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传统村落1515R

右手握刻刀，左手大拇指抵着刀刃边缘，刀尖在木板上自

如游走……许挺眉头微皱，全神贯注，不一会儿，一个反文“学”

字轮廓便在他的刻刀下凸起。“这叫‘发刀’，即沿着刻墨线外周

2—3 毫米处，在木板上刻凿出字体轮廓。然后逐一雕刻点、

钩、撇、捺等笔画，细刻直至成字，这步称‘挑刀’，最后剔除板内

余木。”许挺说，这门技艺，讲求慢工出细活，是实实在在的精雕

细琢。满打满算，他一天仅能刻不到 50 个字。

许挺是江西抚州市金溪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的一名

执法员。2009 年，他结识了雕版印刷手工技艺省级非遗传承

人王加泉，从小就对刻印感兴趣的他，开始向王加泉拜师学

习。现在，许挺是师门里唯一还在坚持练习、传承雕版印刷技

艺的弟子。

据记载，“金溪浒湾男女皆善于刻字印书。”郑振铎先生将

金溪浒湾与福建连城四堡、北京、湖北汉口并列为明清时期四

大雕版印刷基地。在古代，雕版印刷是一门产业，为了提高生

产效率，多是分工作业，包括制版、雕版、印刷等多道工序。

38岁的全建武师傅专门负责制版，别看他年纪不大，可是制

版的行家里手。“我十几岁就开始做木匠学习制版，这道工序不复

杂，主要是注意选料。”全建武介绍，制版一般选栎木、椿木、樟木、

梨木等，因为这类木纹路是横向的或者错乱的，且木质致密、硬度

高，雕刻的时候木屑会一片一片地出来，不会出现“雕一片出整

块”的情况。

制完版后，就是写样和雕版。写样即手艺人将文字工整地

誊写在极薄的纸上，写好的纸张反贴于板面，使文字或图像呈

反向显现于板面上。雕版便是将板上有墨迹的部分保留，将空

白部分用刻刀剔除，使有墨迹处形成约 1 毫米凸起的阳文反

字。紧接着的印刷环节也考验着技巧，印刷师要用棕帚蘸墨汁

擦涂版面，后将宣纸铺在版上用棕帚抹擦，其间，需要拿捏好力

度。最后再经过分书、包角、打眼、订线等环节完成装帧工序。

近现代以来，机器印刷取代了雕版印刷，这项技能变成了珍

稀的艺术。“冲击不可避免，但是我不希望雕版印刷术在我们这

一代手里凋零。”许挺说，最近他萌生了不少新想法，“可以把刻

板做成艺术品，比如私人订制，找优质木头雕刻客户喜欢的诗词

文章等。另外，还可以拍摄相关短视频，让更多人对雕版印刷产

生兴趣。”

刀刻匠心，留住雕版墨香
本报记者 周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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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抚州市金溪县，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而“博物馆”里最具古

韵的，当数竹桥村。竹桥村始建于元末明初，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 109 幢。从

