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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奉、秀才与窗楼
——读洪振秋长篇小说《花窗》

洪振秋的长篇小说《花窗》由上海
文艺出版社于 2023年 12月推出以后，
在读者中产生了不小反响，这部以徽州
历史为题材、以徽州人物为主角、以徽
商沉浮为骨骼、以徽州风情为血肉的作
品，第一次以较为完整的全景画面展示
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徽州区域的社会风
貌，表现了历史上的徽州依靠徽商经营
的巨大力量和所获得的巨大财富，进而
造就了丰厚而独特的文化成果与积淀，
同时也熏陶出一代代具有独特地域标
志和特征的人群。今天，徽州这个特别
的地域历史文化单元正越来越被国内
外学界、文化界所高度关注，各类理论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同时人们也一直期
待有精细还原、真实展现徽州人历史生
活并具有较大格局的文学作品的出现，
用文学的书写和想象，来提供新的对徽
州的理解和感悟，《花窗》的出现，无疑
是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

谈论徽州，人们首先要提及徽商。
徽商当年的强盛以及它对徽州社会文
化繁荣的基础作用，是一个一直被人们
所关注的课题。《花窗》在这方面的描述
和表现十分突出。作者笔下的故事环
境是一个在清代以来徽州具有代表性
的发达村落，这就是梅溪。这里山高地
僻，自然条件不算优越，但得益于读书
和经商的传统，加之梅溪河可通苏杭等
外面的世界，几百年来也造就了一番可
称轰轰烈烈的辉煌景象，其中盐、茶、
木、典当、笔墨、盆景等行业都出现了顶
级大家，小小的十字大街，百业俱全，烟
火兴旺，可以说，这小小梅溪呈现的商
情就是整个徽州的一个缩影。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生活着洪家、程家、孙家
这些徽商大户，他们把根扎在梅溪，而
生意的触角却伸向四面八方，靠赚来的
滚滚银两，在故里置田买地、修园造楼，
同时他们还有着浓厚的宗族和乡里意
识，捐助公益十分慷慨，并将其视为家
族的德仪和口碑，而这一切，在小说中
以洪朝奉的洪家最为典型。

小说写洪家，从洪朝奉的爷爷洪阅
甫买药开始发迹，其子洪文瀚卖盐走向
巅峰，到洪朝奉因盐业衰落而转向卖
茶，三代人艰苦打拼、筚路蓝缕创下莫
大家业，终于到第四代洪石农、洪砚耕
时，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而彻底衰败，

可以说是浓缩了徽商发展演变的整个
历史，而其身边的程家的木业、孙家的
典当业，其经历和命运也大抵相近。洪
文瀚给儿子取名“朝奉”，自是有着望其
将家业做大的寄托，作为徽商后人，洪
朝奉虽然是承继祖业，但他在盐业面临
不景气的时候，能够果断和勇敢掉头，
以“一壶春”茶庄重新雄起，表现出了过
人的眼光和经营能力。他成功的秘诀
也体现了徽商之所以雄视天下的某些
共性。一是重视与权势者的交往。当
初洪阅甫和洪文瀚经商时，就有朝中大
臣的倚仗，洪朝奉为打响茶叶品牌，走
的也是通过结交权贵进而让太后金口
称赞的路子，这种法子在其他成功的商
人中也很普遍。程家卖木材，同样是打
了“官船”的旗号，才得以畅行无阻，而
反过来，某些商人的败落，也恰恰是失
去了官府的倚靠和撑腰。这些有助于
我们了解当时的经济生态和商业环境，
是社会历史条件使然。二是具备一定
的文化底蕴。徽州是“程朱故里”，重视
读书和文化，只是在科举功名之外也不
排斥经商。洪朝奉从小在方秀才门下
受业，传统典籍读了不少，加上梅溪整
体上浓厚的文化氛围对他的长期熏陶，
使他完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有文化
的商人，这就为他提供了重要的经营条
件。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在当时才容易
跟科举出身的官员权贵们攀上关系并
进而从容周旋。其次在生意的运筹和
打理上，较高的文化素养也会使经营活
动更胜一筹，这在众多论述徽商特点的
文章中都有论述，洪朝奉的诸多经商理
念和他为“一壶春”茶庄作的推销表演
都说明了这一点。三是浓厚的宗族观
念和乡谊情感。徽州是一个宗族意识
特别强的地方。小说一开头写的就是
各大姓氏接灵牌的场面，在各自祠堂里
为客死他乡的族人安魂落位，把他们融
进整个家族历史的整体。日常生活中，
围绕宗族展开的活动也占据了很大比
重，为此，我们看到，洪家几代对宗族公
益都十分热心尽力，在修建祠堂、学校、
会馆和购买族田上都大把投钱，可以说
在宗族里的荣誉已经成为他们致富以
后义不容辞的追求和目标。由宗族意
识向外延伸，就是对乡谊的同样重视。
徽州商人在外地都建有会馆，以服务于
在外的乡人，其功能无异于今天的领事
馆或办事处，但它的费用却都是商人捐
助的。杭州的梅溪会馆就是洪文瀚捐
资并主持建成的。洪朝奉不仅在广州
卖茶时带上孙吟可，还在其遇难后为其
扶柩归里，之后更是助孙家立嗣、延其
家业。在徽州虽然也有像“烂肚宝”这
样的邪佞之人，但公众认可的风气还是
相互提携、为富施仁，这一方面，洪朝奉
继承了他的先人的风范。

