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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筑巢在房梁上，绿头鸭营巢在湖塘草丛中，麻雀搭巢
在墙洞屋檐下，都不如喜鹊选择在树上筑巢。那是一个因陋就
简的风流寒士，是一份视野开阔的洒脱自由。我尤喜北国冬天
树上的鹊巢，当树木删繁就简，唯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好像减
掉臃肿脂肪的思想者，冷峻挺拔，棱角分明。此时，鹊巢孤零零
地暴露在天地间，宛如期待已久的梦幻，仿佛含苞待放的花
蕾，好像硕大不落的果实。

小区附近的健身广场，有一棵粗壮的白杨树，树上有三个
鹊巢，错落有致，仿佛一栋三层别墅，住着三世同堂。时间的风
雨兼程，把它出落得如一幅空灵简笔的水墨画，留了飞白的痕
迹。冬天的树上，鹊巢是壮观的风景，稀疏的枝丫是通往自由
的路径。每每散步至此，我必驻足，仰望凝视。

喜鹊戴着一顶黑毡帽，穿着长年不换款式的黑白相间的
长衫，飞来飞去，忙碌衔来的不仅是树枝、羽毛和细丝绳，还有
一个个希冀、向往和爱。它不像偷懒的小麻雀，爱凑热闹，在房
前屋后的庇护下生活，听市井故事，体察民情；也不像绿头鸭
借助芦苇的遮蔽来营造浮巢，不会潜水捕鱼，只会嬉游水中。
喜鹊在四面凌空的高枝上筑巢，既享受阳光雨露的沁润，也接
受暴风骤雨的袭击，过着无怨无悔的一生。

鸟儿的技艺和智慧超出人类的想象。喜鹊顺势择木而栖，
借助树木的天然结构，依枝而建，从考察选址到设计筑巢，没
有庞杂宏伟的团队，不借助人类的机械设备，仅凭一张尖尖的

小嘴，衔来一根根树枝软草，就建起一个家。麻雀重视位置，大
多把巢建在不被人叨扰的废旧建筑旁或墙洞里，有点粗鄙俗
陋之态。喜鹊鸟巢在光秃秃的树上，枝杈交错，就是一个光明
磊落的家。那对喜鹊有一种把日子揉碎酿成诗的默契，“喳
喳”的鸣叫声，仿佛倾诉爱的喃喃细语，也好像预示好事就要
来到。

如果说，燕子和麻雀的巢是乡村平房，绿头鸭的巢是水上
景观房，那么，树上鹊巢就是空中别墅。燕子筑巢梁上，时常有
主人喃喃呓语，叨扰香甜梦境；绿头鸭临水而居，栖息入眠伴
着水声，却需要秋天南迁越冬；唯有鹊巢接近自然，在宇宙天
地风云之间，不受羁绊地自由翱翔。风雨中挺立的鹊巢，何尝

不是大海上的点点白帆，乘风破浪？寒林叶落鸟巢出，何尝不
是一种孤寂清冷的人生境界？

智慧结晶的鸟巢，是人类争相效仿的对象。北京奥运会的
“鸟巢”成为建筑中的伟大艺术作品，是设计师们参照鸟巢豁
然开朗的构思，承载着传播文明的火种，让一代代人走在民族
复兴的路上。人们学习鸟儿搭建家园的美学空间，却没学会鸟
儿不贪婪、不攀比、不妄求的超脱思维。鸟儿有个遮风避雨的
家，在爱巢里安心繁衍抚育下一代，足矣。

被雨后雾气笼罩的鹊巢，彰显着别具一格的磅礴大气，很
有鸟巢枯枝对天歌的况味。鹊巢搭建在时间的光阴里，铭记了
日月星辰，收藏了碧云蓝天，面对风雨电闪的侵袭，依旧刚毅
卓绝，坚贞不屈。鸟鸣时而轻柔婉转，时而欢快啁啾，时而高亢
嘹亮，时而悲凉吟啼，喜鹊的鸣啭是一首带着情绪色彩的歌。
孤独寂寞的白杨树，因了鹊巢而生动，瞬间充满了生机活力，
犹如暮气沉沉的家，来了蹦蹦跳跳的孩子，欢歌笑语，阳光明
媚。忽忆起，自己少不更事，和小伙伴们一起掏鸟窝、摸鸟蛋的
童年往事。

