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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乐，人如其名；年过二十、一事无成，却成天乐呵呵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他游荡到苏州混吃混住，却误打误撞、稀里糊涂获得了妖修法诀传承，等回过神来，就似打开了世间一

扇惊奇之门。

原来在我们的周围，日常生活中、大街小巷里，有着形形色色的妖类。它们与常人无异、普通人也分辨

不出。比如你的公司老板，可能就是某种妖兽所化；而街头偶遇的都市潮女，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狐狸

精。

历经世间险恶，他才明白妖修之法与人不同，不能随意修炼。成天乐也开始在思考，这些妖类为何会混

迹于人世、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其实自古至今，人间一直就有妖怪精灵，它们的所行源于人们所为——
世上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异类。



第第01卷卷 如是我名如是我名



序章（上）序章（上）

七里山塘，绘人烟一卷七里山塘，绘人烟一卷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古以来号称人间天堂的苏杭两地，或多或少都与唐代一位大诗人有
关。

大唐长庆四年，时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发动民众兴建水利，修筑堤坝水闸、疏浚西湖。在钱塘门外石涵

桥附近，曾有一堤名白公堤，如今已不在。西湖美景千年，后人便将湖上白沙堤当作纪念白居易之处，

以致很多人误以为西湖白堤便是当年的白公堤。

白居易以诗文著称于世，至于其私生活方面后世各种考证褒贬不一。但唐代诗文大家中，出仕为官造福

一方、发展民生经济、兴修农田水利并留下千年美景，直至今日仍在造福当地、促进商贸繁荣与旅游开

发者，白居易首屈一指。

西湖白堤今犹在，钱塘门外古白公堤已无存，而江南一地，还有一道白公堤却保留至今，便是今天的苏

州名胜、自阊门至虎丘的七里山塘街。

在修筑堤坝、疏浚西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大唐宝历元年，白居易告别杭州转任苏州刺史。白居易到任

之时，前往吴王阖闾葬剑处虎丘凭吊怀古，看到当地河道淤塞、水路不畅，便找来工匠与官吏测量设

计，向商贾募资发动民夫开凿了一条山塘河。

此河东起阊门渡僧桥，西至虎丘望山桥，全长七里有余，沿河形成了一条热闹繁华的山塘街，又称七里

街。

山塘河开凿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不仅有利排涝灌溉，而且水路交通便捷，邻河的山塘街一出现，便成了

苏州商业与人文风景荟萃之地，后人亦称山塘街为白公堤，并在阊门外渡僧桥头立白公祠纪念。

苏杭美景，天成山水与人工巧建合一而成，然而白居易却未能久留，山塘河刚刚开通不久，便于次年秋

天离去。离任之前的当年正月，白居易登山遥望姑苏城感慨无限，赋诗一首道——

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

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

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

……

白居易于山上楼阁中吟诗之时，却没有发现半山腰有两位仙人也在遥望城外七里山塘。他们是一男一

女，宽袍大袖、腰系丝绦者名叫乔散人；云鬓高挑、婀娜秀媚者是乔散人的道友柳仙子，这两位仙家来

自仙界万寿山，游历红尘于姑苏城外驻足。

柳仙子缓缓展开了一幅画卷，约一尺高、近四尺长，然而上面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只听她轻声叹息

道：“此卷是当年明月仙童行走红尘路过姑苏时所作，不用笔墨，摄月下水面倒映人间山河凝炼成画，
却未留一丝痕迹。”

乔散人亦喟叹道：“明月仙童凝炼此画成卷时，清风仙童就在身旁，伸指将卷中画迹隐去，并用大法力
在上面画了一道门，从此画中山河人烟自成一界。”

柳仙子微微皱眉道：“这画中界，我亦不解，究竟是怎样一片山河呢？”

乔散人若有所思，一指山下道：“就是这人烟景象，你眼前所见，便是画中之界。”



柳仙子不解道：“可是这山塘河刚刚凿建而成，百年前明月仙童作画之时，人间尚无此河，难道画中也
会有吗？”

