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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人
對
老
闆
，
總
會
給
點
面
子
，
很
少
正
面
衝

突
。
但
給
下
屬
罵
，
我
卻
試
過
，
印
象
特
深
。

事
緣
年
前
有
個
保
險
集
團
客
戶
想
提
高
知
名
度
，

辦
了
個
亞
洲
區
調
查
，
內
容
已
記
不
清
楚
，
應
是
跟

家
庭
有
關
的
，
要
比
較
亞
洲
幾
個
城
市
的
家
庭
觀

念
，
希
望
引
起
傳
媒
報
道
。
那
天
就
是
跟
幾
個
年
輕
同
事

開
腦
震
盪
會
議
，
看
有
甚
麼
好
﹁
橋
﹂。

其
中
有
一
條
問
卷
問
題
，
是
關
於
中
年
人
再
婚
的
，
看

看
子
女
對
父
母
離
異
或
喪
偶
後
，
另
一
方
再
婚
，
子
女
接

不
接
受
。
進
入
這
話
題
，
我
不
經
意
說
了
一
句
：
﹁
父
或

母
如
果
中
途
落
了
單
，
找
到
對
象
再
婚
也
不
錯
，
起
碼
老

來
有
個
伴
。
﹂
怎
知
此
話
一
出
，
一
位
年
輕
女
同
事
馬
上

動
氣
，
向
我
發
炮
，
說
：
﹁
我
不
明
白
為
什
麼
有
人
會
有

這
種
想
法
！
好
端
端
的
一
個
家
庭
，
突
然
插
進
一
個
陌
生

人
，
必
生
事
端
。
為
甚
麼
一
家
人
，
就
不
能
按
原
來
的
模

樣
安
靜
過
日
子
？
﹂

我
那
時
才
記
起
這
位
女
同
事
的
媽
媽
，
早
年
急
病
去

世
，
一
家
幾
口
都
是
靠
做
小
生
意
的
爸
爸
帶
大
的
，
她
可
能
怕
外
面
女

人
當
起
自
己
後
母
，
有
種
恐
懼
。
不
過
她
也
廿
多
歲
了
，
經
濟
獨
立
，

即
使
有
個
兇
後
母
也
不
能
對
她
怎
樣
。
我
想
她
是
怕
爸
爸
給
人
騙
錢
或

者
騙
感
情
，
或
乾
脆
為
親
媽
媽
打
抱
不
平
，
要
捍
衛
原
來
的
家
，
也
怕

與
父
親
多
年
的
感
情
會
毀
諸
一
旦
。
後
來
沒
幾
年
，
女
同
事
自
己
也
結

婚
了
，
不
知
她
還
有
沒
有
極
力
阻
撓
老
爸
的
好
事
。

另
一
個
同
齡
的
男
同
事
就
豁
達
多
了
。
他
也
是
初
中
時
媽
媽
過
世
，

父
親
是
警
察
，
很
快
就
有
了
固
定
女
朋
友
，
男
同
事
叫
她
﹁
阿
姨
﹂，

沒
特
別
喜
歡
，
也
沒
特
別
不
喜
歡
。
後
來
男
同
事
自
己
也
結
婚
了
，
老

爸
退
了
休
，
一
直
沒
跟
那
個
阿
姨
結
婚
，
但
出
雙
入
對
，
跟
夫
妻
已
沒

分
別
，
卻
從
不
聽
見
男
同
事
說
怕
那
女
人
騙
他
阿
爸
。
同
事
說
得
好
：

即
使
是
騙
，
用
錢
買
到
幸
福
，
各
得
其
所
，
兒
女
就
不
好
干
涉
了
。

老
外
就
開
通
得
多
，
父
母
續
弦
，
有
人
照
顧
，
高
興
也
來
不
及
，
管

他
誰
騙
誰
呢
？
現
在
很
多
六
十
開
外
的
退
休
人
士
，
仍
努
力
耕
耘
第
二

春
，
我
覺
得
是
社
會
一
大
進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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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兒女心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北
京
大
學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雙
棲
教
授
﹂

