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传，北宋皇祐年间，狄青率军南下，留戍官

兵卸甲后，落户于左江岸边，渐成村落，时人因见

当地小金樱白花飞扬，故以“白花村”称之。时光

流转，后人见清溪扬波，故改名为“扬溪村”。再后

来，为彰显祖宗功德，将“扬溪”改为“扬美”，又作

“杨美”。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路过扬美，《徐霞客游

记》载：“又三里，为杨美，亦名大湾，盖江流之曲，

南自杨美，北至宋村，为两大转云。”

熙熙攘攘 各乡通津

细雨绵绵，脚下的砂石条被浸湿，不知走过多

少人的石阶，更加湿滑。亏得踩到岁月侵蚀的凹

槽处，才勉强站定。两侧的枝丫争着探出头，搭起

桥，将水埠台阶上的天空遮了大半。顺着“绿桥”

造就的通道向下望，水陆交界处，一只乌篷船静静

地浮着，别有一番诗情画意。

古商埠码头，扬美村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古

码头，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宽 3 米，台阶 88 级。

据传，乡老将族中公款、摊位租金、庙堂募捐所得

会合，托人前往崇左太平府买石，经舟楫运载而

归，群众出力搬砌，如此建成。

扬美，因水而兴。古时广西山多路险，仅扬美

周边，左江上游有烟墩岭、勤香岭、百六岭、牛行

岭，下游有檑稔岭、檑连岭、杀狗岭、檑唛岭。因

此，走江行船，便成为人们日常出行、商业往来的

首要选择。自扬美顺江东下至南宁，水路半日可

到；自南宁西上，则需一日有余。客船、商船、工作

船，多愿意在此停泊，扬美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

商品集散地、交易地、中转地，并形成独具特色的

码头文化。

以前，古商埠码头，帆樯如云，甚是繁华。扬

美村党总支书记许建林说：“码头治安良好，运营

有序，掌灯时分，闸门一闭，便不再允许出入。来

往人员，必须明火入巷，否则以匪类论处。”

村里老人讲，扬美码头共有 8 处，自上游而

下，分为新街埠、古商埠、细湾埠、大埠、那晚埠、梯

云埠、杜屋埠、龙船埠。这些水埠各有特点，如大

埠常供挑水、洗衣、洗菜，后转商用；菜牛、耕牛则

多从龙船埠上岸，故也称为“牛埠”等。

梯云埠也极具名气。1915 年，乡绅梁运德倡

建梯云码头，旧名梯级，石阶共 110 余级，长百丈，

广二轨，冬春水涸，距水面十余丈。《扬美梯云码头

碑记》载：“扬美之有水埠，由来古矣。前瞰江滨，

后比村落，行者汲者，熙熙攘攘，各乡通津也。”

