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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难想象，在一个没有地名的世界里，人类将处于何等的混乱之中。
而在日常生活里，谁又能没有与地名产生着联系呢？
家乡的地名，时时散发着泥土和生命的芳香，犹如一束情感纽带，总会勾发起离乡游子的无尽情思；
别处的地名，也会包裹着淡淡的异乡情调，引起人们的悠然神往和些许遐想。
不过，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被问起某一地名的含义之时，即便是那些非常熟悉或者每日置
身于其地的地名.常常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此即所谓“熟视无睹”罢。
这样看来，稍稍关注一下小小的地名问题，似乎就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了。
地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作为表称地点的文化符号，地名之中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它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记录了人们的
社会实践活动。
打开一幅区域、城市或乡村聚落的地图，那一个个地名，犹如满天繁星般地散落其上，呈现为耀眼的
亮点。
地名是活跃的文化细胞，之中透发着生命的气息，特别是那些蕴涵丰富的重要地名.正代表了中国文化
经络上的关键穴位，组成一道道文化脉络，传达出中国文化之深处的信息。
地名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包藏了太多的历史文化信息。
一个地名常常对应着许多传说和故事，在这种叠加式的层累之中，曲折地反映出该地生活面貌的本真
。
小小地名，有着这样深厚的积淀，它才得以用高度浓缩的形式，显露出一个地方之自然生态和人文生
态状况。
毫无疑问，地名之命名，并非是随心所欲的产物，在其生命的起点上，它就被深深地打上了出生地之
自然的和文化的胎记，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交融。
一地之名，赋予具有特定方位和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以名称，保存了其所代表的土地之地形面貌，反
映了自然地理环境，从而成为其自然生态的档案，同时，它又记录了各民族独特的生活内容，包含了
人们对地理实体的精神寄托，反映出该地民众的生存状态、活动轨迹、风俗习惯等社会文化特征。
总之，地名是在长期实践之中人地关系的一种反映，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一地之名。
浓缩了该地的文化信息，解读其内在的蕴涵，就仿佛寻找到了打开其文化奥秘的一把钥匙。
地名是一种文化遗产。
诚如学者们所言，一切历史必定与某些地点有关，因而都是地理的历史。
从人文地理学上来说，民族文化变迁的内容以语言的形式而在地名上之残留，使其打上了深深的历史
烙印。
地名作为世世代代流传下来而反映一地品格的特殊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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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绿杨深巷》是一本谈扬州地名文化的书，实际上是以地名切入口，内容全是扬州文化。
书分四辑：“城市年轮”、“文化客厅”、“坊里档案”、“郊野踏青”，广涉历史、人物、文化、
风俗、景观等。
作者旨在通过扬州某些地名的信马由缰式的诠释，让读者深度了解扬州，并进一步引发他们新身体味
扬州的兴趣。
读者手持一书，可按图索骥，可开卷卧游，能够弥补市面上一般旅游指南过于简略之不足。
　　作者给本书起了个新书名《绿杨深巷——带一本书去扬州》。
按照我现在的理解，“绿扬”是指扬州的自然景观，“深巷”是指扬州的人文风貌带着这本书去扬州
，可作深度旅游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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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康乾盛世之际，扬州南门是歌舞升平的见证。
康熙间诸生彭桂曾写《午日扬州城楼观龙舟歌》长诗，前面几句是：“广陵城头观龙舟，倒卷涛声上
岸流。
来时风雨生晴浦，到处烟波涨画楼。
楼前百尺潮头急，堤上游人齐却立。
只看浪里锦帆沉，不教水溅罗衣湿。
”诗中极写扬州端午龙舟的热闹和作者在南门城楼的所见所思。
诗中有“锦舸半压邗河边。
纸船三绕金山下。
金山扬子一江中，南北悲凉几不同”之句，故所写的扬州城楼就是南门。
扬州南门城楼高峻，视野开阔，可以登高望远。
乾隆时徽州人闵宽客游扬州时，曾在贺园醉烟亭题写“啸远”二字。
后来他登临南门，作《登广陵南城楼》二首。
第一首写他所见的景色是：“登楼独啸忆当年，蜀岭依稀见墓田。
”“四围苍翠孤城合，六代繁华逝水纤。
”第二首中提到“镇海楼”之名：“先鞭谁击长江楫，望市初登镇海楼。
”无独有偶，嘉庆间扬州人许样龄在登临南门城楼时，也曾提到“镇海楼”，诗题为《登城南镇海楼
望江南诸山》。
诗云：“吴令东南胜，凭虚一望收。
人烟都赴郭，山色共登楼。
草长连瓜步，江春入澜州。
回思挂帆处，每负六朝游。
”考扬州并无“镇海楼”，诗中所写的城南“镇海楼”，或许即是“镇淮楼”之误。
登上扬州南门城楼，可以远眺江南是没有疑问的。
清代绍兴诗人顾廷纶《登扬州南门城楼晚眺》云：“不尽兴亡事，全淮赖此关。
涛声遥带郭，日气欲沉山。
铁瓮参差是，金焦指顾间。
蜀冈舒远眺，可有鹤飞还？
”但是，一场太平天国战争在敲响大清王朝丧钟的同时，也为扬州南门笼上了浓重的阴疆。
同治问泰州诗人颜驯《扬州南城楼》咏道：“城上高风拂帽斜，南楼极目思无涯。
并无林木巢春燕，安得垂杨宿暮鸦。
呜咽清溪流落日，.召蛲孤塔立平沙。
将军日报平安火，又听营门闹鼓笳。
”细品诗意，句中隐约有兵燹之阴影。
到了民国间，江西人胡奂有《登南门城楼示席珍三首》，其中写遭：“君家家世擅书香，压倒扬州旧
讲堂。
独为儒林添掌故，二分明月此中藏。
”据诗人原注，席珍是他的好友，其祖父周南公在扬州讲学，一时俊彦皆出门下。
扬州南门在诗人笔下，成了登高怀远的佳处。
比起南门来，扬州其他城门留下的诗篇较少，但也几乎遍及了扬州全城。
例如北门，曾任扬州知府的宋人刘敞写过一首诗，题目是《登扬州城北门，予昔侍亲寓居此城下驿舍
，十八年矣，怆然感动》。
诗人写道：“昔钓城下水，今来十八年。
居人几能在？
里巷独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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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种成乔木，穷耕有废田。
悲歌顾千骑，不觉涕沦涟。
”北门因为是诗人的旧居，因而诗意分外的感人。
又如东门，明人王洪有《过扬州东关戏王时彦》（二首），诗中描绘当时东门的景色分别是：“杨柳
青青水岸斜，城中初日散啼鸦。
⋯‘高楼小妇坐吹笙，杨柳春风动远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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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绿杨深巷》是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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