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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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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刚过，泰州城内的凤城河便染上了几分
烟雨迷蒙。沿老街的青石板路北行，穿过市井喧
嚣，忽见一湾碧水环抱处，黛瓦白墙隐现于桃林
之间，这便是泰州的桃园。

园门匾额上的“桃园”二字，墨色古朴，圆润
饱满。循门而入，满目粉白嫣红扑面而来，恍若
跌入《桃花扇》的戏文里，李香君的罗扇轻摇，搅
动了一池春水。

桃园始建于2006年，为纪念清初戏曲家孔
尚任在此创作《桃花扇》而建。2008 年正式开
放，与柳园、梅园共同构成泰州“戏曲文化三家
村”，成为泰州文化的新地标。

漫步桃园，春风拂面，桃花纷飞，那曲《桃花
扇》的余韵，仍在凤城河的上空回荡。

桃园的建筑布局疏朗开阔，沿凤城河东岸依
次铺展。十胜桥、隐龙桥、齑汤桥，三座古桥横跨
水面，桥下流水潺潺，桥上人影绰绰。传说这三
座桥都与宋太祖赵匡胤有关，十胜桥纪念他一日
十战，隐龙桥是他藏身脱险之地，齑汤桥则讲述
了他落难时泰州百姓以一碗野菜汤救急的故
事。桥畔的太湖石假山嶙峋峥嵘，与桃花的柔美
相映成趣，仿佛一幅水墨丹青，既有北方的雄浑，
又有江南的婉约。

穿过桃花岛，我来到陈庵。这座明清风格的建
筑是桃园的核心，前后三进，部分两层构架，西侧建
有小花园。庵内陈设着仿明清家具，再现了清代戏
曲家孔尚任寓居于此创作《桃花扇》的场景。

陈庵的建筑风格古朴典雅，飞檐翘角，雕梁
画栋，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历史的厚重感。庵堂
内，孔尚任的书案犹在，案头一盏油灯、半叠宣
纸，恍惚可见他伏案疾书的身影。他在此寓居三
年，将明朝遗恨与儿女痴缠淬炼成《桃花扇》。剧
中李香君血溅定情扇，侯方域出家归隐，看似写
才子佳人，实则以一柄桃花扇勾连南明兴亡。

陈庵北侧，清风阁巍然矗立，这座宋式三层
八角重檐阁楼，高约二十米，与望海楼隔河相
望。清风阁的建筑布局精巧，每一层都有不同的
景致。登临阁顶，清风徐来，远眺凤城河，水天一
色，令人心旷神怡。阁内墙壁上刻有王安石的
《清风阁》诗“飞梦孤起下州墙，胜势峥嵘压四
方”，字迹苍劲有力，仿佛将历史的辉煌与文人的
风骨凝固其中。

桃园的建筑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更
包含着泰州深厚的文化底蕴。陈庵与清风阁一
南一北，一静一动，仿佛两位智者，默默地守护着
这片园林。陈庵的明清风格与清风阁的宋式建
筑相得益彰，既体现了历史的传承，又展现了建
筑美学的多样性。每一座建筑都是一段历史的
缩影，每一处细节都是一幅艺术的画卷。

漫步桃园，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与古人对
话。陈庵的书香、清风阁的诗意、桃花岛的幽静，

无不让人感受到古韵悠长。这里的建筑不仅是
历史的见证，更是美学的载体。它们以独特的语
言，诉说着泰州的文化与风情，让人在欣赏美景
的同时，也领略到历史的深邃与艺术的魅力。

三四月的泰州，像被桃花染过，是那样的清
新与温润。凤城河畔的桃园里，一株株桃树正以
各自的风姿，将春意层层叠叠铺展成锦绣长卷。
如果说江南的春色是一首婉约词，泰州桃园的春
便是一曲昆腔，婉转处有清丽，激越处藏苍凉。

