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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译文

忆江南（一）
山居好，

早起爱春行。
乌桕门前挑菜路。
绿杨影里读书声。

侧帽听流莺。

忆江南（二）
山居好，

不减小斜川。
晓雨一犁秧水活，
午风十里菜花颠。

飞絮一溪烟。

名 家 档 案

楼杏春（1831—1895），字裴庄，号芸皋，又号粲
花，义乌苏溪殿下村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历
任江西新城、万安、建昌、石城知县。楼杏春自幼聪
颖，但性格不羁，于是他的父亲为他请来严师教学，
终于学业有成。楼杏春为官，理政有方。石城知县任
上某年，江西大旱。他到农村视察旱情，见无水车，
就派人从老家义乌请来木工，传授技艺，赶制水车，
解除了旱情，赢得当地百姓称颂。他擅长写诗词，著
有《粲花馆诗钞》《粲花馆词钞》。

名 篇 赏 读

经 典 导 航

名 居 研 学



故园情故园情

《忆江南（一）》：山居的生活真美好，早早起床，
出门享受明媚的春光。栽有乌桕树的门前小路，挑着
菜的小贩每天从此经过。绿杨的光影里，传来读书
声。我将帽子斜戴，悠闲地听着婉转的莺声。

《忆江南（二）》：山居的生活真美好，这里的风景
不逊于名士苏过居住的小斜川。清晨下了一阵春雨，
犁过的秧田里的水活泛了；菜花绵延十里，随午后的
春风摆动。溪上柳絮纷飞，如烟似雾。

在楼杏春的笔下，江南的春日呈现出一派景美人勤
的祥和画面。清晨，栽种着乌桕树的小路上，菜农挑着菜
走过。在绿杨的光影中，读书人的声音传来。这清晨的所
见所闻，让作者心旷神怡。他亦不负春光，侧戴草帽，聆听
鸟儿婉转的歌声。

作者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平凡的事物中，他
发现了江南的美。春日清晨的小雨，让秧田的水活泛起
来，似乎在宣告可以犁地耕种的好消息。午后的春风吹拂
过成片的菜花地，菜花似乎都跳起舞来，飘飞的柳絮也如
烟似雾。春天的景在“活”“颠”这样的动词中充满动态的
美感。

《忆江南》语言流畅，意境优美，格调清新自然，读来
有声有色。作者用美妙的诗笔生动地描绘出一幅春日山
居图，令人回味无穷。

带经堂
苏溪镇殿下村有一座带经堂，是村里的文物保护建

筑。里面有人居住，还有老人活动中心。进门能感受到简
朴庄重的气息，仿佛时间在这里流动得缓慢而沉静。楼杏
春为官清廉，家中并无宅邸，目前村中祠堂仅存牌匾，带
经堂东门之侧有楼氏后人写的碑记，其高风亮节为世人
称道。

堂上高悬六块大匾额，其中一块大匾额上写着“进
士”二字，此匾额即缘于楼杏春。

进士匾额

带经堂带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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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小院午风轻，谩理冰丝入太清；一片枯
桐心未死，至今犹发断肠声。”这是倪仁吉400多
年前写的《弹琴》。

倪仁吉是“义乌十大名人”中唯一的一位女
子，自读了《凝香阁诗稿》后，对这位女子的敬佩始
终在我的心里。每一次读她的生平，读她的诗句，
看她的画作，我的一颗心便会莫名地酸起来，紧起
来，痛起来。泪眼婆娑后我给了自己一个定义：倪
仁吉铁粉！

倪仁吉（1607—1685），字心蕙，自号凝香子。
其父倪尚忠，诗文皆精，系明万历进士，曾任江西
省吉安府同知。倪仁吉生于父亲的任所吉安府，故
其父为她取名为“倪仁吉”，其意一是仁孝传家，吉
祥平安，同时也纪念其任所吉安府。倪仁吉自幼聪
慧可人，深得其父宠爱，幼儿时即被父亲启蒙教
育。7岁开始，授之以《女戒》诸书，12岁通《四书》

