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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源园邸是台湾的著名古迹，简称“林
园”，有“台湾拙政园”的美誉。走进林本源园
邸，一条悠长的小径，通向园子深处。一边是红
砖古厝，一边是园林庭院，春风徐来，一袭春桂
的淡香拂面……

稀有的三落大古厝

乾隆四十三年 （!""# 年），林应寅自福建漳
州迁台，子孙数代，经营米业盐务，终成当地首
富。林家曾有五个分号：饮记、水记、本记、思
记、源记，取“饮水本思源”之意。因本记、源
记生意最兴隆，家族总号既定为“本源”。

林本源古厝原为五落大厝，现仅遗存三厝，
堪为古厝中的上上品。
“古厝”是明清时闽南的传统民宅，红砖墙、

飞燕翘脊、彩绘门窗，充满了生活情调，精彩纷
呈，又不失沉稳的美。如今，古厝越来越少。坐
在台湾的高铁车厢里，偶尔，散落在乡间的红砖
小厝，闪过窗外，留下惊鸿一瞥。据闻，厦门和
金门遗存的古厝，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红砖墙是古厝的标志，任凭风吹雨打，砖红
依然，古旧的美感反倒愈浓。我想起刚去过的台
北“渔人码头”，那已荒芜的小渔村，孤零的古
厝仅剩废墟，却仍有几对小情侣，在红砖的残垣
前拍婚纱照，古厝红砖的魅力可见一斑。

林本源古厝的红砖更加精美，那不是红砖的
简单砌垒，而是用红砖拼出漂亮的图案，雕刻出
精美的吉符，讲究到了极致。

飞燕翘脊也是古厝的精华，屋顶两侧的翘
脊，宛如飞燕的一对翅膀，展翅高飞，象征欣欣
向荣。翘脊上常镶着鲜艳的花卉砖雕，点睛之
作，寓意花开富贵。

古厝的门是色彩缤纷的，有意思的是，这些
门是拟人化的。一扇门就像一个仕女，分门楣、
门脸、门身和门裙，颜色不同，比例如人。门裙
下的门槛是万不能踩的，因为裙下露的是纤纤玉
足，古时候踩女眷的小脚是大不敬的。

一步一景的园林

古厝隔壁是座很大的园林，是林家的后花
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假山回廊、花鸟虫
鱼，绿植成荫，妙在与苏州园林似与不似之间。

园林分成汲古书屋、方鉴斋水院、来青阁、

香玉簃、观稼楼、榕荫大池、定静堂及月波水榭
几座小园子，营造出步步美景、曲径通幽的游园
意境。

汲古书屋收藏了古书万卷，联曰：“毋忘学
业得修绠，插架图书汲古香”，令人想起苏州留
园里的老匾“汲古得修绠”。方鉴斋水院取朱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之意。平日主人在方鉴斋静
心读书，或与文人雅聚。斋前一汪方塘，对面是
小戏亭，两侧是游廊。每逢节庆开戏，主宾在方
鉴斋赏戏，所有的丫鬟、仆人、园丁，也都在回
廊看戏同乐。来青阁是宾客下榻寓所，也是园林
最高处，登楼远望，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四野来
青，故称“来青阁”。香玉簃是园林中的菊圃，
“簃”是楼阁旁的小屋的意思，很有些“采菊东
篱下”的情趣。定静堂及月波水榭是宴客赏月之
处，榕荫大池古木参天，碧波微敛，游廊曲折，
观鱼垂钓，悠闲自得。

园林里还设有观稼楼，既可观赏田园风光，
又以此表达对农耕的敬重。不仅如此，观稼楼前
的园墙就像一本本古书，寓意开卷有益。我想是
不是林家祖先在教益后人，既要读书也要耕种
呢？

别具一格的园中小景

林园里的假山与苏州园林风格迥异，不是太
湖石叠加，而是先用砖石堆垒，再用灰泥涂抹勾
勒。很像桂林山水，起伏叠嶂，雨中如黛。听说
是仿了福建漳州的山景，以怀念家乡。