陳
平
原
曾
對
台
灣
大
學
的
學
生
說
，
文
革
時
他

無
法
升
學
，
下
鄉
當
農
民
，
沒
有
時
間
好
好
讀

書
，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遺
憾
。
尤
其
是
外
語
，
他

說
：
﹁
我
是
進
了
大
學
，
才
從A

B
C
D

開
始
學

起
。
所
以
，
我
的
外
語
永
遠
學
不
好
。
﹂
耶
魯
大
學

的
孫
康
宜
教
授
說
：
﹁
你
就
不
用
學
了
，
別
學
了
！
﹂

這
話
可
解
讀
為
：
你
於
今
已
名
滿
天
下
，
學
術
成
就

有
目
共
睹
，
何
必
再
費
功
夫
去
學
？
何
必
遺
憾
？

孫
康
宜
教
授
何
許
人
也
？
美
籍
華
裔
漢
學
家
也
，

專
攻
古
典
文
學
，
主
要
領
域
在
六
朝
詩
歌
、
唐
宋
詞

學
、
晚
期
遺
民
文
學
。
王
德
威
說
：
﹁
在
英
美
學
界

論
治
學
之
嚴
謹
、
任
事
之
認
真
。
孫
教
授
是
公
認
的

模
範
。
﹂
孫
康
宜
英
文
頂
呱
呱
，
與
生
活
環
境
有

關
，
正
如
陳
平
原
英
語
之
﹁
彆
扭
﹂，
亦
與
環
境
有

關
。
語
言
之
得
，
皆
涉
個
人
﹁
造
化
﹂，
陳
平
原
實
不

應
﹁
掛
懷
﹂。

近
日
讀
孫
康
宜
的
︽
走
出
白
色
恐
怖
︵
增
訂
版
︶︾

︵
北
京
：
三
聯
書
店
，
二
○
一
二
年
四
月
︶，
掩
卷
之

餘
，
感
慨
萬
千
。

王
德
威
在
序
言
說
：
﹁
孫
教
授
丰
姿
優
雅
、
誠
懇
謙
和
，
永

遠
給
人
如
沐
春
風
的
感
覺
。
﹂
但
有
誰
知
道
背
後
的
孫
康
宜
，

在
童
年
和
少
年
時
代
所
受
的
災
難
，
比
之
陳
平
原
文
革
時
所
受

的
苦
楚
，
同
樣
不
分
上
下
。

何
謂
﹁
白
色
恐
怖
﹂
？

一
九
四
九
年
，
國
民
黨
撤
退
台
灣
，
大
舉
肅
清
異
己
，
並
頒

佈
戒
嚴
令
，
實
施
﹁
懲
治
叛
亂
條
例
﹂、
﹁
肅
清
匪
諜
條
例
﹂，

島
上
一
片
風
聲
鶴
唳
。
孫
康
宜
一
九
四
四
年
出
生
於
北
京
，
兩

歲
時
與
家
人
遷
移
台
灣
，
一
九
五
○
年
父
親
孫
裕
光
被
保
密
局

逮
捕
，
判
刑
十
年
；
事
緣
孫
康
宜
那
滿
懷
左
翼
思
想
的
大
舅
陳

本
江
，
遁
入
台
灣
北
部
山
區
的
鹿
窟
，
組
織
武
裝
根
據
地
，
牽

連
到
親
家
孫
裕
光
被
捕
判
刑
。
對
孫
家
而
言
，
自
是
冤
枉
。
孫

康
宜
母
親
帶
㠥
她
和
兩
位
年
少
的
弟
弟
，
此
後
過
㠥
寄
人
籬

下
、
顛
沛
流
離
時
的
悲
慘
生
活
。

在
第
十
章
裡
，
孫
康
宜
說
：
﹁
半
個
多
世
紀
以
前
，
我
曾
經

是
台
灣
﹁
省
籍
矛
盾
﹂
的
受
害
者
，
當
時
我
一
直
活
在
語
言
的

夾
縫
中
。
在
那
個
年
代
裡
，
語
言
變
成
了
族
群
的
政
治
的
表
現

方
式
，
而
我
那
不
尋
常
的
背
景
︵
父
親
是
外
省
人
，
母
親
是
台

灣
人
︶
又
更
加
把
我
推
向
了
兩
難
的
語
言
困
境
。
﹂
她
出
生
北

京
，
北
京
話
是
她
的
第
一
母
語
。
六
歲
時
父
親
被
捕
，
一
家
人

逃
到
高
雄
縣
的
林
園
鄉
下
，
學
的
是
台
語
；
上
小
學
二
年
級

時
，
學
校
強
制
推
行
國
語
，
她
學
了
滿
腔
的
台
灣
腔
國
語
。
台

語
是
第
二
母
語
，
台
灣
腔
國
語
是
第
三
母
語
。

但
在
台
灣
推
行
﹁
標
準
國
語
﹂
的
政
策
下
，
孫
康
宜
的
語
言

備
受
外
人
疑
惑
或
輕
視
，
她
得
了
﹁
失
語
症
﹂，
﹁
我
發
現
自
己

在
逃
避
母
語
，
而
遠
離
母
語
的
方
法
之
一
就
是
日
夜
啃
讀
英

文
，
上
中
學
時
，
我
把
大
部
分
精
力
都
放
在
英
語
課
上
﹂，
上
大

學
，
專
攻
英
國
文
學
，
赴
笈
美
國
，
英
語
便
成
了
第
四
母
語
。

有
此
環
境
，
才
造
就
了
她
的
英
文
造
詣
。
易
地
而
處
，
陳
平
原

的
英
語
一
定
也
了
不
得
！

︽
走
出
白
色
恐
怖
︾
是
一
部
家
族
史
，
也
是
台
灣
萬
千
家
庭

的
一
個
縮
影
。

走出語言樊籠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佛
山
一
個
小
女
孩
小
悅
悅
因
車
禍

