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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军展古建之纹样
世间万物，皆有纹理。或细腻如

丝，或粗犷如石，或深邃如海，或浅淡

如风。而古建中的纹样，便是这万千纹

理中最为精致、最为绚烂的一种。

行走于秋霞圃之中，脚下石板路

的沧桑，耳畔传来的是历史的回声。驻

足于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前，目光被其

上的纹样所吸引，仿佛被带入了一个

遥远的时空。这些古建纹样，或繁复，

或简约，或庄重，或灵动，皆承载着古

人的智慧与匠心。它们不仅是建筑的

装饰，更是文化的传承，是历史的见

证。每一笔、每一划，都凝聚着匠人的

心血与汗水，诉说着一段段古老的故

事。

看那檐下的彩绘，色彩斑斓，形象

生动。龙凤呈祥，寓意着吉祥如意；牡

丹盛开，象征着富贵荣华。这些图案不

仅美观大方，更寄托了古人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与追求。再观那门窗之上的

木雕，精巧细致，栩栩如生。花鸟鱼虫，

似可游动；山水人物，入目如活。这些

木雕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展

现了古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敬

畏。

案几、洞门装饰，地上所铺卵石，

皆为海棠纹样。十字海棠纹样，四瓣，

规整，对称，极具形式美与韵律美。暮

春，人立院中，前庭垂丝海棠，轩西木

瓜海棠，双映半墙，花影斑驳，十分幽

雅。

古建中的纹样，美在其变化无穷。

它可以是繁复的，层层叠叠，如同锦绣

般华丽；也可以是简约的，一笔一画，

却尽显大气与韵味。它可以是细腻的，

如同蚕丝般柔滑；也可以是粗犷的，如

同山石般坚实。不仅仅在于其外在的

美观，更在于其内在的文化内涵。

每一个纹样，都承载着一段历史、

一种信仰、一种情感。它们或源于古老

的图腾，或来自民间的传说，或出自文

人墨客的笔下。当古人看到花、看到

鸟、看到月、看到叶、看到光、看到云、

看到自然万物，看到那一刻的欣喜和

留住，便有了传统建筑纹样。

古时文人讲求“择良室而居”，代

表一个人品性的不光是其作品，从他

选择的居所中也能展现出来。那时文

人设计园林布景、建筑的形式及纹样

都颇为讲究，如何在一居之所中纳入

自身趣味，蕴含着技巧和学问。那绚烂

的建筑纹样，也昭示着文人不入流俗

的典雅之趣。

在嘉定的古建纹样中，我目前看

到过印象最深刻的是云与龙的纹样。

根据龙的不同动态分为二龙戏珠纹、

团龙纹、行龙纹、云龙纹等千变万化的

形态。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最神奇的

动物，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古

时的嘉定匠人们将它们作为园林、孔

庙建筑或是重要场所的装饰纹样，想

来是寄予免祸消灾、趋吉避凶的美好

祝愿。

纹样之美并非易得，它需要匠人

的巧手与匠心，也要时间的沉淀与打

磨。每一个纹样，都是匠人用心血与汗

水浇灌出来的花朵。遥想古人，他们挥

毫泼墨，精雕细琢，将心中的情感与理

想融入其中，让纹样成为他们与世界

的对话。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在参

观古建的时候，常常惊叹于规模的宏

大，对于细节之处的纹样似乎没那么

重视。如今人们追求的是简单、快捷与

实用，而纹样所代表的繁复、精致与文

化内涵，似乎变得不再重要。然而，正

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纹样，却承载

着我们的历史与文化，见证着我们的

发展与变迁。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古建中的纹

样虽历经沧桑，却依然熠熠生辉。它们

如同一部部不朽的史诗，诉说着古人

的智慧与情感，也激励着我们继续前

行，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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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陆葡萄，掌上珍珠