遗憾的是，我不是鸟类专家，不知喜鹊为何每年都忙忙碌
碌筑新巢，这是多么耗时巨大的工程啊！它抛下的旧巢，是为
了迷惑防御巢寄生性鸟类的危害，还是被“后浪”重新修复装
修，组成一个崭新的家，开始烟火缭绕的日子？抑或由子女继
承，世世代代繁衍生息，讲述着老喜鹊们的传奇故事？凝视树

上的鹊巢，恍惚间，觉得它是一个露天电影院，演绎着一场场
悲欢离合，传诵着一幕幕喜怒哀乐。

冬日午后，偶尔走入田野乡村，一间间横卧的房屋排列在
大地上，端庄而稳健，犹如人类在大地上的一个个鸟巢。鸟巢
是温馨的心灵港湾。在荒凉之地遇见鸟巢，每个游子都会心涌
暖意温情，仿佛是故乡深情的呼唤。

多年前，我曾驱车行驶在高速路上，猛抬头，看见一对色
彩斑斓的喜鹊正张开金属光泽的羽翼，展翅飞向电线塔附近
落户的鸟巢，怎么与变压器电表比邻而居呢？转而又想，不是
稀里糊涂的鸟儿在犯傻，也不是在挑战不可能，分明是它们没
有树木可栖，这是多么无奈无助的选择啊。

春风轻轻拂过，绿色渐渐围拢，树上鹊巢的周围泛起绿
意。“鸟鸣嘤嘤，求其友声”，它们在串门低语，还是在呼朋唤
友？精心打理的爱巢，又迎来新的盎然生机，一群小鸟叽叽喳
喳地把梦啄醒。幸福繁衍是人与动物爱的传递，生生不息。栉
风沐雨的鸟巢，既是小鸟奔赴天涯的起点，也是老鸟们抵达生
命的终点。

不久，树上鹊巢便被呵护在密密麻麻的绿叶中，仿佛层层
包裹的果实，神秘而悠远，变成了一座秘密档案馆。大树宛如
一位温存的长者，承载着岁月沧桑，放眼望去，鹊巢更像是烽
火台的哨所，飞来飞去的鸟儿仿佛前沿阵地勇敢的猛士，那又
是另一番景象与神奇图腾了！

一

虽已过了霜降，到了深秋，但山色依然苍翠
葱郁。山坡上茂林修竹、灌木野草；山谷里流水潺
潺、云雾缭绕。一位阔脸浓须的男子，拄着手杖，
踏着石阶，溯山涧而上，向着巍然的高峰攀登。登
山之前，他摘去了官帽，脱下了朝服，让自己成为
一个自由的旅行者。

是的，他就是谢灵运。这是南朝宋永初三年
（422），少帝即位，权在大臣，谢灵运被权臣以
“构扇异同，非毁朝政”的罪名，贬为永嘉郡（今温
州一带）守。过惯了奢华生活的“谢家子弟”，从繁
华的京城到偏僻的温州做一个小官，这是多么大
的人生落差，他郁闷、叹息，步履迟迟，来到温州
是当年的八月十二日。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依山傍水，山清水秀，远
离战事纷扰、朝廷争斗，况且前朝大书法家、谢灵
运的太姥爷王羲之也曾做过永嘉郡守。在人生困
境中，谢灵运与温州山水相遇，他想寄情山水，排
忧解烦，让不安的心灵安顿下来。

郡城西北四十里外有座绿嶂山，重峦叠嶂，
草木掩映，溪水荡漾，谢灵运决定前去游赏。那
天，他与随从来到位于永宁县（今永嘉县）的绿
嶂山，已是午后。他一路上留恋古木和竹林，见
一条溪流蜿蜒在磊磊顽石中，开始溯溪寻源。到
达源头时，已是傍晚，驻足凝望，夕阳映照，群山
剪影。诗人满怀激情写下“涧委水屡迷，林迥岩逾
密。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登永嘉绿嶂山》）
的诗句。

