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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

旅友视界

□记者 陈培芳
连日来，淅淅沥沥的冬雨，让习惯游走于乡

村的我心生不免烦闷，朋友说，去庙后周走走

吧，也许能有不一样的心境。于是，说走就走。

沿着庙西公路进入村子，第一眼就能看到

“永镇桥”（建于清乾隆四年）和“千年古杨”，

那杨树已苍老，树皮已成皲裂状，就像是村口

的迎宾树，尽管它不能四季长青，枝条在冬季

枯萎，树叶在腊月前后飘零，但在众多的树木

中，枫杨树是春天第一个披绿、腊月最后一个

枯黄的。只是因为枫杨树的太常见、太普通，

才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它们依然巍然屹

立，顽强地生长。

站在永镇古桥上，让人浮想联翩，穿越千

年，货郎先生急促的脚步扣击着桥身上的青石

板、村姑的倩影映照在光洁的枫溪河上、玩童追

逐的喜笑永远留在了细密的石纹中……如今这

座单孔石桥，还继续着它的历史使命，稳稳地横

卧在着并不宽的枫溪上，看着村人从它的身上

匆匆而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描绘着“虹桥映

月”的盛景。

枫溪河边，几位村妇正蹲在石板上洗衣，溪

水流动，村妇将衣服拎起又向溪中撒去，衣纱摊

在水面，仿佛又一朵睡莲，色彩斑斓，却惊得溪

中的几只水鸭仓皇而逃。

踱过永镇桥，这桥东即为“六房祠”，棂木拱

梁，玄门朱漆，为典型的清代建筑。沿枫溪直上

约百余米，即为当时的上海商界巨子、庙后周人

周永升先生斥资建造的私立永镇学校旧址，大

门内仍矗立着“周氏私立永镇学校碑记”，叙述

了永升先生斥资建校的功德，这块保存完整的

巨大校碑，无论是石质与镌刻，在奉化可谓是独

一无二，据传日寇侵华期间奉城沦陷，这里还曾

是奉化中学的分部。

一切建筑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物质，在很多

时候它还是精神与时光的储存器。时光总是不

动声色地流走，让人无助，而建筑物将它固化在

那。村中弯曲的石板路、卵石路仍依稀可见，两

旁的明清建筑，虽很少有人居住，但却彰显了古

老的山村风貌。庙后周是千年古村，旧时文物

古迹星罗棋布，向有“二寺、三庙、八庵，一殿一

堂”。正欲寻找这些古迹之时，一座沧桑满眼的

老屋突然就出现在我的眼前，这座原本唤作笔

锋小筑的民国老屋，如今已是垂暮之年，大门紧

锁，朱漆凋零。经打听后得知，这笔锋小筑的主

人，便是周永升。每每提起他，庙后周人敬佩总

是溢于言表，周永升自小勤于读书，但是家中生

活甚是甘苦，十二岁，慈母见背，十五岁父亲亦

离他而去，遂由其娘舅携往北京学习做生意。

周永升志敏多才，诚实敦厚，老板甚为器重，他

自己也是锐意进取，逐渐摸索经营之道，业务渐

振，在京十余年，盈利颇丰。显达后不忘故土，

他在这个村庄铺路修桥，兴办义学，在村里行

善，有着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这种情

怀比之眼前的宅屋不知要厚重多少。在这个村

庄徜徉时，我自是看到时光的刻记，也看到风霜

的刀痕，但让我心灵温润、安然的是，我感觉到

“兼济天下”的情怀，仿佛那条枫溪，在这个村庄

不竭地流淌。

“濂公五世始开疆，迁自姑苏此地强。前列

文峰喜崪嵂，右临流水乐徜徉。箕裘古绍于今

远，鹏鹗高飞亘古扬。鼻祖罗山祠宇峻，紫微长

护贵人乡。”

