄《题少述
望海楼》：“百尺楼头水际
天，楼东直与海相连。江
山气古南朝后，风物神清
北固前。沙鸟晴栖甘露
月，布帆时度广陵烟。何
年乞得丹阳守，来此登临
养浩然。”水天相接，远望
碧海，登临者可油然而生
浩然之气。沈遘《次韵和

孙少述润州望海楼》：“北固峨峨铁瓮完，京口
浩浩海门连。鹏抟羊角来天外，鳌戴方壶献几
前。西府旌旗犹壮睹，南朝宫殿尽苍烟。登临
不用成悲感，自得开怀一旷然。”沈遘乃沈括之
从侄，曾任江宁通判。登望海楼远观，江海相
连，浩浩荡荡，令人开怀旷然。后因王存“连山
拥沧江”诗句改名为连沧观。《北固山志》卷二：

“连沧观在正峰，府治燕寝后，守胡世将（改）望
海楼为之，城中最高处也。”南宋杨万里《题连
沧观呈太守张几仲诗》：“开窗纳尽大江秋，天
半飞楼不是楼。独立南徐鳌绝顶，下临北固虎
回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病中起登连沧观
偶成《瑞鹧鸪》：“声名少日畏人知。老去行藏
与愿违。山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又寄当归。
何人可觅安心法，有客来观杜德机。却笑使君
那得似，清江万顷白鸥飞。”这是嘉泰四年辛弃
疾在京口所作的三首《瑞鹧鸪》词中第一首。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五编年：“右《瑞鹧
鸪》三首，皆为表述欲归老山中之作，当在京口
欲归未得之时期内。开禧元年秋稼轩已罢归，
此三词必系嘉泰四年秋所作。”

多景楼

多景楼，在北固山甘露寺，唐时临江亭故
址，太守陈天麟建。曾巩《甘露寺多景楼》诗：

“欲收嘉景此楼中，徒倚栏干四望通。云乱水
光浮紫翠，天含山气入青红。一川钟呗淮南
月，万里帆樯海外风。老去衣衿尘土在，只将
心目羡冥鸿。”登临览景遂有出世之想。米芾

《题多景楼呈太守裴如晦学士》：“六代萧萧木
叶稀，楼高北固落残晖。两州城郭青烟起，千
里江山白鹭飞。海近云涛惊夜梦，天低月露
湿秋衣。使君岂负时平乐，长倒金钟尽兴
归。”米芾爱京口山水，据传寓居京口近四十
年。刘过（或作赵汝伋）诗：“壮观东南二百
州，景于多处最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泪，山掩
诸公富贵羞。北固只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
登楼。西风战舰成何事，只送年年使客舟。”
元明清以来，屡毁屡修。

喜雨楼

喜雨楼，原在镇江城内千秋桥南，南宋嘉
定中，郡守史弥坚建，规模宏壮，占一郡胜处，
颇有登览之快。因开工和竣工时，皆喜降甘
霖，因名“喜雨楼”。南宋诗人戴复古《京口喜
雨楼落成呈史固叔侍郎》诗：“京口画楼三百
所，第一新楼名喜雨。”因此，后人又名其为第
一楼，其地亦名第一楼街。

海岳楼

海岳楼，在北固山南麓。明巡抚周忱建于
米芾海岳庵旧址。米芾曾以研山与苏家易甘
露寺园地，营海岳庵。后毁。南宋时，岳珂即
其址辟为研山园。明宣德间，僧玹理重建海岳
庵。万历中，邑令赵昌期重修，并建宝晋斋、净
名斋于内。清康熙中，赐额宝晋遗踪。乾隆二
十八年（1763年），邑令贵中孚改建宝晋书院，
内藏宝晋斋砚。清王士祯《登金山》诗：“振衣
直上江天阁，怀古仍登海岳楼。”楼今已废。

