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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是记忆，是生活，也可能是回忆，是向往，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碎片。
但她终究是令人熟悉的。
城市的地图，城市的标志性符号会深入人心。
城市甚至会融入血液，但戏剧性的是，有一天你发现这座城市对于你简直太陌生了，带着好奇竞上了
瘾似的去找寻这种陌生带来的快感，找寻她你无从知晓的存在。
如一次又一次地旅行，不需从长计议，带上自己就出发。
就如发现之旅，也有点像考古，总能带给我们一阵阵的狂喜与惊异。
空问乱了，时间乱了，线索乱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在陌生的城市中穿行。
在收获中锻炼着自己的嗅觉，它似乎已超越常人，异常灵敏，忠实地把我们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鲜而陌
生的地方。
    渐渐，漫无目的的行走已无法满足我们更加深入好奇的怪癖。
游戏一旦开始，就无法戛然而止，我们不得不寻根究底。
对于我们是陌生，而那些知情的老人们则在我们好奇的追问下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儿时的记忆、长辈的述说、耳熟能详的故事，从他们顿时发光的眼睛，沉湎于回忆的幸福表情，你能
感知。
时光竟这样轻易地回到了从前。
但对于面前这座城市又是否能留住曾经呢？
我们的发现少有是完整的，似人总是充满了伤痛。
她们的年岁都挺老的，或被遗弃，或消失，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城市被定格在现在进行时。
现在的规划、现在的建设、现在的人，谁会在乎她的曾经呢？
她已被书写进了历史，但终究不会存活，如同恐龙化石和标本。
这样比喻也许还不准确，化石和标本是带着血脉被固定的。
城市在我们的游戏中更加快了变化的步伐，似与我们捉迷藏，我们追赶着却找不着方向。
    二○○六年八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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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寻城记武汉》——一座熟悉的陌生城市，一幅真实的人文地图！

汇两江，拥三镇，为九省通衢；开埠口，兴洋务，领革命先声。

徜徉在江汉路、中山道，步和的正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足音；辗转于户部巷、吉庆里，体味的乃汉味美
食和荆楚民风。
走进江城，街巷深处的古城遗迹，五方杂处的商帮码头，百业繁盛的商贾名号，浮华犹存的五国租界
，以工立国的辉煌旧影⋯⋯皆在不经意间跃入眼帘。

