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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象·鹿顶山

乘车进城记

情趣·健康桥

前洲锦绣园
| 周宏伟 文 |

无锡市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 告

无锡市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调
查江苏由爱地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当事人）涉嫌传销违法案件过程中，
于2019年2月28日依法对当事人的涉案
款 项（250000 元）, 单 据 号 码 ：NO.
00273080,采取扣押强制措施。2019年
4月19日我局将该款项发还当事人。但
当事人至今未领回该款项。本局自即日
起发布公告，请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7日
内携公司账户到本局认领该款项。逾期
不到，本局将根据相关规定，对该款项依
法处理，特此公告。

无锡市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Ο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我家住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老
镇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当地
还属于原无锡县管辖，那时没有私
家车，后宅这样的农村地区客运车
辆稀缺，公交车线路少班次更少，农
村地区百姓出行极为不便。因此，
彼时大家出行的首选，都是搭乘私
人承包运营的中小型巴士，简称小
中巴。

那时停靠小中巴的后宅客运
站，和我家就隔着一个路口。小中
巴运营时间为每天7：00至 17:00，
上午大约15分钟一班，下午大约30
分钟一班。小中巴都由当地百姓私
人承包，自负盈亏，每车配司机和售
票员各一人，多为夫妻档。小中巴
的车身刷上了统一的红色标识，一
辆小中巴车厢内左侧为双人座，右
侧为单人座，最后一排则为四人座，
售票员座位一般设在车身右侧中部
车门旁，含驾驶座共有6排20个座
位。但司机和售票员为了多赚些
钱，总是想方设法多载一些乘客，超
载拉客几乎是家常便饭。那时候小
中巴进城，统一都走老312国道，从
后宅镇客运站出发，实行成人6元
一票制，1米以下儿童免票，中途基
本没有停靠站。沿途经过硕放镇、

新安镇、旺庄镇、坊前镇，经过上马
墩走人民东路进入市区，终点站统
一为兴源北路与高墩桥交界处的无
锡火车站南广场东侧停车场（现今
盐务大厦附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父亲在乡镇
企业开大货车跑运输，他每月微薄
的工资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加
上我当时体弱多病需频繁住院治
疗，医疗费用支出巨大，所以家庭经
济比较拮据。母亲为了贴补家用，
就开始干起了贩售水果和代加工劳
保手套的营生，所以一年四季无论
刮风下雨，每周都会在固定时间带
着我搭乘小中巴进城，去胜利门老
红梅市场和南禅寺的朝阳农贸市场
进货。

这一年四季搭乘小中巴进城的
日子里，我和母亲最怕的就是夏季
三伏天。由于那时的小中巴车型老
旧，车内没有安装空调，仅在司机驾
驶座前方安装有一台小型风扇，吹
出的风也都带着热气。高温季节
下，车上人多拥挤，被毒辣的阳光曝
晒得发烫的铁皮车厢内，空气闷热
而浑浊，坐在里头就跟蒸桑拿差不
多。我和母亲上午进城的时候因为
后宅客运站是始发站，只要早一些

赶到客运站，总能坐到左侧靠窗口
的双人座位置，靠着小中巴行驶中
带来的自然风，还能稍微凉快一点；
可如果是下午返程，由于返程班次
减少，小中巴基本都是超载运营，往
往只能分到一个右侧靠窗的单人
座，年幼的我只能坐在母亲的腿
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城镇化率不
高，老312国道在硕放机场与上马
墩之间路段，沿途道路两侧大多是
远离村庄的农田，当时尚未经过快
速化改造，只铺着碎石和柏油，路
况堪忧；再加上当时路网建设不发
达，老312国道是无锡联通苏州的
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车辆只能
选择走这一条主干道，车辆拥堵严
重，颠簸的道路和缓慢的车速，使
得单程走完需要接近两个小时。
每次一趟车乘坐下来，我都只觉得
头晕眼胀，恶心欲吐，一路上总不
停开口询问母亲“我们什么时候才
能到家呀”。母亲总是一手怀抱着
我，一手拿起记账的笔记本给我扇
风驱热，耐心地劝慰我“快了快了，
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了”。到站下得
车来，母亲顾不上舟车劳顿，还要
背着我，双手再各提一袋棉纱布或

两大箱子水果步行回家去，坐了一
天车下来身子骨都快累散架了。

今年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应朋
友之邀进城小聚，我本可乘小车前
往，但最终还是选择低碳出行，三十
年后的今天，小中巴早已成为一个
历史名词而被地铁和新能源公交所
取代，2020年10月通车运营的地铁
3号线如今成了我的出行首选。我
在硕放机场站刷卡进站乘车，地铁3
号线车辆外形流畅，以天空蓝为主
色调，坐在车厢里，感觉地铁运行时
噪音和车厢抖动都较小；由于车内
开着智能送风系统，可以通过空气
弹簧的变动来感知列车内乘客的数
量，适时调整空调的送风量，所以车
厢里一直保持着舒适的温度，一点
不感觉闷热；地铁3号线的车次也很
多，发车最快间隔约为5分30秒，这
种快捷、便利、环保、经济的现代绿
色低碳出行方式，大大提升了沿线
城市边远地区居民的出行便利性。
坐在宽敞明亮的地铁车厢里，感受
着无锡市三十年来公共交通不断优
化升级带来的出行便利，自己年幼
时跟着母亲坐小中巴出行的曲折经
历，又再一次浮现在了我的眼前，两
相对比，令我感慨不已。