此外，清光绪《丹徒县志》还记载木末楼、
翔云楼、镜江楼等楼名五十余处，由此推知宋
戴复古所言“京口画楼三百所”盖非虚语。楼
阁以人事兴，以诗文传。京口诸楼，亦因游宦、
墨客之诗文而名驰千古。

北固山上的北固楼和多景楼 石小刚 摄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宋代卢
梅坡的《雪梅·其一》，描写了一幅冬日梅雪
相映的动人画面：梅花和雪花都认为各自占
尽了春色，谁也不肯服输。难坏了诗人，难
写评判文章。说句公道话，梅花须逊让雪花
三分晶莹洁白，雪花却输给梅花一段清香。

冬季，一个秋春之间的季节。冬季在很
多地区都意味着沉寂和冷清。植物落叶，动
物休眠，候鸟会飞到温暖的地方越冬。冬
季，有雪花飘舞，有梅花盛开。在古代文人
的笔下，冬季更是斑斓无比，美不胜收。

冬季是江南早冬的那片美好：“十月江
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霜轻未杀萋萋
草，日暖初干漠漠沙。老柘叶黄如嫩树，寒
樱枝白是狂花。此时却羡闲人醉，五马无由
入酒家。”唐代白居易的《早冬》，江南的十月
天气很好，冬天的景色像春天一样可爱。寒
霜未冻死小草，太阳晒干了大地。老柘树虽
然叶子黄了，但仍然像初生的一样。这个时
候的我只羡慕喝酒人的那份清闲，不知不觉
走入酒家。

冬季是北方的那朵梅花：“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宋
代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有几枝梅花，正冒
着严寒独自盛开。远远地就知道洁白的梅
花不是雪，因为有梅花的幽香传来。

冬季是一声冰片碎裂的脆响：“稚子金
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敲成玉磬穿林
响，忽作玻璃碎地声。”宋代杨万里的《稚子
弄冰》，一个小孩子，早上起来，从结有坚冰
的铜盆里剜冰，用彩丝穿起来当钲来敲。敲
出的声音像玉磬一般穿越树林，突然冰落在
地上发出玻璃一样的碎裂声。

冬季是夜晚那声大雪压折枝条的声音：
“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
闻折竹声。”唐代白居易的《夜雪》，夜卧枕被
如冰，不由让我很惊讶，又看见窗户被白雪
泛出的光照亮。夜深的时候就知道雪下得
很大，是因为不时地能听到雪把竹枝压折的
声音。

冬季是腊日那个纵酒狂饮的良宵：“腊
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陵雪色
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纵酒欲谋良夜
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
管银罂下九霄。”唐代杜甫的《腊日》，从诗句
中可以看出，往年的腊日天气还很冷，温暖
离人还很遥远。而当年腊日气候温和，冰冻
全消。诗人高兴之余准备辞朝还家，纵酒狂
饮欢度良宵，但此时此刻，他又因感念皇帝
对他的恩泽，不能随便走开。

冬季是那行水边的冬柳：“柳汀斜对野
人窗，零落衰条傍晓江。正是霜风飘断处，
寒鸥惊起一双双。”唐代陆龟蒙的《冬柳》，水
边成行的柳树斜对着我的窗子，衰败的枝
条，零零落落地堆积在江岸边上。这时寒风
吹过，把柳树的枯枝吹断，惊起一双双正在
江边栖息的寒鸥。

冬季，在宋词的意境里优美：“雪花飞暖
融香颊。颊香融暖飞花雪。欺雪任单衣。
衣单任雪欺。别时梅子结。结子梅时别。
归不恨开迟。迟开恨不归。”宋代苏轼的《菩
萨蛮·回文冬闺怨》，雪花飞暖融了少妇的香
脸。香气的脸上融化了飞花似的雪。在铺
天盖地的雪面前，我凭着单衣抵挡。尽管我
衣服单薄，靠着它就不怕雪欺压。离别时梅
的果子已经结了结子的梅熟时，我们离别。
只要他归来的话，我不恨梅花开得太晚。梅
花迟开了，我愁恨的是他还不归。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徜徉在
唐诗宋词的韵脚里，感受的是一种别样的
冬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们生
产队里的社员，是集体集中在田间
劳动的，紧张的秋收秋种结束之
后，大强度的农活就告一段落了，
社员后续的主要农事是以三麦的田
间管理为主。如遇到极端低温或雨
雪天气，社员就可在家休息，不要
每天出工了。