中式园林，忌讳一目了然，园子之间都有墙
垣相隔，歩移景换，以期游园惊梦。这里的园墙
高低错落，很是不俗。云墙如波浪翻滚，阶梯墙
似阶梯“步步高”，书卷墙像古籍善本，假山墙
像山水画卷，既做屏障，又是一景。

最妙的一道园墙，是来青阁和香玉簃两
个园子之间的陆路桥。桥下并无流水，桥洞
亦无行舟，人们既可以由来青阁，穿过
桥洞，到香玉簃赏花，又可以走上石桥，
到观稼楼观稼。妙中有妙，疑为天作。

漏窗，是林园里最亮丽的景致。
苏州园林的漏窗，秀气雅致。林园的
漏窗，大气浑厚，丰富多姿。有春天
的富贵海棠形；夏日的出水荷花形；
秋收的橘子、蜜桃、佛手瓜、石榴、
南瓜形；有吉祥寓意的如意形、瓶形、

鼎炉形……
最常见的竹节漏窗，蕴含了“节节高”的祝

福，竹虚而谦的伦理。这种细微深处的家训，福
泽了林家世代。台湾日据时期，林家迁居鼓浪
屿，家境仍盛，又建造了“菽庄花园”。!$%$年，林
家打开园林接纳上千难民居住。!$"&年，林
家捐出园林，并出资安置滞留园内的百余
住户，林园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美丽。

最讨巧的是香玉簃的双钱和双桃
漏窗，合在一起是福寿双全的意思。
最讨人喜欢的是蝴蝶漏窗，两扇大
大的蝴蝶翅膀做窗框，展翅欲飞，窗
格就是那翅膀上的纹理和蝶
身，辅以弯曲飘逸的触角，置身
于定静堂的院墙上，精美生动。
据说闽语中“福”“蝴”同
音，所以也是祈福之作。

游人散去，我恋
恋不舍地走出林本源
园邸，回眸相别，
红砖古厝在红红
的 夕 阳
下，分外
美 丽 动
人。

探访台湾“林园”
云 心文/图

陈老巷坐落在湖北襄阳襄江岸边樊城。据说，
清末年间有一位陈姓老人住在此巷南口，卖点针线
等杂货。他在货摊旁用一块木板糊层白纸，上书
“陈老人巷”四个大字作为标记。不料想，老人这
一随意之举，竟使这条街巷有了如此的大名。

陈老巷，亦如其他地方的古巷，别无二致，却
为何大名远扬？史料记载，此巷长约 '((多米，宽
)米多，街道为青石板铺就，两边房屋多是砖木结
构的旧式民房与铺板门面，曾是樊城最繁华的商业
街巷，早在民国年间就可与汉口花楼街相媲美。

陈老巷发迹于民国初年。那时还没有公路，人
们日常生活的用品靠船运。陈老巷恰好靠近汉水襄
江段的码头口，正是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带来了它
日后的繁荣和发达。当时有 %( 多家商号聚集在这
条巷内，人们只要进城买东西都奔着此巷而来。此
时，我实难想象就是这样一条 '(( 多米的街巷上，
曾经拥有 %( 多家门面铺子，经营着祙子、毛巾、
白铁、鞋店、帽子、染坊、布匹……人们在这里走
上一趟，什么都能买全了。

我漫步在古巷上，看到了一处锈迹斑斑的铁皮
包裹的旧门，虽说随着岁月的久远，呈现出苍老憔
悴的模样，但从这两扇高大厚实的门上，依然能看
出这户人家当年的富有与气派。

我轻轻地推开大门，便推开了这户人家的一段
岁月和历史。据屋里的一位老人介绍，此屋是陈老
巷最为出名的商号，其主人是巷内首富阮祥泰。这
家商号由阮燮堂创办，经营布匹、棉花生意。阮家
从武汉进货，通过商船运货到襄阳樊城卖，又在襄
北大量收购棉花运往武汉……日积月累，阮家终成
了富甲一方的商贾。

这条巷子里还有祥顺昌、恒兴成、永茂昌、德
兴昌等商店，日用百货一应俱全，就连妇人们用的
梳子篦子也是陈老巷生产的，而聚华等染料店则是
鄂北颜料重要供应商，杨文盛、马兴盛、范裕盛等
染坊还兼营着土布生意。此外，巷内还有手工制帽
业、制线业、香铺、鞋铺，那时的陈老巷，真是商
户鳞次栉比，货物琳琅满目，生意兴隆……

