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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位于中国沿海中部，江苏省东北部，东临黄海，与朝鲜、韩国、日

本隔海相望；西与山东省临沂市和江苏省徐州市毗邻，南连江苏省淮安市、盐

城市、宿迁市；北与山东省日照市接壤。

连云港，简称“连”，古称“海州”，江苏省省辖市。因面向连岛、背倚云

台山，又因连云港港，得名连云港。 

连云港是中国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中国十大幸福城市、江苏沿

海大开发的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城市、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 、《镜花缘》《西游记》文化发源地、新亚欧大陆桥

东方桥头堡、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首个节点城市 、丝绸之路经济带东方桥

头堡、 国际性港口城市、中国十大海港之一。

连云港有“海”（连岛海滨浴场）、“古”（海州古城、民主路老街、连云老

街、六朝一条街）、“神”（花果山）、“幽”（海上云台山）、“奇”（渔湾）、“泉”（东

海温泉），是一座山、海、港、城相依相拥的城市，素有“东海第一胜境”之称。 

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拥有大面积滨海湿地、海洋滩涂，境内有通榆运河，

生态渔业发达，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琼港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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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连云港*

石　英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这是白居易的著名诗句，当然与连

云港并无关联。但当我观赏了连云港花果山风景区之后，便很自然地想到了白

居易这两句诗。也许二者在感觉上有共同之处？

肯定有的。感觉似乎是虚无缥缈的，但又是实实在在的。所谓“虚无缥

缈”的感觉，只是说明这山这水的意韵非同凡俗。犹如超绝的艺术品，出神入

化，尽皆脱俗，形则伸手可以触摸，意则令人想象无穷，这才是一番大境界。

我觉得，连云港花果山胜景就具有这种大境界。它使连云港不仅是新亚欧

大陆桥东端尽头，而且其风光胜景也浓缩了东西万里的精髓与神韵。正是：东

下大海再无路，看尽云台愿已足。

连云港的山水博大，博大得气吞星月，浪卷苏鲁；连云港的山水精巧，精

巧得石雕天成，树姿各异。连云港的山水粗犷，居高可吟一曲志士壮歌；连云

港的山水细柔幽曲，穿山隐洞可闻银铃笑声出自地谷。连云港山水文化意味浓

郁，这不仅指它有许多人文景观，碑石书画，还在于它原生貌即含雅风。如今

到处都流行“文化”，但如满面低俗，伪设劣工，真正文化意蕴何在？连云港山

水则点染得宜，基本上是以“原汁原味”取胜，又不排除雅致的人工布局，这

才体现了真正的文化眼光。

那日我游完了山景，过石林石海，杰文俊字目不暇接，胸中融会了古今风

韵。当地朋友引我和江苏老作家海笑等同志至山幽处静轩小憩。此际海风为细

竹梳拢，变凌厉为轻柔；艳阳为云所释解，分外温煦而多情。这里乃大中之小，

闹中之静，巨树中之一片绿叶，主旋律中和弦之琴声。

我因才得到峻峰的精神升华，大海的不吝淘滤，万木丛绿的清新气息，石

林书湖的墨香感染，当风景区管理处的同志铺开宣纸，我即乘兴挥毫写下四

句，虽不甚工，但相信是一腔真情。海老虽年已古稀，乃青春意兴不减，也当

*  选自吴家庆主编《文思连云》，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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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和诗一首。即毕，我和诸友都拊掌大笑。

