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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锡来说，今年的春节是特别的。
元旦前，央视公布无锡为今年总台

春晚分会场之一。紧接着，央视综合频道
（CCTV-1）又推出大型系列纪录片《文
脉春秋》无锡篇。一时间，无锡成了全国
瞩目的焦点。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无锡，快看看我
发给你的攻略，这几个景点都想去。”距
离除夕还有10天，连云港灌云的朋友一
早就从家出发，坐上了来无锡的第一班
动车。

我去火车站接她，大老远的，就看到
人群里蹦出一团热烈的中国红，扎着马
尾的姑娘冲过来，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
的拥抱。我笑着说，你穿得可真喜庆。“马
上过年了嘛，更何况还是在春晚分会场，
应景！”朋友眼中神采飞扬，“一看到春晚
分会场花落无锡，我就立马想来逛逛了，
没想到我们县城到无锡都有直达动车
了！”“我们无锡，那可是广纳四海八方
客！”我的音量不自觉地高了些，“走，咱
们先去惠山古镇。”

惠山，以其幽雅娴静让乾隆在南巡
时赞不绝口，称之为“江南第一山”。停好
车后，我们往景区走，一抬眼便和扑面而

来的花团锦簇撞了个满怀。左侧空地上
搭建了一个国风舞台，许多身着华美服
饰的演员正在旁边候场。前方则竖着一
块LED大屏，红底金色的九个大字“无
锡分会场 福禧相伴”分外醒目，两个虎
头虎脑的胖娃娃分列左右，挑着灯笼点
炮仗，喜气洋洋。

“这两个娃娃是谁呀，怎么叫福禧相
伴呢？”朋友有些疑惑。

“你看，右边就是他们的放大版，小
男孩叫阿福，小女孩叫阿禧，是这次总台
春晚无锡分会场的吉祥物。”我指了指右
侧两个娃娃雕像，“这是无锡的国家级非
遗项目惠山泥人，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
另外啊，用无锡方言说‘无锡’二字，谐音
就是福禧，好听又好记。”

往古镇里走，梅花糕、青稞馍、油赞
子的香味肆意钻入鼻腔，直勾得馋虫在
肚子里打滚。我和朋友走了一路，排了热
热闹闹的队，喝了热气腾腾的豆腐花，吃
了甜甜蜜蜜的酱排骨，尝了嫩滑鲜香的
银鱼羹。

真像是过年了，有鱼有肉有福气，朋
友捧腹笑道。

沿着长街边吃边逛，朋友突然拉了

拉我的衣袖，指着前面一家人气火爆的
店铺：“快看，那是什么店？”

我们快步走上前细瞧，门头古色古
香，雕梁画栋，匾额上书“泥人丁”，原来
是一家惠山泥人的专卖店。店内陈列着
各式各样的泥娃娃，圆滚滚的身子，红
绿相间的喜袄，胖嘟嘟的脸蛋上，黑色
的眼珠与洁白的肌肤形成鲜明对比，嘴
角挂着天真无邪的笑容，极为生动有
趣。

“这就是无锡为春晚特别定制的吉
祥物阿福、阿禧。”我指了指摆在柜台正
中央的两个娃娃，标签上写着“乙长福”

“巳有禧”，正是吉祥物的名字。这对娃娃
头戴柿子帽，憨态可掬，身着绘有如意纹
的服饰，脚踩蝙蝠纹的布鞋，鞋尖轻点
处，如有祥瑞初绽，携四方之福而来。朋
友越看越喜欢，挑了一对小号娃娃，乐呵
呵地说：“新的一年就是要福气满满！”

满载着喜悦，我们前往第二站，鼋头
渚。

抵达鼋头渚的时候已近黄昏，远山
缥缈、水波荡漾，宛如一幅细腻温婉的水
墨山水画，在天地间徐徐铺开。穿梭往来
的游船上挂满了红灯笼，仿佛串串随风

舞动的音符，奏响了欢快的春节序曲。
“So beautiful！”突然，一声英文打

断了我的思绪，看向身侧，是一群金发碧
眼的外国人，举着相机咔嚓咔嚓拍照。

“无锡有这么多外国人？”等他们走
远了，朋友问我。一路走来，我们已经遇
到三四拨外国游客了。我告诉朋友，随着
中国的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无锡借
助机场优势，紧紧抓住总台春晚分会场
这一机遇，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圈粉无数，
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国际流量。