然而，岁月不居，日月逾迈。曾经辉煌一时的
陈老巷，慢慢退出了商业历史的舞台，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商户了，成为新旧
民宅杂处一巷的居民区，只有那马头墙、天井院和古老的墙砖，在无言地坦
陈着旧时的繁华。

漫步古巷，脚下再也不是那种光溜映人的鹅卵石和青石板，而是灰不灰
白不白的水泥块了。巷子里，除极少几位老人或是坐在檐下沐浴着夕阳之
光，或是步履蹣跚面无表情地走过，偶尔飘过一个时尚女子，那实乃惊鸿一
瞥和凤毛麟角。整条巷子，真可谓寂无行旅，清冷而阒然。陈老巷，它有怎
样的繁荣，怎样的昌盛，怎样的兴隆，只能由我们去遥想了。

如今，时光只给我们留下了陈老巷这条 '((多米古巷，但好在襄阳市政
府早已对古巷实施了保护政策，不少民间文物爱好组织也在古巷挂上保护的
标牌，还有不少民间古遗存爱好者也自发地在为保护古巷一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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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就 想
去领略金山溶

洞的奇妙。国内
外探险猎奇的游客都

源源不断地前往观光，
可惜我却没去过。
一天，六合村的朋友带

我去游金山溶洞。它位于贵州
省天柱县东北部邦洞镇六合村，
距县城 #公里。人们说洞内幽幽森
森，迂回曲折，神秘莫测，像一个魔
幻世界，置身其中，会忘却烦恼的尘
世，宛如在广寒宫内做客，大有飘飘欲
仙的感受。

向导不时给我们介绍各处风景出处，
说得津津有味。行至半山，侧身观望，但
见山下民居依山而建，层次井然，青砖
褐瓦，袅袅炊烟，让人感觉温暖安逸。
任意滋长的各个树种肆意地伸张繁茂的
树杈，悠悠然地与民居相互掩映。金
凤山的山足以满足人们对山的仰慕。
远山淡然，民居幽静，肆意树枝，
弯曲山径，一片片悠闲飘逸的白
云，好一幅绝美的水墨风景。
山风轻抚，刹那间，我竟醉
了，醉在了阳光下，醉在
了白云中，醉在了绿绿
的浓荫里，感到自己
回归到大自然母
亲宽阔舒坦的

怀抱。

沿潮湿的台阶慢慢地往洞底寻去，
时时处处但见清水潺潺，沿壁是数千年自
然地质的结晶。我们放慢脚步，静听远来
地底的泉水叮咚，哪一声声仿佛砸在心底
的最柔软处，抚慰我心底的暗伤，洗涤我
凡尘的忧愁。静些，再静些，灵魂终于找
到休闲的地方！

人在洞中闲游，移步换景，步步是奇
妙；声气相闻，若即若离，迂回反复，踪
迹难寻，恍惚觉得如入灵虚幻境。洞内的
石景观光怪陆离，景象万千，只要你善于
想象，赋予灵性，它就在你眼前栩栩如
生，如龙宫、天堂、画廊，哪样不是肖形
赋神尽情发挥，让它在时空隧道里鲜活灵
动？有银光闪烁的珍珠盆，有硝烟滚滚的
烽火台，有注满琼浆的仙人井，有顶天立

地的擎天柱，有千年奔泻的白水河，随着
阴河伸展的洞道就像一条玉带，串起钟
乳、石笋、石柱、石幔、石瀑布。洞厅的
景观各具特点。千笋百柱玲珑精致，厅顶
挂一盏宝莲灯状的钟乳石，与对应的下方
置一莲花宝座，是沉香劈山救母后来这里
潜心修炼吗？没有人能回答，只有那晶如
珠玉的水滴永久不绝的回响，以微妙的方
式传述着自然和时光的秘密。八柱厅的石
柱“一石擎天”，一尊雪山的石乳峰拔地
而起，通体洁白如玉、剔透玲珑，峰上缀
满石花、石笋、石幔，如擎天之柱披红挂
彩，既壮且美。虎骨龙头厅险峻雄伟，有
的钟乳像鹿茸倒挂；有的石笋像排兵布阵
的军士；有宝塔似的玉柱，有石花菜似的
石花；有的石幔像回廊、像黄罗伞；有的
石瀑像垂帘、像荷花。还有天桥、犀牛
头、烽火台。有的如串串宝珠垂拂，有的
似天庭宫灯结彩，有的堆积成朵朵彩云，