空中俯瞰，古村就像一柄巨型折扇，一幢幢古屋连在一起，气势不凡。走进古村，青

砖黛瓦、石板幽巷、雾霭烟岚，700 多年的烟火故事在这里流转。2012 年，竹桥村被

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游览贴士R

从江西抚州金溪县城往北约 10 公里，

但 见 不 远 处 沥 青 路 和 一 条 古 驿 道 十 字 交

会。跨越时空，古与今在此相遇。古驿道中

间 为 3 列 青 石 板 ，两 边 是 宽 厚 的 鹅 卵 石 步

道，独轮车在青石板上留下的深深凹槽，仿

佛诉说着古时商贸的繁盛。

三进门楼 水塘穿村

若想深入领略竹桥古村的美，得过三道

“关”。

沿 着 蜿 蜒 的 石 路 ，便 来 到 了 第 一

“关”——总门楼。屋宇式的门楼，除了是进

村的主要入口，还起到防卫作用，古时设有

炮台，由专人把守。上世纪末，为了方便运

输，村民拆除了哨间和大门，但砖木结构的

门楼仍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触摸砖墙，仰看

梁枋，时间在门楼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数

百年来，代代竹桥人出门走南闯北，入门安

居乐业。

从总门楼进来，竹桥古村的景就别致起

来了。民居、祠堂合围着一方开阔的石砌水

塘，古屋青砖黛瓦、朴实素雅。时而水波漾

起，屋影摇曳生姿，浓郁的古韵扑面而来，悠

深的岁月感不自觉地在心里升腾起来。

水则为竹桥古村增添了一份灵韵。村

内共有 8 方大小不一的水塘，其中 7 方布局

形同北斗七星，另一方形似圆月，村民诗意

地称之为“七星伴月”。整个村子坐落在缓

坡上，水塘间有暗渠相通，与宽深的下水道

构成了可靠的排水系统，“雨后天霁，湿不

沾鞋”。

沿着塘边一侧往里走不到百米，就到了

第二“关”——中门楼。依旧是四周民居、中

间塘的格局，门朝塘开，间有照壁遮挡。不

过，空间小了些，布局也稍显紧凑。塘间有

石路隔开，呈“S”形直通第三“关”——上门

楼。往里，便全然是另外一番光景了。

高墙夹一弄，弄宽仅 1 米左右，岔路纵

横，真可谓“曲径通幽”。行走其间，只觉无

限接近“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生活。

高耸的墙体里，还有奥秘可探。村中不少古

宅都是砖石混合砌体墙，即下砌大块青石做

墙裙，上砌眠砖。奥秘就在这青石墙裙里。

若见荔枝纹状青石墙裙，那么这户人家一定

有人经商，原因是“荔”“利”同音；若是菠萝

纹状墙裙，必定是家有书生，纹路沟壑分明，

起到消音作用，且寓意“书山有路路不易”；

如若是抛光面，那家里肯定有人做官，寓意

为“一马平川、平步青云”。

这便是竹桥古村三进门楼、层层递进、

水塘穿村的村落格局。如此布局，与竹桥余

氏家族数百年来聚族而居以及从事的活动

紧密相关。余氏重商，男丁多在外闯荡，留

下妇女、老人和孩子守村，如何增强凝聚力、

防贼就成了日常需要重点琢磨的事。不管

是三门拱卫、为盗贼布设的各种小陷阱，还

是缩小建筑空间距离，增强邻里亲和力团结

力，进而提升对外整体战斗力，皆有考虑。

朝往暮归，竹桥四时之景晨夕百变。清

晨的竹桥是柔和的，刚苏醒的样子就像历经

数百年风雨而新生；中午的竹桥是热烈的，

阳光普照，微风拂面，古村一副惬意又潇洒

的样子；傍晚的竹桥是金黄色的，尽情地释

放一天中最后的美，自在、慵懒；深夜，游人

散去，竹桥古村幽邃静谧。而雨中的竹桥，

淅 淅 沥 沥 ，撑 一 把 油 纸 伞 ，就 是 一 处 烟 雨

江南。

儒商并重 品读为先

“贾而好儒”多用来描述徽商，套用在竹

桥余氏商人上也颇为恰当。“儒商并重”“崇

文重教”“竹桥村是中国传统社会农、商、耕

并重的有丰富人文历史信息的标本之一”等

论述散见于各类文献资料。这点，从现存古

建筑遗址中也可寻见。

“学祠一体”是金溪古村落的一个特有

现象。商人在外做生意赚了钱，回村捐资建

房，往往把祠堂和学堂修建在一起。村东的

镇川公祠由商人余汇清所建，也是竹桥人延

师教子的场所。祠堂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中

堂，二是两侧的书室。以兰桂比喻子孙后

代，将一侧书室命名为“培兰”，作女子读书

用；另一侧命名为“植桂”，作男子读书用。

“培兰”“植桂”即意为培植人才，意蕴深远。

苍岚山房则为私塾先生执教之场所，挂

