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有月光的夜晚，出来走路，仿
佛是走在月光流泻的银河一样舒
畅，不经意间，人的身体也成为了月
光漂移的河流，说不出有多温暖。
显然，这是天象，与烟火人间差不了
多少。但，月光下的往事，却如月光
一般皎洁。

村庄于我是永远的心灵驿站，
月光于我则是一生的承诺。小时
候，没死没活在漆黑夜里穿行于村
庄，夜游神一样不知疲倦地游荡。
天不怕地不怕，还怕村庄几只老狗
不成？狗叫声，恰恰是我熟络村庄
的标志。狗熟悉我的气味、我的脚
步声，起先是不明情况地叫几声，后
来知道了情况就不叫了。显然，狗
熟悉我的规律，知道此时的我又要
夜游了。我是村庄唯一的夜游神，
只有月光能够窥察我的心思。

每晚不出来，我莫名地担心我
会在星星眨眼时错过了美好愿望，
便不能入睡，眼睛一直都要追寻着
星星和月亮。这个时刻，是心灵与天
地最为无间的时刻，心灵的状态也是
融合天宇的状态。直到星星没了，月
亮没了，才会茫然地走回来睡觉。

夜下，潜伏到瓜地，弯腰弓背，既
小心翼翼，又理直气壮地在瓜地窜来
窜去，扫描月光下每一个看似成熟的
西瓜，瓜秧被月光拉长，显得生机盎
然，蹲下去，用手弹着西瓜皮，判断西
瓜成熟度，然后才不慌不忙地扯断瓜
秧，把瓜掂量来掂量去，有些不忍心
地装进蛇皮袋子，然后背上就走。瓜
地里，留下了我的气息、我的脚印、我
的身影。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瓜地
里，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偷了瓜，
还要留下大小便做记号，就像动物
用气味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没有
人跟踪，没有人把我的行为看在眼
里，我有些自以为是，为自己站岗放
哨。月夜瓜地，我想着好多心事，跟
踪我的月光，也被我落下，回到家
里，把瓜放在房顶，让西瓜的心事成
为被月光朗照的对象。

月光如水，亲人们都坐在院落
纳凉。四下一片沉寂，清风徐来，每
个人脸上都舒展了，笑意妩媚，留给
身边的月光不少兴奋。月光把纳凉
的情节照得格外清晰。亲人有一搭
没一搭拉着话，不想错过难得的一
丝凉风吹来，不想错过月光的清凉
如水，还有月光下的故事。故事就

像晚风拂面，不论是爱讲故事的，还
是爱听故事的亲人，都是月光下最
生动的人。就像月光下的葡萄晶莹
滴翠。

在这寂静里，奶奶坐在门槛上，
眼神看着远方，若有所思。似乎她
所有的思想都包含在月光里，被她
反复阅读和自习。月光如期而来，
丈量着夜的长度，也丈量着奶奶思
想深邃。放在月光下，什么都能曼
妙成仙。我觉得，此时的奶奶滑过
了所有难言的坎坷，静静咀嚼“人活
一世，草木一春”这句话包含的深刻
意义，在这静夜里，无论干什么都是
一种享受。

爷爷躺在炕上吸着旱烟，烟味
飘出窗子，顺着月光向上走，仿佛也
带着爷爷凝聚一生岁月的味道一起
飘走，月光注定会呼吸人间烟火。
爷爷在月光的注视下，浑身舒爽地
倾吐岁月的余音。满是皱纹的嘴巴
吞云吐雾一般，感觉自己到了天上
人间。

母亲坐在草垫上纳鞋底，借着
月光，似乎要把心情一针一针纳进
去，连成生命的整体。蚊虫飞到脸
上，也浑然不知，我轻轻赶跑母亲脸
上的蚊虫，手指划过母亲的脸，留给
母亲不少幸福。为此，母亲纳鞋底
的旋律和节奏，竟然成为音乐节
拍。就连躲在暗处的猫也把肥美的
身体有节奏地摇摆，老树撑开浓荫，
流淌一地银光。