如果说，在洪朝奉及其父亲、祖父
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基本秉持了比较流
行的对徽商的认知和理解，独特之处是
为读者提供了诸多带有徽州地域风情
的细节，但作者后面写出的洪朝奉的两
个儿子洪砚耕与洪石农却是较为新颖
的创造，这是徽商走向衰败时富家子弟
留给读者的身影。徽商的衰落有着社

会历史的原因，但以往我们看到的常常
是一笔带过的叹息，而实际上并不如此
简单。洪砚耕和洪石农并非耽于安乐、
坐吃山空的富家败子，而是多少感应了
社会新潮的清醒之人，砚耕向往变法和
革命，石农追求带有审美化的生活，传
统的生业都已经无法安顿他们开始躁
动的心灵，洪石农卖掉洪家倚为镇宅之
宝的浮生园就是最好的说明。当然，小
说里还写了冯小丰的发迹，洪家的几位
女眷都先后走出宅门，梅溪的十字街上
亮起了鬼怪般的霓虹灯，这些都是传统
的徽州在动荡中与整个中国社会一道
面临无可回避的突变。

说了商人，再说秀才，这很适合对
徽州的解读。读书跟经商一样，有人成
功，有人不成功；方阶云读书考功名，却
只到秀才为止，跟孔乙己一样，就再也
上不去。但他难得的是，却并没有放弃
对“朱子学说”的服膺，并且终其一生都
以“程朱故里”的读书人自许，从中得到
几分骨子里的自豪与倔强。除了常人

“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的自足之
外，他还有着希望人人都尊奉朱子学说
的宏愿，他的迂腐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偏
执，其实也正是源于他的坚定和执着。
平日里他容不得半点别人对朱子的不
敬，每天必读朱子文章，行为必以朱子
教导为规范，与别的朱子信徒重在探究
朱子学说的精义不同，他更热衷于以维
护朱子的圣人地位、并以朱子思想框范
人心为己任。本来像方阶云这样科举
落第的读书人，在徽州会出现的选择有
几种：一是去经商，但他没有；二是坚持
读书、致力于学术、最后成一家之学，但
他也没有；三是做一个乡间孔乙己，不
甘却又无奈地在旁人的嘲讽中活着，应
当说，方阶云因科考失利虽然偶尔也被
人取笑，但他毕竟还有洪家、程家等支
助和护佑，作为教书先生，他的日常生
活基本无忧，每每在一些重要场合也能
显现出他读书人的作用和硬气。为了
维护朱子在徽州的圣人地位，他率人徒
步走到徽州府，抱定以死相争的决心。
在叛军的威胁面前，他也拒绝充当幕
僚。我觉得研究徽州人，除了要研究徽
商、研究科场上的幸运儿、研究朱熹、戴
震、江永等等具有学术成就的人物，同
时要关注方秀才这样的人物，他们算不
上徽州历史上的成名人物，也许只是在
当时当地还有些许影响，但他们是构筑
徽州文化的建材，是传统宗族文化和村
落文化延续不可或缺的底料，包括不可
否认的他们身上某种乡愿似的虔诚和