踏入园中，目光先被花色俘获。这里栽种的
116种桃花，像一部用花瓣写就的桃花典籍：垂枝
形桃如流苏拂面，粉瓣垂落似美人掩袖；龙柱形桃
枝干遒劲，红云簇拥若烽火燃天；更有那罕见的满
天红桃，重瓣叠蕊多至三十层，粉白中透出胭脂
晕，恰似《桃花扇》里李香君血溅诗扇的凄艳。

待到暖阳一照，桃花便争先恐后地绽放。起
初是零星几点，像夜空中的星星；转眼间便连成
一片，如粉色的云霞笼罩枝头。花瓣薄如蝉翼，
边缘泛着淡淡的红晕，中间却是纯净的白色。微
风拂过，花瓣轻轻颤动，仿佛在跳着优雅的芭
蕾。花蕊金黄，散发着淡淡的甜香，引来蜜蜂嗡
嗡飞舞。

最妙的是雨后赏花。雨珠挂在花瓣上，将坠
未坠，折射出七彩的光芒，湿润的空气中弥漫着
泥土的芬芳和桃花的清香。花瓣上沾着水珠，更
显娇艳欲滴。偶尔一阵风过，花瓣纷纷扬扬飘
落，像下着一场粉色的雨。落英缤纷，铺就一地
锦绣。

桃园的桃花不仅美在当下，更美在永恒。画
家支起画架，用笔墨描摹这转瞬即逝的美；诗人
驻足吟咏，将花影写进永恒的诗行；摄影师架起
相机，让光影定格在胶片上。老人们坐在树下，
看着这满园春色，眼中泛着温柔的目光；孩童在
花间嬉戏，银铃般的笑声震得花枝轻颤。

而桃园中的一砖一瓦，都浸润着戏曲的韵
味。那方小小的戏台，曾是孔尚任与友人切磋艺
文之所，如今虽已斑驳，却依稀可见当年文人雅
士在此吟诗作赋、品茗听曲的盛况。

泰州自古便是戏曲艺术的故乡。昆曲、扬
剧、淮剧在此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戏曲文化。桃
园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这片文化的沃土之上。
每当春日，桃花盛开，园中便会有戏曲爱好者自
发组织雅集。老艺人们有板有眼地演绎着传统
剧目，年轻人则尝试着将现代元素融入古老的艺
术形式。桃花纷飞中，传统与现代在此交汇，碰
撞出新的艺术火花。

离园前，暮色渐浓。清风阁檐角的风铃轻
响，惊起一群归鸟。

暮色已晚，我依依不舍地离开桃园。身后，
那若有若无的戏曲声，依然在桃林间回荡，仿佛
在诉说着一个关于艺术、关于传承的永恒故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家土地贫瘠，所幸“靠海吃海”。
家乡的滩涂上，松软的淤泥布满密密麻麻的小孔，轻轻一
挖，就能发现藏在底下的鸭嘴蛤。鸭嘴蛤因其贝壳形状酷
似鸭嘴而得名，它银灰色的外壳又薄又脆，在阳光的照耀下
透亮诱人。

老家有一句跟鸭嘴蛤有关的俗语：“鸭嘴蛤嫑趁头大眼
蚶去颠”。我印象之所以深刻，是源于小学时的一次经历。
有一次，听闻老宅旁边的石埕上有人表演魔术，我和小伙伴
阿炮跑去凑热闹。我学着戏里《穆桂英挂帅》武旦的模样，
腰插竹竿当旗帜，疯狂奔跑。意外突然降临，我摔倒时门牙
传来剧痛，鲜血顺着嘴角流下，又腥又咸的味道在口中散
开。恐惧和疼痛让我大脑空白，只顾大哭，满嘴是血跌跌撞
撞跑回家。

父亲看到我狼狈受伤的样子，满眼心疼。他急忙帮我
查看伤势、清理伤口，眉头紧皱，语气中带着埋怨：“你怎么
这么不小心？我早就说过别跟调皮的孩子乱跑，这下吃苦
头了吧。‘鸭嘴蛤嫑趁头大眼蚶去颠’，你跟在他后面，只有
吃亏的份。”