喪
生
，
成
為
海
內
外
大
新
聞
。
原
因

是
悅
悅
被
車
撞
傷
後
，
司
機
既
不
顧

而
去
，
途
經
的
十
八
個
人
也
見
死
不

救
，
於
是
被
譏
為
內
地
道
德
淪
亡
的

典
型
例
子
。

真
正
是
好
事
不
出
門
，
惡
事
傳
千
里
。

其
實
內
地
也
有
許
多
在
車
禍
中
救
人
的
感

人
事
蹟
，
只
是
在
海
外
不
加
傳
播
而
已
。

比
如
黑
龍
江
省
佳
木
斯
市
第
十
九
中
學

女
教
師
張
麗
莉
，
在
失
控
的
大
客
車
撞
向

她
的
學
生
的
一
剎
那
，
勇
敢
地
推
開
了
學

生
，
自
己
卻
被
碾
在
車
下
，
終
於
要
截
肢

成
為
高
度
殘
廢
。
她
被
譽
為
﹁
最
美
的
女

教
師
﹂，
受
到
內
地
教
育
界
的
傳
頌
。

又
如
浙
江
杭
州
長
途
客
運
的
巴
士
司
機

吳
斌
，
他
的
大
客
車
被
突
如
其
來
的
大
鐵

塊
擊
中
，
他
受
重
傷
，
卻
以
僅
存
的
力

氣
，
將
車
駛
至
路
旁
，
努
力
疏
散
乘
客
，

自
己
終
於
不
治
殉
職
。

這
一
類
的
事
例
還
多
㠥
，
應
該
說
，
壞

人
壞
事
的
事
例
是
有
的
，
但
好
人
好
事
的

事
例
更
多
。
可
惜
經
過
傳
媒
的
渲
染
，
壞
事
容
易
刺

激
人
心
，
好
事
未
必
得
到
宣
揚
。
於
是
人
們
記
得

的
，
多
是
一
些
不
好
的
典
型
事
例
。

經
過
了
一
場
破
壞
性
極
強
的
﹁
文
化
大
革
命
﹂
浩

劫
，
破
壞
了
人
們
既
有
的
道
德
倫
理
，
跟
㠥
來
的
是

一
場
﹁
向
錢
看
﹂
的
不
正
之
風
。
正
確
的
社
會
道
德

沒
有
很
好
地
樹
立
。
連
歷
代
祖
宗
遺
下
來
的
傳
統
良

好
道
德
也
沒
有
好
好
保
留
，
的
確
出
現
了
某
些
道
德

危
機
。

鄧
小
平
曾
說
過
，
教
育
問
題
要
從
娃
娃
做
起
，
因

此
，
大
中
小
學
的
道
德
文
明
教
育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孩
子
們
容
易
接
受
一
些
基
本
的
觀
念
，
如
果
在
學
校

裡
能
做
個
表
率
，
總
能
逐
步
改
變
社
會
風
氣
。

著
名
的
中
國
教
育
家
陶
行
知
先
生
，
在
抗
日
戰
爭

時
期
便
在
重
慶
創
辦
了
育
才
學
校
，
他
指
出
，
辦
育

才
的
目
的
在
於
培
養
﹁
人
才
幼
苗
﹂。
由
此
可
知
對

﹁
幼
苗
﹂
培
養
的
重
要
。

要
建
立
良
好
的
社
會
風
氣
，
首
先
要
使
大
中
小
學

校
排
除
了
﹁
錢
臭
﹂
的
味
道
，
不
要
強
調
大
學
培
養

了
多
少
位
億
萬
富
翁
，
中
小
學
也
不
應
親
富
嫌
貧
。

如
果
校
園
裡
多
一
點
﹁
清
新
空
氣
﹂，
總
能
有
益
﹁
世

道
人
心
﹂
！

重要的是道德教育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過
往
的
日
本
遊
行
程
，
從
未
出
現
過