《三礼》以及《孝经》等书。她的爱好非常广泛，除
诗、书法之外，还喜爱绘画、音律与刺绣，可谓是集

“诗、书、画、绣、琴”于一体的才女。父亲视她为掌
上明珠，家里每有客人前来，父亲便持她的诗、书、
画、绣等作品示之以客人，客人观后亦大为赞叹。

倪仁吉17岁那年嫁给了义乌大元村吴百朋
曾孙吴之艺。吴之艺的家族在义乌也是名门望族，
其祖父吴百朋是明嘉靖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乃是
一代名闻遐迩的名臣。所以，吴倪联姻，也算得上
是门当户对了。

然天有不测风云，结婚三年，丈夫吴之艺就因
病去世。当情深似海的夫君命归黄泉，20岁的她

不得不一个人在小屋中寂寞度日。夫妻恩爱三年，
夫君却没有给她留下一儿半女，这是倪仁吉一生
的憾事。几十年间，她寂寞寒窗空守寝，写诗作画
转移心志。

据传，夫君去世后，倪仁吉“恸绝复苏”“囊土
成坟”。人生最苦爱别离，去后更知恩情深。她时时
处处都能感受到吴之艺仍然活着，“每对签轴图
书，如见之艺”。每年的清明时节，倪仁吉都会亲自
为夫君扫墓。站在墓前那一份无言的寂寞与惆怅，
那一份隐痛与寂寞，那种痛，那种伤，向谁诉说？风
吗？树吗？天吗？地吗？都不能！

但不管忧愁怎么来侵扰，倪仁吉始终不忘记
夫君临终时的嘱托：立嗣奉姑！她的婆婆龚氏孺人
也系早年丧夫，倪仁吉不仅细心地照料婆婆的日
常生活，而且还陪婆婆唠家常谈趣闻。婆婆在临终
前，拉着她的手说：“好媳妇，真是难为你了。”

倪仁吉还在族亲的主持下，过继了三房大伯
各一子为嗣。为了这三个孩子能够成为有用之人，
她亲自办起了家庭书院，孜孜不倦为他们亲自授
课。倪仁吉给他们灌输吴氏始祖的高尚品德，告诉
他们“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告之他
们“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的道理。教育
他们从小立志，让他们懂是非，辨丑美，识善恶，分
真伪。她会在读书之余带他们去香草园浇浇水，种
种花，锄锄草。每当桃红柳绿、鲜花盛开之际，会带
着他们到野外呼吸新鲜空气，到附近的名胜古迹
看看风景，让他们开拓视野、增长知识。她寓教于
乐，让学生有充分的想象空间和充裕的活动时间。

三个孩子在她的精心培育下，都颇有成就。据嘉庆
《义乌县志》记载：“云将、云亭皆食饩。云津声高黉
序，誉满乡梓。”

倪仁吉一生教育三个养子，侍奉年迈的婆婆，但
并没有荒废掉自己的爱好。她善诗，其诗初为艳体，
秀逸清丽；孀居后，华丽尽褪，多发苦声，其意苍凉，
其情真切，与李清照及朱淑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倪仁
吉的小楷，珠圆玉润，秀丽工整。深厚的书法功底，也
奠定了她绘画艺术的基础。在绘画方面兼收并蓄，人
物、山水、花鸟等无所不长。《金华诗录》评论倪氏的
画作：“作小幅山水，近学文征明，远不愧赵欧波。迄
今得书画片楮，珍若拱壁。”清代徐元叹《落木庵集》
品题闺秀艺事中也说：“倪仁吉山水，周禧人物，李
因、胡净（陈洪绶妾）草虫花鸟，皆入妙品。”

倪仁吉的刺绣艺术，更值得称道。《金华诗录》记
载她：“刺绣亦精，能减去针线痕迹。”清代王祟炳评
论其刺绣曰：“予赏观其绣《心经》一卷，素线为质，刺
以深青色，线若镂金砌玉，妙入秋毫。”清代张德行在

