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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城上话卢沟
◎胡雅楠

有人说在秋天之时登高远眺可以祛除百
病。我听了嫣然一笑，如果真是那样，我想到
了秋日之时恐怕连喜马拉雅之上也会站满了
人群。到那时，天下的行医之人岂不全都丢
了饭碗而去另谋生路？即便是我对民间的这
个说法有些质疑，但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能
够登上一处高台去领略一番秋日的景色，放
松一下因学习而紧绷了很久的神经，也不失
为一件惬意之事，于是约了几位平时要好的
同学准备到宛平城上去玩耍一番。当然家长
是不能不带的，这一来对我们的安全有个呵
护。这二嘛，不带他们，我们的后勤工作谁来
做保障？

这天，天刚发亮，我们这老少十几位便向
宛平城进发了。由于时间还早，古老的宛平
城内还显得冷冷清清的，大多数门面的大门
还紧闭着。也许这些门面的主人们还都在与
周公相会，各自做着奇异之梦吧。

不过还好，路边的一家饭馆儿已经开门
迎客，包子豆浆炸油饼儿，同学们吃饱喝足
后，一个个抹去脸上因享用热气腾腾的早点
而渗出的汗珠，便向城墙上走去。

别看我家离这里并不远，但在这里登楼
赏景我还是第一次。借助初升的太阳极目远
眺，层峦起伏的西山沟沟壑壑都能看得一清
二楚。在那郁郁葱葱的山峦之中，隐隐约约
点缀着一片片的红色，恰似一片片朝霞在燃
烧。但我明白那是一片片黄栌树或是枫树林
红了的叶子，说不定在那些地方也已有人像
我们一样在登高赏红叶了。

在宛平城西边的城楼下就是举世闻名的
卢沟桥。桥下便是被北京人称之为“母亲河”的
永定河。此时我发现在西边的天空上，半轮残
月还依依不舍地挂在天边，日月遥相呼应的情
景更为这美丽的金秋增添了一份迷人的色彩。

听老人们说，由于卢沟桥是北京通往西
南九省的必经之路，故而多少年来推车的、挑
担的，还有去西山驮煤的骆驼帮，反正是来来
往往车水马龙，一天到晚桥上人流不断。

对了，大概您还不知道吧？这条路还被
人称之为御路。大家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
为在清朝时期乾隆皇帝下江南，大清的后裔
们到河北易县的清西陵去祭扫都要从卢沟桥
上经过，御路因此得名。正因为这条路为御
路，所以在当时它的路面规格在国内也是绝
无仅有的。宽宽的路面是由一块块大青石铺
砌而成的，因此可见这条御路的成本是多么
可观。为了重现路面的原貌，直到现在卢沟
桥的桥面上还保留着当年被磨损的凸凹不平
的青条石。

关于这条路在我们当地还流传着一个传

说，据说在乾隆年间，由于路面磨损严重，乾
隆皇帝决定把路面上的青条石全部更换，这
监工的差事就被派在了和珅的头上。那和珅
是什么人物？用咱们百姓的话来说，那人是
贼里不要的主儿。他为了节省银两竟下令把
原有的青条石原地翻过来重新使用。这样一
来节省下的银两就不是少数了，而这省下来
的银两就全部被他掖进了自己的腰包。

俗话说路见不平自有人铲，当时同为一
品大员的刘墉——刘罗锅儿，得知此事义愤
填膺。一日，刘墉反穿皮袄上朝引来了满朝
文武的哄笑，就连坐在宝座上的乾隆皇帝也
忍俊不禁。他问道：“刘爱卿，你反穿皮袄上
朝成何体统？”

刘墉近前回话：“万岁，您看我反穿皮袄
不成体统，那和大人把御路上所要更换的青
条石翻过来又重新铺回原地，这难道就成体
统吗？”

乾隆听了顿时龙颜大怒，他问明了情况
传旨，由和珅出资重新修建御路。

此时长在卢沟桥头的几棵垂柳映入了我
的眼帘，同时也引起了我的深思。据我所知，
在古时，某种意义上来讲，只要过了卢沟桥就
算出了京城。如果谁家有亲朋好友离京，他
们就会先在城内的茶楼酒肆饮上几杯，大有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意。
酒足饭饱之后，走出城门来到卢沟桥畔，柳树
下，人们自然是难免怀有依依不舍之情，难免
有难以割舍的泪水顺势而下，滴落于树荫下
的土壤之中。也许正是有了这种充满感情的
泪水的滋润，才使得这几棵翠柳虽经日月的
磨难而至今仍然长盛不衰。

