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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诗人刘禹锡一
首七绝《乌衣巷》脍炙人口，乌衣巷之名历千年而
不衰。世人大多知道南京秦淮河畔有一个乌衣
巷，却不知与南京不足百里的滁州和与南京近在
咫尺的江宁也各有一个乌衣巷，三地各有一个乌
衣巷，难道仅仅是地名的巧合吗？怀着对历史的
困惑，尝试着穿越时空的隧道，走近1700多年前
的那一段历史的尘埃。

遥想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得西晋王朝岌
岌可危，15岁嗣琅琊王位的司马睿依附于东海王
司马越，留守下邳。汉主刘渊举兵后，匈奴也在
大举入侵，中原局势恶化，北方领土大多沦于匈
奴铁蹄之下，司马睿用王旷（王羲之之父）之议、
王导之谋，请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朝廷遂于
永嘉六年（307年）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
扬州诸军事。

是年九月，司马睿率领手下谋臣将士以及
他们的家族被迫匆匆南下，都督其所谓“扬州诸
军事”（当时的扬州军事所辖名义上是江淮之间
和江南大部分领地）。北方兵荒马乱，南来匆
匆，虽不似丧家之犬，充其量也就象一个流亡政
府，因为江南土著士族的抵触，暂时不便过江，
北兵南来，大多不识水性，依山据险，选择把滁
州西南的摩陀岭作为屯兵之地和战略防御的前
沿阵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摩陀岭后来因此更
名为琅琊山。

随司马睿南来最大的琅琊望族当属以王导
为代表的王氏家族，这一家族人丁兴旺，王导便
暂时择地安顿自己的家族，当时所择之地即为今
日滁州之乌衣镇，此前的乌衣充其量只是傍着清
流河边的一个小渔村，旧名早已无考。

作为司马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的重臣
王导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小渔村来安顿自己的家
族呢？

乌衣老街西街紧靠西山，地势略高，“乌衣来
龙，发自椒陵，从度酉辛盘结，至此驾水成势。西
方落脉，土星之下，宜起高阁，是为兑金，取土生
金也。左右居宅，位属坤艮，二土皆生金”（引自
罗畅《乌衣浮桥街道文楼碑文》）。

历史记载，王导笃信风水之说，从相信土能
生金、水主兴旺的风水角度来看，选择这个小渔
村侨置家族首先应当是王导的主意。其次还有
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因为这个小
渔村位居于滁州和建邺之间相对居中的位置，从
战争时代的安全考虑，进退之间便于回旋。

因为寄居在小渔村的王氏族人多身着黑衣，
黑色亦被称为乌色，时人便称王氏家族所居之地
为乌衣巷。东晋王朝建立以后，乌衣借着曾经侨
置开国望族的荣耀逐渐兴旺起来。南宋年间，乌
衣即有“滁阳首镇”之称，清光绪年间《滁州志》记
载，旧有“古乌衣巷”木坊立于老街，应当都是追
述其悠久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吧。

撇开王氏家族侨居乌衣不说，再来看当时的
局势演变，司马睿驻跸摩陀岭，远避索奴（匈奴），
在王导、王敦辅助下，招兵买马，经过近十年的苦
心经营，才真正在江淮之间站稳了脚跟。

建兴四年（316年），西晋灭亡。司马睿与五
个同姓司马的王侯率部渡江，于次年三月即晋王
位，始建国，改元建武。于318年即皇帝位，改元
太兴，据有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史称
东晋，演绎了一出“五马渡江，一马成龙”的历史
传奇。

司马睿先王后帝，在建邺城中两番大封功
臣，作为备受倚靠的开国元勋一文一武的王导和

王敦自然首受其封，琅琊王氏也因此成为东晋第
一大豪门。秦淮河畔赏地建宅，显赫一时，所居
之地沿用了在滁州所用地名乌衣巷，王氏家族会
同后来同样声名显赫，也住在这一带的谢安家族
被后人统称为“乌衣望族”。后来在近郊的江宁
又建了一个宗祠，所在之地亦称为乌衣巷。细究
三地乌衣巷，滁之乌衣巷乃王导佐琅琊王司马睿
南进江左，以图霸业家族回翔之地也。今南京所
遗“王谢故居”乌衣巷，乃王、谢世家，望衡对宇府
第也。而江宁乌衣巷，实为王导率子侄遥向北郡
琅琊（临沂故地），祀瞻祖魂之地也。三地乌衣巷
实乃同宗同源，而滁州之乌衣巷实为乌衣巷地名
之源头。三地乌衣，今均留有王氏家族后裔和古
迹，号为“江左乌衣王氏”。