谢灵运命人备好舴艋船，带上书籍、衣屐等，
溯江而行，涉足探幽。他见两岸溪滩上都是白晃
晃的鹅卵石，让船工停船歇息，拂衣登岸，走过卵
石滩，见一路亭，便在亭中留下“近涧涓密石，远
山映疏木”（《过白岸亭》）的诗句。他在山路上遇
到一位砍柴人，砍柴人告诉他再走几里，可见大
小不一的石洞。谢灵运一听，就让他带路前往探
访。山路崎岖不平，果见不少山洞，让他赞叹不
已。他在《游名山志》中写道：“楠溪入一百三十里
有石室，北对清泉，高七丈，广十三丈，深六十步，
可坐千人。”这有着白石滩的江流，就是如今声名
远扬的楠溪江，而“石室”，就是后来被道家誉为

“天下第十二福地”的陶公洞，南朝齐、梁时道教
思想家陶弘景曾隐居于此撰写《真诰》。

温州山水郁葱而秀丽，谢灵运一行乘船来到
鳌江，抵达横阳县（今平阳县）。他听说县城南边
有一座岭门山，两峰对峙、中豁如门，便于次日一
大早前去游览。时令已是初冬，谢灵运踏着地上
的白霜，进得山中，只见碧水云天，深岩幽谷，危
峰兀立。谢灵运登到山巅，极目四望，北有飞云
江，南有鳌江，两条大江像两条白绸环绕在连绵
的群山间。他感慨万千，即景赋诗：“千圻邈不同，
万岭状皆异”“海岸常寥寥，空馆盈清思”（见《游
岭门山》）。西汉名臣龚遂与汲黯，出任太守时政
绩出色，而自己治理下的永嘉郡民，过着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耕读传家、安居乐业的幸福日子。
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了自得之情。

春天来了，杨柳牵袖，鸟声清脆，谢灵运一行
来到郡西四十里的上戍浦，前往石鼓山。山岭几
度盘桓，大山深处暮霭缥缈，山花烂漫，山上有巨
石如鼓，敲击能发出“嘭嘭”之声。谢灵运见春光
明媚，心想家乡会稽（今绍兴）的春色如何？京都

建康（今南京）的春色如何？心中愁绪不禁被触
动，吟出了“日末涧增波，云生岭逾叠”“佳期缅无
像，骋望谁云惬”（《登上戍石鼓山》）。眼中景，心
中境，在谢灵运的笔下，山水是最美妙的意象，他
既写实，也抒意。

就这样，谢灵运钟情山水，探奇搜胜。夏天悄
然而至，他站在瓯江南岸，心想唯有行旅，才不会
使精神倦怠。瓯江口外即是东海，他要由江入海，
漂海游历。这样想，也便这样做，雇船扬帆起航。
水天一色，波光粼粼，航船在乐成县（今乐清市）
磐石、白石等地均有停靠。谢灵运上岸巡视农田，
听取民声。这里的百姓正遇灾年，生活贫寒。他当
即表示要兴修水利，筑好海堤，护卫农田，还写下
《行田登海口盘屿山》《白石岩下径行田》等诗，以
表决心。

乐成北部是雁荡山，开山凿胜始于南北朝。
谢灵运走进了雁荡山的斤竹涧（今名筋竹涧），这
里峰峦险峻，岩石错落，涧中飞瀑奔流、深潭遍
布。谢灵运越岭涉涧，沿栈道曲折前行，吟出了

“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川渚屡径复，乘流玩
回转”（《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航船进入了浅海，海潮退去，滩涂上爬满了
红脚的招潮蟹。谢灵运舍舟登岸，“扬帆采石华，
挂席拾海月”（见《游赤石进帆海》）。海产珍奇，俯
拾皆是，他喜出望外，心中充盈着愉悦。谢灵运沿
河一直向南，河里鲦鱼出没，河面白鹭翻飞，他来
到了仙岩山，蹑屐梅雨潭，巡览黄帝的仙踪，收获
了“低徊轩辕氏，跨龙何处巅？仙踪不可即，活活
自鸣泉”（《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等佳句。