如今，扬美已通二级公路，水路对扬美的通行

作用大为降低，原来“正音前汉叶，奇货左江通”的

风光不再。“现在码头周边停着的船，都是用来做

餐馆的，城里人乐意来，商家生意很好。”许建林语

气骄傲，又带着几分对往昔舳舻千里的眷恋。

飞檐翘角 市肆林立

自大门外往内看，五进四天井，后一进的房厅

总比前一进为高，视野也慢慢缩小、聚焦，最后只

能看到第五进小小的一角。此建筑犹如一堂叠着

一堂，故曰“五叠堂”，取五福临门、步步高升之意，

整体坐北朝南稍偏东，面阔 10 米余，总进深超 50
米，为清嘉庆年间所建。

五叠堂气势恢宏，本已难得，功能分明，则尤

为值得称道。旧时，五叠堂主以销售豆豉为生，生

意做得很大，与龙州、百色、南宁、梧州、广州，乃至

南洋都有贸易往来。在村里干了十来年的导游杜

言係介绍，为方便营销，五叠堂被充分利用。第一

进为门厅，供产品展示；第二进为会所，洽谈业务；

第三进为神厅，供奉祖先；第四进为发酵房，生产

制作；前四进构造相似，雅致明亮，唯有第五进为

阁楼，供女眷居住。

细细观之，五叠堂大有玄机。屋顶盖瓦多由

玻璃制成，采光很好；木椽上覆瓦篷，以防雨水侵

蚀；瓦当造型别致，遮蔽檐头。所用支柱均为楠

木，经久不坏，崭新如故。承柱下方的柱础底层四

面、中层八面、上层为鼓的形状，俗称四平八稳太

平鼓，寓意太平安康。大门的门眼，阳镌篆文福禄

二字，屋檐下，绘着蝙蝠、仙鹿、仙鹤，为福禄寿全

图；锦鸡和花卉，是为锦上添花；南山寺、水波、蟠

桃，象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如果说五叠堂是扬美店面建筑的集大成者，

那么，临江街就是扬美古街的集中体现。

古 时 ，江 上 往 来 的 货 物 ，进 入 扬 美 ，必 经 临

江街。

临江街路面由青石铺就，大小不一、参差拼

合，约莫已有 180 余年历史。临江街道路两旁，飞

檐翘角，市肆林立，有扬美唯一一幢明代民居，以

及 46 幢保存完好的清代民居。

明代民居，为穿斗式，从正门到里屋，两侧平

行立着七根蚬木柱子，因此也叫“七柱屋”。清代

民居则更为细腻讲究，屋脊、屋顶、漏花窗上，常有

各种精美雕饰，诗文传说、花草鸟兽，不一而足，刻

工精巧，画技上乘，寓意吉祥。

家住临江街的班文强年近古稀，他家班屋的

年头比他的年纪大 4 倍，青砖夹泥砖建成，叫“铁

包金”。有一扇门板中间钉着一块小板，据说是

1950 年解放军过路，借门板搭桥过河，门板被马

踏断，一位指导员专门补好还回，还额外拿出 5 枚

东毫银币作为补偿，村里人称此门为“军民门”。

如今，班老爷子平常下下象棋，拉拉二胡，练练字，

日子很悠闲：“在老屋下乘凉，最舒心了。”

崇文重教 古风绵长

扬美希望小学操场旁，一株近百年的木兰树

后，魁星楼巍然屹立。整座楼始建于清乾隆元年，

道光二十年重建，为重檐歇山顶，红檐、青砖、蓝

瓦，金顶铜铸，上有镶龙正脊，嵌火焰金球，垂脊和

戗脊的端部有吻兽，惟妙惟肖。

登 阁 而 上 ，至 第 三 层 ，上 奉 一 神 像 ，即 是 魁

星。民间传说，魁星主宰文章兴衰，掌管文人命

运。神像右手执笔，左手拿书，右脚提似踢斗，左

足踏于鳌头，形成独占鳌头之态。一楼瑞霭来天

地，千载文光射斗牛。漫步阁中，身随步转，魁星

手中的笔似乎也随人而动，步停，笔也停，妙趣

横生。

南宁市江南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唐

柳青说：“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相关部门多次大修

魁星楼，自治区还专门拨款 50万元，予以修缮。”

魁星楼保存如此完好，足可见扬美人崇文重

教之风。据《扬美村志》记载，明清时期，扬美共

34 人考取功名，其中，举人 6 名，贡生 23 名，廪生

5 名。

扬美村今存 15 通古石碑，《通乡士庶设立禁

约永远碑记》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这块距今

200 多年的古碑，内容全是关于圩市经营。

“一议圩市所有一切屠宰，无论皮肉下水，不

得灌水、搭骨、喂盐。如有灌水、搭骨、喂盐，实有

害人，任从本乡、外乡人等获捉，众议罚银三两六

钱正归庙。”不得卖注水肉，圩场不可乱搭乱建乱

放，圩长要保证圩市治安，乡保要维持圩市公正

等，都在碑文中一一注明。

阅约怀先辈，循规仰古风。如今，村里不仅买

卖公平，就连邻里纠纷琐碎之事，乡亲们都用规则

解决——去“八姑议事堂”。村委会副主任梁彩丽

人称“八姑”，是个热心肠，谁家要是有矛盾，头一

个想到的，就是找她调解。梁彩丽说：“小议为家，

大议为村，大伙儿聚在这里，平心静气聊一聊，就

解决了。”此外，“八姑议事堂”现已成为扬美村党

建新阵地，村干部每月来此议事不下两次。

美哉！从古迹到风俗，从外到内，扬美之美，

实在令人着迷。近年来，江南区为了让这种“美”

永续流传下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推动扬美

村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斥资约 1.18 亿元，完成

8 公里的江西镇至扬美古镇二级公路建设，解决

村民出行不便的难题；投入数千万元，实施古建筑

保护性维修、公厕改造、房屋外立面改造、水体综

合整治等项目；新建景区候车厅、安全广播系统、

增设游客休息座椅等。

“江南区已经编制了《扬美村传统村落保护发

展规划》，即将出台《扬美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

（2020—2035 年）》。6 月 14 日，南宁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关于《南宁市扬

美古镇保护管理条例（草案）》的意见。相信不久

的将来，扬美村一定会更美好。”唐柳青说。

图①：方柱圆拱的临江街古闸门。

严立政摄（人民视觉）

图③：扬美古道。 徐鲁平摄（人民视觉）

图④：扬美俯瞰。 严立政摄（人民视觉）

豆 豉

匾额上，“杜家坊”三字熠熠生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杜学芬是这家老字号的第五代传人。

