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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民国时期散文选集。
收录近百篇民国时期各界人士关于扬州的游记、杂感等，真实记录了民国时期扬州的风情、社会状况
、名胜特产等。
文字优美，多为当时名家名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扬州风情>>

书籍目录

序邗江游记扬州纪游扬州游记从十二圩到扬州  流浪十二圩  扬州警察徐园纪游大运河古扬州  大运河  
古扬州(上)  古扬州(中)  古扬州(下)广陵一瞥吉祥庵看牡丹记扬州漫游记  扬州市  舟之巡视  绿云深处一
诗翁  雅赌瘦西湖里三小时绿杨城郭的一瞥扬州纪游瘦西湖追感个园运河帆影  斜阳正照露筋祠  一带江
天脉脉秋  男儿大笑抚头颅  独留英烈属娼家  词人千栽仰秦邮  千古含羞有竹枝  农家碾米晒高粱  芦花
如雪拥高丘  如此湖天水一弯  终古威灵荡海夷闲话扬州  扬州人的生活  扬州的风景(上)  扬州的风景(
下)“闲话扬州”说扬州扬州旧梦寄语堂  附：语堂附记瘦西湖的旧梦烟花三月下扬州瘦西湖的旧梦扬
州的夏日说扬州镇扬日记扬州纪游在扬州扬州续梦  惜余春    附：惜余春包办冶春后社的聚会1        惜余
春包办冶春后社的聚会2  陈家烧饼  桥畔诗人  弹琴老妪  富春茶社  诗牌  船娘    附：扬州船娘1        扬州
船娘2  寒生  观音香市  茶客  春联  广陵花社  聚聚  风筝  惜余春续记    附：高驼子风雅致清贫  惜余春三
记  翠园  绿杨村  教场  湖上游人  小游船诗  五亭桥下  扬州面点  图书馆桥  闲人  长堤春柳  扬州浴堂  《
扬州好》    附：关于洪为法        怀念洪为法        扬州梦扬州梦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扬州风情>>

章节摘录

天涯羁旅，寂寞无聊。
映银青灯，照头月白。
独处斗室中，方抱膝遐思，风尘眯目，清兴都消，安得一造名山，三过胜地，作烟霞物外游，以一荡
涤我肺腑，而叩门声啄啄震耳矣。
拔关，侍者人，上邮筒双鲤，剖而视之，书字欹斜，几不可辨，一望而知寄者之疲病深矣。
幸余见之也极娴习，故尚能得来意，盖予兄之札，促余赴扬也。
以余之困顿无欢，一旦得跨鹤游所谓十里珠帘之地，二分明月之乡，逍遥乎廿四桥头，听横吹一曲。
顾不令我飘飘御风，作天上人间之三日醉梦耶！
况乎劫逢一度，离怅三年。
味“今生不尽团困乐，那有来生未了因”之言，则余之此行，更不可懈。
于是余乃将小别春申，浪游邗上矣。
检点行装，期以二十八之早车行。
余兄之居扬，岁余矣。
困于疾病，故不能远行，蜷处亦无所事，殊清寂也。
初辛亥鼎革时，兄领兵驻清江一带，时和议未成，旦夕有遇敌之虞，防卫靡刻懈，怒风疾雪，固军人
奋发从战之时也。
而所部兵士，又皆新募而来，人类至不齐，操作中费心血尤甚，以故积劳所婴，遂成红症。
自南北弭兵后，即释甲静养，至今未愈也。
余之别兄，亦自光复时，其后虽谋聚晤，而辄为事阻。
今秋兄之病又剧作，而余之意亦适苦，于是相见之情。
更不可遏，而兄乃因之有书来招，余亦因之赋行役矣。
十月二十八日，早六点半钟，予即披衣起，盥沐甫已，匆匆向车站趱行，迟恐误时也。