岡
山
，
我
對
這
個
位
處
日
本
四
國
地
區

中
央
位
置
的
城
市
，
卻
毫
不
陌
生
，
但

只
限
於
岡
山
火
車
站
，
因
為
要
搭
乘
新

幹
線
列
車
由
東
往
西
走
，
還
是
由
西
往

東
，
都
經
常
在
岡
山
轉
車
。

岡
山
北
邊
以
中
國
山
地
山
陰
地
區
為
鄰
，

南
以
瀨
戶
內
海
和
四
國
地
區
為
鄰
，
東
西
位

於
縱
貫
西
日
本
山
陽
道
的
中
間
。
自
古
以
來

即
為
四
國
地
區
的
交
通
要
道
。
文
化
和
產
業

發
達
，
古
代
靠
備
前
燒
和
日
本
刀
發
展
，
近

代
則
靠
纖
維
產
業
和
近
代
化
工
業
發
展
經

濟
。由

於
岡
山
縣
有
㠥
豐
富
的
海
洋
、
山
脈
、

河
流
的
自
然
條
件
，
氣
候
溫
暖
宜
人
，
很
適

合
水
果
的
栽
培
，
水
蜜
桃
和
葡
萄
的
產
量
在

日
本
國
內
名
列
前
茅
，
只
可
惜
我
早
到
了
足

足
一
個
月
，
著
名
的
水
蜜
桃
﹁
白
桃
﹂，
還
未
熟
透
，
惟

有
望
桃
樹
興
嘆
！

岡
山
的
景
區
，
分
成
備
前
、
備
中
、
美
作
三
部
分
。

位
於
岡
山
縣
東
南
部
的
﹁
備
前
地
區
﹂
有
岡
山
後
樂

園
、
岡
山
城
、
備
前
燒
之
鄉
的
伊
部
、
以
及
名
刀
之
鄉

的
備
前
長
船
等
；
位
於
岡
山
西
部
的
﹁
備
中
地
區
﹂
有

倉
敷
美
觀
地
區
、
瀨
戶
大
橋
、
吉
備
路
、
備
中
松
山
城

等
；
位
於
岡
山
北
部
的
﹁
美
作
地
區
﹂
有
美
作
三
湯
的

湯
原
溫
泉
、
湯
鄉
溫
泉
、
奧
津
溫
泉
，
以
及
津
山
城
、

蒜
山
高
原
等
，
遊
客
能
在
此
觀
賞
到
各
個
地
區
不
同
的

歷
史
變
遷
、
文
化
設
施
以
及
豐
富
的
自
然
風
光
。

時
間
有
限
，
空
間
無
窮
。
此
次
岡
山
行
，
除
了
時
機

不
對
，
與
桃
太
郎
擦
身
而
過
，
還
要
在
眾
多
景
點
中
，

抓
破
頭
皮
揀
選
其
中
精
粹
二
三
，
作
重
點
遊
覽
，
雖
乃

憾
事
，
也
惟
其
如
此
了
。

遺憾岡山遊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神
州
大
地
，
幅
員
廣
闊
，
人
生
在

