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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击筑之声在水墨点染中荡漾开去
■ 合肥 王玮

本版投稿邮箱：478702039@qq.com

古树连深竹，高门对远丘
■ 潜山 方卫东

“占庄老屋”坐落在天柱山东南麓的余井镇田

乐村，距离潜山市区10公里，无论是建筑规模，还

是保存现状、文化品位，在潜山的古民居中都是最

可称道的。初次来到占庄老屋你一定会被它开阔

优美的地理环境所倾倒。屋后是山，两边是起伏

连绵的小山岗；门前是两亩大的池塘，塘前面是数

十亩良田，远处横亘着一带矮矮的小山丘。“古树

连深竹，高门对远丘”——整个山庄依山就势，明

堂开阔，气势轩昂。

“占庄老屋”坐北朝南，以木构架为主，注重装

饰，小青瓦，马头墙，明七暗九正五进，四纵四横，布

局严谨，具备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从大门到厅

堂，一进比一进递高，寓意“步步高升”。与皖西其

他古民居不同的是，“占庄老屋”采取徽派建筑大厅

式结构样式。正厅为明厅，是整套住宅的主体部

分，主要用于礼节性活动，正中入口设屏门。日常

从屏门两侧出入，遇有礼节性活动，则由屏门出入。

正厅有东西对称的16根立柱。厅内雕梁画

栋，花鸟虫鱼，人物故事，栩栩如生。厅内设置汉

白玉铺成的大天井，四面屋顶内侧坡的雨水从四

面流入天井，水聚天心，四水归堂。天井下水道设

钱币状外圆内方的外盖，寓意财不外流。大厅前

后东西走向的巷道均以小天井采光，通畅明亮。

正房与厢房相连，主巷与支巷相通，闭户自成院

落。正房木格花窗，也饰以吉祥图案，过枋、撑拱、

雀替等构件饰卷草花卉、瑞兽飞禽，并施彩绘，美

观别致。堂屋两侧的菱形砖窗简约美观，通风透

光，设计十分巧妙。

“占庄老屋”始建者是迁潜余氏第19世祖清

代乾隆时奉直大夫余行笃，扩建者是大学士余法

锟、候选县丞余云溪，算来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

据《潜山县志》记载：“余法锟，字钰山，豪侠明大

体，好善乐施，受乡里人尊敬。”余井余氏在乾嘉

时期富甲一方，是潜山的世家旺族，于是大兴土

木，兴家扩业，传世显荣。坊间传说：占庄，徐庄，

马庄，是同一地理先生，在同一时辰，起脚上樑。

一个时辰2个小时，三个地点。地理先生前后左右

来回奔跑，为了赶时间，快马加鞭还嫌慢，只得用

妇女纳鞋底的铁锥子扎马屁股来加快速度，最终

跑死了一匹马。

潜山余氏集官、贾、儒于一体，“以才入仕、以

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占庄老屋”的设计者和续建

者也十分讲究建筑的文化品位。所以“占庄老屋”