乔散人微微一笑：“也许有，也许没有，此画本就是摄山水人烟而成，清风仙童以大法力画一门封之，
是在印证推衍之道。封入画中的山水人烟皆为虚景，却能随画外人间推衍而变化，就如水中倒影，不知

再过千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景致？”

柳仙子点头道：“我明白了，假如再过千年有人能看到这幅画，虽然是明月仙童作于千年之前，可画中
景色却是当时的姑苏，无论那人来没来过苏州、无论此画流落到何地。只是这卷中画迹已隐去，连你我

都看不到。”

乔散人苦笑道：“别说你我看不到，就是那封境入画的清风祖师本人也是看不见的，此物只是他一时动
念而已。画上那道门并未与画凝炼一体，只是一道法术，千年之后待这法力消尽，那画迹就会重新显

现。如果那时的画迹已变为千年之后的姑苏山水，则说明清风祖师的推衍之道当年便已大成，不在镇元

祖师之下。”

柳仙子又长叹一声道：“可惜清风已散、明月不归，就算千年之后这卷中画迹重现人间，可证明百年前
清风仙童的推衍之道已不在镇元大仙之下，又能如何呢？清风祖师当年封此画之时，是否想到百年之后

他本人已经殒落？”

乔散人摇头道：“此非我所知，清风祖师一时动念留下了这样的画卷，只是一种修为印证。至于这幅画
卷本身，反倒是可有可无。”

柳仙子思忖道：“万寿山三大祖师，明月仙童我所知不多，而镇元与清风皆极擅推衍之道，但我却听说
那清风祖师根本不会作画？”

乔散人一笑：“清风仙童确实不会作画，亦不擅歌咏，这卷中画迹本是明月仙童摄山水人烟而成，他只
是以推衍之术封境入画而已。”

柳仙子转身看着乔散人道：“你亦习推衍之术，却无法与两位祖师相比，但在万寿山，你以擅画闻名，
何不以此卷作画，感悟一翻当年意境呢？”

乔散人眯起了眼睛似在思考着什么，等他睁开眼睛之后手中已经多了一支笔，沉吟道：“我手中这支群
芳点颜笔，是当年明月仙童所赐，便以此笔作画，描绘眼前山塘景色掩卷，以待千年之后卷中画迹重现

之时。既然清风已散、明月不归，此画就留在人间吧。”

言毕，柳仙子展卷、乔散人持群芳点颜笔作画，描绘的便是刚刚开凿的七里山塘风景。画成之后，乔散

人随手一挥，此画飘向天际不知落于人间何处。

……

白居易辞苏州任、乔散人作山塘卷之后，又过去六百余年，到了明代成化年间。

此时的苏州山塘街，历经沧桑战乱、几度兴衰之后，繁华远胜往昔。沿河街面店肆林立、会馆集聚、居

货山积、游人商贾如云。山塘河上舟楫往来不断，桨声连连夹杂着丝竹弹唱之音。此河白日间商船穿

梭，入夜之后彩灯画舫飘荡，是红尘中富贵风流地。

此日夜已深，画舫弦歌声渐渐喑去，唯有船上彩灯在水中细碎的倒影如鳞。沿街商铺早已上了门板，只

有大宅门前还挂着写有各家堂号的灯笼，喧闹了一整天的山塘街上没有一个人影。

在这河堤石街旁的很多座桥头，不知道什么年代放置了一座座蹲踞的石兽像，大约半人来高，似狮似虎

似猫更似狸。这石兽的样子并不凶恶，反倒一个个笑呵呵的憨态可掬。夜深人静之后，仿佛只有这一座

座石兽仍在默默地守护七里山塘河。



就在这时，不论是岸上船中，睡梦中的人们都听见了一声断喝：“妖孽休走——！”

