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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作家走读

美丽乡村

永康市文联 主办

永康市作协
山川大药房

协办

东南形胜，地毓灵芳；浙中名山，

天宝物华。山形绮美，蜚声四海；风

貌瑰琦，闻名迩遐。眺如城堡方山，

嗟称方岩；观似铜墙赤壁，叠翠丹霞。

顶有胡公殿，祀北宋胡则。丁钱

永免，政德流芳青史；香火不绝，赫灵

驰誉万家。

观夫方岩，凌空独峙，状如卧狮。

危岩拔地，一若巨钟悬天；绝壁插云，

凸现险峰势急。熔岩凝灰，苍苍然立

仞峥嵘；砾石火成，褶褶兮石罅簇集。

瑞霭蒸腾，融普陀之缭绕；流光焕彩，

涵龙虎之霞翳。绿树白云，若青城之

清幽；丹山飞瀑，胜衡岳之飘逸。

若夫南麓拾阶，路折径曲，身轻步

盈。幽光浅望，异景深萌。斑驳俯仰，

醉修竹之婆娑；鸟声悦耳，恍天籁之清

鸣。蛟龙泉冽，喜湍流之澄澈；罗汉洞

幽，仰正德（1）之修行。百步峻险，讶

梯悬之陡峭；步云亭危，叹巧致之空

灵。飞桥横架，俨巨龙之盘旋；栈道凌

空，依深涧而筑成。蜿蜒端顶，巨石豁

然中开；嵯峨耸立，透关颔首相迎。建

阁夫上，俗称天门，独有“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之磅礴，兼具森严峻拔、气呑

万里之恢弘。阁有联曰：“天生奇境窥

大地，门设雄关瞰山河。”

乃夫步入天街，山势平缓，石径

坦荡。松柏扶疏，商铺琳琅。麦饼香

干，品特产之鲜美；馄饨索面，浸风味

之飘香。广慈寺里，香客祈福络绎；

千人坑下，义军壮举流长。屏凤高

阁，巍乎飞檐翘角；胡公圣殿，峨然黛

瓦红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2）

伟人纪题，壁立昭彰。公为天下，出

寒素而志远；德润人心，除时弊而敢

当。兴革益民 ，舍生死而进谏；勤廉

为政，泽苍生而名扬。诗曰：丹霞绝

顶奉胡公，福泽乡邦大帝封。正气一

身思百姓，清风两袖万民崇。

及若天桥横跨，南岩登临，骋怀眺

望。绝壁赤染，群峰叠嶂。青葱罗盖，

翠卷平冈。松涛阵阵，古木茫茫。身

置六合，吐纳神清气爽；风来八方，吹

拂地阔天苍。瑞气扑面，若临琼瑶逸

境；重峦盈眸，恰似天下粮仓。马头山

麓，烈士丰碑永立；金竹降上，革命晓

角传扬。石鼓寮间，武侠演绎经典；小

镜湖畔，影视风靡四方。

至若移步寿山坑，茂林积翠，幽

谷藏踪。形如城郭，环峙五峰。重楼

罗立，曾设临时省会；泡桐参天，见证

合作国共。清荫静谧，书院依洞而

建；山色空蒙，石室飞瀑掩容。南宋

发祥，始创永康学派；龙川立说，首开

讲学之功。墨客雅士咸集，人文荟

萃；王霸义利论战，朱陈（3）争锋。会

逢学易斋前驻，犹闻当年论辩浓 。

美哉！墨舞笔歌，画不尽丹霞

奇观！壮哉！千重旖旎，道不尽方

岩璀璨！伟哉！茂德丰功，赞不尽

胡公恩贤！兴哉！开来继往，谱不

尽壮丽新篇！

有词《沁园春》赞曰：霞染方山，碧

拥危岩，兀立浙中。看飞桥缘壁，瑰奇

峻险；天门耸峙，势绝浑雄。梦塔流

芳，云亭疏韵，谷寂林幽崖嵌崆。凭栏

眺，恰粮收国廪，翠映群峰。登寻鬼斧

神工，更无数仁人遗事踪。忆恤民胡

则，庶黎仰戴；尚文陈亮，百姓推崇。

赤胆刘英，凛然喋血，浩气长存若劲

松。思兴复，理遵贤秉义，永续丰功。

注：（1）指方岩开山祖师正德禅师。

（2）胡公尝向仁宗皇帝奏免衢、婺两

州身丁钱，百姓感德，故立庙纪念，此

句为毛泽东主席对胡公的赞誉。

（3）指朱熹和陈亮。

方岩赋
□胡潍伟

“衙门”一词，《辞海》的解释是

“官员办公的地方称衙门”，那县一级

官员办公的地方，自然就称为“县衙”