说起滁州乌衣巷，自公元307年王氏家族来
此侨居近十年，不能不提及一代书圣王羲之。王
羲之诞生于公元303 年，作为王导的堂侄，其父
王旷曾任淮南太守、丹阳太守，并倡司马睿渡江
以图霸业，可惜的是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王
旷领兵救壶关，全军大败后下落不明，留下妻儿
在王导、王廙等伯伯、叔叔们的拉扯下艰难度
日。而书法艺术系琅琊王氏家传之艺，王旷亦善
书，羲之幼承父教，父亲失踪时，羲之年仅 6 周
岁，又随叔父王廙学书，不上三四年，字已颇为可
观。伯父王导见后甚为赞许，并将自己随身携带
的钟繇《宣示帖》送给王羲之，羲之视若珍宝，苦
加习临，后又随卫夫人学书，乃至遍临天下名帖
名碑，终成一代书圣。

追述上一段历史，笔者有这样一个大胆的臆
测，在王氏家族侨居滁州乌衣近十年的历程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作为一个乳儿，靠叔伯接
济母子生活的王羲之，若干年内应当是随着家族
寓居于滁州乌衣巷的，换言之，王羲之的少年学
书时代极有可能就是在当时滁州的乌衣巷度过
的，这其中也不排除深受王导喜爱，随之往返摩
陀岭（琅琊山）和乌衣巷之间。这样一来，隐隐于
笔者心中若干年来关于琅琊山的一个景点的建
筑之谜仿佛也迎刃而解。笔者曾孜孜于醉翁亭
景区内曲水流觞的建筑缘由，醉翁亭因文成名，
景区内为何不缘东晋时代以文称著的陶渊明，或
者其他时代工于文章的大家文意来构筑，而独仿
书圣兰亭之意趣而建。由皆春亭而来的九曲流
觞和意在亭，改建于公元1603年，而这一年恰巧
是王羲之诞辰1300周年，今日看来，可能就不仅
仅是同为诗酒风流的巧合了，或许正是为了在书
圣少年留连之地记叙其壮年逸事以示纪念。虽
然没有400年前的那一段建筑背景史料可循，笔
者也仍然希望不是自己的一孔臆见。

南唐时，由于江北尚有十四州需要军事占领
与行政管辖，于是在滁州城西开凿清流关以御北
师，从都城金陵至寿州一路设烽火驿站，五里一
个烟火墩，墩与墩之间以狼烟为号，一有敌情便
在墩上燃放狼烟，以此传递军情。乌衣老街和清
流关一样，成了这条烽火驿路上的重要节点。

和平年代，宋、元、明、清各朝代便在这条烽
火驿路的基础上建立递铺，供官方文件与朝廷官
员往来休息住宿。特别是明代，朱棣迁都北京，
仍将一江之隔的南京作为留都，两京之间的官方
往来密切频繁，使乌衣有了更大的发展。明代在
滁州设立马政太仆寺，南京往返滁州又日益频
繁，这些清闲的太仆寺官员或乘舟或骑马，乌衣
地处清流河岸边，随着水路运输的日益发展，这
里逐渐成为陆路与水运转换的中继站，乌衣便是
最好的水陆码头，水路、旱路都可以经此地往返
南京。有路有交通就有商业，此时的乌衣早已经

不再是“街巷”，而是周边较大的一处集市街镇，
商业贸易一度繁荣。

到了清代，承袭明代二百多年的和平发展，
乌衣街集市贸易的规模更大，功能更全，特别是
水上运输的发展，当地的稻谷、大豆、油菜籽、竹
木制品，都可以通过清流河的水路运输到达长
江。清代后期津浦铁路通车，乌衣又设立乌衣火
车站，乌衣街的商业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日夜不停的独轮车载着农产品从四面八方推来
乌衣集市，又载着日用品从乌衣街推向八方农
村。乌衣街成为滁河以北沿岸商业贸易和人口
数量最大最多的街镇。

提到乌衣还免不了提到古渡浮桥，还应该提
到一个历史人物曹寅，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清
康熙年间，乌衣人朱朴仙在一河之隔的小街开化
观开设私塾课堂，某一日授课时，吟诵声抑扬顿
挫，吸引了正好泊舟河边的江南司农曹寅，上岸
求见，相谈甚欢，结为知己，还把朱朴仙请到家中
担任西宾（也就是家塾教师或幕友一类），后来朱
朴仙返回了故乡。有一次春天涨水，往返两岸的
渡船翻了，船上的人溺水而亡的一幕正好被朱先
生看到了，先生起了善念，想在清流河上修浮桥，
方便两岸百姓往来，但修浮桥需要很多银子，于
是朴仙先生再次乘船去了金陵，求助于曹寅及一
干僚友，得到了大力支持，从此乌衣开始建起了
第一座浮桥。

时移世易，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七十
年代中期的乌衣老街，坐落在清流河河岸上，与
津浦铁路、清流河成“川”字形排列。老街过清流
河为乌衣小街，小街与老街并存，与来安县三城
乡毗邻。远远望去，多为徽派青砖小瓦建筑，绿
瓦青檐，翘角飞脊，向世人展示着岁月的沧桑。