以我当时的年纪，对这听着有些刺耳的话背后的意思
并不能理解，但鸭嘴蛤做成的各种美食我却记忆深刻。那
时家里经济不宽裕，但鸭嘴蛤价廉物美，是我们餐桌上的常
客。父亲做鸭嘴蛤的手艺堪称一绝。他先将新鲜的鸭嘴蛤
放在清水中，撒上一把盐，让它们吐尽泥沙。接着，父亲仔
细地清洗每一颗鸭嘴蛤，将外壳上的杂质刷得干干净净，沥
干水分后备用。

最让我垂涎的是父亲做的清蒸鸭嘴蛤、鸭嘴蛤豆腐汤，那
滋味在舌尖上绽放，让人回味无穷。当然，鸭嘴蛤最经典的吃
法其实是腌制。父亲会把鸭嘴蛤洗净沥干，用粗盐腌制起
来。碰到缺肉少菜的时节，不论是配稀饭还是地瓜粥，都非常
下饭，腌制后的鸭嘴蛤咸香适口，让人品咂之间回味无穷。

时光匆匆，我已步入中年。回望过往，父亲当年的教诲
如在耳畔。那熟悉的鸭嘴蛤滋味，至今仍萦绕在舌尖。可
如今，父亲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遥想当年我的门牙摔坏后，牙齿上缺了个口，很长时间
说话漏风，影响了自信心。这次经历让我明白“鸭嘴蛤嫑趁
头大眼蚶去颠”这句俗语背后蕴含的教育意义：没必要在不
同频的人和事上消耗太多时间和精力，就像鸭嘴蛤与大眼
蚶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碰撞——鸭嘴蛤壳薄易碎，大眼蚶
壳厚硬实，两者碰撞，吃亏的肯定是鸭嘴蛤！

如今，偶尔品尝鸭嘴蛤做成的美食，我就会不自觉地想
起父亲。这份藏在鸭嘴蛤里的父爱，将永远激励着我在人
生的道路上谨慎前行，守护好自己的生活，避免再磕碰了

“牙齿”。

第一次遇见刘慧会长，是三年前。茶色眼镜后一双含
笑的眼睛，柳眉轻扬时，仿佛能抖落一串诗行，枣红色旗袍
裹着瘦削的身躯，拖着的旅行包里，半截诗集挥出头来，像
她藏不住的诗心。印象是热情、温雅、随和。

秦淮诗词楹联协会成立一周年前夕，刘会长邀我参加
雅聚，我因事未前往。再一次见面是我入会后，在桃叶渡诗
屋见面。刘会长退休前在法院工作，但她自幼爱好诗词，诗
是她孩提时代的星空，中年案牍劳形的割舍，退休后重拾诗
意的回归，她要与李杜第二次握手，走进东坡居士“一蓑烟
雨任平生”的快意生活。

桃叶渡诗屋内字画还未欣赏够，刘会长已催开另一片
天地——秦淮流韵公众号，如春溪破冰，叮咚作响。每天有
专人值班，运作有模有样。其时，刚由写新诗入门格律诗，
我有点压力。刘会长得知后鼓励我：“杜工部的《秋兴》也曾
拗救过，你可以的。”

不久，协会举办比赛，要求每人至少写两首诗或词参
赛。三天后，我上传七绝、新诗各一首到群里。刘会长发语
音给我：“再写，再写一首律诗，你可以的。”一句看似平常
的“你可以的”，是认可，是期望，像石子激起涟漪，像登山
途中的加油声，像前方点燃的火炬，我的创作热情被激活，
又提交一首七律。经过评选，刘会长的一曲长调和我的一
首七律被选中，在专题庆祝诗会上配乐朗诵。我忽然明白：
年轻时，父母、老师不露痕迹的肯定是我前进的动力；此时，
刘会长不经意的“你可以的”竟让我擦出诗意的火花。