了。我打小就害怕县衙，因为常听大

人们说，“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

来”，那是可怕的地方，平民百姓，除

了打官司和吃官司，是没人敢进衙门

的。我童年所见，也印证了这衙门的

可怕。

七十多年前，我们永康县衙(新派

人也称县政府，那是国民党当政的县

政府)就在仁政桥附近的县前街，高大

的门楼朝南。据碑文载：“永康置县

于三国东吴赤乌八年(公元245年)，

除了唐武德四-八年(公元621-625

年)曾‘徙县治于城之北’外，历朝历代

的衙门(县政府)均设立于此地。”

当年这里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

全县城最大的商店都集中在这里。县

衙东边是童德和药店、万顺昌糕饼店、

万泰南货店；西边是蔡福茂烟草店，隔

中正街(解放后改称解放街)是最高级

的旅馆公信茂和靠近县衙的同文书

局；县衙对面当年没街路，是丁字街，

但有一条以青楼闻名的县前巷，这里

日夜美女如云笙歌低唱，热闹非凡。

与县衙门正对面是全县最大的方岩饭

店、椿和饭店，最令人难忘和吸引人眼

球的是那爿全县城唯一的、闪耀着异

彩霞光霓虹灯的虹光百货商店。

我小时候每每走过县衙前，都情

不自禁地驻足注目，只见高大门楼上

方画着个如大圆桌面大的青天白日，

大门两边各站一名手持上了刺刀大

枪、头戴钢盔的大兵，威威凛凛，时而

对靠近县衙的人恶声怒吼，如狼似

虎，吓得我心跳加速。然而，我大男

孩一个，怕归怕，每次都要往神秘的

县衙多看几眼，总盼望着有朝一日能

进县衙探个究竟。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真让我等到

这威严神秘的县衙洞门大开的日

子。那天县衙不知为什么突然官吏

走失，岗哨撤除，洞门大开，平民百姓

凡夫走卒都可进出，如入无人之境，

自由出入。更奇怪的是，昨天都还警

戒森严的堂堂县衙，竟满衙挂白，整

堂披孝变成了一个停放死人的大灵

堂，这让我这个愣小子实现了县衙探

秘之愿。

那是1946年冬，快要放寒假的一

天，我已是永康中学的学生，我的女同

桌应琼雪是走读生，家住小桥头一带，

她天天上学都经过县前，这天她告诉

我，县衙披麻戴孝变灵堂了，站岗的大

兵也没了，衙门大开，吊孝的人进进出

出没人管了，不知为什么。我一听就

乐了，明天是星期天，就不回芝英了，

决定去县衙里探个究竟。

匆匆吃过早饭，我独自直奔县衙

而去，只见往日威严吓人的衙门，己

没有头戴钢盔持枪把守的大兵，当然

就无如狼似虎般吼叫行人的可怕声

音，高大门楼挂满白布，连那大大的

青天白天徽标和县政府大字牌也被

白幕盖而不见，原来的岗亭处摆着大

鼓，坐着锣鼓班，见有戴孝持悼仪来

吊孝的人，立马大鼓骤擂，唢呐齐鸣，

里头就哭声大作，一片哀声。这一套

豪门望族的丧仪我见得多，不去理

会，独自往里钻，也无人阻拦，那叫明

伦堂的大厅是停着死尸的灵堂，号啕

齐哭的人都在里边，我也不知死的是

谁，心想一定是县太爷县长死了，才

有这么气派在县衙里设灵举丧，我不

去管它，只顾自己探秘。

我在县衙随心所欲，东眺西窜，

只见一些房子挂着“县长室”“秘书

处”“教育科”之类的木牌，但都房门

紧闭，原来早就没有县衙的人了，别

的也没有特别的东西，不感兴趣；转

了一圈来到东厢，这里一片白墙，只

有一个车门，我探头欲进，忽听一个

吵哑的声音传来：“小孩子不要乱窜，

这里是班房。”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穿

一身黑衣，不戴大盖帽的警察拦住

我，他没有枪，手里拎着一条棍，与我

们学校上童子军课拎的童子军棍差

不多，大约就是警棍吧。我认定这个

就是人们常说的“牢头”了，看他那老

实巴交的长相，听他那显露柔情的言

语，肯定不是狐假虎威的丘八，让我

想起看戏《苏三起解》里那善良可爱

的牢头崇公道，就大着胆儿尊他一声

“大叔”，要求让我进去看看。他居然

同意了，呶呶嘴让我进入大牢，轻声

吩咐道：“不要靠近，不准讲话。”