一道人影从望山桥方向飞速而来，脚不沾地地沿山塘街飘行向阊门而去，锃亮的光头在灯笼照耀下依稀

可辨，看面貌是一位中年僧人。他身上灰色的僧袍撕开了好几道口子，上面还沾染了斑驳的血迹。

僧人穿行山塘街的速度极快，每经过一座石兽像的时候，都挥右手打出一道法诀无声无息地印在石兽的

额头上。转眼间他已穿过七里山塘到了渡僧桥前，远远的虎丘方向有一道剑光飞来。这僧人一咬牙，将

左手中握的一块玉佩扔进了山塘河中。

这玉佩约一寸宽，两寸长，正面雕一枝修竹，反面刻云花图案，近似水滴形的轮廓，大小恰好能握在手

心。它落入河中竟没有激起半点涟漪，仿佛奇异地融入倒影波光里，远处追来的人并没有察觉。

扔出玉佩时僧人脚下没有丝毫停留，竟跃上水面在画舫间奔行，穿过阊门一侧的水门进入了苏州城。那

道剑光紧追不舍，凌空越过城墙飞入城中。熟睡中的人们被那一声断喝惊醒，僧人与紧随其后的剑光已

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僧人似是在山塘街留下了什么东西，当时被追得太紧，打算以后再来取。可是一年过去了、十年过去

了、百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

那奇异的僧人离去后又过了二百多年，到了清代乾隆年间。

这一天，北京西郊一座蔽旧的书斋，室中匾额上书“雪芹居”三字，有一青衫文士正伏案而书。他的名字
叫曹沾，正落笔写到——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
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

曹雪芹作《红楼梦》，开篇提到姑苏阊门外有这么一条街，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街内有一

座葫芦庙。这葫芦庙究竟何在？小说家言当然不必深究，且书中的葫芦庙已毁于一场大火。可是三百多

年后的今天，苏州阊门外繁华的山塘街上，真的出现了这么一座“葫芦庙”。

时间已经是公元2012年夏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苏州市，七里山塘街已成旅游风景名胜。此街临河
而建、水道纵横，踏着石板路走过有很多座古桥，其中相邻的两座桥，一座叫青山桥，另一座叫绿水

桥。在这青山桥与绿水桥之间，有一座新修的寺院名叫普福禅寺。

据普福禅寺的旅游景点介绍，这座小小的寺庙就是曹雪芹所写葫芦庙的原型。对于这一点“考证”，有很
多人提出质疑甚至在网上谩骂，认为是当地政府组织“砖家”忽悠游客的噱头。

但要注意一点，文学创作中的“原型”与历史考证中的“原址”完全是两个概念。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宝
玉，没人能否认他的身上带着曹雪芹的影子，甚至可以说曹雪芹就是贾宝玉的人物原型之一，但是经过

了文学艺术加工。

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山塘街上的普福禅寺当然也不是《红楼梦》中的葫芦庙。可创作并

不凭空，风土人情刻画必然与作者的阅历见闻相关，曹雪芹提到了姑苏城阊门外的这条街、街边的这座

庙，书中不经意间带着世上山水人烟的倒影。

普福禅寺始建于宋，寺院窄狭只有前后两进，中间是一个天井，整个格局呈葫芦形，虽不大却一度香火

极盛。此庙曾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到了2008年，当地政府于原址重建，它在被损毁
的五十年后再度落成，成了山塘街上的一处景点。它是葫芦庙也好，不是葫芦庙也罢，它就出现在那

里。

很多第一次来到山塘街的游客，看见庙门前的景点介绍时，通常都会露出疑惑之色，皱眉琢磨



道：“哦，这里就是红楼梦里面说的葫芦庙？扯淡的吧，一定是忽悠人的！红楼梦是小说，哪会真有这
座庙？”

还有一些对《红楼梦》原作印象较深者，可能会面带得色当场向同伴解说，以貌似义愤或嘲讽的语气

道：“《红楼梦》我读过多少遍，那十里街，是势利的谐音；仁清巷，是人情的谐音，曹雪芹分明写的
是势利街、人情巷，怎么能扯到这苏州山塘街呢？”

往往又会有同伴附和道：“是的，就是的，扯淡的‘砖家’，无聊的政客！弄出来这种东西忽悠人……可悲
呀！”摇头感叹之余，神情间却有几分自觉见知优越的满足感。

这一幕在普福禅寺门前经常上演，比如今天，又有一群人在此地做此议论。此时有一个小伙从青山桥方

向走来，他挽着一位挺漂亮的姑娘，后面还跟着一位背旅行包的年轻男子，在普福禅寺门前停下脚步看

着旅游景点介绍。此人也听见了旁人的议论，只是傻乎乎地一笑，自言自语道：“原来曹雪芹也来过这
里，只是这座庙不是那座庙了，呵呵呵，真有意思！”