世
，
悠
遊
度
假
的
時
間
並
不
太
多
，

能
往
某
地
考
察
的
機
會
，
除
有
特
殊

機
緣
，
很
難
一
再
重
臨
。
吉
林
省
遠

在
東
北
，
對
這
個
老
工
業
區
我
卻
一

遊
再
訪
，
是
因
為
吉
林
的
生
態
環
境
優

良
，
歷
史
文
化
底
蘊
豐
富
吸
引
㠥
我
。
吉

林
省
四
季
分
明
，
不
同
季
節
所
看
到
的
景

色
各
有
特
點
。
具
神
奇
博
大
的
自
然
景
觀

的
長
白
山
，
上
周
我
終
於
有
緣
看
到
形
似

蓬
萊
的
長
白
山
天
池
了
，
長
白
山
真
不
愧

為
中
國
最
美
的
五
大
高
山
湖
泊
之
一
。
在

我
印
象
中
長
白
山
天
池
可
與
新
疆
的
天
池

媲
美
相
輝
映
哩
。
長
白
山
是
﹁
火
山
鑄
熔

岩
，
一
池
蘊
三
江
，
雪
谷
湧
溫
泉
，
林
海

納
百
川
﹂。
長
白
山
有
四
個
垂
直
景
觀
帶
，

冰
雪
覆
蓋
期
長
達
九
個
月
，
所
以
不
同
角

度
、
不
同
季
節
所
看
到
的
景
色
都
有
不
同

美
感
，
具
有
十
分
豐
富
的
旅
遊
潛
質
。
據
吉
林
陳
副

省
長
介
紹
，
一
個
多
元
綜
合
現
代
化
的
國
際
旅
度
假

村
將
於
年
底
啟
用
，
喜
愛
滑
雪
、
溫
泉
、
攝
影
、
度

假
的
朋
友
又
多
一
個
好
去
處
。
問
題
是
整
個
吉
林
的

交
通
運
輸
特
別
是
航
空
方
面
有
待
改
善
。
旅
遊
業
、

服
務
業
大
可
加
強
與
香
港
合
作
，
特
別
是
金
融
服
務

業
、
酒
店
業
人
才
培
訓
有
待
提
升
。

吉
林
是
多
民
族
邊
疆
省
份
，
全
國
最
多
朝
鮮
族
聚

居
的
延
邊
朝
鮮
族
自
治
州
就
在
此
省
。
據
悉
為
慶
祝

延
邊
自
治
州
成
立
六
十
周
年
，
中
央
加
大
力
度
數
以

近
百
億
元
的
投
放
支
持
該
自
治
州
的
經
濟
社
會
發

展
。
九
月
將
舉
行
盛
大
的
六
十
周
年
自
治
州
成
立
紀

念
大
典
，
各
地
的
朝
鮮
族
同
胞
將
返
鄉
共
同
分
享
喜

悅
。
自
治
州
有
十
一
個
對
外
口
岸
和
一
個
邊
境
公
務

通
道
，
當
局
將
更
完
善
及
給
予
優
惠
政
策
，
不
但
給

予
延
邊
自
治
州
也
給
予
其
他
邊
界
地
區
。
竊
以
為
在

關
稅
減
免
、
金
融
服
務
創
新
、
人
才
引
進
培
訓
方

面
，
國
家
應
予
吉
林
省
特
殊
優
惠
政
策
以
扶
助
該
省

加
強
區
域
及
國
際
合
作
，
特
別
是
在
東
北
亞
地
區
邊

境
合
作
，
以
助
邊
疆
少
數
民
族
地
區
團
結
與
發
展
。

同
時
，
如
果
當
局
能
加
快
改
善
吉
林
省
對
外
航