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南长街清名桥。
夜幕低垂，沿途的路灯与红灯笼齐

齐亮起，暖意融融。
南长街也同以往大不一样了，刚下

车，我的脑海里就闪出这个念头。
南下塘老街两侧，红绿彩带蜿蜒成

蛇形，每隔一小段就缀着三五盏花灯，花
灯上是烟花的剪影，有调皮的孩子跳着
去触碰花灯，灯罩飞速旋转，浪漫的烟花
悄然绽放，真是应了那句“凤箫声动，玉
壶光转”。

风过时，两岸人家窗边挂的红、黄灯
笼摇得热烈，河里的波光如星辰般晃得
热烈，人们在石板桥头笑得更热烈。

今年的春节有些特别
□汪奕彤

辞旧迎新，新年的美好意义
都在这几个字中。过去的日子
就像花园里的玫瑰，明媚鲜妍是
它，芳香满园是它，枝上含刺也
是它。幸福快乐抑或忧愁郁闷
都将远去，展现在每个人眼前的
都是一轮暖暖的太阳。

农历的正月初一通常是在二
十四节气的“立春”前后，在我看
来，这是蕴含着祝福和美好心愿
的。新年，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
明亮温暖的开始，清冷寂寥的冬
天远去，繁花似锦的春天到来。

一年又一年，年年都有崭新
的开始，年年也都有美好的期待
和心愿，那是人生花枝上的蓓蕾
和希望，让生活绽放成一路风和
日丽、鸟语花香。

博客上读到冯延巳的《长命
女·春日宴》：“春日宴，绿酒一杯
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
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
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看博客名，叫蝶恋花，一个岁
月静好的名字。这博客本是闲逛
时偶然碰上打开来的，却突然觉
得素不相识的博主亲切可爱万
分，定是一个灵心慧性的小女子
了，新年伊始，借古人的诗句陈心
内的愿望。郎君千岁，妾身常健，
岁岁长相见。不但今人重视健
康，古人的心愿也会把健康放头
条，如此才有甜甜蜜蜜的好日子。

老友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是
新年不能免俗，要写下新年的心
愿。他发的是一张图片，心愿手
写在一张粉色信笺上。看第一
条，健康。他说，三十而立，立的
不单单是家庭事业，还有一颗成
熟睿智的心。所以你首先得知
道保养自己的身体，爱自己，才
有基础爱别人。三十岁之后，他
的新年心愿总是健康排在首位。

果是如此，日子这么美好，

务必爱惜自己，健康才是最重要
的。自己、家人、亲戚朋友，认识
的不认识的，愿我们都有一个好
身体。

董桥先生的老师亦梅先生
《三保洞怀古》中有一句：“两字
平安三尺井，万家心愿一炉烟。”
他说三保洞是郑和下西洋遗迹，
古井最著名，人人要拜，要喝井
水祈求平安。

想想这平安两字，可不就是
千家万户的心愿嘛。寻常人家，
不祈求大富大贵，唯愿平平安安
地过好自己的日子。乡下老家
过年，老一辈的人爱自己写春
联，在大红的纸上，用毛笔认认
真真写下：出入平安。然后贴在
大门口显眼的位置，贴在自家各
种车上，心里才算踏实。如今自
己写春联的不多了，却必定会到
集市上买来这些平安字。

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比什么
都好。这是新年的第二个心
愿。不求飞黄腾达，不求平步青
云，只愿安安静静，平安度日。

新年快乐！这是我们在新
年里最平常的问候与祝福。虽
平常，却也最真挚。那些长篇大
论的祝福词看起来华丽炫目，都
不如这几个平常的字贴心。每
逢新年，不喜欢转发华丽的祝
福，但会静静地写下这两个平常
的问候和祝福发给家人亲友，发
给敬重的师长，也会发给自己。