趁着这个时间，我神不知鬼不
觉地来到已经不止一次窥察秘密的
地方。那里很黑，有隐约的光色，天
地在此幽暗，月光也不关照这里。
但是，这情景，还是在月光关照下看
到的。村小学男教师和女知青秘密
幽会，这里的神秘，似乎连月光也忽
略了。他们合二为一时，我以为眼
睛看错了，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好
像还是一个人。这让我对未来充满
了恐惧，又充满了好奇和渴望，能清
楚地看清这种渴望，是月光带来清
晰颜色。这个秘密，一直被我严守
着，从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泄露过。
似乎这是月光对我的叮嘱，也许是
心灵深处藏着月光不肯示人的缘故
吧。

如今，勾起回忆的物象尽数消
失了，物非人非，往事不再。只好在
月光下，借着月光寻找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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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的往事惠山上空的月亮

宋人词意

| 俞雪峰 文 |

那个夜晚，正逢十六月满圆，踱
步在银光满铺的古运河畔，举目眺望
高悬在惠山上空的一轮圆月，天上月
圆皎皎，心中思绪纤纤。

凝望间，不禁浅吟苏东坡先生的
诗《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
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
逢山未免更留连。
独携天上小团月，
来试人间第二泉。
石路萦回九龙脊，
水光翻动五湖天。
孙登无语空归去，
半岭松声万壑传。
东坡好诗，千年流芳；吟诗入境，

怎不让人流连。
惠山山脉，横亘在无锡城边。惠

山有九峰，头茅峰、二茅峰、三茅峰
……恰似苏东坡诗中的“石路萦回九
龙脊”。惠山不高，三茅峰高328.98
米，在江南丘陵地区却不多见。惠山
山脉，既无北方山脉的雄奇厚重，也
无西南山势的逶迤连绵。可当年乾
隆下江南，竟将惠山誉为“江南第一
山”，足见乾隆对于惠山的偏爱。也
许他喜欢上了惠山的林壑秀美，喜欢
上了惠山的山色溪光；也许他钟情于
惠山麓的寄畅园，流连于月光下的第
二泉。惠山胜景，江南盛地，令他叹
为观止。

二泉，本名“惠山泉”，相传为唐
代无锡县令敬澄所开凿。因唐代僧
人慧照曾在附近结庐修行，古代

“慧”通假“惠”，故得名“惠山”。惠
山泉位于惠山东麓，泉水水色透明，
甘洌可口。庭院由泉池、亭台、碑刻
等组成，清雅古朴。二泉分上、中、
下三池。上池呈八角形，三尺余深，
水色清亮。

惠山泉，何时得名“天下第二泉”
呢？据传，唐代“茶圣”陆羽曾到无锡
访友，住在惠山寺，欣赏这里的“泉渊
润，篁木浓翠”，赞不绝口，而品尝了
惠山泉后，更对这清冽甘美的泉水情
有独钟，列无锡的惠山泉为天下第
二。第一泉在哪里？庐山谷帘泉，济
南趵突泉，北京玉泉，镇江中泠泉，历
来争说不已。元代著名书法家、画家
赵孟頫来到惠山，试过二泉水后，欣
然写下了“天下第二泉”五个大字。

“天下第一”有纷争，而“天下第二
泉”，静静流淌，声名远扬。

而让“天下第二泉”闻名中外的，
乃是中国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那个双
目失明、形单影只的阿炳。在惠山脚
下，在二泉庭外，在惠山上空的月光
里，阿炳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创作的
灵感，一曲《二泉映月》成为天籁之
音，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
品”。

二泉映月有多美啊！月光下的
二泉，泉水透亮，涓涓溪流，流入寄畅
园里的八音涧，涧水潺潺，那清韵之
声如同美妙的乐章；月光下的惠山
寺，与寺前那棵古银杏，一片金黄，映
照着晨钟暮鼓的回荡；二泉池水映月
亮，听松亭旁听松响，惠山又沉浸于
一片宁静。这不正是王维笔下的“明
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吗?