史书上记载，卢沟桥建于金朝章宗年间。
在尚未建桥之前，无论是出京或者是进京，都要
靠渡口的摆渡船才可过河。如果遇上雨季山洪
暴发河水猛涨，摆渡也只好暂时停歇了，因为摆
渡之人，也不想为挣些区区小钱而丢了性命。

有人说，卢沟桥是出自鲁班之手，嘿嘿！
因为鲁班是民间传说中的能工巧匠，是人们
心中仰慕的大神，所以在建筑方面一有点儿
好事，人们往往就算在鲁班的身上，不是吗？
像河北赵县的赵州桥，那明明是隋朝时期由
一位名叫李春的工匠设计的，然而人们却把
这功劳记在了鲁班的身上。有民歌为证：赵
州桥儿什么人修？玉石栏杆桥上留……赵州
桥来鲁班修，玉石栏杆桥上留。得！您看是
不是这样？我想这也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于鲁
班的热爱。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人们才认为
卢沟桥是由鲁班修建的。其实，在我们当地
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相传这座美丽精致
的石桥是出自鲁班的女儿之手。

传说鲁班在听到人们过河的困难之后，
就让自己的女儿和儿媳各自在永定河上修建
一座桥。鲁班的儿媳就是传说中柴王爷的女
儿。神仙的女儿，自然也是心灵手巧、身手不
凡的。她根据当地的地貌特征，在永定河的
上游修建了一座漫水桥。这座桥设计得十分
巧妙，当河水少时就会在桥下顺流而过。如
果遇上开春冰凌漂过之时，冰凌就会漂过桥
面，避免了因冰凌而堵塞河道，使沿岸居住的
人们免受灾难。

处在永定河下游的卢沟桥由鲁班的女儿
修建。传说建桥的时候，她调动了天宫中很
多的狮子来帮忙运送建桥所用的石料。有人
说就在大桥即将完工的那一天，这些狮子为
了赶工期竟忘记了时间。天色一亮，这些狮
子再也无法回到天宫中去了，于是它们就一
个个跳上桥边的望柱上，所以到现在这些狮
子还一个个千姿百态地待在桥上，样子实在
招人喜爱。

卢沟桥下的永定河原称无定河，当地人
也称它为红河或是浑河。这条河发源于山
西，途经内蒙古、河北及北京，最后在天津注
入渤海。

说到永定河，有一个物种是不能不提的。
它就是原产于永定河的大鲤鱼，当地人称它
为红河大鲤鱼。听老人说这种鱼满身金鳞金
甲两鳃通红，吃起来肉质鲜嫩，是不可多得的
珍品。然而近些年来不知何故，这个鱼种在
永定河里却不见了踪影，这不能不说是个遗
憾。口出此言并不是说我这个小吃货因没有
尝过这种美食而感到遗憾，我想不管是天灾
还是人祸，但愿这个宝贵的物种不要在地球
上消失了踪迹。

北京在历史上曾被称为燕北幽州。古人
云：“自古燕赵出慷慨悲歌之士！”据说历史上
有名的典故荆轲刺秦王中的荆轲就是从这附
近渡过永定河去刺杀秦王的。图穷匕露，荆
轲行刺失败之后，他的遗体被运回了燕京，就
葬在了卢沟桥附近的永定河畔，只因年代久
远，具体位置谁也说不清了。

在近代史上，卢沟桥是抗日战争的爆发
地。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打败了侵略者，这
充分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回首向宛平城里望去，今日的青堂瓦舍
代替了昔日破烂不堪的旧房，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庄严肃穆地屹立在城中央。它警
示着后人不忘历史，牢记使命。中国人民备
受屈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区文联供稿
（原文刊载于《卢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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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义东里6区 李凤立