二

谢灵运寄情温州山水，获得了自处之道。贬
谪之地，成了他安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方净土。
当时的永嘉郡，辖永宁、安固、横阳、乐成、松阳五
个县。更久远些的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析
临海郡温峤岭以南地置郡，称永嘉郡，这是温州
地区最早由中原王朝官方划定的独立建制。置郡
最初五十年，乐成县还未从永宁县析出。

瓯江南岸的永嘉郡城，传说为著名风水学者
郭璞选址、布局，采取倚江、负山、通水的建城构
设。郡城跨山而筑，城墙采用蛮石垒砌，城有七
门，分四向而立，城东、西有人工护城河，城北临

瓯江，城南环会昌湖。城内山水疏阔、水网密布。
郡城不算太大，面积约3.8平方公里，但江南水城
特色萃于一身。

郡治位于城中偏西南，东有华盖楼，南有谯
楼，五马坊和墨池坊都在附近。当年太姥爷王羲
之在这里做太守时，在庭院里备有五匹骏马，马
身披着绣鞍银勒，用于出游时骑乘，故街名五马
坊；而墨池坊有一泓池水，王羲之临池作书、洗
砚，北宋书法家、画家米芾书“墨池”两字，故有
此雅称。

谢灵运初来温州时，见郡治周边少有文体设
施，便在西山（今松台山）脚下建了一座“射堂”，
供学子们练习射箭，这也是他对温州学子的美好
寄望。他自己也经常在射堂弹琴作诗，孤芳自赏。
有一天傍晚，谢灵运步出射堂，来到郡西观景，正
值秋风瑟瑟、黄叶飘零，远望郊坰西山，本来苍翠
的山峦被暮色淹没了，经霜红艳的枫叶也难以辨
认了，从头顶掠过的鸟儿失群无伴，见景生情，吟
出了“连鄣叠巘崿，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
曛岚气阴”。这诗句出自谢灵运在温州所作的第
一首山水诗《晚出西射堂》。他托物起兴，心有所
寄，但寒意盈胸，愁绪难消。

两场秋雨过后，秋意更浓，谢灵运晦暗、烦闷
的情绪有增无减。他白天身体乏力，晚上失眠盗
汗，病倒了，停止游赏山水，开始息心养疾。

时间过得既慢也快，到了第二年春天，天气
回暖，谢灵运的病体日渐恢复，便走出户外，来到
郡府东南边的积谷山。山下有池塘花园、亭台楼
榭，谢灵运在池塘边徘徊了一会儿，登上池边小
楼，倚栏而望，远山参差耸立，近池长有春草，园
中柳条上的禽鸟变了种类。遍览美景，心里涌出
诗来，于是来到射堂，铺开纸张，提笔写下了《登
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
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
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
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
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
无闷征在今。”

《登池上楼》文笔细腻，思辨缜密，情感丰富，
脍炙人口，成为中国山水诗的代表作。特别是“池
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句，如出水芙蓉般清新

自然，文辞简约，浑然天成，被后人评价为“惊天
动地”“万古千秋”。诗人也得意地说“此语有神
助，非我语也”。于是引出梦见善于文辞的从弟惠
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佳句的典故。

寒风不再，春日融融，但官场失意的颓丧心
绪一直挥之不去，让他寝食难安。还是登高望远，
以舒心解忧吧。他带着随从，头顶太阳，骑马来到
郡城东北的东山（今海坛山）。山上兰草披坡，莲
花初绽，谢灵运一一观赏后，登上山顶，遥望浩渺
的海湾，海浪的豪迈与激情冲撞着他的内心。谢
灵运又轻扬马鞭，来到了郡南门外的南亭，南亭
林木茂密，他迎着山风，坐在亭子里良久，金色的
斜阳把他孤独的身影越拉越长。人与山水的相遇
相融，是一个内外交互的共鸣过程，他吟出了“密
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荡志将愉
乐，瞰海庶忘忧”（《郡东山望溟海》）等诗句。