“凡是”，极易造成文化观念的狭隘和极
端。但正是这一切，使我们能从他们身
上，读到许多关于徽州内在的奥妙以及
徽州文化传承的密码。与徽州历史上
的成名人物相比，方秀才这类徽州读书
人其实数量更多，在徽州百姓的生活中
更具有世俗性的存在，因此也更大程度
地体现了徽州人生活的日常，他们正是
在“营商”和“读书”的双重氛围中保持
着生计与精神的平衡，并在几百年来孕
育并造就的独特的地域单元文化的绵

延中发挥着作用。我们在徽州各个村
落中时常能遇到的“方秀才”仿佛那特
有的祠堂、民居、牌坊一样成为这种文
化的一种标志。当然，对这类人群的认
识，也跟对整个徽州人的认识一样，目
前还很不深入和充分，比较多的还是停
留于表面的描述和匆匆忙忙又大而无
当的概论。小说《花窗》里提示的一点
很重要，就是像方秀才的人，在徽州如
果没有商人大富人家的支持，他们的人
生命运会是怎样？那时的他们可没有

“皇粮”可吃。不过我们不必过于担心，
因为致富了的商人会支助他们的，因为
这是在徽州。徽商所受的教育、他们成
长的环境以及致富以后回到故里的社
会人文生态都促使他们需要这样做，从
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些读书人身上，徽
商们看到的正是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换
句话说，正是可能的自己。

小说取名“花窗”，这个名字很有徽
州风味和特色。在徽州的民居建筑中，
各种砖砌和木制的花窗，形态各异、图
案万千，凝聚了徽州人的智慧和精巧，
同时也体现了徽州人的信仰和企求，它
是徽州文化的艺术汇聚，也是徽州人日
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书中由孙吟可出
资建造的百窗楼，更是徽州花窗制作的
集大成。孙吟可造百窗楼自然不乏商
业经营的考虑，但同时也是徽州文化保
护传承的善举。他由典当转入刻书，既
体现了他精明的商人头脑，又弘扬了徽
州在刻书印刷上的技艺和传统，而之
后作为藏书楼又为徽州保存了珍贵的
历史文献，一个百窗楼，其本身和它的
收藏，使其成为一座徽州文化的博物
馆，它把徽州自身的文化创造跟记载
民族历史的古籍收纳于一体，展现出
的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高度尊重和传
承的自觉，也是书中一再强调的徽州

“十户之乡、不废诵读”之风和人文荟
萃的生动体现。实际上，整部《花窗》的
小说，我们也不妨看作是一座徽州文化
的“百窗楼”，里面展示出的徽州文化

“百科全书”般的深厚与丰富给读者产
生的印象十分深刻，正如书后谢冕先生
题词所指出的“《花窗》中的美，不仅美
在自然，还美在徽菜、建筑、徽雕、徽俗、
徽剧、刻板、印刷、制墨、徽物、礼义、书
画、医学、经商过程等种种生产经营生
活人文中。”其实还有盆景、楹联、对歌
以及制茶、茶艺等等谢冕先生尚未提到
的地方。在这些方面的描写中，作者充
分展示了他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素养和
对家乡风情的了解，书中有不少的片
段，既有《红楼梦》的清雅、比如洪家女
眷的“斗茶”；也有汪曾祺的韵味、比如
其中的题画赋诗，当然我们更可以看到
向《儒林外史》等诸多作品的借鉴。作
者此前散文创作众多，正如陈墨先生所
言，小说“叙事语言，很见功夫”。

《花窗》是作者在长期的散文写作
之后涉足小说的首次较大规模的尝试，
能有如此面貌实属不易。但小说创作
也是奥妙无穷，即便经验丰富的作家，
也面临不断创新和提升的挑战。《花窗》
在某些地方也有明显的不足，比如人物
语言的个性化、故事情节的戏剧性以及
面对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在艺术处理上
如何通过陌生化增强表现力等等方
面。但我相信，作者今后的创作必定能
够有所改进，毕竟作者已经有创作《花
窗》的良好基础，加上徽州博大精深的
文化珍藏，它所能提供的写作资源如此
丰富，面对徽州，我们的文学感悟和解
读只能算作开始，我们应当有理由对未
来的期待保持乐观。