由此我进一步体会出“感染”二字的深切含义。据说明代吴承恩写花果山

水帘洞即是借鉴了云台山风景。也或许是由于受到这花果山山水的感染才引发

了《西游记》艺术环境的创造，是交相融合的产物。

当然，在公元 16 世纪，吴承恩只能感受到花果山水帘洞神话般的极致，

至多在海湾小港目送渔船帆影消失在晨光熹微海波迷离之中，他无法像今天的

我们在已具规模的国际大港码头上亲瞻巨轮停泊，巨型吊车钓挂依依眷恋的

落日。这些是构成连云港大气势大境界的另一组成部分，也许还可称之为主体

部分。

然而连云港人懂得，绝不因这一部分而稍稍忽略了另一部分，即如绝不因

夯声的宏伟汽笛的长啸而扰乱了山那边秀林的鸟语，也不容许烟囱的尘雾混淆

了翠岭的花香。他们从生活实践中深深认识到：夯声和鸟语、烟囱与花香不仅

应并行不悖，而且唯是充分实现了后者才能使一个现代城市、现代港口不致偏

废，极言之才不会畸形发展。就笔者出国所见，有不少国家的城市中，不仅有

一般意义上的公园和街树，还有自然山林或人造山林。而连云港拥有花果山水

帘洞，实在是得天独厚的一大幸事！

在连云港短暂逗留期间，多次看到陇海线上列车送来大陆万里风物，也仿

佛看到海上巨轮载来海市蜃楼；天上，是多条航线的民航飞机起落空港；地下，

有东海县的水晶与温泉。陆上、海域、空中、地下，可谓上下折射，八面闪光。

“跟着感觉走”的说法也许过于主观盲目，但“感觉”还是包含着客观存在

的真谛。我感觉中的连云港，是一个方兴未艾、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发展中城市，

是一个生态与环境协调得较好的所在，是一个令人留恋、韵味无穷的山水之乡，

是一个有报告文学的真实又有诗歌散文韵味的艺术整体。这样的地方，光看还

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去感受它。

“我欲因之梦海岳，一夜飞渡云台月。”

离开连云港两年之后，连云港的许多印象还时不时地在梦中闪现，可见它

是一个叫人忘不了的地方。上面我斗胆套用了李白的两句诗，也许不同时代的

人们对不同地方胜迹的感觉往往有其相近之处吧？

两年中没有再去那里，不知枯水季节已近干涸的水帘洞是否还要借助人

工？想必随着人们的悉心护持、措施的科学得力，高山石隙又该泼洒出万斛珍

珠吧？

如大自然惠赐，那将使古老的花果山焕发第二次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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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英，山东省黄县人。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著有《同在蓝天下》《故乡的星星》《吉鸿昌》等。

【作品简析】

这篇《感觉连云港》，真的是一篇凭感觉而谈的文章。文章看似没有章法，

想说什么就落笔写什么，不正应了“感觉”二字吗？但仔细读这篇文章，你就

会发现，这篇文章由连云港的山写到连云港的海，最后写到连云港的人，连云

港的每一处都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两年之后作者仍然“我欲因之

梦海岳，一夜飞渡云台月。”

【思考与探究】

1. 文中开头和结尾这两次引用、套用诗句，在表达上有什么作用？

2. 文章标题是《感觉连云港》，作者感觉连云港是一个怎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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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港连云*

陆文夫

我自幼生长在长江边上，日日看着大江东去，白浪滔天；成年后又住在苏

州，夜夜听着小河流水，见石桥下波光闪闪。水伴着我自幼及长，夜以继日。

不过，要说对水有一点了解的话，那还是在见到了大海之后。

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是在连云港，这个连云接天的港口城市，它给了我，也

给了千百万人以启迪。据说孔老夫子也到过连云港，站在如今的孔望山上对大

海瞭望。这位驾着马车在中原大地上仆仆风尘的老先生，当他见到大海之后不

知有何感觉，也许，他那颗干渴和焦虑的心会因此而得到一点滋润吧。

大海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想象，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勇气。我没有见过与

风浪搏斗的人是柔弱的。连云港人大概是“得海独厚”吧，居然能把海州、新

浦、连云港三地连在一起，成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连云港市，日新月异地向前

发展。我有幸看到了连云港的发展，看到了那始缓而后快的前进脚步。四十年

来，我曾经三次访问过连云港。

第一次是在 50 年代，那时候只知道连云港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海港，孙中

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提到过，说那是一个天然的良港，等到“革命成功”

之后，要把它建成一个东方的大港。当然，除了知道港口之外，还知道连云港

似乎是一座海上的仙山，因为孙猴子的老家就在花果山上，这只灵猴哪能住在

一座毫无灵气的荒山里！

说实话，50 年代的连云港除丰富的海产以外，并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

印象。东方大港还在想象中，港区里几乎看不见海轮，连岛上晒满了小鱼小虾，

苍蝇乱飞。花果山的自然景色很好，但那寺庙破败，水帘洞里也没有多少水。

80 年代再到连云港时，虽然有一些变化，但变化还不是太大，新浦也还是

几条老街。听说要把新浦、海州和连云港连在一起，暗地里还有些担忧，这谈

何容易 !

