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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是我国古代社会同乡或同业组织的一种居停聚会之处，有的
地方称公所。据史料载，我国汉代就已开始出现此类架构雏形，南宋有
所增多，明代正始出现“会馆”名称，自清代到民国已相当盛行。

镇江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北翼中心，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
汇枢纽，自古即为江河南北之商埠重地，鸦片战争辟为通商口岸以后，
客商云集，各地会馆林立。

设在镇江的各地会馆，其厅堂楹柱上通常悬有堂对，对联内容大多
宣扬镇江或本行业的乡情乡谊，歌颂镇江及家乡的壮美山川、优秀人
物、人文历史，激发人们热爱家乡、热爱会馆所在地镇江的思想感情，鼓
励商贾在客地经商、谋生、创业、施善。现撷取几联，以飨读者。

坐落于“江南第一渡”—— 镇江西津古渡小码头街的江西会馆厅
堂内设有一联。联曰：“座中多是故乡人，喜一榻茶烟，好同话南浦朝
云，西山暮雨；江上别开名胜地，近二分明月，试凭眺东流雪浪，北固烟
霞。”上联写故乡南昌的地理特色，用唐王勃《滕王阁序》中“画栋朝飞南
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的诗句，唤起故乡人回味家乡美景，同享“茶
烟”，不忘故乡的感情。下联写会馆所在地镇江、扬州一带的风景名胜，
有“二分明月”的繁华扬州，以及令人艳羨的“东流雪浪，北固烟霞”的镇
江美景。告诉乡人游子身处客地，勿忘却江西故乡根本。全联以饱满
的热情，真挚的情感唤起乡人商贾的情谊，再现了会馆里同乡汇聚、倾
诉衷肠的感人场面。联语生动高雅，使客寓会馆的故乡人深感亲切、温
暖。尤其是上联的“喜”“好”等字，更富有感情色彩。联中四个方位词
用得工稳贴切，品读之下，回味无穷。

江西会馆内还有一联：“圣教名言，独乐何如同乐；佛家宗旨，杀生
不若放生。”“独乐”：出自《孟子·梁惠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该
联借用佛教名联，旨在劝导人们与人共乐，悯惜生灵，积德从善。

城西牌湾全浙会馆厅堂内悬有两联，一副是由晚清文学家、浙江会
稽人李慈铭题写。联曰：“丹碧出蓬瀛，须知玉宇玉楼，俯仰何如天上
乐；烟霞满栏槛，奚窗青帘画舫，东西尽看浙中山”，讴歌了家乡浙江的
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另一副对联的作者，则是清初剧作家、祖籍浙江
兰溪的李笠翁。联云：“一般作客，谁无故土之思，喜常来此地会会同
乡，也当买舟归瀫水；千里经商，总为谋生之计，待他日还乡人人满载，
不虚跨鹤去镇江。”此联语言通俗，一看就懂。上联说的是，思念故乡是
人之常情，希望常到此地来会一会同乡，再回到故乡。瀫水，即浙江衢
江，此处代指故乡。下联则说，当你到镇江千里经商谋生满载而归时，
就会觉得很有收获，并非虚跑一趟。对联设身处地，如话家常，极具感
染力。

《自怡轩对联缀语》卷一，载有多则镇江广东会馆对联，其作者王堃
是清乾隆年间著名书法家王文治的重孙，字厚山，号简卿、小铁，钱塘
（今杭州）人，祖籍丹徒（今江苏镇江）。王堃自幼攻读经史诗文，爱好楹
联书画。道光二十四年考中举人，同治元年赴考“内阁中书”得中，自称