空
、

火
車
、
動
車
等
交
通
運
輸
的
話
，
吉
林
對
香
港
，
對

東
北
亞
區
交
往
合
作
將
更
密
切
，
經
濟
發
展
前
景
將

更
好
！ 遊長白山

思　旋

思旋
天地

侄
女
兒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生
辰
出

外
慶
祝
，
巧
遇
颱
風
﹁
韋
森
特
﹂

訪
港
。
美
少
女
趕
緊
回
家
途
中
，

就
在
大
埔
墟
與
在
大
學
站
中
間
困

住
了
。
首
先
在F

acebook

傳
來
一

張
苦
中
作
樂
的
相
片
：
﹁
第
一
次
被
困

火
車
，
車
長
激
動
過
乘
客
，
哈
哈
。
﹂

﹁
現
在
是
車
長
廣
播
，
由
於
高
壓
電

纜
出
現
故
障
，
列
車
未
能
行
駛
，
車
廂

已
是
最
安
全
的
地
方
，
外
面
環
境
惡

劣
，
請
各
位
保
持
冷
靜
，
救
援
人
員
正

趕
來
搶
救
，
多
謝
合
作
。
﹂
她
不
斷
直

擊
現
場
情
況
。
小
女
孩
不
知
天
高
地

厚
，
未
意
識
到
可
能
有
家
歸
不
得
。

未
幾
車
廂
燈
光
熄
滅
，
外
面
橫
風
橫

雨
呼
呼
大
作
，
我
安
慰
她
火
車
是
鐵
甲

車
，
是
最
佳
保
護
罩
什
麼
也
不
怕
。

﹁
我
不
怕
，
只
怕
要
去
廁
所
。
﹂
等
了
兩

小
時
，
救
援
車
將
火
車
拖
至
大
埔
墟
，

他
們
轉
到
車
站
大
堂
休
息
，
這
位
難
民

壽
星
狂
呼
：
﹁
以
後
打
風
不
敢
再
出
街
了
！
﹂

事
後
有
說
鐵
路
公
司
應
派
車
隊
接
載
乘
客
回

家
，
我
絕
不
贊
同
，
試
問
萬
一
下
車
後
至
到
達
家

門
之
前
發
生
意
外
，
誰
來
負
責
？

記
得
當
年
在
電
台
當
打
風
更
，
台
方
會
派
出

﹁
豬
籠
車
﹂
接
送
員
工
，
車
身
包
㠥
鐵
絲
罩
以
保
安

全
。
路
上
如
障
礙
賽
，
樹
木
雜
物
被
吹
得
東
歪
西

倒
，
曾
試
過
一
個
巨
形
垃
圾
袋
飛
過
來
貼
在
車

頭
，
若
果
吹
上
一
點
貼
在
擋
風
玻
璃
就
出
事
了
，

颱
風
中
行
車
實
在
驚
心
！

當
晚
另
一
老
友
來
電
，
她
正
在
環
球
貿
易
廣
場

一
○
三
樓
進
餐
慶
祝
結
婚
周
年
，
現
場
報
道
樓
宇

非
常
穩
定
，
只
是
那
部
直
達
一
百
樓
的
高
速
電
梯

停
開
了
，
酒
店
派
專
人
帶
領
客
人
分
四
次
乘
坐
不

同
升
降
機
到
達
餐
廳
，
又
是
全
新
體
驗
。

﹁
韋
森
特
﹂
威
力
強
大
，
我
第
一
次
感
到
住
所

輕
微
搖
晃
，
我
沒
有
恐
慌
，
因
為
香
港
的
樓
房
有

防
風
設
計
，
搖
擺
二
十
厘
米
是
正