长约3华里，宽约2.5米的老街呈鱼骨状，中
间一条主要街道为石板铺就的人行通道，左右为
商业店铺，自东北向西南，左右街道还有十五条
街巷与之相连，主街左右街巷各作不对称排列。
其中沿河一侧与主街有八条街巷相连，沿河自西
北向东南分别为：西大路巷、西河沿巷、油坊巷、
河沿巷、大桥口、小桥口、范家巷、澡堂巷。津浦
铁路一侧则有七条街巷与主街道相连，自西北向
东南分别为：柴行巷、油坊巷、交通巷、猪市巷、文
化巷、范巷、湖塘巷。老街靠津浦铁路一侧还有
一条与老街相同走向的后街，由于其靠近津浦铁
路与街后的一片湖塘，因此，又称“湖塘路”。

老街沿河建造，主要就是利用清流河水运的
便捷交通。乌衣老街的水上交通，是中街上的大
桥口和小桥口，两个桥口就是货品装卸的船码
头。通过水上交通，沿清流河逆水而上可以到达
滁州；沿清流河顺水而下可以经汊河集、六合县、
瓜埠进入长江。老街靠清流河一侧，不少沿街店
铺都是前店后坊的建筑形式，街面开店买卖商
品，街后则将销售的商品通过清流河水运至后
坊，然后，将进出商品通过后坊转运各地。

老街除辟有供人们赶集买卖的猪市、柴草市
以外，还有酒店、旅馆、工艺刻字店、五金商店、照
相馆、酱盐店、食品店、日用杂货店、理发店、澡
堂、医院、学校、牙科诊所、布店、银行、肉食品、水
产商店等等民生需求所必须的一应商贸店铺。

缓步昔日古渡口的遗址，观阶睹水，曾经的
滁阳首镇，有着全滁州最古老、最完整的微派建
筑群，如今老街大部分被拆了，鱼骨状的肌理在
新一轮发展浪潮中不复存在，规划中的重建也迟
迟不见动静。

恍若隔世中，不禁哑然自问，这还是我曾经
熟悉的那个繁荣的古镇乌衣吗……

名闻天下的中药典籍和中华食谱中，
许多植物既是浑然天成的强身健体药材，
亦是人间绝妙的珍馐美馔食材。珍贵极品
如人参、灵芝，平常素简如葛根、莲子。

买不起人参，就吃葛根吧。
初闻此语于豆蔻年华。年少家贫，求

学南谯施集。邻窗小生来自林场深处，家
父常采野生葛根，清洗、削皮、磨碎、过滤、
晾晒、成块、碾粉，可谓“舍百斤葛根，只为
得二斤葛粉”。

一日黄昏后，人约小河边。人穷志
不短，葛根抵人参。捧得葛粉归，惹得众
芳妒。

那青春的葛根，透明的纯粹，成绝世的
美味，一生的长情。

年岁渐长。又闻“北有人参，南有葛
根”，方知葛根确是可以和人参相媲美的一
种植物。在解肌止痛、生津止渴等养生保
健方面，二者虽身价悬殊，却多有异曲同功
之效。

皖东山地多见野生葛根，村民常采食
之，只需劳力，阳光曝晒，无他费用。食之
剩余，或送或售之于熟人亲友，价钱不计。
即便是城里人，买不起人参的家庭，亦用葛
根替代。

人过中年。始终未尝人参极佳滋味，
倒常痴迷葛根寡淡。或取葛根茶块四五
粒，开水冲饮，味辛凉稍苦涩；或取葛根粉
二三勺，温水调糊状，加以沸水搅拌，旋即
透明无味，若添加桂花白糖，则芳香扑鼻，
食之若饴。

此外，最喜食葛根粉圆子、葛根粉饼。
圆子内里用肉沫、豆干、姜末、香葱等调味
揉团，外滚葛根粉，上笼蒸熟，爽滑可口。
饼则是将葛根粉加姜葱等调成糊状，倒于
平底油锅，适时调整火候，并翻之，待通透
两面焦黄结壳，切成三角或块状装盘即
可。每至某家饭店必点此两款菜肴之一。

现今物质丰盈，肥胖者众，食葛根渐为
时尚。葛根虽好，亦是药材，不宜多食久
食。切记，万事有度，万物有循，过犹不
及。体质不同，年岁不同，食之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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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滁州市琅琊区太极拳协会举办2020年年会，
近200名拳友和嘉宾参加，才艺展演了精彩纷呈的20个
节目。拳友们多才多艺，晚会让大家体会到高雅艺术的
享受，参会嘉宾们激动地赞扬说：“这是琅琊区太极拳协
会举办的一场高水平的春晚！” （王世福）

琅琊区太极拳协会 2020 年
年会圆满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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