“仕隐”。在此期间，曾参与纂辑《方略》，奉敕书文宗神道碑并定陵殿额
等，博得摄政王奕訢的赏识。后辞官退休，返回故乡，专心著述。

《自怡轩对联缀语》卷一曰，广东会馆之在镇江者，厅联云：“此地结
鸥盟，萍水遭逢，航海偕来珠海客；故乡传鹊报，梅花消息，江南不隔岭
南春。”又曰，镇江西门外有广东会馆，中祀关帝，联云：“乃武乃文，至德
与尼山合撰；以享以祀，湛恩被粤海同人。”语句大方。广东会馆另有一
联：“山色挹南徐，尽销磨客子光阴，且倒清樽浮竹叶；乡心寄东粤，倘问
讯故园消息，好寻驿使探梅花。”语意清新工切，精巧别致，但未知何人
手笔。

南朝著名文学家鲍照（416？-466？一说
419-461）是一位与京口（今镇江）关系密切的历
史名人。他的先世在西晋末年中原动乱时由东
海（今山东郯城一带）南下避乱定居于京口一带
（下称“京口”），到鲍照时已有好几代人。这一点
众所公认，毋庸赘言。但对于鲍照的家（这里是
指家庭）于何处，有论者则说他“当时应该家于今
天江苏镇江及南京一带”，而在具体作品解读中
却只见有鲍照“家于建康”的说法。如此一来，给
人的印象是，鲍照实际上是家于建康（今南京），
这种说法至少是淡化了鲍照与京口的关系。最
近，有关方面正在编撰镇江历史文化著述。鉴于
这种说法也许会产生一定影响，因而笔者依据鲍
照诗歌，也来探述一下鲍照与京口的一些情况。

家乡在京口

鲍照诗表明，鲍照不但早年家于京口，以京
口为家乡，而且从京口步入仕途以后，他客居建
康等地时，他的家乡也还是指京口。

鲍照有《行京口至竹里》诗，诗题“竹里”是山
名，在句容县（参《元和郡县图志》“句容县”）。《乾
隆府厅州县图志》卷五竹里山：“六朝时京口至建
康皆取道于此。”诗题“行”有“离开”和“前往”两
种含义，论者或以为“行”是前往之义，遂以为此
诗是作于鲍照由建康往京口时。但从诗中“斯志
逢凋严，孤游值曛逼”看，诗人所要表述的显然是
离家出游以谋仕的意思。据此，诗题之“行”，当
为“离开”之意。此诗表明，鲍照在步入仕途之
前，他的“家”和“故居”是在京口。

鲍照有《登翻车岘》诗，“翻车岘”是竹里山的
高险之处（参同上）。论者或以为竹里山是由吴
兴（今属浙江）往建康的必经之路，遂以为此诗是
作于鲍照出仕后由吴兴往建康时。但从诗中说

“游子思故居，离客迟新乡”看，此诗显然是鲍照
作于离开“故居”前往“新乡”之时，“游子”显示鲍
照当时还年轻，尚未步入仕途。因而论者所说显
然与诗意不合。今天看来，此诗也当是作于鲍照
离开京口“故居”前往“新乡”建康之时。由此可

见，鲍照在出仕之前，他的“故居”即原来的家是
在京口。由这种情况看来，鲍照后来虽曾家于建
康，他的“故居”也还是在京口。

鲍照有《临川王服竟还田里》诗，此诗众所公
认是鲍照为临川王刘义庆服丧以后还家乡时所
作。“田里”是指故乡（参《辞海》）。诗中说“舍耨
将十龄，还得守场藿”。而据《宋书》“临川王传”，
刘义庆是“（元嘉）二十一年，薨于京邑（京邑指建
康）”。则鲍照为刘义庆服丧当在建康；服丧期
满，鲍照所“还”的“田里”即故乡，自然不是指建
康，而是指京口。至于论者说当时鲍照是“家于
建康”，即使如此，他在建康的家也只能说是客居
之处。由此看来，鲍照在步入仕途之前，他的

“家”和“田里”是在京口；在步入仕途“舍耨将十
龄”时，他的“家”仍然是在京口。当然，由于鲍照
后来曾不止在一处任职，因此，除了京口的“故
居”、建康的客居以外，鲍照在别处是否还会有