常
。
守
在
家

中
，
靜
觀
窗
外
颱
風
吹
襲
竟
有
無
限
安
全
溫
暖
的

感
覺
；
加
上
身
在
香
港
，
翌
日
下
午
颱
風
走
了
，

城
市
急
速
復
甦
，
井
井
有
條
重
入
正
軌
，
這
便
是

我
們
深
愛
的
安
全
的
香
港
！

颱風二三事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天仙配》董永與七仙女的愛情故事可謂是家
喻戶曉。關於這個愛情故事的始發地有幾個不同
的版本，其中以江蘇東台城西的西溪古鎮為最
盛。這裡有董永七仙女遺跡五十餘處，與淒美的
愛情傳說相印證，並得以列為首批國家非物質文
化遺產。
夏日的一天，我從東台台城專程前往董永故里

探源。
西溪古鎮有㠥2200多年的悠久歷史，漢武帝

（前140）時就已由鹽場發展為西溪鎮，由鹽而
興，經濟繁榮，人傑地靈。這裡不但遍佈董永與
七仙女的遺跡，而且還屹立㠥千年古剎泰山寺、
千年古塔海春軒。小車行駛不過五、六分鐘，便
來到董永七仙女文化園。文化園位於西溪景區西
環路西側，佔地150畝，現一期工程已建成十八里
亭、老槐樹、董永七仙女雕塑、近賢橋等景點。
我們從東大門「天仙緣」石牌樓進入，跨過「緣
悟」的石橋，便進入古樹林，古樹林最具代表性
的樹木是六棵120年樹齡以上的樸樹，胸徑都在60
厘米，樹高8米以上，鬱鬱㡡㡡，很有氣勢。古樹
林下便是大型主題雕塑《董永與七仙女》的雙人
站像，像高6.8米，台高2米，由中國美術學院潘錫
柔教授設計。台題：「仙配東台」，2006年國務院
公佈東台董永與七仙女傳說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漢白玉雕刻的董永七仙女雕塑神形兼備，
在藍天白雲下默默演繹㠥傳頌千年的愛情佳話。
相傳董永與七仙女槐蔭為媒的古槐樹在文化園

的西南角，原來的千年古槐已老去，說不清這是
它的多少代子孫，從樹牌得知這棵古槐樹齡300多

年，胸徑90厘米，高10米，一陣清風吹得樹葉沙
沙的響，似在訴說當年它的祖輩為董永七仙女牽
手的故事。
古槐樹北側，便是後人為感念七仙女在「十八

里河口」與董永相遇而建造的仿漢風格的十八里
亭，亭內豎㠥放牛讀書、賣身葬父、路遇結緣、
槐蔭為媒、織絹贖身、天庭送梭、夫婦辛勞、仙
女嬉浴、依依惜別、仙姬惠贈、仙女割愛、父子
團圓等12塊有關董永七仙女傳說的石碑組雕，向
遊人再現當年董永七仙女之風韻。目睹這一塊塊
雕塑，聆聽㠥園內播放的《天仙配》樂曲，我的
思緒彷彿又穿越到漢代。「漢董永，西溪人，父
亡，貧無以葬，乃自賣為奴，以供喪事。」這段
文字，漢劉向《孝子傳》與北宋《晏溪志》皆有
記載。可見董永確有其人，而且就在東台西溪。
至於董永傳說之嬗變，成為其與七仙女的淒美愛
情故事，則殆發端於西漢，充實於魏晉，而成熟
於唐宋也。在西溪，每個村莊，每座橋樑，每個
地名幾乎都與董永七仙女有關。
距文化園東大門60米處的一座小橋旁，「傅家

舍（董父墓遺址）」的石碑豎立於止。相傳傅家舍
是董永賣身的傅員外故宅，其父便葬於附近。由
此，賣身葬父孝感天下，也引發了一段千古流唱
的仙女緣。
離開文化園，我到西溪梨木街繼續尋覓董永七