惠山泉水有多美啊。写下“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朝大诗人
李绅，赞扬“惠山书堂前，松之下，有

泉甘爽，乃人间灵液”。苏东坡则把
惠山泉比作乳水，建议“乳水君应飨
惠泉”。那好茶泡进好水，其茶汤色
泽清亮，清香淡雅，犹如映照着天上
明月的清泉一般。明正德十三年（公
元1518年）二月十九，明代画家文徵
明与好友蔡羽、王守、王宠、汤珍等人
至无锡惠山游览，以茶会友，赋诗作
画；兴之所至挥毫作了《惠山茶会
图》，再现了诗人、画家茅庐小憩、竹
炉煮茗、品赏甘泉的情景。

明月映照在梁溪河上，梁溪河上
泛起银光。惠山山脉水系充沛，是梁
溪河的源头。梁溪河畔，鱼米之乡，
富庶之壤。生于斯，长于斯，无锡人
酷爱家乡，亲切地把梁溪河誉为“母
亲河”，怡然生活在母亲的怀抱里。
阳光下，十里梁溪十里画廊；映月里，
万家灯火万家安详。

明月映照在古运河上，古运河上
盈盈波光。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
流经惠山，流进无锡，“环城一绕”，通
古达今，写满历史的精彩和城市的乐
章。古运河上，舟楫繁忙，商旅来往；
古运河畔，“米码头”“丝码头”“布码
头”“钱码头”，已是一派繁华。古运
河水，孕育着、滋养着无锡这座工商
名城。如今，明月映照，“水弄堂”上
桨声灯影互照，古运河畔枕河人家安
居，运河之城人文璀璨，商贾繁盛，愈
显她的辉煌。

明月映照在太湖水上，“水光翻
动五湖天”。太湖，古称震泽、具区，
又名五湖、笠泽。文徵明有《太湖》
诗：“岛屿纵横一镜中，湿银盘紫浸
芙蓉。谁能胸贮三万顷，我欲身游
七十峰。天远洪涛翻日月，春寒泽
国隐鱼龙。中流仿佛闻鸡犬，何处
堪追范蠡踪。”意境如浩渺的太湖一
样壮观，又如诗人的心境一样柔
美。鼋头渚景区这片太湖水域，正
因范蠡西施的故事得名“蠡湖”（五
里湖），景色旖旎，风光无限，更因范
蠡西施的泛舟传说平添一缕浪漫的
诗意。那年，郭沫若先生来到太湖，
泛舟蠡湖，登上鼋头渚，欣然慨然地
称道：“太湖佳绝处，毕竟在鼋头。”
明月映照在太湖上，湖水倒映的明
月，宛如掌心里的一颗明珠，闪耀着
银光。耳旁又响起无锡的市歌《太
湖美》那优美的旋律；太湖之滨的无
锡，正似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江
南大地上。

月映江南，水漾无锡。“无锡充满
温情和水”，水，不仅涂抹出秀美的江
南胜景，也给予生于斯的百姓们、盛
于斯的无锡城最大的恩泽；润泽万
物，物华天宝，她孕育着丰饶富庶的
鱼米之乡，成就了流光溢彩的繁华景
象；上善若水，水色山光，不仅滋润着
民生和心灵，也滋养出这里的人们精
细雅致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追求，更孕
育出这一片土地“刚柔兼济、收放自
如”的性格和精神。

无锡人喜把月亮叫做“亮月”，分
明月亮是有心性的，有思想的。二泉
月，江南月啊，闪烁着江南文明的光
芒，江南盛地的辉煌。

眺望一轮明月，和太湖一起，和
城市一起，和自己一起，染一身月光；
月色水光里，太湖成了震泽，无锡成
了梁溪，我已沉浸这一美好的映月
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