*  选自吴家庆主编《文思连云》，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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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流百川归大海，如果百川堵塞，东流不畅的话，那大海也就毫无生气。

改革开放，百川通畅，这就为大海边上的连云港人带来了活力，他们那种大海的

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当我第三次来访问连云港时，一个现代化的大港和一

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已经显现在眼前。孙中山先生设想的东方大港成为现

实了，连云港人花了整整八年的时间，跨海造了一条 6.7 公里长的大堤，使得东

西连岛和陆地连成了一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连接，大堤可以防浪，可以增加许

多深水的泊位，由东南而来的风浪被挡住了，不平静的港区成了静悄悄的港湾，

正像那首《军港之夜》的歌中所唱的。当然，这里不是军港，是商港，是一个前

途无量的东方大港，因为新亚欧大陆桥的起点就在连云港码头的中央，集装箱

可以从连云港直接运送到荷兰的鹿特丹。这一点是孙中山先生当年没有想到的。

我站在连云港的码头上，东望海水连天，西望白云飞越山巅，好像是站在

地球的腰带上，站在地球腰带的一个连接点上，从这里东渡西行都可以把地球

走遍。连云港，连云接天！

吴承恩老先生也给连云港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他把孙猴子的老家安

排在花果山，这座海上的仙山却被沧海桑田与陆地相连，使得连云港人又“得

天独厚”，依山临海，可以大力发展海滨旅游业。江苏省有很多旅游景点，独

缺海滨浴场和消夏胜地。连云港可以发展成江苏的“北戴河”，不必面向全国，

也不必面向世界，只需要面向本省和邻近各地，瞄准南京和上海就可以大有作

为。特别是南京，那里是沿江的三大火炉之一，距连云港只有三个多小时的车

程。无论是从目前的情况看还是用发展的眼光看，旅游的费用在家庭的开支

中都会逐步地上升。在发达的国家，人们日常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到哪里旅

游去。我们的国家还处在初级阶段，但也已开始启动。要知道，我们是个人口

大国，不动则已，一动惊人！特别是江苏省，是一个人口大省，也是个经济大

省，许多人家的冰箱、彩电都已经不在话下了，目前正在忙着装修房屋、装空

调或计划着购买新房屋等。试问，当这一切都做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们会坐

在家里不动吗？不会。人是动物，不是静物，条件一许可，他们就会想出去见

见世面；人又是自然之子，生命是在大海和森林中孕育而成的，他们与森林、

大海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当人们在纷纭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扑腾得十

分疲惫时，他们那种原始的基因就会起作用，就会想去亲近大自然，就像孩子

想回到母亲的怀抱里。连云港应该张开双臂欢迎，给这些归来的自然之子以温

馨，以抚慰。当然，收费不能太高，千万不能瞄准那些大款们的钱包，因为当

大款们的钱包突然膨胀起来的时候，他们要找的是销金窟，不是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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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文夫，1928 年生于江苏省泰兴县，成年后迁居苏州。曾任中国作家协

会名誉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从 1955 年开始发表小说，以苏州

的市井生活为题材，开创了“小巷文学”。著有《小巷深处》《围墙》《美食家》

《井》《人之窝》等国内外知名的长、短、中篇小说。曾四次获得全国优秀中、

短篇小说奖，2005 年 7 月 9 日，陆文夫因病医治无效，在苏州逝世，享年 77 岁。

【作品简析】

陆老先生这篇文章小中见大，用自己的三次来连云港的见闻展示了连云港

的发展。从海口到海产，又写到浦街。最后将文章的落脚点落在了连云港的旅

游发展上，给我们连云港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文章是闲适恬淡的，

文章多处语言体现了他文笔的幽默。文章结尾是陆文夫式幽默，被他自称为

“糖醋现实主义”。

【思考与探究】

1. 结合全文来看，“大海给人以启迪”，都给人带来哪些启迪？

2. 结合全文理解，为什么作者说连云港“得海独厚”和“得天独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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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城*