这小伙子二十多岁，留着小平头，五官模样长得还不错，可脸上总是带着傻乎乎的笑容，看见什么都笑

呵呵的，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他的皮肤呈微棕色，显然是晒的，因为敞开的领口下露出的肤色明显浅

得多。

这人的样子和他的名字倒是挺般配的，他叫成天乐。



序章（下）序章（下）

葫芦古寺，成无心之乐葫芦古寺，成无心之乐

成天乐不是他的学名，他的身份证上写的名字叫成于乐，但是这个学名除了申办各类证件，平时几乎就

没有用过，甚至连他自己都忘了。每当别人问他叫什么的时候，他都会笑呵呵地回答：“我叫成天乐。”

成天乐的名字，说起来还颇有故事。他的大名“成于乐”，据老爹说是在他出生后不久请一位很有身份、
很有学问、精通玄学的“大师”给起的，来自圣人的一句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后来成天乐
翻过《论语》，发现孔子真的说过这句话，看来他老爹所言也不尽虚。

上学之前，孩子在家里或幼儿园一般都用小名，他的小名叫乐乐，读音是欢乐的乐，与大名的念法不一

样。到了他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班主任老师点名，也不知是看花了眼还是太随意，开口就叫道“成
天乐！”

老师一下就把三个字叫错了两个字，“于”看成了“天”，音乐的“乐”读成了欢乐的“乐”。这个名字太逗乐
了，全班小朋友都笑了，连班主任老师自己也笑了。孩子们在学校里往往都有绰号，于是“成天乐”毫无
悬念地成了成于乐同学的外号，平时几乎没有人再叫他的学名。

别人的外号只是外号而已，而成于乐同学的外号成了他的名字，再配上他一天到晚呵呵傻笑的神情，绝

对是名如其人。老师点名叫错的情况，从小学到大学不止一次地发生，甚至有几次，成于乐同学自己一

迷糊，在考卷上也把名字写成了“成天乐”，而老师居然没发现！

然而成于乐同学并不是完全迷糊，至少在高考的时候没把自己的名字写错，虽然他的高考成绩非常差，

但试卷上的名字与身份证和准考证是一致的。除此之外，他平时就叫成天乐，这并不是笔名、化名或者

单纯的绰号，而是久而久之习惯了。有一个不算夸张的例子，曾经与他合租一起住了两年的哥们，根本

就不知道他的学名原来不叫成天乐。

成天乐在辽宁大连参加的高考，只考了三百分出头，成绩那是相当的凄惨。但可不能小看了他的“求学
经历”，在成天乐参加高考之前，曾补习一年；而在上补习班之前，还有两年多在欧洲的留学经历。如
此说来，他也算是一位海归人才啊。

成天乐的学习成绩非常不好，他在考卷上写的答案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错误已经习惯成自然。初中毕

业后，父母找人托关系花赞助费才把他弄到一家还算不错的高中，高中快毕业的时候，父母也清楚别指

望这个宝贝儿子高考能有什么出息。

如今的报纸上经常有大版面、多篇幅的出国留学介绍，出国留学中介机构也是五花八门，还经常在高档

酒店租会场举行出国留学讲座。经一位熟人的介绍，他父母联系到一家中介机构，一咬牙就将宝贝儿子

送到德国留学了。那时候他父亲还在一家规模不大的国有房开企业领导岗位上，家里的经济条件还不

错。

按照中介机构的安排，成天乐的留学计划是先读一年语言学校，再按照当地德国大学的入学要求读一年

预科，然后考入大学继续深造，等学成归来也算镀金成才了。假如能留在欧洲当地就业，不仅为家庭，

也算是为国家解决了负担。

可惜设想描绘的虽好，事实却完全是两回事。成天乐在德国一个叫奥克斯堡的地方读了两年的语言学

校，连大学预科都没进去，到了第三年，这个语言学校被地方当局不知查出了什么问题，竟然被取缔关

闭了，成天乐于是收拾行李回国。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很多经历类似的孩子，包括他的表哥李小龙。