宋词中有“尚记春归日，锦绣
裹江城”句，每次吟诵，眼前一片
旖旎。仿佛那桃红柳绿、鸟语花
香一下子都涌到了眼前，“锦绣”
两字读着都觉口齿留香。而在无
锡前洲，就有一个典雅淡朴、小
巧玲珑的园子,用它命名，唤为

“锦绣园”。
锦绣园于1989年落成，曾被

誉为“当今乡镇第一园”。近年
来，很多外来客只知道前洲有个
冯其庸学术馆，却不知还有锦绣
园。它似乎成了陪衬，不显山，
不露水，默默地守在一旁，即便
是不少当地人，心里也觉得，锦
绣园只是退休老人休闲健身的场
所，或者是小孩子游戏娱乐的地
方。但实际上，锦绣园却是个不
出城郭而获山林之怡，身居闹市
而有林泉之乐的绝妙去处。在那

里，可以放飞心灵，远离喧闹，是
一个可以让心栖息的地方。

春天，春风和春水在这里相
会。那迎风荡漾的柳枝，染绿了
整个园子；假山上，池子旁，迎春
花摇曳身姿，明艳的黄色直逼人
眼。行走在曲径廊桥，像在徐徐
打开一幅幅画轴，几步成景，活
色生香，走着走着，人就走到画
里面去了。

夏天，锦绣园里的银湖飞瀑
和荷塘花径，让你觉得仿佛误入
了蓬莱仙境。邀三五好友，坐在
池旁亭中，有风吹来，花香夹着
凉凉水气，令人心旷神怡。最妙
的是明月夜来此赏月，天上一轮
明月，水中一轮明月，这份诗情，
恐怕连李白都羡慕不已呢。

秋天，锦绣园的桂花一定是
主角。秋风吹起了满地落叶，也

吹香了桂花。园内西
北角上，有一个精致院
落，里面种满了珍贵的
金桂和银桂，浓郁的花
香飘进一幢古色古香
的小楼，这便是冯其庸
先生的桂香书屋。这
里珍藏着冯其庸先生
和其家属捐献给家乡
的文物、手稿、名人信
札和书画作品。桂香
与书香在这里完美融
合，是秋天里一道独特
的景致。

冬天来了，锦绣园
又是一番景象。很多
树举着疏朗枝丫，静谧
雅致，给人无限禅意。

若是赶上大雪，那便是极好的
了。银装素裹，干净分明。还有
那蜡梅呢，盛开正当时，梅逊雪
三分白，雪输梅一段香。赏雪嗅
梅，再在雪上踩上几个有趣的图
案，那份快乐，足以扫除心中所
有尘埃。

锦绣园内，有“通幽”“入胜”
“竹坞清影”“梅林春晓”“霞落樱
洲”“前洲幽媚”等景致，登上曲
溪风荷楼，可眺前洲全貌。

除了精雕细琢的风景，锦绣
园内还建有别具一格的文史馆、
水利馆和民俗馆。它和一墙之隔
的冯其庸学术馆一起，可悉前洲
之古今，觅传统之精髓，承先辈之
精神，成为前洲的文化地标。

锦绣园的牌匾由著名国学大
师冯其庸先生题写，门前的那副
对联“锦绣园中园锦绣，惠泉山
下山惠泉”，也是冯其庸先生的
手笔，那古朴大方的墨宝，将深
深的乡情，镌刻在每个人的心
里。

冯其庸先生还特意为家乡创
作并书写了《锦绣园记》，镌刻在
锦绣园东的石碑上。每次驻足碑
前，冯老先生带着乡音的诵读声
就在我耳边回荡：“龙山之阴，太
湖之阳。猗欤前洲，物阜民康。
乃建斯园，与民休养。崇阁巍
巍，清清汤汤。四时佳卉，流连
景光。凡我妇子，乃颂乃扬。亿
万斯年，永葆其昌。”

前洲，就如那婉约的江南女
子，锦绣园，是她头冠上璀璨的
明珠。在我心里，它一直是家乡
最美的风景。

《当代邑人咏无锡诗词选（第一
卷）》出版发行至今已十个年头了，为收
藏精品佳作，传承中华诗词文化，现将

“第二卷”征稿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稿对象
1949年10月1日后仍健在的和出生

的，生于无锡、长于无锡或曾服务于无锡
的人士，其个人创作的咏颂无锡的近体
诗和词，均在征集、征稿范围内（无锡的
概念包括江阴、宜兴，下同）。

二、题材范围
主要征集咏颂无锡的山水名胜、人

文史迹、沧桑变化的相关诗词，其他内容
的诗词不在征稿范围内。

三、投稿方法
投稿的原创诗词（严禁抄袭剽窃），

采 用 电 子 稿 形 式 发 送 至 邮 箱 ：
358399861@qq.com。市诗词协会会员
向所在区分会投稿，由分会初审后以电
子稿形式统一发送邮箱。

四、投稿要求
1.凡在“第一卷”中已被选用的诗

词，不得重复投稿（建议投稿2014年以后
创作的诗词）。

2.以首次投稿为准，拒绝重复投稿。
3.本书主要采选近体诗和词，从严

从精。诗采用平水韵，词采用词林正
韵。古风原则不采用。

4.每人投稿诗词不超过10首。
5.投稿人将诗词按照统一的简化字

体和诗词格式，按五言、七言、绝句、律
诗、词的先后顺序编排，同时附上50字以
内个人简介以及通讯地址、联系电话。

五、时间要求
从本启事发布日起到2023年12月

31日截止（分会内部投稿12月10日截
稿）。

《当代邑人咏无锡诗词选（第二卷）》编委会

《当代邑人咏无锡诗词选（第二卷）》
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