仙女的遺跡。梨木街位於晏溪河北側，長300米，
寬2米，小磚鋪設，歷史上以家家戶戶加工犁木而
出名，現為鹽城市文物保護單位。古街兩側，不
時有巷道分岔，街上清朝民居甚多，河畔磚橋高

聳，寺塔相對。從街旁一小弄進入，
便來到廣福寺後院，院內有一口古
井，便是那聞名遐邇的「繅絲井」，傳
說是七仙女當年為幫助董永贖身而替
曹長者家織300匹雲錦時汲水繅絲的一
口井。此井歷代史書都有記載，如宋
《錦繡萬花谷》載：「天女繅絲井在西
溪鎮西廣福院，相傳漢董永所居，井
即天女汲以繅絲者。」清嘉慶《東台
縣志》載：「井口小而中宏深，味極
甘，大旱不涸，每至春深，井生草根
長丈餘，人以為仙跡雲」。走近井欄，
俯首望去，井下是一個寬大幽深的世
界，呈放射狀向下延伸，及至水面，
近接丈餘，井水深不可測。井壁上長
滿青苔的磚塊縫間，豎立㠥幾株綠中泛白的水
草。俯伏石欄，凝視許久，忽然覺得，這繅絲井
下，分明就是一個清綠幽靜的水下宮殿，董永七
仙女與子子孫孫在裡面共享天倫之樂呢。
從晏溪河南側行至不遠，便是董賢村了，這是

董永當年居住的地方。在一處農田裡，我看到了
磚砌的董永墓，磚縫裡鑽出不少野花，一串串左
顧右盼地探出頭來，隨㠥風吹，搖搖曳曳。墓碑
銘刻：漢董孝子諱永墓，道光乙未里人修。另有
一碑刻寫：國家二級保護文物。據《吳陵志》
載：古有此墓，墓塌久矣。看來此墓為明代重
建。傳說董永與七仙女分別的肝腸河沿㠥董賢村
仍彎彎曲曲地流淌㠥，帶㠥淒美的愛情，懷㠥人
們的敬意，執㠥地流向遠方。離董永墓不遠便是
「董孝賢祠」了，祠門前臥㠥一口大香爐，終日香
火不斷。大門兩側分別矗立㠥兩根擎天柱，柱旁
聳立㠥兩個威風凜凜的大石獅，給寺廟平添了幾
分莊嚴的氣氛。祠內供㠥董永金身塑像，每天來
這兒觀光祭祀的人絡繹不絕。相傳這董孝賢祠始
建於漢，歷代有感於董永的孝心不斷重修，香火

也愈旺。
走落鶴侖、蔭莊，去辭郎莊、摩雲莊，跑東鞋

莊、西鞋莊，行夢兒尖、董家垛⋯⋯十多個與
《天仙配》相聯的村莊我一一走馬而過，它們向我
爭相訴說當年董永與七仙女的故事。
終於來到我夢迴縈繞的鳳凰池了。當年七仙女

和眾仙姐嬉游沐浴鳳凰飛臨的聖池，現在已成了
溫泉療養勝地了。據說，那一年石油工人們來這
裡探油，結果油沒有找到，卻在鳳凰池遺址打出
了一眼溫泉，泉水甘冽清甜，宜飲宜浴，好多人
喝了水洗過澡，還治好了多年不癒的老毛病，莫
非這就是鳳凰池泉眼的仙水？於是鄉親們很快在
這兒建了個浴池。後來港商慕名捐資興建了鳳凰
池溫泉度假村。度假村裡，松柏青翠，花木繁
蔭，曲徑回轉，假山小溪，竹亭樓榭，景色迷
人。寬衣解帶，進入仙池，一池春水，舒適怡
人，輕波撩人，大有若無，任心漂流⋯⋯我泡了
片刻，爬到溫泉池邊，躺在睡椅上，微閉雙眼，
腦海裡翻㠥一頁頁董永七仙女的愛情故事，飄飄
然不知不覺進入甜美的夢鄉⋯⋯

董永故里探源

■董永七仙女的傳說家喻戶曉。 網上圖片

■表面風光的大教授，背後有段

「恐怖」的經歷。 作者提供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