这是一首咏庙后周的诗。诗中的“濂公”即

为北宋大学者、理学宗师周敦颐，其五世孙周樲

就是庙后周村的始祖。据村里的老人介绍，庙

后周古称盛岙，因笔架山青龙坑一带林木茂盛，

山岙深邃，古称“盛岙”。公元 1125年“靖康之

变”，金兵南侵，北宋灭亡。世居姑苏的北宋理

学家周敦颐四世孙周樲，随高宗南渡，携遗孤客

居四明。一日，他路过西坞笔架山，看到这里笔

峰耸秀，甚是喜欢。当他行至溪西庙休息时，决

定在这溪西庙后定居，定村名为“庙后周”。

带着满脑子历史的沉思，沿枫溪向东走到

村尽头，出现一片开阔地。突然为眼前山野那

种独特的美所震慑，顿时融进我在画中里的意

境中。枫溪水从笔架山脚下远远的流来，站在

溪边，只听到脚下有哗哗的水流声，虽是冬日，

但水边尽是萋萋的芳草，葳蕤的树丛。枫溪水

在这里明显的平缓了宽阔了，将要流进村落，她

显得格外的温柔，像是一个即将见到外客的深

闺女子，安静优雅。山、石、树及空气刚被雨洗

过，清新的色彩感染得人通身轻快。不远处，那

映在绿树丛中的福胜寺，杏黄色的院墙，青灰色

的殿脊，苍绿色的参天古木，听不到念经诵佛之

声，也听不到悠扬的钟声，这座古老的寺庙在似

有似无的薄雾笼罩下，像一幅飘在浮云上面的

剪影一般，显得分外沉寂肃穆。

历八百年生息繁衍，庙后周终成西坞一个

大村，近三千人口耕读传世，其人尚气节、勤稼

穑，风俗淳厚，俊才辈出。在这个庙后周村行

走，每一处都让我嗅到一种久违的气息，这种气

息让我心灵慈悲、温和、博大。因为厚重的历

史，也因为村庄那些到处可见的清新温润的树

或花或一弘清涧一眼水井。

庙后周：笔架山下道不尽千年风云

“我每天聊微信，刷朋友圈两小

时；每周打滴滴两三次，去超市溜达

……最近，我玩‘拼多多’比较多，这

不快过年了嘛，我喜欢吃零食，就多

淘了点便宜年货。”

你肯定猜不到，说这番话的人，

是位叫江滨的 88岁老奶奶。除了

上网很溜外，江奶奶从 2009年开始

出国旅行，至今已经玩过了美国、法

国、瑞士、南非、泰国等 10多个国

家。2018年的旅行目的地，奶奶考

虑去日本。

能够实现这浪漫理想的老奶

奶，除了有一颗大胆的心外，还尝试

了另一种更大胆的生活方式，周游

世界、卖了房子享受生命。

88岁的“青春岁月”
江奶奶现在住在余杭临平山北

一家老年公寓。早在两年前，江奶

奶就有了自己对未来的规划——以

养老院为家，卖掉临平的房子。

1月 22日下午，钱江晚报记者

来到江奶奶生活的老年公寓，和她

一起晒着太阳，说说她缤纷的老年

生活和难忘的青春岁月。

乘电梯到 7楼，门一打开，记

者就看到一条五彩斑斓的楼道。楼

道的墙上贴着花鸟鱼虫等漂亮墙

贴，还挂满了老人们手工制作的小

玩意。

江奶奶的房间朝西，屋内放满

了她周游列国的照片，而老人正煮

着柚子茶，准备招待等下一起K歌

的公寓闺蜜们。奶奶 88岁了，她性

格活泼开朗，如今几乎是公寓的明

星老人，也是7楼的楼道长。

江奶奶说，公寓每周一下午组

织唱歌，每周三下午组织做手工，7
楼在她的组织下，每周四上午 K
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我

选的楼歌，每次必唱的。”

2年前，江奶奶开始接触智能

手机，各种好玩的App让她直接“抛

弃”了古装剧、侦探片。

年轻人最爱的微信，江奶奶也

玩得很溜，她还取了一个时髦网名

“开心果滨”，用女儿买的 iPad和北

上广的亲戚聊天、视频。

江奶奶还喜欢逛超市，经常用

手机叫个滴滴，把自己和老姐妹们

送去超市。逛完超市，大家还能一

起吃个KFC、必胜客什么的。

每周末，江奶奶都要回女儿家

过。江奶奶觉得，家有家的温馨，公

寓有公寓的自在。“很多老年人都不

愿意去养老院，但我和他们想法不

同，觉得这里挺好。”江奶奶说。

一踏出国门后脚步就没停歇
2009 年，江奶奶涨了退休工

资，她第一次踏出国门后，脚步就没

有停歇，在美国、瑞士坐直升飞机上

雪山，在新西兰冰河漂流探险，10
年时间，奶奶走了十几个国家。

江奶奶说：“我的退休工资养活

自己没问题。2017年我卖了房，还

了按揭，还给孙女结婚包了大红包，

剩下的还能做旅游基金用。”

国内玩遍了的奶奶，79岁才开

始出国旅行。因为年龄太大，江奶

奶在美国、新西兰签证的时候，都是

奶奶和女儿写联名保证书，保证老

人身体健康以及有意

外由自己承担，使馆

才给放行的。

她的最高记录是

去南非连续坐飞机18
个小时，团里的年轻

人坐得脚都肿了，但

是她半点事都没！

跨国旅游大部分

人都会遇到时差问

题，但这事儿在江奶

奶这儿根本不是事。

下了飞机，她的作息

就和当地人一模一样

了。“很多人倒时差头

疼，西餐各种吃不惯，

我能吃能喝能睡，没

有一点不适应。团里

的人都说，这个阿姨

真厉害！”