抵站后，方七时十分，距车行尚有二十五分之余晷，故予尚不觉忙促。
购票觅坐将毕，而笛声呜呜，轮辘辘行矣。
朝日射窗，清风作寒。
座中乘客极寡，盖时过早，市中人尚栩栩作蝶梦，非至不得已，孰肯破衾温，作朝兴事耶？
是亦我国之弊习，无足为异。
沿途风景颇佳，林木茂密，村落繁盛，有尺土寸金之观感。
田亩半空，黍粱皆获矣，唯间有数顷晚稻，尚穰穰如黄云，随风舒展。
鸦舅青枫，半作红黄。
秋山风物，另具一番清丽也。
车行不甚疾，沿站勾留，以迓行客，至停午，座中人渐满矣。
经嘉定、苏州、无锡、常州、丹阳，即至镇江。
视钟已午后二时三十五分，在途者约六小时。
镇江据江淮要冲，擅山川胜景，地富人稠，颇不落寞。
而予之来兹游，亦蓄念久矣。
念之久，故爱之深。
今既来过，又安得不停鞭作十日留耶！
然予此行殊仓卒，而至邗之念，又比莅镇为切，故虽平日如何留恋景怀之地，而亦竞置之淡然矣。
初拟下车后，即趁江轮北驶，而孰意事乃有大乖者在。
殆亦谚所谓人不留客天留客者欤！
余同行友欲访厥故交，勾当未了事，而东西奔走，天且垂晚，乃竟无一人之得遇，欲行已不能，势不
得不作一夕留，向逆旅中去矣，于是匆匆傍江岸行。
镇中市衢不甚热闹，而上等旅栈，多在沿江一带，居租界之东端，如所谓万全、三益、三元等，名称
至夥，而陈设亦整洁，取资与沪上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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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等幸未多携行装，故转徙极简捷，此远游人至快之事，亦至要之事也。
由超岸寺随江而行，过租界，界中甚清洁，了无一着军服者，过询之，盖禁之者久矣。
至三元，遂下榻焉。
时已午后四时许，觉腹饥殊甚，乃命侍者呼锅面，坐约半句钟乃至，累累然如山积，盂巨如盆，少试
之，味木木如嚼蜡，劣矣，然余以饥困之余，亦不暇择，草草果腹。
少坐遂就寝，便明日早行，而栈中弦管嗷嘈，人声喧呶，午夜不辍，殊败人清梦也。
二十九日，天气晴温，风恬浪静。
予于七时半，趁轮渡江。
轮小而窄，可容数十人，亦有房舱、客舱、烟篷等名，价俱不大，唯座中人极拥挤，上下左右，男女
老弱，密密如春笋，嘘气叫言，嘈秽令人晕呕，而船尚迟迟不发，延至九时，乃启碇行，横江而过。
清风飒然，神为稍爽。
经瓜洲，入淮口，沿淮两岸，形况极萧条，居人不甚稠密，树木尤稀，唯红墙破寺中时见三五歪帽脱
膊之军人，相羊行饭而已，无足寓目者，予遂屏息静俟待扬城之至。
汽笛呜呜，人声呶呶，座客皆起日：至矣，至矣。
群趋登陆，争先恐后，一时船中大乱。
更加以役夫轿卒，莽冲叫呼，益形棼紊，令人愤恨不置，时有拔剑逐苍蝇之慨，而彼辈殊鹿鹿仍旧也
。
逮至半时后，始少清寂，予乃随众后登陆。
地甚潮湿，循途行，至城下，问之店户，曰：钞关也。
遂顺右而往，傍水行。
时方停午，日炎蒸人，濡濡汗下，东览淮左，败芦白草，荒冢累累，风物大使人无兴也。
沿城一带，居民尚多，而屋宇卑陋，积秽满途，尤令客不敢久留。
东行约里余，至徐凝门，遂入城。
城中街衢极狭，而货摊又多，故行径极不便，时时有冲撞之虞。
幸予行不远，而蒋家桥已至，乃询觅虚静庵，得之于市隅。
庵不大，有殿一间，后屋一进，别院一座而已。
殿上供吕仙金像，堂宇尚整洁，主持者为老孀，子已去世，遗小孙二，承乃翁业，司庵中香火，而予
兄即赁其后院而居也。