葛秋栋采红菱
我家老屋的东边有一个水浜斗，

水面不宽，在半亩左右，每年五月父亲

总要种下一湖红菱。

红菱是菱科一年生浮叶水生植

物，茎、叶、果实相当特殊。其主根较

弱，长约数尺伸入水底泥中，吸收养

分；茎蔓细长，完全沉在水中，上有分

枝及须，也能起吸收作用。叶分两类，

聚生在短缩茎上，浮出水面的叫浮叶，

呈倒三角形，相互镶嵌成一盘状，称菱

盘，每个菱盘约有叶四十至六十片，叶

柄粗肥，中部膨大成气囊，使叶片能浮

在水面，沉在水中的叶则狭长为线状，

一般无叶柄、叶片之分。

夏末秋初叶腋开出一朵朵小花，

通常为白色或红白色，花朵在授粉之

后整个就会向下弯曲倒向水中，它长

成的果实就是菱角了。菱角分为三角

菱和四角菱，嫩果色泽为青、红或紫

色，等熟了之后菱壳会变成黑色，果肉

则为乳白色。

父亲种下的是水红菱，又称“苏州

红”，长于河塘水池之中，营养价值很

高。一般单个菱盘结果七八个，果实为

四个角，肩角细长平伸，腰角略向下斜

伸，呈鲜红色，单个果实重约十四克。

吃起来脆嫩多汁，微甜。我家附近的浜

斗每次能产两百多斤红菱。

最令我难忘的是每年采红菱的时

候。父亲会背一只大浴桶放到水面上

让我坐进去，然后我就把菱盘翻开，

把红菱一只一只采下来放进乘坐的

浴桶里。将一片水面的红菱采完，至

少两三个小时，我也腰腿酸痛得无法

站立。

第二日清晨，我还得跟爷爷一起

挑着两只装满红菱的大菜篮，到镇上

去叫卖。记得那时的安亭正在建设工

业园区，田地挖开了、道路切断了，我

们祖孙俩在清晨的迷雾里乱跑，我差

一点掉进小河里去，幸亏爷爷眼疾手

快，一把将我拽住。好不容易来到镇

上，我已经记不得红菱是怎么卖掉

的、又卖了多少钱，只记得我们祖孙

俩又冷又饿，后来走进镇上的一家小

面馆，一人吃了碗面条，回到家里已

是日上三竿。谁知回到家里，父亲又

把浴桶扛到水边，对我说：“你快坐进

去，再去采红菱。”我气得瞪大了眼

睛，说：“不是已经采完了吗？”“肯定

没有采干净！”父亲说：“这回采着多

少都算你的。”

我累得够呛，没好气地回：“不

要，我只想歇一会！”然而，拗不过父

亲，也经不住诱惑的我，最终还是噘

着嘴坐进了那只采红菱的大浴桶

……如今，虽说很少再能看到采红菱

的画面，但偶尔在新闻里见到，总会

想起这段往事，趣味中夹杂着些许无

奈，无法忘怀。

是唐诗里

千年吟诵的那一串串葡萄吗？

是酿造美酒

斟满夜光杯的那一串串葡萄吗？

豪饮葡萄美酒出征的古人

早已为国捐躯，

夜光杯里的葡萄美酒

甜味犹存。

而今穿越悠悠岁月，

古色古香的北方葡萄，

落户江南、

江南的嘉定、

嘉定的马陆，

生根、开花、结果……

是新疆民歌里

熟透熟透的那一串串葡萄吗？

是让维吾尔族少女阿娜尔罕

心儿醉了的那一串串葡萄吗？

吟唱歌谣的歌唱家关牧村

很久没有放声歌唱了，

歌声里的吐鲁番葡萄

依然芬芳，

而今穿越迢迢千里，

铺绿叠翠的北方葡萄，

落户江南、

江南的嘉定、

嘉定的马陆，

生根、开花、结果……

问马陆葡萄

何以将异乡当家乡？

何以在第二故乡——

嘉定马陆的土地上，

色染东风、香飘四海？

葡萄无言，下自成蹊。

马陆葡萄，

飞绿流翠的马陆葡萄，

嘉定的掌上珍珠！

文艺评论家吴亮来看我，从包里

掏出个小竹箩说：“你见识的茶多，这

茶你知道吗？”我看一眼，答：“祁门芦

溪的安茶。比较有名的是孙义顺。”他

吃惊了，连称厉害，这么冷僻的茶居然

也知道。我告诉他：“你今天给我的是

半斤装，汪珂做的。我十多年前收藏了

汪珂外公汪镇响做的安茶。”