新年的第三个心愿也平常
得很，就是要每天开开心心的，
快乐地上班、读书、写字、看风
景。心要宽一点，再宽一点，像
天空一样辽阔大气，像大地一样
真诚素朴。

健康，平安，快乐。新年的
三个心愿，有点俗套了，可日子
也是俗套的，俗套的才真，才容
易实现。

新年三愿
□耿艳菊

“陈华山”，你大概会以为是
个人名。但我要是告诉你，无锡
有一个这样的地名，而且这个地
名非常容易引起混淆：一是不知
内情的人基本不会想到这是个
地名，如果在它后面有“道”“路”
或“街”“巷”“弄”，那肯定都没有
问题，比如原来老火车站前的那
条“陈白头巷”，交际路西段的原

“王道人弄”；二是“陈华山”这地
名还有新、旧两处所在。如果你
让手机导航，也许会把你导到新
吴区的华山路那儿去。这也难
怪，原来的“陈华山”就在那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工业园
的兴起，“陈华山”和“石街上”以
及“里下甸”等这些村落就整体
搬迁到宝龙广场那儿的春雷和
红旗地块上去了。所以现在有些
不知情的外卖小哥去“陈华山”
送餐，往往会先跟导航跑到华山
路，七问八问再问到宝龙广场那
儿去。不知那条华山路的取名，
是否由“陈华山”而起？如是地
名专家由此起意，带出了一串

“山”路名：天山路、龙山路、君山
路、岷山路、泰山路……这个“陈
华山”可真厉害了。

查1983年版《江苏省无锡
市地名录》，“陈华山”当时是属
于里下甸大队的一个自然村：

“原有土山，陈姓居此得名。”不
过是以某个叫“陈华”者之名而
名之，还是因陈姓人居此“华山”
而得名，就不得而知了。除此之
外，当时它四周的一些“伙伴”，
名字也都挺有意思，无锡人日常
用“夹里”来代称某个人物，在此
地则作为某个姓氏聚居地的名
称，比如“王夹里”“李夹里”“张
甲里”“陈夹里”“尹夹里”“吴甲
里”“邵夹里”等。这个“甲里”或

“夹里”，还有“家里”，不但普通
话的读音相近，无锡话里的读音
也是相同的。

现红旗路上的红旗社区前
身“红旗大队”之名称，源自上世
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队
下面有个自然村原叫“三家村”
（约位于现长江国际花园东南
处），1966年后也以“红旗”为村
名（无锡山北还有一处蒋、居、陈
三姓聚居的三家村，1966年后
也曾改名为“立新村”）。再以后
大队改村，村再改社区，“红旗”
名称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同样

是搬迁过来的荣巷，早先不叫荣
巷，而是叫“薛夹里”或“王巷”。
原住薛姓和王姓两族，曾以势力
强弱争夺巷名，后经协商，另以

“荣巷”命名，不知是否那时巷上
还有第三姓的荣家人？若是如
此，倒真是有点印证了“鹬蚌相
争，渔翁得利”这句话了。现属
红旗社区的二丼桥与春潮社区
的魏丼桥这两个地名，源于同一
座桥。此桥原名魏丼桥，后来有
人又称其为二丼桥。当年以河
为界，河西属无锡市郊区旺庄公
社的村落称二丼桥（现搬移过来
的村巷门牌也是二丼桥，但高德
地图上标为“二燏桥”不知何
意），河东属无锡县坊前公社的
村落就被称为魏丼桥。随着坊
前划入市区，河东那块如今也变
成旺庄街道所属了。

从现在的新光路向南至旺
庄路，汉江路向西至兴昌路，那
一片地方，从东到西有二丼桥、
祥二房、石街上、后华巷、李夹
里、荣巷、大朱巷、陈华山、内下
甸等搬迁居民点，都是上世纪
90年代带着原地名整体迁移过
来的（根据所批地基农民自己建
房），所建房屋均只有30多年的
历史。这些居民点，现分属红旗
和春雷两个社区，村巷里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这边的门牌是“二丼桥”属红旗
社区，隔一堵墙就是属于春雷社
区的“祥二房”了。