“家”，有关情况未见记载，不敢臆断。但如果今

天说鲍照的“故居”是指京口的家，“故乡”是指京
口，即使他在别处还曾有“家”，也只能说是客居
之处，这样的推断应该是符合事实的。而且他家
即使从京口“故居”迁往外地，也当是在再次出仕
以后。

鲍照的《梦归乡》诗，论者以为是作于鲍照在
长江以北时。诗中说“寐中长路近，觉后大江
违”，表明诗人所说的“乡”即家乡是在大江之
滨。在这种情况下，从鲍照的家乡是在京口而非
建康看，诗人所说之“乡”只能是指京口，而不会
是指建康。由此诗又可见，鲍照对于家乡京口以
及京口的亲人是满怀浓厚的情意。

鲍照诗中可见他对京口的感情

鲍照在离开京口步入仕途客居他乡以后，又
曾在元嘉二十六年（449）到二十八年（或二十九
年）随从始兴王刘濬任职于京口，写下了《从过旧

宫》《从拜陵登京岘》《蒜山被始兴王命作》等诗，
显示了诗人对京口家乡的深挚情意。

《从过旧宫》。“旧宫”当是指宋武帝刘裕在京
口的旧居。诗中称颂京口为“东秦邦北门，非亲
谁克居”，可见诗人对京口的赞美。对于此诗所
说之“旧宫”，论者或说是在徐州，并说此诗是鲍
照随从衡阳王刘义季赴任徐州时所作。其实，诗
中以“灵命蕴川渎”称颂刘裕，就显示“旧宫”当是
在京口而不会是在徐州。理由是：京口是在“川
渎”即大江之滨，而徐州并不在大江大河之滨，所
以此诗之“旧宫”，不会是指徐州之“旧宫”，只会
是指京口之“旧宫”。

《从拜陵登京岘》。诗题显示，此诗是鲍照随
从始兴王刘濬拜陵及游京岘山时所作。诗人在
诗中慨叹：“伤哉良永矣，驰光不再中。衰贱谢远
愿，疲老还旧邦。深德竟何报，徒令田陌空。”，这
些话显示了诗人久离故乡京口的复杂感情。诗
人明确称京口中为“旧邦”，显示京口是他的故
乡。此前他虽曾远离京口，家于建康等地，他仍
以京口为故乡。

《蒜山被始兴王命作》。此诗是鲍照随从始
兴王刘濬游览京口蒜山时所作。蒜山是刘裕当
年大败孙恩之处，这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刘裕的
重要地位。鲍照在诗中称美京口是“形胜信天
府，珍宝丽皇州”，意为京口确实是“固塞险，形势
便，山川林谷美，天材之利多”的“形胜”之地，又
如珍宝一样光彩焕发于神州大地之上。如此赞
美京口，确实罕见，显示了鲍照对故乡京口的热
爱和以京口为家乡的自豪情怀。

鲍照在京口为刘濬的侍郎，约有三年时间，
大约在元嘉二十八年（或二十九年）离开刘濬的
幕下，从此也就离开了“旧邦”京口，直到去世，再
也没能返回京口。虽然他此次在京口的时间并
不长，但他在京口所作的几首诗，却都在字里行
间流露出他对“故居”京口的浓厚情意，对于今天
我们了解鲍照与京口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在这
种情况下，今天当我们在探讨镇江古代历史文化
时，自然是难以接受鲍照早年“家于建康”的
说法的。 （配图为京江二十四景之山绕瓮城）

古代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一样天真烂
漫，纯洁可爱，虽然古代没有儿童节，但是，古
代的孩子也爱唱歌，古代也有儿童歌曲。