郡北门外便是瓯江，瓯江当时叫永嘉江，自
西向东横贯永嘉郡南部，江上帆影漂流，渔歌唱
晚。谢灵运经常在瓯江畔漫步，他喜欢亲近瓯江。
永嘉郡城外的瓯江属于入海口，江面空阔，江水
浩荡，撑开一片敞亮的天空，谢灵运在南岸可见
江流中间有一座孤屿，若隐若现，有灵异之姿。这
一天白云丽日，谢灵运在僚属的陪同下，出北城
门，登船过江，横渡前行，靠上礁岸。登上岛来，谢
灵运才发现这孤屿实为两个小岛，东西对峙，四
周碧波激荡，远处水色苍茫，心想这江心孤屿真
乃远离尘缘之仙境，捻着胡须，高声吟唱道：“乱
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
鲜……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
得尽养生年。”江水澎湃，浪花翻涌，他感到心身
通畅。

这是山水名篇《登江中孤屿》中的诗句，从诗
中可知，当时瓯江口的江水是清净碧透的，没有
后来携带的大量泥沙，让现在的我们艳羡不已。
这座江中孤屿后来声名鹊起，被誉为“瓯江蓬
莱”，列入“中国四大名屿”，千百年来文人雅士纷
至沓来，留下著名诗章八百多篇。

自然山水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也可沐、可
思、可吟、可咏。自然山水对于生命的启示，是客
观世界与主观个体的联结和超越，可让人开阔心
志，洞彻天道。

游吟温州山水的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的开
创者，也为温州留下丰富的诗文。据现今掌握，谢
灵运以温州为题材的诗作有二十四首，其中二十
一首为山水之咏，另外还有《游名山志》里的多则
残文。其数量不菲的诗文，叙事描摹精微真切，写
意抒情独特细密，共情思辨超拔深邃，既为历代
读者所喜爱，更成功塑造了温州山水的神韵风
姿，也让温州饮誉海内、名扬千年，获得了“山水
名城”“山水诗发祥地”的地位。如果要在悠长五
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选出一位温州山水的代言

“达人”，恐怕非谢灵运莫属。

三

谢灵运与温州山水的关系，开始是偶然，后
来是必然，从此结下的这份不了情缘，至今难解
难分。

谢灵运有着一颗不安分的诗心，对山水的热
爱与生俱来，对清幽秀朗的温州山水有着浓厚的
兴趣与情感。他在温州游历南北，纵情大自然，创
作灵感频现，创作热情高涨，为文赋诗，为后世留
下了名篇佳作。这是温州有幸，温州山水因谢灵
运而闻名天下，使温州从一座山水城市成就为一
座山水诗城市；这也是谢灵运有幸，温州山水成
了谢灵运的“诗与远方”，使他成为千古名士、诗
坛大家。

谢灵运担任永嘉郡守期间，体恤民情，也做
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提倡发展农桑，让郡内
百姓多种桑树，养蚕织丝，有诗“浮阳骛嘉月，艺
桑迨闲隙”（《种桑》）；召集文人学士，共商教育大
计，有诗“曾是展予心，招学讲群经”（《命学士讲
书》）；寻找文化遗迹，考察佛教事务，有诗“望岭
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过瞿溪山饭僧诗》）。虽是
如此，出身官宦世家的谢灵运志在济世经邦，在
乎庙堂之高，对官场仕途难以割舍。

相隔1600年，谢灵运在温州真实的日常生
活、精神面貌早已被历史尘埃所遮蔽，他行走在
温州山水间，且行且思，苦乐自知。我们只能从他
的诗文中寻找线索，获取他模糊的形象和大致的
踪迹。谢灵运的诗文融情寓意，读来没有太大隔
膜，对于领悟和推断他的处境与心境没有障碍。
透过他的诗句，可以感知他在温州的言行，了解
他的精神世界。