予入院，适兄方凭案坐，开南方窗牖，日光射室中，温和如三月。
予甫近，兄已瞥见，相迓作欢言，互问别后事，乐可知也。
室不大，而洁治极整，悬画幅三数，陈图史满几，清雅宜人。
与兄同居者，尚有三子，皆其旧同寮。
分房相处，颇不落寞，而兄籍兹养疴，势尤妥协。
予仆仆风尘者两寒暑，久不莅清境，一旦来此土，举目四瞻，不觉幽趣勃发而起。
情话蝉绵，夜午未辍，佛火神灯，尤醒人倦眼也。
三十、三十一两日，其间阴晴不定，闲居少出。
盖市衢间鱼摊鸭案，腥秽逼人，殊无可寓目者，不若闲处幽斋，对菊盆茶灶，与予兄娓娓作拉杂谈，
尚足以破岑寂也。
扬城蟹巨而值廉，夜来命小奚携青蚨二百，向市头购二三枚归，煮之佐酒，酒酣兴来，狂歌无极。
吾家子幼，所谓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愤懑语，殊令人快胸臆也。
惜乎兔魄蒙胧，玉箫断续，廿四桥边，香埋故址，教吹玉人，不无茫茫之感慨耳。
十一月一日，薄雾浓云，天昏欲醉，大好山行时也，予遂作小金山之游。
小金山及其西北平山堂，为江都胜境，凡来此土者，莫不以一登为快。
而泉石膏肓如予者，尤有梦寐求之之慨也。
朝兴而后。
乃结伴出门。
迤逦向旧城出北门，绕城十里，碧水如环，三五女郎，荡瓜皮小艇，真有凌波仙去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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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于望月桥趁小舟，分流而行，冬干水涸，澄莹如镜，藻荇交横，时触舟有声，榜人不用桨桡，撑篙
而行，清风徐来，夹岸荻花瑟瑟，一片秋声，万重寒云，爽人尘抱，诵少陵秋水野航之句，居然身人
图画也。
去望月桥不远，临水有园，竹木极茂。
时于柳林中露茅山，而猎猎青帘，则一里外已触人眼观，书日“绿杨村”，盖茶肆，亦雅境也。
自绿杨村而西北，行约半时许，有洲宛然，古木交阴，亭阁颇整饬，则小金山也。
予未登，期以归路，遂直向平山堂而行。
过五亭桥，桥高而宏伟，上有五亭，舟行其下，举篙刺水，铿然如鸣钟磬。
过桥后，水道渐窄，藻荇益密，两岸垂柳，毵毵拂人，与赤柏殷枫相映掩。
红树青山好放船，言乎有味。
港回流转屈曲者，约程余，至平山堂麓矣，乃舍舟而行。
沿石道直上，山势较他处为高，可遍览全地。
树木则乔松数百株，落落有画意。
至平山堂口少驻，惜殿宇巍然，无缘随喜，第五泉亦徒增馋唾，盖驻军充斥，山灵扫色，游人更无插
足余地矣，不禁怅然，乃相率沿岭行至观音山。
略展览焉。
观音山与平山堂左右并峙，顶有佛寺。
循径而上，洁无尘滓，唯颇陡急，行行促人倦。
入门，众佛像灿列，类与俗等，唯红签鲜明，大书“招财进宝”及“生财大吉”之条，粘壁几满。
佛门中有此教参，殊增我陋识不少。
寺中颇清寂，无可留恋者，乃拾级自出。
黄茅衰草，趋步如茵，至山趾复登航穿芦扶柳，徐徐而归。
自平山堂放舟行，蜿蜒约三四里，至小金山。
与小金山隔水相望，有塔寺巍然者，名法海寺，相传僧法海之遗骸在焉。
时已四句钟，故予未之往，泊舟柳荫，径向小金山行去。
就中湖上草堂，尚雅洁可坐。
由湖上草堂左转而上，磴道纡盘，地起为阜，上有观音殿，殿上除金身丈六外，别无长物。
下瞰全洲，野水如带，林木渐多凋零，境殊清冷。
循蹊而下，至山后梅岭春深，转入御碑亭，更至湖上草堂之趾。
登舟，迤逦循道返抵绿杨村，乃舍舟登陆，入茶肆小坐。