的看点很多，令人玩味的地方也不少。比如祖厅

正中的这块“绍荆堂”牌匾。有人说这个“荆”字是

族规祖训的象征，“绍”是承继的意思，寓意继承先

人荆棘事业；有人说这个“荆”字是指王荆公王安

石。前者有道理，后者则很勉强。900多年前王安

石在潜山任舒州通判，以悯农重农、勤励政事出

名，而且后来官做得很大，普通的徽商应该不会用

王安石的故事来教育后代，这有点牵强附会。

唐代许浑《题崔处士山居》诗里有“荆树有花

兄弟乐，橘林无实子孙忙”的句子，后来还流传一

副“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的对子，

“绍荆堂”的“荆”字应该是指“荆树”。据南朝梁吴

均《续吴谐记》载：汉代田真、田庆、田广三兄弟分

家，决定把院中的紫荆树也分三段，一家一份。第

二天砍树时，紫荆却枯死了。田真见此情景，对两

个弟弟说，这树听说分三段都难过死了，我们还不

如树吗？说完悲不自胜。三人决定不再分家，而

紫荆树居然又复活了。

占庄老屋西头有一棵树龄两百多年的枫香

树，周边很多村民反映晚间能听见大树的哼哼

声。现在老屋的后代们大多已经搬迁到条件好的

城里去居住了，只剩下这饱经风霜的老树陪伴着

老屋，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老屋的前世今生。

野山路
■ 肥西 张建春

说是野路，还是有路的，只不过人走得少些。路是人走

出的，不常走往往又迷失了。野路如藤在山中攀援，环环绕

绕总要通向一个目标，一块石，一棵树，一株草药，甚或是一

个传说。我们避开大路，选了条僻静的山路去走，走走停停，

短时间以为失去了方向，但总是峰回路转，找到开朗。

清幽静美，是野路给出的交待。山景曾过于熟悉，陈列在

划定线路的两边，景在此处有，别处也有，看多了，反而塞心。

野路就不同，陡然会有惊喜，兀自又有诧异，一惊一诧，带给的

自然是妙趣和氤氲。野路常闪身没入灌木丛中，凭着感觉和判

断，才能继续下去。早春时分，灌木绿或鼓着劲在绿，阔叶在山

地落了一层，路就铺在落叶上，柔柔的弹性十足，上面有小兽的

足迹，闲闲适适，露出悠然和自得。人闲桂花落，山闲兽迹新。

我们行走的脚印被落叶弹起，会留下什么呢？

蒲公英黄色杯盏，浮动在山路上，绿色隐于落叶，倒像是

野路开出的花，缘路，不紧不慢，傍着脚步走。山景要拨开乔

木和灌木，才能依稀地看出另样的大概的美，惊鸿一瞥，移步

换景，有时还会被突突的山石打断，令人慨叹美丽转眸即

逝。野路自具一格，钻进一处旮旯，呈现一个角度，残缺之

美，犹是怀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 一根粗壮的竹鞭横亘在

野路上。山坡连绵竹海，山岙杂草横陈，山石坚硬，竹鞭犁不

开行走的通道，它将自己的身子坦白地交给阳光和雨露，慢

慢游走，探路，过路。相信不要多久，山岙里就会竹声四起。

我独自去想，野路和竹鞭，都是岁月巧妙设置下的绊索，它们

绝不想绊倒些什么，只是在悄悄地提示，生命顽强。

越过竹鞭，我们竟听到了拔节的声音。野路边，参差石

塘。塘口大小不一，圆润或狰狞，个性迥异。塘是采石遗落

的，如一个个伤疤。伤疤比伤口痛，伤疤有记忆。曾经的炮

声隆隆已经远去，陷在山石里的伤疤还在说话。野路绕塘而

走，碎花无语，布下密集的谜阵。凭一条野路，沉重的石是如

何搬运而去的？水情在塘口里丰满，过多的水意，让春山温

柔。小鱼成阵，细啜山的宁静清幽。鱼从何处来，随山水、随

风声，还是鸟的翅膀带来的？认真品味，应和野趣的山路有

关，山路悠悠，有什么不能运进运出？山深路清幽，野藤缠绵

的山路，一头栽进了沉寂里。一只走兽远远迎接我们，溜圆

的眼睛，透出十二分自信。同行的朋友，自此有了话题。焰

在这山里长大，所走的野路就是他带上的。他说，若干年前，

曾牵着狐狸在山路上走。我们大叫，聊斋呀。焰言之凿凿，

山路悠长，一人漫步，有狐牵动他的衣角。狐好生可爱，他便

牵起狐的手，一路走去。焰的妻子不乐意，拧焰的耳朵，追问

狐狸精是谁？当是传奇，一行人哈哈大笑。倒是焰牵起了妻

子的手，恩爱有加。焰又牵狐于野路，我们击掌。

小兽跃入山林，一路绿随，山花开得欢。野路被树打断，树