豆豉的原料是黑豆，当地少有，常从崇左扶绥购来。挑

豆选择外形椭圆、颗粒饱满的，洗净去杂质。

水开后放豆，不盖盖，常翻动，煮熟即可。“太熟，水分

多，发酵后杂菌多；太生，水分少，菌种长不好。”判断生熟，

杜学芬有诀窍：看，豆悬浮于水中；吃，略有甜味；吹，表皮刚

破裂，就差不多了。

捞出豆子，用簸箕放在接种室接菌种一周，待豆子表皮

发皱，用手一摸不烫手，制曲便成功。然后放在坛子里，发

酵两天，之后添盐，再发酵一周即可。

豆豉有咸淡两种味道，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配些辣

椒、蒜蓉，味道便各不相同，拌上饭，食欲都能增三成。

为了将制豆豉的技艺传承下去，杜学芬在自己的作坊

里开辟出几个独立的空间，有空就向人介绍豆豉的制作，附

近扬美小学的学生们也常来参观。一坛又一坛的豆豉，沉

淀着百余年的历史，也被寄托着未来的希望。

沙 糕

老杨要露一手。

取当地“花壳”和“白壳”香糯，洗净、晾干，上锅蒸。其

间，揭盖浇水一两次，蒸透后晾凉磨粉，过筛，取细粉备用。

炒熟后打粉，放置降燥“认粉打地气”。

老杨名叫杨维，沙糕做了 50 年。“‘打地气’，就是干燥

去潮。以前条件不好，得用布盖着、避开露水，放得久，现在

用抽湿机很快就能完成。”老杨解释。

“嘭！”火苗舔着，锅底通红，50 斤白糖冲入锅中。“老辈

传下来的，认真瞧好喽！”一边往里浇水，老杨一边拿锅铲搅

动。糖浆舀起，一滴一滴拉成丝时，便关火。之后再搅个把

钟头，使其状如奶油、半透明，浆就制成。

按一斤粉半斤糖的比例混合，用一只木质的碾具来回

压。直到一抓成团、一碰就碎时，沙糕粉便大功告成。

“根据口味将芝麻、莲蓉等焙香馅料分层放入沙糕，模

具定型后，切成小块包装。”尝一口，食而不腻、香甜酥软，味

道好极了。

梅 菜

“八姑”梁彩丽，善做梅菜，是南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

玉芥菜是梅菜的原料菜。中秋后，村里不少人家开始播

种，种得密，间隔仅一尺，结出的芥菜个头就不会太大，两斤

半一颗为佳。“趁天气好收，叶子不脆，不易断。”梁彩丽说。

冬至前后 15 天，北风起，便到了做梅菜的时节。取一

大缸，铺一层芥菜，头在上、叶在下，撒一层盐。一层一层

铺，之后加水，按每 100 斤菜加 6 斤盐的比例，直到把容量

250 斤的缸填满。

一周后，菜心由白开始发黄，就拿到太阳底下晒。芥菜

正面晒一天，反面晒一天，扒开菜心晒一天，然后拿回去腌

第二次。

二腌二晒，与头次相比，有 3 处不同：撒盐不是一层一

层 撒 ，而 是 掰 开 菜 心 撒 ；撒 盐 之 后 不 加 水 ；腌 制 时 间 为

10 天。

三腌三晒，与第二次相比，仅是腌制时间长，腌半个月。

最后封缸，层层撒盐，要在芥菜最上层多放半指厚的

盐，比例大概是每 100 斤菜 15 斤盐。

“如此这般，可存一年。”

待到开坛，色泽金黄，芳香四溢。如同森林里一丛丛野

花盛开，漫步坛间，令人神清气爽，悠远轻松。

闻着香，吃着更香。一绺一绺的，清甜爽口，不寒不燥，

不湿不热，有嚼劲。放点花生油、酱油，很下饭。当然也能

搭配蒸肉、蒸鱼。

图②：做豆豉的步骤之一，将黑豆晾晒发酵。

严立政摄（人民视觉）

舌尖上的扬美
本报记者 张云河

在广西南宁左江岸边，有一千年古村，名唤扬美，亦号“小南宁”。此村三面环水、负阴

抱阳、圩市繁盛、人杰地灵，自古以来，便是海上丝绸之路西江水道和路上丝绸之路茶马古

道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古楼、古宅、古码头，古路、古碑、古河口……在扬美，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相互交织，

水埠、街市、风俗氤氲着绵延千年的烟火气。2012 年，扬美村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

■走进传统村落②R

■游览贴士R

在南宁乘地铁 1 号线，于鲁班路站 B 出口出

站，在大学东路广西超大旅游集散中心乘坐南

宁—扬美专线车，票价 17 元；南宁至扬美的路况

不错，村里有停车场，自驾前往也方便。

码头、街市、碑刻引人入胜，梁烈亚故居、慕义

门等也值得一观。村里的节庆文化很浓厚，要是

赶上唱春牛、师公戏、龙舟上水节，万不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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