《寻城记武汉》的作者田飞、李果，和许多人一样，在一座城市生活了数十年，所不同的，正是他们
兼有静心与真情。
心静才能洞察幽微，有情才能物我两忘，与这城市神会。
他们常感叹，这城市变化太快，快得那样匆忙，以至于岁月所精心雕琢的细节正迅速地消逝，零落成
泥碾作尘，不多时，便泯灭无痕了。
好在城市的文脉是极富生机的，尤其是这样历经岁月陶铸的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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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影塔原立于洪山东麓兴福古寺内，正名“兴福寺塔”。
旧时的武汉三镇，佛法兴盛。
早在汉传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东汉明帝时代，就有高士在洪山筑灵山寺。
后历朝帝王兴佛蠢大力营建寺院禅林，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累有大小寺院317处，丛林21方，僧尼
多达4000余人，其中尤以武昌最盛。
兴福寺乃汉埠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始于南北朝萧梁承圣年间(552—555年)，原名“晋安寺”，隋时易
为“兴福寺”。
兴福寺塔系南宋成淳六年(1270年)在原唐塔基础上重筑而成。
石塔仿木构重檐楼阁式，七级八面，高约l1米。
塔身以青石层层叠筑，每层凿佛龛，内置佛祖菩萨等造像。
但由于经太平天国和“文革”之乱，塔上造像多已不存，即使残留至今的，也是久历尘风雨露，漫漶
得厉害，能辨出衣褶面容的仅一二尊者。
    关于塔的由来，传闻颇多。
一说龟蛇二山横亘，乃“龙脉”，历朝天子为镇王气，屡屡命人新其腰，断其颈，甚至建寺筑塔镇龙
头压龙尾，兴福寺塔正是压在这尾上的镇气之塔；二是据《江夏县志》记载，洪山东麓有一井泉，“
沸涌如浪，其脉通江”，于是人们“建塔以安澜”，以镇地下水眼。
既是镇王气、镇水眼之宝塔，其在建造上也颇为巧妙，寺中高僧观天象查舆地，择址筑塔，使石塔每
至夏至午时，自身日影完全消失，故又名“无影塔？
。
无影塔本为先贤高士们的奇思妙想，其中玄机不可道破。
后入了坊间，“无影”一说则传得更为神奇玄妙，石塔不再受“夏至午时”所限，无论太阳在何时何
处，均无日影。
    清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兴福寺连同大批古刹禅寺悉数被焚，焦土中遗下的唯有那些烧
不烂、砸不动的石构塔身。
百年后，汉埠佛寺荐迎一劫，先是武汉现存最古老的头陀、报恩诸寺(均为南北朝时所建)因修建大桥
、学校等相继被拆除，兴福寺废址也在这一时期被选为中南民族学院校址，兴建校舍，后改为省军区
大院。
再后来，一切宗教活动被废，那些昔日普度众生的寺院庙堂反倒被众生砸毁焚烧，僧尼们被迫还俗、
做工，或是更为特殊的待遇。
无影塔于1962年被请出了军区大院，择址复建，理由是“历时久远，塔身倾斜开裂，濒于倾圮”。
    贡院街    书香文韵，石坊重重    地址：汉阳共勉街50号现状：位于一片居民楼和烂尾楼之中    显正街
，汉阳古城中_条连接东西城关的青石大街。
大街两侧署衙林立，栈房铺席毗连。
汉阳府的府署府学城隍，汉阳县的县衙县学城隍，以及掌管钱粮税收、刑狱断案的署廨衙门都安置在
这条大街上。
如今在这条东西通衢的南侧，有条塞满各式居民单元楼的小街道共勉街。
街长不过百余米，深藏于住宅小区之中，别说地图上难有此名，就连附近行人也少有知晓≯然而殊不
知早在百年前，这条很不起眼的小街巷却是一条人文荟萃、牌楼林立、充满书香文韵的古老街肆。
它就是曾闻名荆楚大地的汉阳“贡院街”。
    贡院街因明清贡院而得名，乃举办乡试、选拔人才的场所，其东为文昌宫，西为晴川书院，街道两
侧也多是那些专售文房四宝、古籍善本的书坊店铺，历来为士人学子雅集之地。
楚地自古人杰地灵，文运兴盛，由此进京考取功名、步入仕途者不计其数，其中也不乏曾名震一时的
天下名士。
每有会试成绩优异者，汉阳地方官吏士绅就会在贡院街上竖起一座精致华丽的冲天大牌楼，一来旌表
功德，彰显荣耀，二来也勉励那些备考的士子，为后世学子树立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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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康熙年间的《汉阳府志》记载，贡院街上曾立有牌坊十二座，其中有明代著名诗人“朱衣进士坊
”，明代榜眼“萧良有进士坊”，以及为旌表父子二人同时考上进士而设立的“父子进士坊”等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被废除，贡院考棚从此废弃改作他用，昔日牌楼林立
的贡院街也依谐音改名为“共元街”，上世纪四十年代再度更名，即今天的“共勉街”。
    曾经远近闻名的贡院街在几经洗礼后，地盘是越来越小，名号也是渐渐少有人知，就连街上那排蔚
为壮观的功德牌坊群也未能抵挡住岁月的摧残，与旧时的府衙学宫一道化为了灰烬瓦砾，唯有贡院大
门前的一座石坊有幸存留下来。
石坊据说叫“贡院坊”，在贡院街诸多的石坊中，贡院坊不同于那些标榜荣耀的进士功名坊，而是贡
院县学前的棂星门，是官员士子们进入贡院的头道大门。
据老人回忆，过去石坊前还立有一青石大碑，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八个大字。
贡院坊六柱五楹，通体全由花岗条石雕凿而成，除了门柱顶端镌刻的石雕坐狮及饰有回纹的抱鼓石外
，整座牌坊再无过多的雕饰，额枋上也不见“旌表”等字样。
倒是那块写有“武汉市历史优秀建筑”的铜质铭牌，毫不客气地钉在了额枋的正中，自个儿为自个儿
旌表了一回。
    贡院坊不仅是贡院街牌坊群最后的一座石坊，也是整个武汉三镇硕果仅存的一座老牌楼。
1992年，为了修建住宅小区，原本立于贡院大门前的明代贡院坊不得不让位于小区建设，被迫向西北
迁移了约150米，深藏于一片居民楼中。
P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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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初涉一地，我们往往有一种新鲜的感受。
其风土人情，经过一番独特的内心体味，便有了初悟，活泼泼的，只是还不太具体。
倘能小住几日，行游一番，感觉自然会细腻些：民风怎样、建筑特色如何、历史文脉是否传承有序⋯
⋯其中大体，或不难领会的。
此刻，如初试佳茗，尚未品味入微，虽得唇齿留香，到底浅淡了些。
    一座优美的，深具文化积淀的城市，是岁月的佳构，值得细细品读，且须颇费些时日才能读懂。
    人说，居住越久越能懂这城市，此话有理。
但细究，不尽然的。
常见有人卜居一地数十载，阅尽沧桑却“熟视无睹”，成了久住的过客，到底没有主人的心情。
他们于这城市，很难说真懂的。
那么，怎样才能悟得三昧呢？
国画大师陈子庄先生曾言，观山须“静”，游山须“情”，方能得山之“神”。
体悟山水的神气与品味城市的内韵，颇有相合之处，就在“情”“静”二字。
    本书的作者，对这点深有领悟。
他们和许多人一样，在一座城市生活了数十年，所不同的，正是他们兼有静心与真情。
心静才能洞察幽微，有情才能物我两忘，与这城市神会。
他们常感叹，这城市变化太快，快得那样匆忙，以至于岁月所精心雕琢的细节正迅速地消逝，零落成
泥碾作尘，不多时，便泯灭无痕了。
好在城市的文脉是极富生机的，尤其是这样历经岁月陶铸的古都！
她将自己的“神”蕴藏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
为此，他们寻踪觅迹，开始了历时多年充满叹息与惊喜的寻城之旅。
一口枯井、一块老匾、一道残垣、一所教堂、一座古庙⋯⋯他们在每一个细节恭听岁月的消息，他们
的心绪，随那些故物的境遇或喜或忧。
    二○○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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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于此，你是否真的了解这座城市？
匆匆游客，要看怎样的风景？
    在城市中考古，在行走中惊喜！
    风雨驿码头·飘香药帮巷·文脉贡院街·汉阳铁厂·民众乐园·华商模范区·汉埠公馆群·西商赛
马场·岱家山碉堡·梅神父医院⋯⋯    《寻城记武汉》可能是最好的武汉城市人文旅行读本！
    本书的作者田飞、李果，和许多人一样，在武汉生活了数十年，所不同的，正是他们兼有静心与真
情。
心静才能洞察幽微，有情才能物我两忘，与这城市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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