入会的诗友，职业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诗词基础也不
同。为了让会员们不断有收获，刘会长选定“每周对韵”训练
基本功，亲自出题：乱蛙鸣处溪清浅，要求对出下句。诗友老
谢搁下笔叹了口气，“平仄老出错，诗语磨不出。我不行。”刘
会长下意识地推了一下茶色眼镜，递上改过的诗句，“当年我
在法院工作，也以为自己一辈子读不懂《楚辞》，你可以的。”在
刘会长的鼓励下，诗友们信心倍增，有的对出工整的下句，有
的根据意境撰写成词美意丰的七绝，每人皆有所获。

再后来，刘会长用“你可以的”引导诗友们沉下心发掘
身边之美。探甘家大院，观莫愁湖，游老门东，访瞻园，赏玄
武湖，登紫金山……走进自然，与山川大地和名胜古迹对
话。自定主题，自选意象，抒写独特感受。秦淮诗韵佳作频
出，令同行惊羡，好评如潮。“你可以的”这简单四个字，成
了秦淮河畔的一盏灯，照亮寻诗者前行的路。

清晨，柔和的晨光宛如一层薄纱，透过窗帘
的缝隙，静静地洒落在餐桌上。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享用早餐，那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

突然，儿子抬起头，脆生生地问道：“妈妈，为
什么阿奇每天都能吃零食，而我却不可以？”这简
单的一句话，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在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里，每个孩子都是独
一无二的存在，宛如一朵朵等待绽放的花朵。他
们怀揣着对世界的无限好奇与探索的渴望，逐渐
在社交的小天地里崭露头角。他们会慢慢发现，
世界并非千篇一律，就像不是所有的天空都会在
同一时间下雨，不是所有的夜晚都会在同一时刻
降临。

孩子的这个提问里，蕴含着孩子对社会多元
性的最初感知，也体现了他们对自己家庭规则的
第一次质疑。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是时候
以一种更加成熟且富有理解的方式来引导他了，
要帮助他在这个纷繁复杂、充满差异的世界中找
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轻轻握住儿子的手，带着他走到窗前。窗
外，阳光洒在那些形态各异的树木上。我指着它
们，温柔地说：“宝贝，你看这些树，有的高大挺
拔，枝叶犹如一把巨大的绿伞，为大地投下大片
阴凉；有的虽然矮小，却开满了绚丽的花朵，散发
出阵阵芬芳。它们各自以独特的姿态，共同构成
了我们周围美丽的环境。就像每个家庭一样，都
有着不同的规矩和习惯，这些规矩就如同细心的
园丁对树木的修剪，目的是让每棵树都能更好地
成长。”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眼神里透露出一
丝思索。我接着引导他：“宝贝，你知道吗？每个
家庭都有它独特的色彩和规则，就像彩虹有七种

绚丽的颜色一样，正是这些不同，才让世界变得
如此多姿多彩。”

见儿子还是有些疑惑，我又耐心地解释道：
“你看那些经常吃零食的孩子，他们当下可能会
很开心，可是过多的糖分摄入会影响身体健康，
还可能会长蛀牙。我们希望你能拥有一个强壮
的身体，这样你才能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呀。”

儿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眼中有了
一丝领悟，小心翼翼地问道：“那……如果我偶尔
想吃零食呢？”

我微笑着提议：“我们可以一起制订一个计
划，比如一周选一天作为‘特别日’。在这一天
里，你可以适量地挑选自己喜欢的零食。”

儿子的脸上立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兴奋
地跳了起来，欢呼道：“耶！那我要开始计划我的

‘特别日’了！”看着他欢快蹦跳的背影，一股暖流
涌上我的心头。

这次对话，就像一场及时的春雨，悄然滋润
了儿子的心田。从那以后，再遇到类似的困惑
时，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进行比较和抱怨，
而是会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他学会
了理解世界的多样性。

育儿的道路，本就是一场父母与孩子共同成
长的旅程。每一次孩子问出的“为什么”，都是他
们探索世界的坚定脚步。作为父母，我们所能做
的，就是给予他们足够的耐心、理解和引导，让他
们在爱与规则的呵护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广
阔天空。

岁月悠悠，孩子终有一天会长大成人，去面
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但愿那时的他，不仅能
坚守内心的善良与正直，更能用开放包容的心
态，去拥抱这个五彩斑斓、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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