村中结茅为轩，横行作槛，蕉竹桃柳，交映四围，令人心怡，而座中供菊数十盆，五彩纷然，尤饶雅
趣。
予等小坐半时，而天光已沉沉欲暮，乃出肆而行，盖尚欲一瞻梅岭也。
经望月桥，循濠堤，步履欹斜，暮色黯淡。
约半时许，乃达其地。
祠门高敞，朱匾昏漆，字隐约未遑辨。
拾阶而入，庭宇极荒芜，了无人迹，蝙蝠飞鸣，冷风袭体，至墓前展拜，犹想见当年之孤忠伟节，而
十日惨劫，更令人耿耿怀抱。
碑碣尚新，面题明史公道邻之墓，盖共和成立后，始建立者也。
绕墓松柏森森，已暗然作夜，遂匆匆径出。
经徐公祠，祠为故上将徐宝山之祀所，工程颇伟丽，尚未竣事也。
过天宁寺，由天宁门而归。
灯火照途，钟已七下矣。
抵庵后，微觉倦苦，少憩乃进晚餐，龟胾牛脯，大足使老饕快意也。
今日之游，虽嫌仓卒，而扬地胜迹，则已梗概无遗，亦差足自慰者。
初二日，朝起微雨，午后少霁，乃伴兄出门，诣教场。
教场者，江都之消闲地，与保阳之马号盖等，百技杂陈，百货纷集，有弄戏法者、有说书者、有赌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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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卖酒者，种种色色，陆离光怪，故游手之民，遣闲之士，往往际兹襄羊焉。
予等至书场小坐，听《三国》一二，则场中极秽陋，人类尤不齐，惟说者贯注精神，尚令客忘倦耳。
自书场出，复诣公园，园中除盆菊三数十外，了无一可娱目，略览一周而出。
过多子街，街中尚繁闹，与辕门桥砖街等，皆扬城之精华荟萃点。
道中有刻石皇皇，则徐宝山之遗爱也。
回庵时，黄昏初届，挑灯传膳。
屈指时光，予之离申已六日矣。
幸此数日中，予事差已毕，遂期明日行。
初三日朝兴，少进汤点，即匆匆下河，予兄亦起送予登轮，汽笛声中，挥手作别，情至不欢也。
然身世如斯，亦不获已，各自饮恨耳。
舟行后。
天阴作风，出瓜洲，巨浪掀摇，头为昏醉，望浩浩长流，翻银涌雪，金山如黛，鬟髯依稀，风景颇不
恶也。
抵镇后，适小雨，遂不获留，亦无缘览金焦之胜，心中怅然。
呼轿至车站，乘三时快车回沪，夜八时乃至。
秋霖脉脉中望十里灯光，城同不夜，又予之故技至矣。
卸装独居，闲处多暇，遂援笔记之，亦飞鸿雪爪之意云尔。
录自《古今游记丛抄》，涵者氏编，1914年6月中华图书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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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书共收录了民国年间反映扬州社会、市井生活的游记、风情资料等文章八十余篇，约20万字，
图片60多帧，是目前我市反映民国年间社会生活最为全面的一部地情书。
　　繁忙之余，泡一杯浓酽的好茶，捧一本精致的小书，怀一份闲适的情趣，远离周围的喧闹、忘却
心中的烦扰，走进民国，走进一座精致的古城，与文坛的精英们对话，既是一大享受，更是对智力的
激励。
《民国扬州风情》就是这样一本精致的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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