大户人家的小姐、少妇参加这种赛
事，显然要复杂许多，她们比青楼女子明
显尊贵。比赛那天，小姐、少妇们早早坐
在厅堂的一张椅子上，椅子就摆放在各
家的花窗下，一片光亮。她们的脸蛋也
是被一条红绸布包裹着。一双双小脚早
已解卸掉上面的裹脚布，洗得白白嫩嫩
的，并抹上一遍香水，搁放在身前的红漆
圆木托盘里。老秀才方阶云对这类事也
是深恶痛绝，但考虑到女儿今后想嫁一
个好人家，只得入乡随俗，竟然破天荒让
女儿方春梅也参加了这次品莲赛。

方阶云秀才家中的庭院，属于小家
小户，楼房称不上大，但粉白墙上的花
窗却很别致，梨花形花窗，月下幽倩皎
洁，月光融融似水。

方秀才的女儿方春梅是远近闻名
的美人，出嫁之前，梅溪人几乎都没有
见过她，但都在闲谈着她身下那双小
脚，说是有“一弯软玉凌波小，两瓣红莲
落步娇”之美妙，完全达到了瘦、小、尖、
弯、香、软、正的标准，众人都称赞她的
脚是一双“黄鱼脚”，一场“品莲赛”，让
她的美名越来越大。

梨花窗下，一些男人都握着光洁的
小脚，争先恐后摸着、捏着，嘴里不停地
说道：“阴柔之美，绝色也。”他们边说边
流着口水，方阶云秀才按着方春梅的双
足。

孙吟可特别开明，竟然让他自己的
婆娘也参加这次盛事，在孙家的桃花窗
下，又有一些男人在摸着孙吟可大老婆
吴德懿的小脚，她的小脚白净肥嫩，尖
尖的弯曲的脚趾上，突起一个小气泡，
显得别有一番风韵。

这次比赛夺冠者是方春梅，她和状
元郎一样，也可上南街游行。她是一个
秀才家的小姐，人们就不用什么大木床，
四个男人干脆抬着大木椅出行。出门的
时候，尾随者只有十多人，可上了南街，
有人高喊一声：“花魁来了。”片刻，人们
蜂拥而至，南街一下子就拥挤起来。

南街的铁匠店那叮叮当当的声音，
戛然而止。锡匠店的烟囱刚刚还在突
突地冒着烟火，这会儿一点痕迹也没
了。那个正在煮毛豆腐的老头，急忙站
起身走了，也不管铁锅上的毛豆腐渐渐
焦黑冒油烟，吱吱响个不停。卖斗笠的
汉子跑得快，也不顾那一堆似宝塔的斗
笠，早已狼藉一片，任人踩踏。还有一
个壮年汉子，头发刚理了一半，就从剃
头店里冲出来，头发成了一个马桶盖，
在南街上飞奔而去。

众人都迫不及待地挤到行走的椅
子前，争看那双娇小白嫩的三寸金莲，
小脚还散发出淡淡的香味，令观众们如
痴如醉。

“可惜呀，无法望见花一样的脸蛋啊。”

“从这双小脚就知道方秀才的女儿
肯定是一个绝色美人。”

“孙吟可老爷最喜欢在当铺里摸着
光滑滑的砚台石，嘴里不停地说着美人
肤，口水直流。要是他摸着这光滑柔嫩
的小脚，口水要流三尺长了。”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唾沫不
停地飞溅着，美人儿方春梅的名声也随
着众人的唾沫飞遍了梅溪。

“山老鼠穿花衣，无聊之极！”江啸
天边走边骂，任洪家人怎么挽留，也绝
不想多停留一刻，趁着月光，匆匆离开
了梅溪。

方春梅有一副好嗓子，梅溪的撒帐
歌经她一唱，梨花窗外的男人都变得情
意绵绵。她还有一双巧手，能绣出一件
件美妙绝伦的绣品，绣出的美女眼睛脉
脉含情；绣出的兔儿让人如见活的一
样；绣出的猫狗调皮之状可掬；千里山
水，也可以缩于盈尺之中。绣好一件绣
品，春梅扭着身姿，斜眼欣赏，一手抚摸
着绷架上的丝布，一手拂起长长的丝
裙，左右摆动着。一双小脚如两朵红莲
花在地板上开放着，身子一扭动，恰似
凌波仙子下凡，梨花窗里的影子，煞是
好看。