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儿童歌曲见于东汉
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汉书》中的《孔子
家语》里有一首这样的儿童歌曲：“天将大雨，
商羊鼓舞。”这不仅是一首儿童歌曲，而且还
是一首预报天气的歌曲。“商羊”是古代的一
种鸟，传说商羊起舞，很可能要下大雨。《汉
书》中还有这样一首儿童歌曲：“楚王渡江得
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这
首儿童歌曲说的是楚国的国王有一次渡江，
看到江面上漂浮一种大如斗、颜色赤红的水
上植物，楚王不知道是什么植物，就派人去向
孔子请教，孔子说那是萍实，剥掉外面的皮可
以吃，味道甜美。这件事被写成了儿童歌曲，
在当时的孩子们中间广为传唱。

南朝时期编撰的《述异记》中有一首儿童
歌曲是这样写的：“阿房阿房亡始皇。”这首儿
童歌曲非常简洁，唱的是秦始皇大兴土木建
造阿房宫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这是
一首具有社会意义的儿童歌曲。

在《晋书》中，儿童歌曲是这样写的：
“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头，
陛下徒跣走。”这首儿童歌曲是说东晋皇帝
把年号改为“升平”，五年他就死了，继位
的皇帝把年号改为“隆和”，想用年号来粉
饰太平，但是，当时桓温掌握兵权，剥削百
姓，即使把年号改得再好也不会长久，如果
桓温率军进入京城，皇帝连鞋也不会来得及
穿就要慌忙逃命去了。

在《全唐诗》中，有这样一首儿童歌曲：
“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
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
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
持道挽丧车。”这首儿童歌曲说的是十三岁的
贾家小儿善于斗鸡，被唐玄宗选到皇宫里享
受荣华富贵，唐玄宗外出时，贾家父子常常穿
着华服随行，一路上为唐玄宗斗鸡取乐。后
来，贾父病死，唐玄宗命地方官护送灵车，非
常显赫，于是，这首儿童歌曲就嘲讽了这种不
良的社会风气。唐朝还有一首儿童歌曲见于

《新唐书》中：“新禾不入箱，新麦不入场。迨
及八九月，狗叹空垣墙。”说的是唐朝京城长
安大雨成灾，百姓遭殃，饿殍遍野。这首儿童
歌曲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明朝也有儿童歌曲。《明诗综》中有这样
一首儿童歌曲：“狸狸斑斑，跳过南山。南山
北斗，猎回界口。界口北面，二十弓箭。”写的
是孩子们牵手做游戏的欢乐情景，孩子们围
成一圈、模仿猎人追猎狐狸的场面。清朝初
期的计六奇在描述明朝史实的《明季北略》中
收了明朝的一首儿童歌曲：“崇皇帝，温阁老，
崇祯皇帝遭瘟了。”写的是崇祯皇帝重用奸臣
温体仁，就如同患上了瘟疫一样，绝对不会有
好事情的。

古代的儿童歌曲是古代珍贵的文化遗产
之一，大多简洁明快，易唱易记，深受孩子们
的喜爱，因而广为流传。

乡间裁缝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职
业，乡间裁缝带走的不只是一门手艺，
还有一段记忆。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们的家
乡高桥，“裁缝”是乡间热门的一项技
能，受到不少人尤其是女孩子们的欢
迎，因为这是个细活，干净而有脸面。

当年裁缝上门做衣服是要按天收费
的，我读小学的时候裁缝上门干一天活
工钱大概在五六毛钱的样子，我母亲那
时在生产队里干一天活挣一个工分是二
毛几，当时工分最值钱的是高桥亨四生
产队，他们生产队因卖地皮建丹徒县皮
毛厂，厂里每年会补贴生产队一大笔
钱，大概该生产队的一个工分值四毛
几，已经很让其他生产队社员羡慕了，
而裁缝师傅们可以从秋收后一直做到大
年三十晚上，所以他们的收入要远远高
过单纯的乡下种田人，这就充分验证了

“手艺就是饭碗”“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等这些民间俗语。

乡间裁缝的出现往往预示着这家人
有喜庆的事情，有儿女要结婚，需要给
新人准备衣裳；有人过大寿要做新衣裳
等等，而如果你频频地看见裁缝劳作的
身影在左邻右舍出现，就一定预示着一
年当中重要节日要来临了：家家户户都
忙着请裁缝做新的衣裳，好穿着新衣裳