“我怕自己年纪

大拖累大家，每次去

景点都是比别人先出

发。在美国的时候，

当地导游特别不放心

我，全程搀着我的手

走 ，完 全 没 有 必 要

嘛。”

足迹遍天下的
不凡老人

人生是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但这旅

程也不是波澜不惊、

一帆风顺的。

江奶奶这个上世

纪 30年代出生的人，

她出生在杭州清波门

一户大户人家，家里

有兄弟姐妹 11人，她

排行老七。17 岁那

年。她参加了解放

军，然后沿着苏州、南

京、北京、东北一路北

上。

转业后，江奶奶

在北京结核病研究所

当护士，遇到了彼时

在外贸部工作的丈

夫。“我中专读的护理

专业，我丈夫老家平

湖，是大学生，会说一口流利英文，还

酷爱文学。”

江奶奶会和老伴一辈子走来，虽

然也经常拌嘴，但两人生活在一个屋

檐下，却是来之不易。1960年，江奶

奶的丈夫去了青海工作，江奶奶撇下

北京的工作，带着刚满 9个月的儿子，

执意跟随前往，在青海一干就是 17
年。1977年，奶奶从青海转业回到余

杭，带回了不满 16岁的女儿，儿子则

继续和丈夫留在青海。每年春节的探

亲假，是这家人唯一团圆的时光。

这样的分离，一直持续到 2005
年，丈夫在青海退休。可惜，这家人

在余杭吃上的这顿团圆饭，儿子永远

缺席了。“他 38岁的时候，出了车

祸，在青海去世了。”奶奶眼神中闪

过一丝忧伤，脸上却露出淡然微笑：

“我孙女大学毕业后，考到余杭当公

务员来陪我。”

据浙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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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呜呜! 1月 22日下午，伴随

着一声鸣笛声，广州有轨电车全国

首列旅游观光讲解列车从磨碟沙公

园站缓缓驶出。“各位乘客，现在窗

外就是珠江，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

可以下车在江边散散步……”悦耳

的解说词在列车上播放着，为乘客

带去广州风景的介绍。

广州正在加快建设世界旅游城

市!1月 22日，在广州市旅游局的指

导和支持下，广州有轨电车全国首

列旅游观光讲解列车与公众见面。

自此，广州市民和外地游客可以搭

乘有轨电车旅游观光讲解列车，并

伴随贴心的随车语音导览服务，沿

着花海江畔、穿梭新城地标，一览花

城旖旎、领略广州新貌。

据悉，广州有轨电车海珠线(广
州塔至万胜围)是广州地铁集团目

前唯一一条沿珠江而设的有轨电车

线路，是新广州的城市名片，被誉为

“最美 7.7公里”。沿线一水(珠江)、
两塔(广州塔、琶洲塔)、三园(磨碟沙

公园、会展公园、水博苑公园)、四景

(清晨景、繁花景、夕阳景和夜光景)，
是串联新广州特色地标的生态走廊，

也是市民休闲跑步、亲子互动、户外游

玩、摄影观光的新选择。

记者在现场看到，车身外观以珠

江水系串接沿线景致，呈现了新广州

清晨至黄昏时分的艺术长卷;同时，随

车播报沿线各站点周边区域的导览解

说和游玩攻略，为市民观光出行提供

了更多便利。

广州市有轨电车责任有限公司总

经理马宏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旅游观光讲解是结合市民观光出行需

求打造的，“车上解说可以帮助外地乘

客更好了解广州。”马宏梁表示，希望

珠江景观能进一步开发，在珠江夜游

之外，“打造城市旅游另一张名片。”

据介绍，市民还可以通过关注

“广州有轨电车”官方微信公众号，

获取观光讲解列车的发车时刻表;并
可进入公众号底部“玩转电车”子菜

单参与沿线游玩攻略的分享互动活

动，观光达人还有机会获得有轨电车

纪念套票。

全国首列旅游观光
讲解有轨电车在穗首发
带你玩转花城

小名片：

庙后周隶属于西坞街道，位于西坞西

南2.5公里、尚桥东北3公里，地处笔架山

北麓，依山傍水，发源于笔架山麓的枫溪

水中日潺潺地从村东迂回曲折向北流入

甬新河，地形南北倾斜，南向为丘陵地，北

为平原河流阡陌纵横。庙后周行政村，由

庙后周、郭花楼二个自然村组成，辖区面

积约5平方公里，村庄面积0.5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3900亩，其中粮田3530亩，森林

覆盖面积 3308 亩，共计 1019 户，2783 人，

村民以务农和外出打工为主，勤以稼穑，

风俗淳厚。庙后周村人才辈出，民国宁波

民族资本家周永升便是庙后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