他的表哥真叫李小龙，与那位国际功夫巨星同名，这哥俩的名字都挺有意思的。

回想起留学欧洲两年多的经历，就像是国内中介机构与国外利益方做了一个套，白白让成天乐花了一大

笔钱。但另一方面，也怪成天乐自己不争气，他在国内读高中尚且是那种成绩，到了国外离开了父母与



老师的管束，还能指望他莫名其妙自发地脱胎换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父母倒是这么希望的，但

这种希望未免太天真。

在德国上语言学校的时候，他成天乐呵呵的，上课也不知道在想啥。他与国内来的同学合租房子住，房

东也是华人，平时一起交往的朋友也都是中国人，两年多的留学经历，连德语都没学利索，回国后更是

忘的差不多了。

与成天乐同一批到德国的高中刚毕业的孩子，也有人顺利过了语言关、读完预科进了大学，不过这样的

孩子比例非常少，一百个里面能有五六个就不错了，其他的人大多相当于花家里的钱到欧洲来旅游一

趟。

成天乐的留学生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至少他用很“节约”的方式过日子，去了欧洲很多地方。父母
给他的生活费每月大约六百欧元，他付房租、吃饭，还和来自中国的孩子们一起厮混、结伴出去旅游，

也到过巴黎。

很不巧，他到巴黎那几天赶上了当地环卫部门的又一次罢工。每当有人问起成天乐，他对巴黎这座传说

中的艺术与鲜花之都的印象时，成天乐感慨最深的一句回答是：“大街上到处是垃圾，烟头也太多了！”

从欧洲回来，他的父母也退休了，家里的经济条件远不如以往，儿子的前途成了令人头疼的大问题。这

时他堂姐夫的一个朋友恰好办了个高考补习班，于是就送他补习了一年去参加高考，清楚他的文化课成

绩不能指望，于是选择了艺术类专业。

成天乐会画画，从小学到初中，都在当地少年宫学习绘画。绘画水平如何且不说，但和同年龄段的孩子

相比，这还算是他能拿出手的“特长”。又是经熟人介绍，成天乐来到上海，在东华大学附属华夏学院美
术设计专业读了三年专科，终于拿到了大专毕业证。

本世纪初，很多大学扩招并流行改名，比如中国纺织大学就更名为东华大学，所谓华夏学院是它合并的

一个二级分院。成天乐的成绩就算在这里也只能读上专科，学费不便宜，但是混张毕业证倒也不困难，

难的是毕业后的就业。

成天乐毕业后本着专业对口的原则，先后到几家广告公司应聘，倒也交了作品得到了面试机会，用设计

软件做了几幅创意图，但都没有得到正式的工作。

专业对口的工作没找着，成天乐读书这么多年、花了家里那么多钱，实在也没法厚着脸皮回家继续啃父

母，他笑呵呵地想：“我也去过那么多地方、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总有办法混口饭吃的。”

于是成天乐就留在了上海，与一起毕业的大学同学合租房子，在必胜客打了一份工——在后厨切披萨。
闲暇的时候还通过同学介绍，偶尔帮人做点设计、打零工再赚点零花钱，倒也能混口饭吃。

就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又到了该付下半年房租的时候，成天乐有点犯愁了，难道还要打电话问父母要

钱吗？这事不太好开口呀，自己可是在电话里跟家人说了——在上海混得挺好，有地方住也找到了工
作，吃喝不发愁。

恰在困顿之际，真是时来运转，有一位许久没有联系过的朋友突然给他打来了电话，语气充满自信、态

度充满热情、对他很是关心，让成天乐非常感动。此人叫于飞，曾经和成天乐一起在德国留学两年，据

成天乐所知，于飞的家境一般，出国留学负担也不轻松。

于飞在德国的语言学校经常逃课，后来还和另一个中国来的女孩子同居了，直到回国前才分手。回国后

成天乐曾给他留下过联系方式，但这几年没什么消息，此时却突然来电话了，于飞显得很忙碌的样子，

每次通话也就是三五分钟，却对成天乐的近况非常关心。

通了三天电话，成天乐大概了解到于飞现在正在从事一个规模很大、很有前途的事业。到了第四天的时

候，于飞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于飞在苏州，任一家跨国企业的高管，这家公司正要设置新的业务部门，主要负责对欧洲的外贸合作。