《凝香阁诗稿》中也提到：“更奇者，善以绣代笔，凡美
女奇卉，随绣点皴，波动欲生，莫窥其针所由度，向称
薛灵芸，技至此乎！”

除了刺绣，倪仁吉还能发绣，有发绣傅大士像两
帧，其一早年流入日本。丝绣和发绣相杂交错的作品
有《关公》等。义乌市博物馆收藏有她的工笔画《梅雀
图》、绣品《春富贵》，皆甚精美。

对400年前的这位才情兼备、仁孝俱全的女子，
我用两句话来概括：寂寞让你如此美丽，才情让你流
芳百世。

一代才女倪仁吉

人民大众是语言大师，常有片语明百理，一言
醒痴人之功效，对后人有知古鉴今，警世醒世的意
义和作用。

关于“小”

古人对“小”有着极为清晰清醒和智慧的认
识，认为“小”是大的起源。许多祸事都是由轻忽

“小”引发，如蚁穴溃堤、星火成大灾、小视不良生
活方式致病等等。

小者，渐之始也。“小”之不惕，逐之渐大，不可
收拾。说明谨于“小”处，“慎”于初时，防微杜渐，是
一件多么重大和重要的事情。所以刘备在临终时，
谆谆告诫其子：“勿以小恶而为，勿以小善而不为。”

无论做何事，都不能轻忽细微处。“莫轻小恶，
以为无殃，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凡罪充满，从小积
成；莫轻小善，以为无福，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凡
福充满，从纤纤积。”

慎始谨终，则无败事。

关于“朋友”

你接触的人很多，但大多都是匆匆过客，真心

对你好的人屈指可数，可能一个也没有。千万不要
忘记鲁迅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一金句。真
正像“松柏”或“劲草”那样的朋友世上有几人？虚
伪的朋友好比人影。太阳高照时，你无法甩掉他；
乌云压顶时，你无法找到他。

我把关于朋友的事，归纳成两句话：“得势时
朋友多，但真的少，或一个也没有；落难时，朋友
少，但真的多。”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患难
时刻敢来关心帮助你的人是真朋友，一个抵十个
一百个。胜过得万两黄金。“黄金易得，知己难
求”这句话极对。

交朋友要讲究质量。花香不在多，朋友在精
不在滥。什么叫精朋友？“能为人所不能为，及人
所不能及”。精朋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敢
坚持原则，敢讲真话，不会说假话，不会推卸责任
嫁祸于人，不会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陷别人。
反而，还能为朋友揽责任，甚至甘愿舍命保护朋
友和广大群众。能用自己的超强能力，过人智慧，
勇气与胆量设法还原事实真相，化凶为吉。可惜
这样的朋友太少太少，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一生之
大幸，全家收益。

对你好的人，千万不能辜负，一定要十分珍惜，
别错过了。

人与人的感情是相互的，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真
心去换寒心；人心是相互的，以真心换真心；感情是
相互的，用暖心换暖心。无论亲人、朋友还是夫妻，一
定要对他们好一点，别辜负了他们对你的好，毕竟人
间真情难得，一定要好好珍惜。

关于“婚姻”

你我本无缘，全靠娃拴牢。这是智慧中年夫妻婚
姻实际感受。

婚姻的悲剧源于互不相让，婚姻的美满幸福由
于互谅互让。

遇到问题把握正确次序：先处理好情绪，后处理
事情。情绪处理不好，会乱大谋。

世事繁杂，智慧的人懂进退，用更大的格局经营
自己的人生。同样是一个胸怀，有的能装下大海，有
的能装下高山，有的却只能装下一己悲愤。有大胸怀
者，方能有大格局，有大格局者，方能成大气候，也才
能经营一段美好的婚姻。

众语良言

◆烛窗心影 潘爱娟

◆人生况味 黄洪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