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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特色，镇江有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何
以见得？古人有诗曰：“长江好似砚池波，提起金焦当
墨磨，铁塔一支堪作笔，青天够写几行多”，赞颂“京口
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风光美妙，赞颂铁塔及
镇江气势壮阔，意境高远。过去多闻大手笔，终不知
多大为大？读罢此诗，方觉这才是真“大”，真正“大手
笔”。鉴于镇江“笔墨纸砚”已在另文《一个“雄”字说
镇江》中作过描述，不在此赘述。

与拥有“笔墨纸砚”的镇江堪有一比的城市，非大
理莫属。大理也有一首世代传诵的诗，且是谜语诗，
诗曰：

虫入凤窝不见鸟（风），
七人头上长青草（花），
细雨下在横山上（雪），
半个朋友不见了（月）。
正可谓：镇江有“笔墨纸砚”，大理

有“风花雪月”。
未到大理城，邂逅大理人。在丽

江至大理的高铁上，一位考学到西安
回乡省亲的白族姑娘，如数家珍般为
我做了一路大理启蒙：除了“风花雪
月”，第一次听说大理的餐馆没有固定
菜谱，备好的蔬菜、肉鱼等菜品摆放在
玻璃橱柜里，点菜可根据自己口味随
意组合，把自由发挥到极致……与所
有地方本地人看腻了本地名胜一样，
在她眼里，大理三塔“没啥意思”。

不管咋说，三塔、古城都是我的向
往，先游了再说，然后才轮到见证“风
花雪月”。

我看到的洱海月是一座石碑，不
经意发现的。那天上午，乘座五层游船“洱海一号”，
边观赏歌舞表演，边品一苦二甜三回味的白族“三道
茶”。看着品着，游船就停在洱海东北端的南诏风情
岛。下船，登岛，“嘿——洱海月！”我惊喜道。按指示
牌沿路右转不远，海与岛相接处的护栏内侧，条石砌
就揽月台，台上立一块直径一人多高的圆形石碑，洁
白的大理石上墨绿色山影状自然纹理，上淡下浓，左
侧中间，草书青色“洱海月”三字。可惜只有对的地点
而无对的时间，若是农历十五傍晚，在此便可欣赏倒
映在海中的金月亮，天光、云彩、月亮和海水相映，即
是“洱海月”名景。不过此刻，我只能想象了。

“笔墨纸砚”与“风花雪月”（上）

约有80年人们总说
天桥，却只闻其名不见其
影，直到2013年，一座名
副其实的天桥、皇帝走过
的天桥、举世闻名的天桥，
复建完工，人们才有机会
一睹天桥风采。

据清《光绪顺天府
志》记载：“永定门大街，
北接正阳门大街，井三。
有桥曰天桥。”有人说，这
座桥自元代就有了，因为
东西有一条河，所以就修
了一座桥。也有人说，天
桥是明永乐十八年，即
1420 年修建的，因为在
城南建了天坛和先农坛，
皇帝每年都要去祭祀，所
以修了这座桥，专供皇帝
使用，故称之为天桥。

天桥也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具体位置在今天的
天桥南大街北口、前门大街南口、天坛路西口和永安
路东口四条交通要道的汇合处。

这是一座桥身很高的石拱桥，南北方向，两边有汉
白玉栏杆。桥北边东西各有一座亭子。原来天桥的两
边，还有两座木桥。平日里，天桥的石拱桥用木栅栏围

着，只有皇帝祭祀时才启用。
来往的行人只能走木桥。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因整修正阳门至永定门
的马路，天桥被改建成低矮
的石板桥。1929年，因有轨
电车行驶不便，天桥的桥身
被修平，仅留两旁石栏杆。
1934年，正阳门至永定门的
马路拓宽，石栏杆全被拆除，
天桥便不复存在。

天桥下边的河，叫龙须
沟。1934年以后，由明渠改
为暗沟，并一直“潜行”地下。
此后约80年，虽然没有了古
老的天桥，但是天桥作为北
京的一个地名，保留下来。

2013年，北京市政府又
在“中轴线”上复建了天桥。
为避开繁忙的十字路口，位

置向南移动了40米。
新建的天桥，也是汉白玉石拱桥。桥的下边，开

挖出一片水池。桥南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块大石
碑。桥的南北两端，是花岗岩铺的“御道”。可能是周
围的场景太大，让人感觉新修的天桥有些小。但亲眼
看一看，还是能勾起许多美好的想象。

天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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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宣来银牌调，梁王进京把驾朝。

又名《鸟尽弓藏》，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担心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三齐王韩信功高盖主，谋取汉室江
山，于是命吕后娘娘与丞相萧何，设计将三人斩杀，除去心腹之患。

官居极品又如何，成萧何来败萧何。未央深宫是禁地，三宣韩信为何情。饮罢天子封御酒，霎时五脏似人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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