为寻找搬迁过来的“石街
上”落脚点（原应在现君山路上
的“夏普公司”所在处），笔者在
那儿转悠了个把小时，询问了许
多人，横穿了新地假日广场之
后，才在那条不起眼的小路旁找
到了。我们无锡市郊的一些地
名，乍一看好像挺有内涵，有故
事可挖掘，但实际上却要让人感
到失望：比如“常州桥”“高浪渡”

“马住基”“田里人家”等，从地名
录上查阅下来，都仅是一个简单
的村名而已。

可惜的是，仅仅30多年，这
里的不少民居又要面临第二次
拆迁了。目前“石街上”“下甸
桥”“陈华山”已开始拆除，如果
以后全部拆除了，这些地名或许
就将永久消失。笔者写下这篇
文字，就是为了记住这个“陈华
山”及其伙伴。

寻找“陈华山”及其伙伴
□周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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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华文化圈的共同节日，一
到春节这几天可说至少也有几十亿人在
共同欢庆这个传统的节日。亚洲庆祝春
节的国家有好几个，追本溯源，春节的源
头自然还是在中国。在最热闹的除夕之
夜，除了吃年夜饭、包饺子以外，必看的
节目首选春晚。我虽每年都看春晚，但
今年是我特别期待、特别关注的一年，原
因很简单，因为今年春晚分会场就有我
的第二故乡无锡，怎不叫我心潮澎湃，满
心期待！我同一些曾在无锡待过的朋
友，得知这一喜讯，大家都翘首以待，心
中顿时都喷涌出了浓浓的思乡情愫。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统计，在
日本长住的华侨（持有绿卡的）约有80
万人，如果包括已经加入日本籍的中国
人，可能不少于100万人。如果再加上
跟中国有工作关系的公司员工、有学术
交流的知识阶层、与中国有姻亲关系的
国民等，合计在一起至少也有1000万
人，占据日本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在日
本也是很大的一个族群了。我是上世纪
八十年代末被公司派到中国常驻办厂，
九十年代中期又到无锡经营企业，在无
锡一干就是23年。我记得那些年里，特
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在
无锡的日本常驻人员应该是最多的。据
那时日商投资企业协会的统计，最多时
甚至超过一万人。那时不要说春节，就
是在平常日子，新吴区的假日广场、无锡
的各大饭店所见到的日本常驻人员和游
客可说是熙熙攘攘。虽然这些人现在都
已退休，大半已经回到了日本，但我想他
们也跟我一样，心中时常挂念着中国、牵
挂着无锡。特别是在这春节喜庆之日，
更希望能同无锡的同仁、朋友一块儿欢
度春节，更期待着能在一起观看丰富多
彩的春晚。

“春节”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也跟中

国一样，每年都会有丰富多彩的欢庆新
年的节日活动。由于明治维新时期倡导

“脱亚入欧”，历法已由农历改成世界通
用的新历纪年，春节便从民俗假期中移
植到了元旦，这一移花接木，尽管假期够
长，但传统的年味少了不少。幸好在日
本还有横滨的中华街、神户的南京街、长
崎的中华街，当地华侨仍然保留着原汁
原味的传统春节风俗。无论是舞龙舞
狮、大头娃娃摇拨浪鼓、少年少女踩高
跷，还是坐旱船等吹拉弹唱的庆祝活动，
都显示出中华文化在日本的强大生命
力。

5年前，因太太罹患帕金森综合征
需回国治疗，我离开了长住23年的无
锡。坦率地说，这一次忍痛惜别，我内心
深处是非常依依不舍的，我还专为此写
了一首歌《无锡别情》。离开无锡的日日
夜夜，我常常怀念无锡的朋友、太湖秀美
的山水，还有我钟情的无锡历史文化和
音乐。中国与日本，被称为“一衣带水”
的近邻，距离这东西，说近也近，说远也
远，离别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多了，但最
奇怪的是，我对无锡的印象不是随着岁
月的流逝而一天天地变得模糊，相反使
我更加刻骨铭心，更加牵肠挂肚、魂牵梦
绕。