舒　婷

连云港这个地方，对我并不太陌生。仿仿佛佛知道它应当是个大港，和我

家乡厦门一样，停泊着万吨级以上的巨轮。沉甸甸的汽笛声穿过晨雾暮霭，惊

起一群一群水鸟；码头上吊车高耸，长臂此扬彼落，从碧波上，托浮起一轮针

芒流转光彩夺目的旭阳，又将这一枚熟透红艳而更加饱满的浆果接着了，轻轻

放回霞蔚云霓的暖巢里。似乎可以目睹着它，再次从海底直接生长出一株擎天

火树来。

站在 1986 年才动工，1993 年已经全线贯通的拦海大堤上，我看到的连云

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壮观还要宏伟。好像把整个不安生的太平洋，拢护在怀

抱里了。地理书告诉我们：连云港市位于南北过渡和陆海过渡的交会点，是贯

通欧亚的各个桥路中路径最短的城市，所以成了国际通道中“新亚欧大陆桥”

东端桥头堡。甚至有条件成为沟通三大洲、两大洋的咽喉要道。它因此生机勃

勃，因此繁忙喧哗，因此宽博深厚。

我所到过的深水良港还真不少，著名的有如大连旅顺港、上海浦东港，新

兴的有广东惠东港和宁波北仑港，比较起它们，连云港除了海运和陆运上的优

势以外，素有“东海第一胜境”之称，是全国 49 个重点旅游城市和江苏三大旅

游区之一。

厦门到连云港居然有直飞航线，只不过机场朴素得一目了然。眼下国内许

多机场，不管实用不实用，都像暴发户，浮华虚荣大而不当，令人叹息。主人

知我生长在鼓浪屿小岛，被娇惯得容不得一点噪声，飞抵连云港的第一夜，就

安排住在旅游胜地花果山上。旅馆是翘檐琉璃瓦的仿古中式建筑，雕栏回廊依

山盘旋蜿蜒，让我目迷心迷路更迷。由于花果山海拔 600 多米，是江苏省最高

山峰，虽是初春却寒意侵人。热带植物的我，因此打开了暖气。

夜里辗转不能入梦，起身打开窗帘，见明月端肃无声，流星曳地，危崖糙

*  选自吴家庆主编《文思连云》，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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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影影绰绰，林涛却低吟不止。想那吴承恩，必是在这样的天地精华积熠满盈