迎接新年的到来。每到一年的腊月，家
境还不错的人家，都要请裁缝师傅到家
里来给一家老小做新衣服，少则一两
天，多则三五天，从冬装到夏衣，一次
性做完。这段时间也是裁缝最忙的日
子，师傅们一般会不停地忙到大年三十
才能休息。

当时农村里的人家都很节省，请一
次裁缝好像办一件大事，要算好够做整
整一天或两天的活，女人们会把积攒很
久的钱拿出来相约上街去扯好心仪已久
的布料，或者整理衣柜，把珍藏了很久
带着浓郁樟脑丸味道的布料拿出来、准
备好，布料大都是卡其布、的确良之类
的。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后来也
陆续出现了灯芯绒、毛料等布料，那便
是当年的高档衣料了。主家买好布料
后，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做，管中、晚
两顿饭，再按天计算工钱就可以了。

裁缝师傅通常在家吃过早饭后便早
早来到雇主家，在雇主家卸下几块门板
搭起简易的工作台，天气好时一般就在
屋外大门口的屋檐下开始工作，因为屋
外光线好，天冷了就移到屋内，由于光
线不好往往要开灯，这在上世纪80年代
的农村真是奢侈的行为了，但一年就这
么一次，主家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裁缝师傅中午就在雇主家吃饭，然

后接着工作不午休，遇到冬天日天短，
更得抓紧时间。到了天快黑的时候，就
得结束一天的工作，谢绝雇主的热情挽
留，回自己家去，而没有做完的活计等
第二天再来干，这便是乡间裁缝师傅们
的工作日程。

我的外婆当年就是一名土生土长的
高桥本地裁缝师傅，小时候听我母亲
说，她童年时吃了很多的苦，从小被当
作童养媳嫁到三洲陶小圩，开始跟人学
着做衣服，走村串巷，吃百家饭，做百
家衣，因此手艺很精湛，做的衣服非常
好，即使上了年纪后仍耳不聋、眼不
花，照样非常自如、快捷地穿针引线，
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气。她的生意曾十
分红火，很受乡下人的欢迎。请她做衣
服的人也特别多，一件破损的衣服，只
要经过她的手加工后，如果不仔细瞧
瞧，就难以发现上面的补丁。于是村里
的人常常找她帮忙缝补。外婆因有这一
手好手艺，名扬四乡八邻，她大小也成
了个知名人物。

请她这样名声响的裁缝，是要提
前排队请的，她有时忙得连家里都照
顾不过来，童年时我时常看见外婆活
跃在我们三洲大队那一带，外婆通常
会提前跟主家了解你家总共有多少
活，比如说几件衣服、几条裤子，大
人小孩有多少，然后判定到底是做一
天、一天半还是两天，并以此确定何
时开始下家的活，能一天做完的活绝
对不会拖成一天半，能一天半做完的
也不会拖成两天，这也是她获得好名
声的原因之一，当然获得好名声更重
要的原因源自她精湛的手艺。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服装已改由工厂进行规模化生
产，人们都已习惯到商场、超市去买那
些款式新颖、颜色靓丽的成品衣服了，
外婆的年纪也越来越大，她的裁缝生意
越来越不如从前了，变得越来越冷清，
她有时整日待在家里，看着她的裁缝工
具怔怔地出神，偶尔她会为自己缝制些
新衣。88岁那年，外婆安静辞世，她精
湛的裁缝手艺没有传人，留下那把曾伴
随她裁缝职业生涯的粗重的铜熨斗，作
为我们永恒的纪念。

从鲍照诗歌探述鲍照与京口
□ 乔长富

古代的
儿童歌曲

□ 王吴军

《灌佛戏婴图》

镇江会馆对联拾萃
□ 潘春华 回忆高桥 消失的乡间裁缝

□ 孙建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