那次深秋病倒之后，谢灵运卧床于府署，除
了吃药调理，不忘看书写诗。院中有风徐徐，竹影
洒落一地，床榻上的诗人感觉寒意刺骨。温州远

离京城，他仿佛是孤雁独飞。极度郁闷中，他读起
了老庄的文章，心想顺其自然吧，就像孤雁飞到
哪里算哪里，便写下了《斋中读书》一诗。

谢灵运久病初愈后，虽然身心羸弱，却继续
泛舟游湖、循径登山。温州山水一定程度上抚慰
了他的内心痛苦，却疗愈不了他的内心大伤，始
终无法摆脱笼罩着他个人命运的困顿。他想：高
堂之上的君王可以决定他的生死，京城建康的小
人可以对他进行赏罚，做官是危险的，仕途是险
恶的，令多少人厌倦、惧怕，辞官回乡，归隐山林，
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于是，他把自己归隐的想
法写信告诉正身处要政的三位族弟，而族弟均回
信劝他不要离职，从长远计，静待时机，东山再
起。但他去郡归隐的决心坚定，写下《辞禄赋》，托
病辞职。

在离开温州之前，谢灵运在郡城里转了一
圈，斜阳草树，寻常巷陌，小桥流水，船渡人家，温
州城自有一番清丽脱俗的气韵。而他却像倦鸟一
样，只身而来，独自离去，寻找自己的归途。对于
温州，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又是一年深秋季节，“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
明”（《初去郡》）。那是南朝宋永初四年（423）十
一月四日，38岁的谢灵运踏上隐居的路程，要回
老家会稽始宁墅。动身那天，郡城里的官吏与民
众纷纷前来送行，从郡治送到郡北门外的北亭。
在谢灵运的再三劝阻下，吏民们才停下脚步。瓯
江涨潮了，谢灵运要趁着涨潮上路，当他走下埠
头将要迈进舴艋船时，突然背后传来学子们齐诵
的诗声：“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谢灵运
在温州时间不长，但温州人民的淳朴与真情深深
打动了他，不觉潸然泪下，便回首哽咽道：“晚来
牵余荣，憩泊瓯海滨。时易速还周，德乏难济
振……前期眇已往，后会邈未因。贫者阙所赠，风
寒护尔身”（《北亭与吏民别》）。江风习习，水波淼
淼，岸上送行的人也说：深秋风寒，先生一路多多
保重。

天高秋月明。秋天的月亮，皎洁明亮，谢灵运
的山水诗，就像一轮清空中的皓月，照临着中国
诗歌的天空。

时间的江河顺流而下，几个世纪过去，谢灵
运一直都是热点人物，直到今天依然热度不减。
谢灵运官场失意，诗场得意，他的山水诗风靡海
内外，影响力巨大，被后世尊为中国山水诗派的
鼻祖。作为古代山水诗的高峰，谢灵运对山水独
具匠心的抒写备受历代文人名士推崇，孟浩然、
罗隐、陆游、汤显祖、黄宗羲等都慕名游览温州，
追寻谢公踪迹；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
等虽没有来过温州，却写诗填词追捧谢公，歌咏
缅怀。历朝历代倾慕、崇拜、吟咏、研究、追随谢灵
运的人数不胜数。

温州人更是不忘这位父母官，为了纪念和瞻
仰，在积谷山下修建了池上楼，那池塘也改称春
草池（也称谢池、灵池），另外还有谢客岩、谢公
亭、康乐坊等多处人文景观。更重要的是，温州学
人周行己、许景衡等，深受谢灵运的影响，成为

“永嘉之学”奠基人。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继承
了谢灵运的哲思精神，成为“永嘉学派”创始人。
永嘉四灵（赵师秀、徐玑、徐照、翁卷）延续了谢灵
运的诗风，成为南宋诗坛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
日升月落，星挪辰移，谢灵运的那颗诗心与温州
人民的心是相通的，谢灵运也成为温州千载流传
的文化符号。

都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如今，温州在
中国，早已被文化力与经济力双重推进，成为中
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
阵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为一个瑰丽多彩、开
放包容、敢为天下先的城市，而温州“诗画山水，
温润之州”的形象始终如一，不曾改变。近年来，
温州各界在纪念谢灵运出任永嘉郡守1600周年
之际，设立首届谢灵运诗歌奖、中国（温州）山水
诗文化节等。当我们翻读谢灵运在温州写下的那
些诗句，又一次与他老人家相遇，我们仿佛看到
谢灵运带着南朝宋时期的往事与风声，依然站立
在他的贬谪之地温州，他以手抚须，极目远眺，瓯
江浪潮滚滚而来，穿越历史的深处，走向时空的
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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