他想请成天乐到苏州去做该部门的业务主管，薪水非常高、待遇非常好、发展前景更是不得了。于飞之

所以想到成天乐，是因为该公司正需要成天乐这种有欧洲留学经历、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年轻才俊。另一

方面，他们还有在欧洲共同留学的交情，这个职位介绍给他是最合适不过。

成天乐也没多想，只问了一句：“管吃管住吗？”

于飞在电话里哈哈笑道：“那当然！我们有宿舍、有员工餐厅，待遇非常好。只要干上几年出了业绩，
奖金能有几百万呢！”

几百万奖金成天乐不敢想，至于业务主管这个职业他也不奢望，但在这个时候有人给他介绍一份工作而

且管吃管住，成天乐立刻就收拾行李去报到。从上海到苏州很方便，高铁只需要二十五分钟。

来苏州之前，成天乐根本就没想过自己是不是碰上了搞传销的？虽然在网上和报纸上偶尔也看过传销团

伙的报道，但成天乐都没怎么留意，好像那只是娱乐故事而已，离自己很遥远。于飞给他打电话的时

候，成天乐也根本没想到他在骗自己，他成天乐这样一个人，又有什么好骗的呢？

成天乐到了苏州火车站，给于飞发了条短信，过了十几分钟于飞才来。于飞不是一个人，身边还有一个

女的，二十出头的样子，打扮虽然朴素了点，但身材和模样都还不错。于飞一看见成天乐就上前介绍

道：“这是我们公司的总裁助理，刘小姐，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说着话就把成天乐的旅行包抢了过去
背在自己肩上。

成天乐刚要说不必，那姑娘已经微笑着伸手道：“成经理，你好，我叫刘书君，很高兴认识你！以后我
们就是同事了。”她眨着亮晶晶的眼睛，似是脉脉含情地看着他。

这让成天乐很有点不好意思，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心的汗，也笑呵呵地伸手相握道：“你好，我叫成天
乐，请多关照！”

这时背着包的于飞拿起电话不知和谁喊道：“车怎么还不过来？……什么？……今天修不好了？”

那位叫刘书君的姑娘解释道：“于总的车坏在半路上了，看来今天是修不好了。”

于飞又说道：“今天下午公司业务学习，去了也没什么人了，成经理是第一次来苏州，不如找个地方好
好逛逛，顺便吃个饭。”

成天乐仍然呵呵笑道：“我无所谓呀，怎么样都行。”

刘书君很热情地附和道：“好啊，能和成经理这样的帅哥逛街，是我的荣幸！我们去逛山塘街吧，外地
来的游客只知道苏州的园林，却不清楚水乡小巷才是苏州风景的精华。”

就这样，三个人来到了山塘街。成天乐不好意思让于飞总背着自己的包，可是刘书君却挽着他的胳膊

道：“你就让于总背包吧，我陪你这位帅哥好好逛逛。”

虽然于飞的车坏在了路上，看他的样子也不像什么发了财的大老板，但成天乐第一次到苏州，一下车就

有人热情地帮他背行李，还有一位美女换着他的胳膊逛千年山塘街景色，娇滴滴一口一个帅哥叫着。迈

过青山桥来到普福禅寺门前时，成天乐也不禁有些飘飘然了。

于飞和刘书君现在做的事，按照传销团伙的行话叫“接新朋友”。到苏州游览，对外地人而言知名度最大
的当然是园林，他们为什么要把成天乐带到这山塘街来呢？实际上这个团伙每次“接新朋友”的时候，十
有八九都要带人来逛逛山塘风景。

一方面是因为团伙聚集的地方离此不算太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七里山塘街不仅是苏州自古以来

人文积淀与水乡风景的荟萃之地，而且逛街还不用花钱！



第第001章章

妖修之法，明七魄三魂妖修之法，明七魄三魂

山塘街与其他很多旅游景点不一样，它并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水乡小镇，就是苏州古城外一个繁华的街

