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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郊的红梅西瀛的柳，篦梁的灯火运河的舟；

太湖的风帆春江的月，天宁的晨钟声悠悠。

延陵的古风郡城的楼，江南的琴韵吴中的歌；

阳羡的春茶兰陵的酒，龙城的飞花扬千秋。

……

10 多年前，两鬓已白的我，曾与友人以一曲《常州之恋》

寄托过浓浓的乡情； 而今，步入天命之年又在考问自己：

什么是乡愁？在我的认知里，乡愁是乡间的一缕炊烟，袅袅

之中，曾有儿时的回忆；乡愁是故里的一条雨巷，悠悠之中，

曾有青春的梦想。

当人生迈过花甲，从容走在夕阳之下，心中自然多了

那份特殊感受。这种感受，是乡恋，是乡愁，如梦犹幻，似

水如酒，始终萦绕在心头。

儿时回忆，孩提梦魇，是撩不开的轻纱；青年憧憬，

少壮奋发，是凝结的霜花，你我依然，梦亦依然，美好的记

忆总会在黄昏前遐迩。

孟鹤群先生同样带着这份浓浓的情思，在他花甲之年，

握住画笔，踏遍街坊，走进乡间，描绘出曾有的江南韵味。

他常常因老街古村的消失而感叹，又常常为家乡的巨变而点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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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这一复杂的情感，正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城市无限

的爱恋。

我与鹤群先生本不相识，也没欣赏过他的画作，是一次

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介绍下走进他的“清潭画室”，见到

他以家乡人文为背景的钢笔画作，有耳目一新之感。画面中

那旧时的街巷、曾经的楼影、远去的水乡、消失的桥梁等等，

勾起我浓浓的乡恋以及那份特有的情感。

我从其作品中品味出我与先生一样的人生追求与家乡

意涵，我们之间，不！或许更多的青者、耆者，对这座城市

同样爱得如此真切，恋得如此疯狂。有言道：“不恋乡，哪

爱国！赤子自古有一份家国情怀。”

先生长期在企业工作，并非进入过正规的艺术院校，但

一生爱好美术，40 余年坚持绘画与创作，正是他的勤奋与

努力以及创作的灵感，使其许多作品在市、省、全国的美展

中亮相，并屡屡获奖，地方媒体也有作品发表，有专题报道。

常州为南田故乡，画坛历来提倡创新，画风尤重清淳。

近年来，鹤群先生致力于巨幅钢笔画与摹拟中国画的（宣纸

淡彩）山水画，将国画形式、技法揉入钢笔画的创绘之中。

这些年，邑人以乡情为题材画作不乏其人，如江可群先

生的“古园林”、季全保先生的“老房子”、刘来顺先生的“延

陵遗风”等，鹤群先生又以钢笔画致力于水乡、街巷的描绘，

正是他们在画坛的辛勤劳作，留下许多生动的画面，才使“故

乡”这方精神家园更加温馨，更加使人迷恋。

薛焕炳

2016 年晚秋于梅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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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中之水乡

晨曦中，那轻纱缭绕的黛瓦粉墙，

也许是你梦中追寻的天堂；

波光里，那渔舟唱晚的黄昏夕阳，

分明是我昨天曾有的印象。

走来的是暮归的老牛，

远去的是晨启的帆樯。

当缕缕炊烟升起在村前，

当行行禾秧染绿在田间，

江南！水乡！

你我可否在水墨画的美景中徜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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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苍苍落日斜，孤舟深处二三家；苍波渺渺无人渡，个扁舟

看晚霞。”常州城郊，多河港湖泊，夕阳西下，扁舟唱晚，一盏

渔火，点亮彼岸。又有多少舟渡，渡向竹林深处的二三人家。

水乡轻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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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舟夜泛滆湖东，一片清秋月满空；映水桥圆双破镜，侧风帆

拗半开弓。”滆湖东岸，小镇密集，万塔、芦家、鸣凰，又是灵台、
坊前、蠡塘，石拱长河风帆，映水桥圆似弓，入湖为渔，进镇为市，
镇镇皆为江南景象。

水乡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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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滆湖春色天际来，沙鸥风帆递往回；河津双汇街尽处，又见鱼市登船台。”滆

湖边有小镇曰丫河，南运河与孟津河在此交汇，形成丫字状，故留此名。丫河鱼

市由来已久，每至清晨，渔家登岸，鱼市繁忙，成为城南一景。

水乡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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