每年在冬季农闲时，生产队里
都要安排些与农事有关联的稻草
活，给农户在家里做做，凡是生产
队里的甲等男劳力，都得承担冬闲
时的稻草活件。

何为甲等劳力？是一天在生产
队劳动的，能得到满工的十分工(称
一个工)的男性劳力。生产队安排的
稻草活：有搓草绳；有编织稻草帘
(俗称稻帘)等。

草绳的用途：一是捆扎麦草(秸
秆)，三麦上场时麦穗麦子打下 (脱
粒)后，麦草需一捆一捆扎好后，再
分给农户做柴草；二是插秧时，每
六棵秧苗的行距间需拉上一根草绳
(未有塑丝绳前)，作为各人之间插秧
时的分行分隔线。

稻帘的用途：是农作物谷子脱
粒后，未晒干扬净送粮站的期间，
只能露天堆放在谷场时，就得用稻
帘来遮盖防露水雨水。

生产队每年预估需多少根草
绳、多少拎稻帘的具体数字，再摊
派到各甲等劳力的人头上。

当年生产队对稻草活的质量数
量的要求；每件活给多少斤稻草；
多少个工分，计算是比较合理的，
如搓草绳的要求是每扎(根)不低于三
市斤。长度的标准是统一的，每根
草绳搓好后用自己家中的长凳子，
凳面朝下，凳腿朝上，用一支扁担
架在长凳两头的横档间，把草绳一
圈一圈绕在长凳的三只腿上，共绕
三十圈，总长度约七十余米。

编织稻帘的要求更高，一般都
是安排生产队里的老农来完成编织
任务，编织稻帘前首先要制作一个
简易的手工编织的专用工具，然后
再搓上细草绳才能编织稻帘。

老农们用一种相当土法而又科
学的手段来绕制一个草绳团，如二
十米长的稻草帘，需两根约五十米
长的细草绳，绕制草绳团必须从草
绳中间的二十五米处，分别向两端
绳稍绕，绕团时手心抓住细绳，在
手心面绕一圈再手背面绕一圈，手
心手背反复翻转，细草绳反复绕
转，草绳绕到头就是两个草绳团。

编织时从两个草团中间二十五
米处起头，草帘编织一段，绳子抽
出一段，直至一拎稻帘编织临近结
束时，草绳团仍能保持不散不乱编
织自如，这就是世世代代的劳动农
民，从劳动中不断总结创造出来的
宝贵经验。

我们生产队当年的稻草活，发
放草料的标准是：每一市斤成品草
绳，给农户二市斤稻草；每一斤成
品稻帘给二斤半稻草。劳动工分标
准是：每搓三扎草绳给一个工分；
每织一拎草帘给五个工分。

生产队为什么一斤草绳要给二
斤稻草的呢？因搓草绳编稻帘须把
稻草捋干净，在稻草根部吸附着泥
土杂质等因素需考虑在内。搓草绳
时，要先把捋净的稻草，用捶草的
木榔头敲软，边搓边加些热水浇在
稻草上面，如白天没时间搓绳，我
们都在晚上睡觉之前开几小时夜工。

在最初搓草绳的几天中，我极
不适应，因手掌中拇指下的一块肌
肉疼痛难忍，半天搓下来手心也摩
擦得通红，一天搓下来就感到腰酸
背痛的，几天后手指手掌间还布满
皮肤裂缝。只要用橡皮胶布粘上，
坚持一下也就适应了。稻草活件规
定在来年开春时交给生产队。

从前的稻草活，是我们地区农
村中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对于当
时相当落后的农业环境，农业生产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冬景 颜晨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