之际，戳笔为刃，剖开自己，迸出一只惊世骇俗的石猴子来。

次日便去游览花果山，好比重新翻读一部《西游记》。只是气候不对，泉

水瀑流略瘦，花果遂有些精神不足。听说花果山上有冬桃，只是我来得太迟

矣，无福消受。也许当年猴王拔毛念咒作法，以赈济冬天饥饿的猴子猴孙们？

现在它们依然满山蹲伏跳跃，搔首挠腮，或憨态可掬或发威长啸或狡视黠行，

任人抚摩的是那些被定形的栩栩如生的“猴石”。而几窝王族后裔，高踞在怪

石参差的崖缝里，即使我们以鲜果招引，它们也自持身份，不肯与人亲昵。说

是惹急了，也会和它们的老祖宗一样，不怕天不怕地，什么样的应声勾当都干

得出来。老猴头把他的胎胞“娲遗石”和金箍棒“定海神针石”等宝贝都留在

老家护法了，其造型和尺寸与吴承恩的描述一模一样。在这个“西游记”的天

然博物馆里，除了“老君堂”和“唐僧家世碑”这些相关的遗迹外，向阳的最

高处，仔细瞧瞧，便可认出唐僧徒四人的石像。“沙僧石”“八戒石”“唐僧石”，

把人物性格展现得惟妙惟肖，精灵古怪的孙大圣还是那样乜斜着眼睛，似乎又

在琢磨什么恶作剧哩。

花果山上有那么多大大小小洞穴，数也数不过来，当地人便统称为七十二

洞，大洞小洞，奇洞怪洞，洞连洞洞套洞，传说里洞洞藏妖，个个作怪。找不

到盘丝洞，男士们有些沮丧，只好陪我们穿过泻落的飞流，钻进了故事里的水

帘洞，这是西游记的精髓啊。洞口水珠叮咚，如缨如绺，我们手拉着手，探足

幽深密径，如入“东海龙宫”。终于，从意想不到的另一个洞口，回到凡世人间。

回头再到水帘洞拍照，只见洞口上方，还有清道光皇帝的赐书“心印石屋”。

最后的节目是登“观神台”，我这个 1800 度的近视眼，终于清晰地看见世

界上最大的汉字：40 米长的“神”字。

下山时，顺路到屏竹禅院歇息片刻。

竹窗净几老藤椅，日影婆娑。汲饮山泉沏制的云雾茶，与新朋友在中国四

大名竹—“金镶玉竹”前拍照。眺望山脚下的古建筑群—阿育王塔。该塔

建于宋天圣元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九级八面，纯砖结构，10 米高。虽

经过历史上 8.5 级的地震，仍完好无损。

我在主人的盛情中，不知不觉品尝过十大名菜之一的砂锅炖驴肉了。由于

平时不好肉，所以对如此经典的地方风味竟然印象全无。比较惋惜的是，我在

连云港其实只有两个下午的时间，因此既没能游览赫赫有名的东磊奇石，也没

能见识到连云港的水晶矿，倒是得到了一块紫水晶原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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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婷，原名龚佩瑜，福建泉州人，1952 年生。中国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

的代表人物。1969 年到闽西山区插队，l972 年回厦门先后做过泥水工、浆纱工、

挡车工、统计员、讲解员、焊锡工等。1971 年起她的一些抒情诗开始流传，“文

革”后，其诗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1980 年至福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理事。

【作品简析】

舒婷的诗歌充盈着浪漫主义和理想的色彩，对祖国、对人生、对爱情、对

土地的爱，既温馨平和又潜动着激情。她的诗擅长运用比喻、象征、联想等艺

术手法表达内心感受，在朦胧的氛围中流露出理性的思考，朦胧而不晦涩，是

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产物。这篇文章从题目《海之城》开始就充

满了诗意。整篇文章辞藻华美，大胆运用想象和比喻，尤其是描写游览花果山

的段落，又可见舒婷文章语言的幽默风趣。

【思考与探究】

1. 文中运用大量的比喻。找出本文中的比喻句，看看这些句子具有怎样的

特点，这样写有何好处？

2. 探讨本文在构思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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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的回忆*

吕锦华

对于连云港，我要说的话真是太多了。

80 年代我曾多次去过那里，一次是民间文学的笔会，连云港太多的传说，

什么海龙王的花果山的，一下子把那些搜集传说故事的文人给吸引了。我是代

替一位同志来参加这个笔会的，此行使我第一次见识了连云港的空旷与博大，

而印象最深的则是花果山。满山遍野的奇石与花果仿佛都在讲述着一个神秘的

故事，让我好像真的走进了孙悟空的世界里。时隔不久又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儿

童文学的笔会。笔会开在紧贴海边的港口，于是，我又被那里的大海吸引了。

记得有天早上我们曾摸黑去海边看日出，等呀等呀，结果厚厚的云层把这壮观

的景象挡住了，而就在我们好不失望的返回途中，太阳又从云层后面跳出来

了，霎时，刚才还灰蒙蒙的大海忽然一亮，轻浪柔波的海面上立刻变得七彩斑

斓金光闪闪，像一匹珠光宝气的丝缎，突然抖落在我们眼前，这一切都发生在

短短的一瞬间，我们都惊呆了。后来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发在刊物上，连云港的

大海，就这么给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一个惊喜呢。

港口的夜晚当然更迷人，80 年代那里就已有了许多现代化的建筑，海员

俱乐部等一些漂亮的大厦里灯光明亮，凉风习习满天繁星，星光和灯光相映一

起，在黑幽幽的海面上投下了一幅扑朔迷离的光的五彩图，而夜归轮船不时拉

响的浑厚汽笛声，又给宁静的夜空注入了一种温馨的气息。港口背靠云台山面

对大海，站在半山腰俯视整个港湾，只觉得人在画中画在心中，没准会醉倒在

它的怀中了。

时隔十年，今夏朋友又来相约，去那儿参加一个“东方明星”的笔会。我

立刻一口应承，对于这个坐落在黄海之滨的城市，我的所有回忆都充满好感。

到达新浦已是午夜时分，迷蒙的灯光勾勒出一座城市好看的身影，高楼大

厦栉比鳞次，宽敞的马路纵横交叉，整个城市现在都进入梦乡了，而且睡得好

*  选自吴家庆主编《文思连云》，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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