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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明朝从南京迁都北京，扩建外城，大运河终点漕运码头由积水潭南移，一直到清朝戏院开设在前门
外，前门火车站建立⋯⋯一系列的历史因素，选就了城南特殊的历史地位。
    城南，是一个精感深重的称谓。
那里曾经是老北京城商业文化娱乐的中心，其历史的文化涵义，对于建设新北京保护老北京意义深远
。
作者从小在城南长大，他突然惊讶地发现许多以前的记忆被现实涂抹得面目皆非，许多原来见过的老
宅院老店铺已经和正在拆毁，便决心写这样一本书：不该让记忆随风飘散，无可追回。
    全书以蓝调笔触抒写城南旧事，传达的是对故乡北京的一份心情，一份挥之不去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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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复兴，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曾到北大荒插队六年，当过大中小学的教师十年。
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八十余部。
近著有《音乐笔记》《纸的生命》《遥运的含蓄》《浪漫的丧失》《黑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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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再往里面走，还有三个院子，最后的只有西房，前两个院里都有正房三间。
挨门询问着街坊们，他们众口一词让我找前院住的老太太，她住的时间最长，兴许还了解些情况。
前院三间都是老太太的家，那里应该是景贤堂后面的后堂，也有廊檐，也是圆柱，朱红漆如老树的皮
皴裂斑驳，颜色却依然如故。
    敲开门，一位个子不高慈眉善目的老人在收拾肉皮，大概是要做肉皮冻，热情放下了手中的活，接
待了我。
她今年七十五岁，十岁搬进来。
那时，这里有一个和尚和两个看门的，住在她后院，最后的那个院子是堆放杂物的仓库。
老太太不清楚杨椒山的名字杨继盛，却熟悉他的号杨椒山。
她告诉我，景贤堂原来供奉着杨椒山彩色泥塑像，像两侧有对联(我知道写的是：不与炎黄同一辈，独
留清白永千年)，像的东边有一座顶到房顶高的石碑，“文化大革命”让人砸了(我想是刚才看到的那
块断成两截的石碑)。
景贤堂比后面的房子高出一大截，堂前种的是松树和竹子，堂前堂后都有高高的六阶台阶，台阶两旁
有光滑的坡，小孩子常常把它当滑梯玩。
她住的这屋子原来供奉祖宗和杨夫人的牌位，有匾在上面(写着‘‘正气锄奸”)。
    说起当年，说起杨椒山，老太太很有感情。
院里的年轻人不大知道了，老人都知道杨椒山因为给皇帝上疏歹U数当时的大奸臣严嵩五奸十罪，请
求杀之而得罪了这个大奸臣。
严嵩先是引诱不成，最后恼羞成怒，把杨椒山拿进大狱，关了三年，严刑拷打，高压威逼，都是不从
。
四百五十年前的秋日，死在严嵩手下。
清康熙时的内阁中书乔莱，有诗这样赞美杨椒山：一封早定捐国志，九死难消疾恶肠。
这是中华民族一代代赖以存活下来最难能可贵也是最值得尊敬的气血了。
    老太太叹口气说：就和前年告河北贪官李真的那个忠臣，最后被姓李的关进大狱里一样。
杨椒山死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呀!然后，老太太对我说，原来的院子可大了，你应该到西院看看去，那
个亭子还在呢。
只是现在都住上人家了，乱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我请老人为我描述一下当年的样子，她的眼睛一下子很明亮。
她告诉我：我这院子有个月亮门通西院，西院里有对面的东西厢房，中间是有假山石的两个花园，走
廊一直沿着东厢房的前面通到后花园，那个亭子就是后花园的西边。
我知道，老太太说的那个亭子就是“谏草亭”，是道光年间一个和尚募集来的钱修建的。
杨椒山起草疏稿的书房“谏草堂”，应该也在西院，记载奏疏的数十块石刻嵌刻在堂中。
    西院真的非常大，格局没有大变，前后花园过廊廊檐上冰裂花样的窗格都还完整地保留着，甚至还
能看见当年花园的假山石堆挤在院角，虽都尘埋网封，却好像岁月逝去不远。
很容易找到了“谏草亭”，八角的亭子围成了墙，住上了人家，与四周的住户反差很大，像是现实和
历史开着一个玩笑。
想起清诗人尤侗写下的诗：谏草留遗石，年年化碧痕。
拥挤不堪的居住生活，让生存的空间挤压着历史的空间。
谏草亭还在，但还能够年年化碧痕吗?    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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