又是一年芳草绿，丁香依旧送香
来。从前门始发到德茂庄的快速公交，
马路中间的绿化带种了不少的丁香。
春风送暖，丁香报春，心脏形的小叶依
次舒展着，一丛丛白色的、紫色的花散
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通过嗅觉告知人
们春天的魅力。

丁香是木樨科丁香属的植物，全世
界约有32种丁香，我国就占了27种。
在北京的路边、庭院、寺庙中，丁香都是
极为常见的。在北方的寺庙中，由于菩
提树难以生长，挺拔的银杏、芬芳的丁
香就成了替代树种。北京的卧佛寺、法
源寺就种了不少丁香。法源寺原名悯
忠寺，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东征死去
的将士修建的，后毁弃无存。明代在此
基础上修建，命名崇善寺。清代再经修
葺，改称法源寺。法源寺内的银杏、文
冠果、丁香都非常有名，现存的丁香生
长已久。民国时，马芷痒著《北平旅行
指南》即对法源寺的丁香极为赞许，“春
时以丁香擅胜，有香雪海之誉”。从清
代到民国，都有文人墨客在丁香花开时
节来此赏花举办诗会。

丰台和义公园的丁香主要是暴马丁
香，这是丁香之中非常优良的一个品种，
花冠纯白或黄白，花序硕大，密集压顶。
从1999年到现在有20多年的历史了。
我家住6楼，每当早晨打开窗户，一股香
味袭来，让人心情舒畅了许多，觉得一整
天都那么美好。公园里有一座仿古亭，
称为闻香亭，西边为听雨亭，从早到晚逛
公园的游人络绎不绝。很多年轻人在此
拍照留念，下象棋的人更会说在这么香
的地方下棋不会臭招，每一步都是高招。
这里长寿的人也很多，100岁的崔殿照
老先生就是代表。他是1925年生人，二
轧钢厂工人，每天要在丁香花海中走上
几个来回，到家还要洗衣服、做饭，很多
事情都自己做。

和义还有很多香椿，紫色、绿色的
芽直向蓝天。大家在竹竿上安个钩，钩
下香椿炒鸡蛋，那可是春天里的一道美
味，开胃助消化。我曾经得过胃病，在
和义住了30多年，胃病渐渐好了。

在这片被花香浸润的社区里，四季
总带着治愈的力量。尤其当四月春风拂
过，暴马丁香的白色花云在枝头翻涌。

人间四月天，明媚的春光，和义的
丁香花香。这香气里藏着二十多年的
时光沉淀，有老人稳健的脚步声，有棋
盘落子的脆响，有竹竿轻钩香椿时枝叶
的窸窣，更有无数个像我一样被它治愈
的平凡日子。

居民来稿

春天的名片
◎文/于阳

朋友，
你知道怪村的油菜花吗？
这里，
油菜花田如画卷，春风轻拂润心间。
这里，
“满目金黄香百里，一方春色醉千山”。

阳光啊，
绽放了油菜花的金光灿烂。
雨露啊，
滋润了油菜花的芬芳鲜艳。
绿水青山，
欣赏油菜花的团结奉献。
父老乡亲，
钟爱油菜花的温柔甘甜。

春天来了，
油菜花又开了。
赏花何必去名园，
怪村美景任消遣。
相逢俱是看花客，
油菜花丛乐缠绵。

远眺，
油菜花海层层浪，
每一层浪花都是春天给予的金色

浪漫。
近瞧，
油菜花簇朵朵笑，
每一朵笑脸都是春天送出的亮丽

名片。

欢迎你啊，
打卡的游客，
春风为你歌唱，
花浪为你翩跹。
若问：
油菜花开为谁艳？
听听它们的肺腑之言：
我为田园披春衫，
不与众芳争娇妍。
洒尽金黄了心愿，
只留清香惠人间。

丰台风情咏

卢沟
◎张问陶

卢沟南望尽尘埃，木脱霜寒大漠开。
天海诗情驴背得，关山秋色雨中来。
茫茫阅世无成局，碌碌因人是废才。
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台。

《清诗选》

【注释】
木脱：指树叶脱落。
天海句：唐郑綮善做宰相时，有人问他，近来有无新篇？他说，诗思在
灞桥风雪中、驴背上。
金台：战国时，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招贤能之士，后为燕京八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