进了班房，其实只是一个四合院，

四边许多牢房，大窗都是铁栅栏，对着

院中一个持枪无精打彩坐着的武装牢

头，各牢房里干什么的都有，有窃窃而

议的，有玩胡牌的(胡牌是从前一种长

条纸质赌具，玩法类似麻将)，居然还

有一间在推排九，囚徒们兴奋得高声

喧叫，只有此时牢头们才敲着门板吼

声制止。看了一遭也未见上老虎凳、

打屁股、灌辣椒水之类听说书常有动

刑罚刺激事，临走时却见几个小贩送

进馄饨肉麦饼，心想这坐班房原来还

是很惬意的，哪有什么恐怖？

出了班房往西厢，过了大谷仓，那

边是地方法院，意想中是像舞台上演

的大老爷坐堂审案的地方，是威风八

面的大堂，其实只是间稍大屋子，摆着

法官桌而已，除了有原被告席，并无什

么特别，至此我的探秘欲荡然无存，大

步走出县衙，里边灵堂哭声依旧，我管

它做甚! 后来稍长大了，同长辈们讲

起班房的见闻和疑问，他们说班房就

是衙门的看守所，穷人进班房要忍饥

挨饿，有钱人照样可花天酒地，赌博、

喝酒都可以，只要你出得起钱，牢头们

为之叫婊子嫖妓都可以。因为班房里

囚徒的饮酒作乐、聚众开赌甚至招妓

嫖娼，都是牢头们的生财之道。噢，旧

社会衙门腐败原来如此！

旧县衙探秘
□应跃鱼

大陈的秋
秋深了，
盘点日子的年铺里，
喜悦和悲伤各占一席。
人到中年，心中无喜也无悲。
年铺里作一回看客，有些清闲。

天空的蓝，依然深远。
仿佛雨雾的早晨，没有惊拢那些
乱串的麻雀。背面的历山保持静穆。

荆川桥头的走廊，
阿婆的水果摊就铺在路上。
不出声，也不吆喝。
如此的宁静，那些出售的柑橘
也是本来的模样。

苦是人生，静也是大道。
这个深秋，一些熟悉的面孔陪我静坐。

园周小记
这是我多次涉足的古村，
古朴的路面像绢麻书的第一页。
多次的往返跟沿途的景致无关，
人与事的纠葛无非就为了志趣相投。
满身的书卷气横扫千秋大梦，
经纶满腹，点缀舜山下留连的钟声。
点睛之处蕴藏人间大写的美意，
多少的轮回反复重现温暖的光亮。
一切都会像一张白纸那样摊开
园周自此拥有莲花绽放的暗香。

塘里记事
有靠山的地方，必有人才辈出。
塘里也因此被孙权的后裔看中，
尽管这只是传说，但我也信了。

一个村庄，有塘就有水，
有水就能生财，生财即为理想的居住地。
我的故乡，就在江南的深处，
也就在无数的塘里藏着。

塘里，从版图上看只是一个村庄。
村里有水塘用于生活兼顾防火，
村内有巷道多条兼顾防盗，
村外有小城墙亦可防外侵。
我曾想在某个风静月朗的深秋之夜，
塘里的孙权后裔面对丰收的火把，
会在心里欢呼，这就是我的塘里国呀！

丁酉的仲秋，树叶还没有发黄，
秋天却将脸深埋在塘里，
反复洗刷，尽染的风沙还是
将黑发换成白发。
秋夜容易让失眠的人翻身，
一些古朴的物件正低声倾诉。

吕煊，永康籍，文学硕士。诗作入

选各种选本。出版诗集《吕煊新诗自选

集》《庭院》；出版散文集《追溯》《笔耕婺

江》。系九三学社社员、浙江省作家协

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现在某

国家级媒体工作。

丁酉年永康走笔
□吕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