这样的女子，自然让许多媒婆们天
天踏着方家的木头门槛，可最后不是八
字不合，就是门不当户不对。方家虽然
不是官宦人家，也没有什么钱财，但毕
竟是秀才门第。这天，踏进方家门求方
春梅庚帖的人，却是在扬州经商的梅溪
人洪文翰派来的。洪文翰受在扬州府
当幕僚的赵图远委托，虽然心不甘情不
愿，但还是硬着头皮替他儿子赵谦谋求
这门亲事。赵谦一直随母亲在梅溪生
活，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梅溪，如今已长
大成人，方阶云也在南街上见过几次，
颇有玉树临风之风雅。方阶云很爽快
地把写有女儿生辰八字的庚帖交给来
人。双方在洪文翰的撮合下，很快达成
婚约。赵谦虽然没有见过春梅的模样，
但早已耳闻了她的美貌，自然乐得合不
拢嘴。

赵图远和方阶云两家在梅溪也算
门槛高的人家，称得上门当户对，婚事
当然不会马虎。方阶云的房子在梅溪
河边的梨花坦，这里有几棵巨大的梨花
树，因此得名。从梨花坦到赵家要绕过
几条曲曲折折的青石板巷，结婚那天，
巷口巷尾或巷道拐弯处都挂满了写有
赵字的红灯笼，这些红灯笼是赵家办婚
事特意张挂的。一条红地毯从赵家门
口通往巷的拐弯处，花轿到了拐弯处便
停了下来，新娘子下轿了，周围的炮竹
便嘡叭嘡叭地响了起来，新娘子盖着红
头巾，在喜娘的搀扶下袅袅地走在红地
毯上。 （未完待续）

花花 窗窗
【连载】

□ 洪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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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视界】

□ 黄立华

【先说洪朝奉】

一个古村落，光是有年代久远的古
民居还不够迷人，还须有青山秀水的旖
旎风光，同时又不能距离县城太远。妙
的是，屏山这个古村落，竟然都同时拥
有了这些，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站在县城边，朝东一望，是青翠欲
滴的群山——吉阳山，屏山村就坐落在
这青翠的山脚下。村北是屏风山，两山
汇合成了它天然的屏障，村南则是石
山，村西是庙墩岭，整个村落就如同坐
落在摇篮里。自北而南，地势缓缓降
低，吉阳溪，就从吉阳山与屏风山的会
合处流出，然后越陌度阡，曲折回环，最
终朝西南流去。水随山转，屋沿溪建，
屏山村就建在这溪水的两岸。

屏山舒氏祖先，唐末从庐江郡迁居
于此，便是相中了这里的秀美宜居环
境。有游客就曾撰文赞道：“远望青山
含黛，层层屋宇，隐现于雾霭霞蔚之中，
犹如一幅淡远的山水画卷。”

说远望，其实并不远。屏山村距离
县城仅 4公里，一脚油门你就身临其境
了。屏山村这个 4A 级旅游景区、著名
写生基地，在我的眼里，它就是黟县县
城的后花园，古朴雅致，幽美淡远。

屏山村，自古就有“三千烟灶、五里
长街”的美誉，村里有十二条街、六十条
巷 、二 十 四 眼 井 、400 多 幢 明 清 古 民
居。村中明代建筑厅小房大，清朝民居
则厅大房小，充满了民间底层智慧；一
巷之中，有“民厅”，又有“官厅”，毗邻而
建，风格迥异，却又相映成辉。村中祠
堂更是众多且壮观，令人叹为观止，康
乾时期，村里祠堂就约有 20座之巨，有
宗祠、总祠、支祠、家祠……不一而足；
眼下，保存较为完好的祠堂，就有余庆
堂、光裕堂、咸宜堂等七座，单凭这些祠
堂，就足以让屏山村出圈、出彩。

御前侍卫精品民宿前身就是一座
颓圮的祠堂。雍正四年，皇帝遇刺，御
前侍卫救驾有功，被雍正御赐了一座九
檐祠堂。这位救驾有功的御前侍卫，便
是屏山村子弟舒琏。

悠悠岁月，风雨无情，当年巍峨壮
观的祠堂，如今只剩得一爿门脸，茕茕
孑立。多年前，一位电影人来此采风，
从这废墟中他看到了无限商机，于是便
有了如今的御前侍卫精品民宿。枯木
绽繁花，续写了传奇。