“你认识做茶的？”他问。我说：“没

见过面，但我知道。汪镇响已经故世，

茶厂现在是汪珂当家。”我向他介绍，

安茶是后发酵紧压茶，当地民间也称

“软枝茶”，历史上有记载，曾被评为安

徽省优质特种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

值。我一直想找机会去看看。“去啊，去

看看。”吴亮鼓励我。

2020年秋天，嘉定茶友王峰知道

我要去安徽休宁看茶，问我是否一起

去芦溪看安茶？他特别告诉我，安茶有

一道工序，在烘焙后需要在夜里置室

外摊晾露茶，时间一般选择天气凉爽

的秋夜。“楼老师，你如果决定去，我先

与汪珂联系一下，选择露茶那晚到芦

溪，在他那里住一晚。”王峰所说正是

我的愿望，我一口答应。

9月26日，王峰到黄山直奔芦溪，

我和方国强从祁门县城赶去汪珂厂里

会合。一路颠簸，到孙义顺茶厂已近黄

昏。汪珂在门口迎候，他一身蓝布衣

衫，清瘦文静，成熟淡定。他知我来去

匆匆，日程排得紧，寒暄几句，喝了他

做的安茶，就带我去参观茶厂了。

屋里陈列的茶厂历史上的各种茶

票让我开了眼界，丰富多样、精彩纷

呈，有清代的，也有民国时期的，我像

是在阅读孙义顺安茶的岁月沧桑。

因为“孙义顺”三字，我曾以为这

茶是孙家的产品，后来才明白是我误

解了。我问汪珂：“你们家姓汪，为啥茶

厂叫孙义顺？”汪珂向我叙说清代雍正

年间，有个叫孙启明的经营安茶，字号

取名“义顺”，意即讲信义、求顺利。孙

义顺品牌的创立，决定了安茶的品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安茶的生产经营

中断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80年代，

在祁门茶科所工作的汪镇响了解到安

茶的发展状况后，遍访遗踪寻找制茶

工艺，接过孙义顺这块招牌，让孙义顺

安茶重新焕发活力。

安茶选料精细，工艺独特，制作讲

究，新茶采摘后经萎凋、揉捻、烘焙、蒸

晒露后，压紧装入箬叶于小竹篓里，再

烘干，条索匀齐，色泽黑润，有槟榔、箬

叶醇香。在汪珂陪伴下，我见识了正在

制作中的各个环节，整理箬叶的、装筐

的、焙茶的……有条不紊，都很专致认

真。

汪珂从小在茶香的氛围中长大，

碧绿的茶青鲜叶、精致的竹篓、火热的

烘笼、散发着清香的箬叶，陪伴了他的

童年、少年的每个成长岁月。此刻他行

走在车间，如鱼在水中一样自在。工人

们微笑着与他打招呼，彼此间相处显

然十分融洽。

2013年，汪珂曾收到过大学录取

通知书，面对继续求学深造还是继承

外公的安茶手艺，他纠结过。思考再

三，他最后选择了在芦溪老家与年事

已高的外公共同守望孙义顺茶号。他

跟着外公学安茶的粗制、杀青、筛分、

揉捻、拼堆、烘焙、日晒、夜露……一天

天，一年年，祖孙相伴相随，汪珂细心

学习外公的一招一式，很努力。2018

年，汪镇响病故，悲伤中的汪珂开始独

立支撑孙义顺茶号。

我说：“我喝过你外公做的茶，你

做的与你外公的比较，有区别吗？”“外

公做的茶更浓酽、醇厚，我做的比较温

和。”汪珂如是说。

汪珂一一为我示范，在烟熏火燎

中焙茶，在屋顶平台上的露天晾晒，特

别告诉我，一夜的室外摊晾，是为了让

茶吸收日月天地之精华。

我站在用老青砖围砌的平台扶栏

前眺望，远山翠坡，澄清的天空，四周

一片宁静，偶尔会听见归巢的鸟鸣声，

芦溪可谓是一片远离尘嚣的净土。

一轮明月在露茶平台的夜空升

起，我倾听汪珂曾经有过的仓促和艰

难，倾听他怎么继承外公留下的传统

工艺，用优良的安茶品质赢得了新老

客户对他的认可和信赖。他说，他接手

后所制的安茶在第二年就销售一空，

他的嘴角浮现了自信的微笑。这微笑

告诉我，他做的安茶既有外公留下的

精髓，也有他对安茶的理解。“‘做茶先

做人，人做好了，茶也会做好。’以前常

听外公这么说，我现在深有体会。”汪

珂如是说。

临别的时候，我送了他一本我写

的《寻茶记》，周围王峰一伙人笑起来：

“今天楼老师寻茶寻到芦溪来了。”

我把陪同来的方国强推荐介绍给

了汪珂，得知方国强是安徽省龙头企

业“新安源”茶业的掌门人，声名远扬，

汪珂有些兴奋和激动：“都是做茶人，

请方总以后多多指导我们晚辈。”看着

汪珂与方国强互相加了微信，我也笑

了，虽然是两代人，方国强是当今茶界

的骄傲，汪珂应该也会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