区，河道与小巷四通八达，沿山塘河北岸的山塘街是旅游区的主体，它没有被围墙或大门封闭，并不设

卡收门票，就是城市里的一条步行街。

山塘街景区其实也卖门票，四十五元一张，凭票可参观沿途由文物部门修复保护的几处景点。如果不买

这张票，虽然无法进入那几处景点内部参观，但对于逛山塘的情趣而言并无大碍。两千年的苏州水乡古

巷，其人文积淀实在太深厚了，虽然经过了现代化的开发与改造，可不经意间随处都可以发现历史的遗

痕。

沿河修建的砖木结构房屋，其结构和建筑材料大多新旧不一，小桥上的石板可能是去年填补的，可石板

旁桥栏上那模糊的雕花却显示出数百年的沧桑。新修的店铺，柱子和梁可能相差百年，那新砖粉墙下的

墙基，却承载了不知道多少代人留下的痕迹。

旧时建房皆有地契，地契以什么划分界线？是界石。在苏州古城的小巷里，随处还能看见界石的痕迹，

就是在房院各个外墙角砌进去一块石桩，它本身是外墙的一部分，上面刻有字迹。普通人家一般以姓氏

标明，比如“张界”、“李界”、“金界”、“王界”等，其他一些建筑还会刻上郡望堂号、商铺和会馆的名称，
比如“余庆堂蒋界”、“郁氏家祠”、“魏福记界”等等。

成天乐一路走过，对老街两旁墙角的界石很感兴趣，沿途看见了很多块。整条山塘街总计七华里有余，

京沪铁路与苏州北环高架桥恰好在它的中段凌空而过，将这条千年古街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也形成了一

条明显的分界。

京沪铁路桥以西，是当地政府、文保、旅游部门修复开发的风情旅游街，规划整齐店铺林立，黑瓦白墙

看上去都是崭新的，但那老楼上的窗棂、墙基下的界石、河道上的石桥仍透露出古老的痕迹。而铁路桥

以东，大体还保留了老巷子的原貌，除了修复沿途有重要文物价值的景观之外，并没有大规模的改造开

发，还是典型的老苏州居住区，略显杂乱却另有一番生机情趣。

从铁路桥下穿过，迈过彩云桥，明显能感觉到气息有微妙的变化，少了几分繁华中的浮躁，多了几缕生

气杂乱中的清幽。脚下的石板路也变了，不再是那么整齐划一，成天乐还看见了一块字迹模糊的墓碑和

几块界石。这些墓碑和界石已不在它的原位，不知什么年月被人挪到此处修补石板路。

迈过彩云桥往前走，道旁可见好几座古牌坊，但这些牌坊并没有清晰地展现给游人，很多已经被砌在当

地住户的院墙里，成了房屋的一部分。更夸张的是，有一座牌坊竟成了一户人家的梁柱，成天乐看见那

牌坊顶部的雕花楼从屋顶瓦片中冒了出来。

居民区道路两旁有菜市场，出售各种瓜果肉蔬甚至还有小鸡仔，往横巷里看，有老人坐着竹椅摇着蒲

扇，几户人家院里的枇杷树挂满了黄澄澄的果子，看得成天乐煞是眼馋。道旁的普福禅寺不收门票，进

入这座传说中的葫芦庙转了一圈，沿山塘街继续往虎丘走，又看见道旁一户人家，挂满枇杷果的树枝伸

到了院墙外。

刘书君看了看左右道：“这家院门外挂着锁，里面肯定没人，我们找个东西垫脚，摘点枇杷吃？”

成天乐笑道：“人来人往这么多双眼睛，你也敢去偷人家枇杷，胆子真够大的！……那树枝挺高的，够
不着，除非我抱着你的腿、把你扛起来。”

刘书君瞪了他一眼，佯嗔道：“人家穿着裙子呢！”

成天乐嘿嘿一乐：“那就算了，人太多，走光了不好！……再说了，那枇杷挂在树上多漂亮呀，又不是
你家的，干嘛要把它摘下来？”两人说说笑笑，后面还跟着背旅行包的于飞，这位“于总”已经出了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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