太大、太老，一条路终是要去转弯。树是山的留守者，更是山的

精灵，路让树，让出了胸怀。老树吸透山岚之气，苍翠、精神，树

枝头缔结的鸟巢，粗犷中隐约着灵秀，无鸟在巢，却能听到啼鸣

滴落野路的敲击声。我们环树而欢，心中漾动绿的波漪，山路

铺开，树该是路打尖的驿站吧，小作停留，可走得更远。

没有一条路是笔直的，野路弯弯，弯处多思忖，旷野多胸

怀。头天晚上雨，给野路以更多的内容。六月雪小绿初初，

如春天的心跳，怦然中不卑不亢，再大的冤情，也要用花来表

述。草木心是真正的心，藏于偏僻，花事不减，开与谁看，绝

不是花开花落的理由。我们的行走踢落了一朵朵挂在绿叶

上的雨粒，这些草木的最爱，被碰痛了、击碎了。我突然后

悔，不该没入野路，山一隅的静悄，又一次被扰乱了。

野路边，有草药点缀，我采上一束，它将割去我的顽疾，

山草枝叶锋利，山野的风磨过。

两千多年前，太史公以其纵横洗练的史笔，书

写出这一曲慷慨苍凉的悲歌，这悲歌伴着荆轲踏

上刺秦的道路，响彻长空，又一路飘荡，在这两千

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回响，在每一个呼唤侠义的时

代上空萦绕，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记忆

和骨血之中。两千年后，一部与之呼应的漫画作

品横空出世，漫画的作者郑问先生，以现代的故事

表现形式，重现了当年那些动人心魄的故事，当图

画与古老的文字相碰撞，漫画版的《刺客列传》由

此诞生。

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侠客文化一直是其中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千百年来为其称咏的诗篇、传

奇数不胜数。追本溯源，司马迁正是那为侠作传

的第一人，他以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

刺客为代表，以奇崛的文字写下了那五段惊心动

魄、波澜起伏的故事。

时过境迁，如今的时代还需要侠客吗？在郑问

先生看来，显然是需要的。他的漫画，多以武侠、历

史故事为题材。漫画版《刺客列传》以《史记》中同

名篇目为蓝本，以图画的形式重现了五位刺客的故

事，画风诡异明丽，笔间更隐现出一份豪迈洒脱的

侠意和热血，透过色彩、造型和狂放的走笔，衬托出

生命的跃动感，将司马迁赋予文字中的冲击力淋漓

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在这部漫画作品中，他通过中

性面孔衬托出豫让毁容之后的牺牲和勇气；重塑了

聂政的武生形象以引出他隐身市井的无奈；虚构了

山崩地裂的场景加强了曹沫出场时的戏剧效果；凭

借肃杀的气氛烘托出刺客们壮烈悲怆的胸怀。郑

问以中国传统的水墨风格入画，在创作《史记·刺客

列传》时，他发觉“以往的表现技法，都不适合表现

刺客列传所需要的意境”，直到交稿期限紧迫，才突

然有了一个灵感——为什么不以中国技法来表现

中国人的故事？正是这样的灵感，让郑问体会到水

墨独特的味道实在难用其他画材取代，也让他由此

确信：在不久的将来，水墨将成为中国连环漫画的

主流之一。

新版的《刺客列传》在郑问先生去世三年后重新

出版发行，这也是该部漫画的首个简体中文版本。

图书以右开竖排的版式设计呼应了主题的历史厚重

感，在每一位刺客的故事之后，还附上了《史记·刺客

列传》的原文，供读者参考和对照，另有一番情趣。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其短篇漫画作品《最后的决斗》

《仙剑传奇》和《刽子手》，均取材于民间故事，以水墨

漫画继续诉说着他心中的侠、义、情。

郑问先生说，《刺客列传》是他用“心”来画的

作品。于是，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能有幸透过这

一格格的水墨漫画，再看到荆轲和着好友高渐离

的击筑之声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