回到广岛，在居住的小区，我也经常
参加一些社区活动，每每我同大家谈起
无锡，令我感到最震惊的是，他们只有很
少的人知道，有的人要经提醒才能够想
起的确有这样一座美丽的城市，并且我
要每次给他们解释无锡在上海和南京之
间，在苏州的旁边，他们才好不容易明白
其定位。后来我发现《无锡旅情》这首歌
在日本可算是家喻户晓，所以我只要一
说起这首歌，哪怕是从未出过门的当地
人也会马上就明白无锡这座城。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无锡这个工商

名城、这个日商投资高地的知名度，往往
只局限于日本大城市里与工商界有关联
的特别社群中。对中小城市的一般人来
说，只知道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这样的
大城市，连旅游观光地也只知道苏杭，而
不太知道无锡这座古老而秀美的城市，

“养在深闺人未识”，真的有点太可惜
了。“工商名城”这么亮眼的名片为什么
在日本反而不如一首《无锡旅情》的歌曲
那样影响深远呢？就因为有这样一首歌
的广泛流传，才使足不出户的一般日本
百姓对无锡有所耳闻，他们对无锡的认
知虽然模糊，但无锡在上海、苏州附近是
肯定知道的了。

这就是歌曲、艺术的魅力，起着无与
伦比的宣传效果。其实历史、文化（含艺
术）、音乐、体育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的软
实力。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
在深，有龙则灵”，而无锡人杰地灵，有山
有水，有龙有仙，一定会名闻遐迩。

旅游业被称为“无烟工业”，像无锡
这样有那么多的星级景区、有那么多的
高中档次的宾馆，水陆空的交通又如此
便利，真是一个发展旅游业的绝佳地
方。在软实力上，无锡的人文故事有很
多（春晚的节目中也有穿越时空的场
景），古迹也不少，我自己就曾试探着用
歌曲的形式，向世人介绍过无锡鲜为人
知的美好的一面。希望有更多的外地朋
友能通过歌曲来了解无锡的方方面面、
点点滴滴，了解无锡无处不在的闪光点，
真正能体会到无锡的“温情与水”。

无锡的音乐，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
刘天华、阿炳创作的出类拔萃的优秀作
品，之后又有《太湖美》这样动人心弦的
歌曲；还有锡剧院、歌舞剧院、民族乐团、
交响乐团、山禾合唱团这样实力雄厚的
团队，在文化艺术上的潜力并不单薄。
听说无锡的人均GDP连续几年傲居全

国大中城市第一，口袋里有了钱，应该有
与此相匹配的软实力的崛起才符合常
理。我想将来一定还可以打造成“音乐
名城”“旅游名城”“美食名城”“书画名
城”“体育名城”……

这次把春晚的分会场设在无锡，我
想除了认可无锡这座工商名城之外，也
是对无锡这几十年的城市建设、古迹文
物的保护、非遗传承的发扬光大、文化艺
术的显赫地位等成就的肯定。这些伟大
的成就对我们这些自认为是无锡曾经的
新市民来说，也是相当自豪的一件事
儿。歌舞升平是国泰民安的一个侧面，
春晚也是中国优秀艺术作品的一个高水
准展示。

春晚无锡的分会场所选择的场景，
的确呈现最无锡的一面，有鼋头渚的帆
影片片，有惠山古镇的古老祠堂、江南风
味的庭院园林，有清名桥两岸的枕河人
家，有古运河的流光溢彩……古韵新风
在火树银花中绽放，五彩的花灯映照着
莺歌燕舞。一曲《无锡景》贯穿始终，二
胡方阵动人心弦，评弹声声悦耳，靓女翩
翩起舞，无不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

我自己虽然身在日本广岛，也能够
通过电视，透过春晚与无锡广大的新老
朋友们共同分享着这充满喜庆的热气腾
腾的除夕夜。时隔5年能够通过电视

“重游”我曾经生活过23个春秋的无锡
的大街小巷，能够与大家一起共庆春节，
我禁不住手舞足蹈、欢欣雀跃，仿佛回到
了当年。听着岁末年初的钟声，我双掌
合十衷心祈祷，借着春晚的喜庆，祝福无
锡的广大市民，希望无锡更加繁荣昌
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我爱无锡！我爱江南！更爱中国！
（作者系无锡锡剧促进会前副会长、

作词人）

在广岛与无锡共迎新春
□川上贞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