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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在常武这片毓秀之地，拥有无数雅趣横生的古地名。它
们或洋溢着诗情画意，或浸透着民间传奇，在百姓的口耳相
传与岁月的洗礼沉淀下，逐渐凝结为经典的地域文化符号。

大志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凤凰、鸾鸟等神鸟具有至高无
上的象征意义，它们是尊贵、美好与吉祥的化身。常武地区
的先民们对神鸟们甚是崇敬喜爱，他们把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寄托在神鸟身上，并取神鸟之名为栖息之地添福加彩，希望
生活之处能够承载美好寓意，永
世兴盛、福泽后代。

古乡名，位于今武
进区湟里镇村前村、东
安村及嘉泽镇观庄村一
带。据旧志载，宋、
元、明、清武进县均设
“栖鸾乡”，位置在县西
南 公里。 年武
进县设栖鸾乡，首镇村
前， 年废。“栖
鸾”之地，不仅意味着
这里是鸾鸟的栖息之
所，更寓示着湖西地区
是一片充满和谐与宁静
的乐土。

栖鸾

古河名，位于滆湖西
岸，是贯通武进、丹阳、
金坛三地的界河。白鹤溪
一名荆溪，又名鹤溪河，
宋咸淳《毗陵志》载：“旧传以丁令威化鹤得
名。”丁令威于此溪修炼得道，化白鹤升仙，
故名白鹤溪。解放后，更名为鹤溪河。

白鹤溪

神鸟相伴 福泽相随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

是炎黄子孙的立身之本。常武地区自古崇文尚礼，这里的人
们不仅将孝道内化为日常行动，更将其外化为地名，时时刻
刻提醒后人铭记孝道传统，恪守道德准则。

孝感渎

古渎名，位于今武进区东安一带。 《太平寰宇记》载：
“孝感渎，去州八十五里。王祥，临沂人，事后母，寓居武进
尚义(宜)乡。母疾思鱼，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忽双鲤跃出，
即此渎也。”孝感渎因王祥孝母感动双鲤的故事而得名，“卧
冰求鲤”的故事后被列入中华“二十四孝”之一。

古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相融相生的，他们以全部
的身心沉浸式地感知万物之美，或是被雨后彩虹的清
新所打动，或是因大雨倾盆的畅快所欣喜，或是为水
中映月的绝美所沉醉……这些真挚的情感，转变为优
美的赞叹之词，以地名流传至今。

万物美好 何止一瞬

雨霖头

古桥名，位于今常州大学西太湖校区旁，于
年拆除。“垂虹”给人诗意般的感觉，犹如天界降此溪
流、降此桥梁。清光绪《武进阳湖合志》载：“垂虹桥跨垂
虹港入湖处。案：港在郡西三十里，傍漏湖滨，受白鹤溪
之委溪，源于曲句，迤逦百余里，由港入湖。旧建石梁于
上，以便往来。西达金沙，东达郡城，南通阳羡，北走云
阳，为水陆要途，四方孔道，国朝十二年重建。”

垂虹

古村名，位于今武进区礼嘉镇何墅行政村
一带。“雨霖”即连绵大雨，雨水淋过头顶，难免
给人一种酣畅淋漓之感。清光绪《武进阳湖县
志》载：“三都三图：雨霖头。” 年以后不见
记载。

古乡名，讹称“遵教
乡”，在今武进区湟里镇湟
里村、北潢村一带。旧志载，
宋、元、明、清武进县均设有

“旌孝乡”。1928年武进县设旌
孝乡，首镇湟里，1929 年废。

“旌”字有表彰、表扬之意，以“旌
孝”为一方土地之名，不仅是对孝
行的一种表扬，更是对孝道文化
在这片土地流传的期许。

毗陵我里 东坡情谊
从熙宁四年初次造访，至建中靖国元年病

逝，大文豪苏轼在三十载春秋中，14次踏上常
州的土地，他的诗词里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厚意，“眷此邦之多君子”“买田阳羡吾
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其笔触间
流淌着对常州无法割舍的情感。而这
种情感，也在常武百姓心中生根发芽，

并将其融入地名之中。

赤岸

古村名，位于今武进区嘉泽镇
士桥行政村。坊间流传苏东坡曾乘
舟泛滆湖南行，行至湖心，忽遇狂
风暴雨，只得进港避风，并改由孟
津河行驶。经过龙嘴高岗，风平浪
静，河道两岸被残阳余晖照得通红。
东坡见此情形，脱口而出：“美哉，
赤岸也！”

芸渎

古村名，位于今武进区湟里镇村
前村。相传苏轼与友人路过一村，附
近冯氏宗祠内传来琅琅书声，他情不
自禁说道：“晴耕雨读，这里恰闻晨起
耘读之声，耘读可以传家矣！”又问冯
氏宗祠的来历，得知是冯氏南唐尚书
延鲁公之后，有巽、侃、仪、价、伉五
人，刻苦攻读，皆取科第。苏东坡听罢
连声说道：“怪不得这样早，祠堂内就
有琅琅书声，耘读传家！耘读可传
家！”事后，乡间士绅将里名改为“耘
读”，时间久了，乡人将“耘读”写作
“芸读”，“芸”同“耘”通；后来“芸读”
又传为“芸渎”。

孝道立身 礼仪之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