若说宏村和西递是宝玉、宝钗的
话，那屏山就笃定是黛玉了，自成风格，
自带气质，淡雅宜人。

徜徉在屏山古村落的溪水边、石岸
上、古巷间、桥亭下、祠堂里、水井旁……
你感受到的是那份久违的幽静与淡泊。
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与浮躁，更没有人
们所厌恶的市侩之气；就连穿村而过的
吉阳溪都是那样的从容和大方，它不急
不缓地流淌着，正像岸上的村民从容而
淡定。不论是站在何处，也不论是何时，
只要你睁开眼睛，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天
是湛蓝的，山是青翠的，水是澄净的。你
恍惚置身于世外，成了桃花源中人。

从你身旁侧身而过的村民，对于
你的到来，已少了初始的好奇，却多了
份甜甜的淡定，于是，你摄你的影，他
做他的活，你摄他老宅也好，不拍摄也

罢，他都给你一份尊重，出自内心的对
于知识和文化的尊重。他们原本就是

“文化村”的子民——屏山村俗称“文
化村”，在他们的身上流淌着文化人的
基因与操守。他们虽远离都市，却不
失文明。

初来乍到的你无需设防，更无需担
心，你所遇到的不是淡淡的微笑，便是
那一双双友善的目光。“你站在桥上看
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你的到
来，使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熟悉的地
方未必没有风景。你的到来，让他们更
觉得家乡的可爱。风景就是祠堂，风景
就是民居，风景就是弄堂，风景就是桥
亭，风景就是小溪……或者说祠堂就是
风景，民居就是风景，弄堂就是风景，桥
亭就是风景，小溪就是风景……

你眼光所察觉的那份异样，就是你
眼前的风景。它不同于宏村，亦不同于
西递，更不同于你的家乡，曾有客人这
样赞誉它：“古村落的典范。”

其实，客人刚下车，还未踏出停车
场，便会感受到这种异样的景致，若是
初夏时节，村口的长宁湖，日出雾散，满
湖荷花，亭亭玉立，微风过处，摇曳生
姿，客人尚未进入景区，心就已然陶醉。

细心的客人，则会发现湖边红庙的
墙体上，还镶嵌着《长宁湖碑记》石碑，“长
宁”二字，便寄寓着屏山村舒氏祖先期盼

世代长宁久安这么一个朴素的愿望。
而屏山这块灵异的土地，也确实让

他们获得了生活的富足与内心的安
定。舒氏子孙，英俊迭起，名家辈出：舒
荣都、舒志道、舒崇功、舒彦真、舒斯笏、
舒炜光、舒绣文、舒宝璋……远的不论
了，单是那位撰写《长宁湖碑记》的舒斯
笏，就很是了不起。

舒斯笏（1861—1936），精于古文
典籍，又爱好诗文，且富有文采。其于
光绪三十年（1904）中进士，钦点主事，
签分兵部；舒斯笏为官正直，先后任兵
部馆教员、军机章京等职。辛亥革命
后，任陕西省巡按使秘书、安徽省署谘
议等职。1922年，舒斯笏告老还乡，退
隐故里，后应县长潘陛之邀请，担任《黟
县四志》总编。

孙女舒绣文，则是著名表演艺术
家，主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多部电
影。2005年，在中国电影诞生 100周年
之际，舒绣文被评为“中国电影百位优
秀演员”。屏山村，至今还保留着他们
的故居。

2009 年 3 月 15 日，蓝天野、濮存
昕、宋丹丹等著名艺术家，就特地从北
京远道而来参观舒绣文故居。

舒绣文故居门前的吉阳溪，从村东
北流入，于村西南流出，在古溪处汇入
漳水。屏山村先贤舒松钰老前辈，就曾
赋诗写道：“吉山吉水吉阳村，神化三峰
对吉门。石板桥头无寂寞，明灯天乐伴
黄昏。”

溪水流至村南，村民便于此筑坝掘
渠，引溪水灌溉田地，并在与邻村接壤
处，开凿了这爿长宁湖。湖泥就近堆成
湖塍，上植松柏桃柳。于是，粼粼波光
与点点荷花，和湖边之红庙，又构成了
一道亮丽的景致。

【文化行走】

如画屏山
□ 舒敬东

【次说方秀才】

【再说百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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