有的悬挂若

空
中楼阁、
璎珞宝盖，气
象万千。螺旋厅
的石瀑布下还有上下
两个大小不一的仙人井，
呈心脏形，井水澄碧，细
水长流，终年常满。更为奇
特的是，游人如敲击石乳，竟
然会发出钟鼓之声。溶洞之美，
让我窒息，让我感动，也让我忏
悔，为什么我的眼睛只盯着都市的繁
华，却对不远处这无与伦比的美那么
麻木呢？

这座奇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景观形

态多样，而且颜色丰富多彩。这些颜色各
洞都有，而色彩最为艳丽的又数螺旋厅。
经过人工开发后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
保护壁岩上的红色的小钟乳、小石笋，
修了栈桥也修了护栏。护栏边各色的灯
光打向一株株美丽的钟乳石，或如菜
蔬，或如雕刻，在灯光的折射下栩栩
如生，让人目不暇接。灯光通过透明
的沉积岩折射出五彩的颜色，平添
了万般风情。绿光折射的是叶，
红光折射的是花，紫色是神秘，
柔黄是四壁晶石烁烁闪耀。
用石头敲击小石笋，会发
出悦耳动听的音阶，
让人如同进入天府
地国、仙境蓬
莱。

金 山 溶 洞 探 奇
陈光昌

春日迟迟。从安徽省和县乌江北折
向东，一条石径逶迤通向江岸，诗之
碑、书之林、草之堂，即为“当代草
圣”林散之故居。

怀着敬仰之情，缓步走向“草圣”
故居。远远地，“林散之故居”五个錾
金篆字映入眼帘。

一带粉垣，数楹房舍，千百竿翠竹
清影婆娑，恰是读书所在。从前，此处
为一荒岗，林散之仿效乡里前贤开垦荒
岗，辟果园，植竹、松、桑、桃之属，
潜心研究诗书画。满眼树木生秀，怡神
悦性，好个桃源所在。

故居很幽静，用稻草黄泥筑就的被散老名为“散木山房”的草
庐，自有庄子“不才同散木”寓意。放眼望去，白鹭翩然起飞，又优
雅落枝；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松桑伟岸，翠绿敷色；一带房舍，掩映竹
林中，环境美不胜收。散老当年深爱之，起名“江上草堂”。室内一桌、一
椅、一床、两柜，简洁而朴素，淡然而清贫，表现出散老安于现状，淡泊名
利，潜心艺术，对身外之物置之度外。寂寞，孤独，是所有大家须经历的
人生之旅，他也不例外。他从不满足于自己已取得的成就，总爱拿中国
几千年来书法的最高水平衡量和要求自己，认为“自家面目自家见，还
向山阴乞谷神”。“艺术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能轻易学我草书，学草，你就
完蛋。先学正楷、隶书，多读书，戒掉‘匠、俗、浮’三气。”散老曾说自己
“幼学书法，先写唐碑，然后由魏入汉。)(岁后，广采博学，尝试行书，&(
岁方练习草书。”散老为写好字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九上黄山写生
画画。艺术师法自然，从大自然变化莫测中悟得真谛，才能得艺术之气、
韵、意、趣。在大自然中汲取丰富营养，千峰林立，风云际会，壁立千仞，

沟壑涧流，这些都源源不
断地给予他创作的灵感。
神游其中，挥毫泼墨，笔意
纵横，一幅幅传世佳作相
继问世。

草堂远离尘嚣，江上
帆影绰绰，草堂外疏竹横
斜，是修身养性绝佳之
处。几经风雨，几经摧
毁，几经修葺，如今，一
个集旅游、文化、休闲为
一体的故居已见雏形。成
为一处雅致的休闲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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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斑驳的陈老巷

观稼楼前 仿漳州山景

林散之故居 （资料图片）

书法家林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