有 对 联“ 精 勤 经 史 学 人 事 ，坐 起 恭 敬 儒 者

风”。左右厢房同为男女书室，为方便书室

采光，院内特意把天井开成了竖式。与镇川

公 祠 相 似 ，院 外 屋 宇 门 楣 上 题 有 二 字“ 拜

石”，特别的是，“石”字中多了一点。据传，

屋主效仿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爱石成癖，每次

见到石头便下拜称兄；还有解释说，“石”字

加点，有“点石成金”之意。

竹桥余氏经商、做人追求崇德尚品、不

忘根本，其教化的方式颇为特殊，常在门楼

等显眼处布设内容。

总门楼前，有 3 口古井呈品字排列，方

形井口，周围砌有圆形石护栏，外圆内方，酷

似古代铜钱。《竹桥余氏宗谱》记载：“自是三

井品立，亦先人心计也。农民睹之，知为人

邪正固有品级之分；士子睹之，知贫可守而

品不可坏也；商贾睹之，知当忠主任事品德

不谬也。”每次进出村，每次挑水、吃水，都提

醒着他们不管做官、经商，还是务农，都要讲

品德。

中门楼正前方地面上，一个青石板铺就

的大大“本”字不断吸引游人驻足。本者，根

也。如此布设，意在提醒后人不要忘本。同

时，建造者特意把中门楼建得低矮，即使在

外做了大官，也要下马下轿，步行进村。余

氏后人也多谨遵教诲，在外事业成功，回村

或修建祠堂、宗庙、道路，或捐资助学。门内

左侧，有一嵌在墙内的“惜字炉”，竹桥余氏

敬惜字纸，不允许随意丢弃和践踏，凡错印

书籍或废弃纸张都要统一在惜字炉焚烧。

烟火犹存 传承新生

宗谱记载：“村民耕读渔猎，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以上三百家烟火，俨然一小都

市也。”古时，竹桥余氏在此过着安定祥和的

生活。

目前，余氏家族仍有 900 余人生活在竹

桥村，村里的年轻人虽然也在附近建起了排

排新居，但有不少村民仍住在古村内。“屋要

人撑”，这也是村内绝大多数古建筑能保存

完好的原因。

中午时分，村内炊烟袅袅，烧柴的淡淡

香味弥漫开来，是家的味道。水塘边，大簸

箕里摆满了村民晾晒的辣椒饼、茄子干，为

古村增添了一分鲜艳的色彩。村内游人熙

攘，欢歌笑语，古村似乎展现出了无限的生

命力。

周青云老太太今年 72 岁，嫁到竹桥村

50 多年，对村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充

满感情，她和老伴多次拒绝了儿女接他们去

城里居住的邀请。“我就偏爱村子里的这股

古味。”走进二老的屋子，还是旧时房屋的架

构，进门便是宽敞的厅堂，左右侧是起居室、

厨房、杂房，干净整洁、古朴素雅。

2005 年，当地政府启动了对竹

桥古村的修缮工作，而在这之

前，竹桥村民可谓是当了多

年的“桃花源中人”。“村

民 对 古 村 虽 然 有 所 了

解，但浑然不觉自己

一 直 生 活 的 竹 桥 村

也是古村。”村妇女

主 任 黄 小 梅 介 绍 ，

直到政府采取保护

措 施 ，村 民 才 意 识

到原来自己一直住

在“宝贝”里。

村民有了保护意

识，听说以后还要走古村旅游的新发展路

子，积极性高涨。拿着簸箕扁担，家家户户

的 壮 丁 都 吆 喝 着 来 清 理 8 方 水 塘 里 的 淤

泥。如果家中劳动力在外工作，还会自己掏

钱请人代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水塘清理

工作就完成了，八塘悠悠清水重现竹桥古

村。有水就有了灵气，古村面貌焕然一新。

2014 年，金溪建立古村保护“一村一档”

制度、监督机制、定期调度机制、问责机制及

“一员护一文物”“一员管护一古村”的专人

看护机制，为每个传统村落都配备了文保

员，实行专人“一对一”保护。2018 年，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会与金溪县人民政府签订合

作协议，启动“拯救老屋行动”，共同保护、传

承与利用好金溪县优秀的文物文化遗产。

金溪县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老屋办”，打造

一流的工匠队伍进行维护修缮，调动村民积

极性，自发地对老屋进行抢修保护。

竹桥的美，不仅在于它的建筑，更在于

700 多年来竹桥余氏在这里燃起的人间烟火

和积淀下来的文化。

图①：竹桥村中的临水古屋与屋前晾晒

的红辣椒。 谢东琳摄（人民视觉）

图②、图③、图⑥：金溪县雕版印刷的制

版、雕版、装帧工序。

邓兴东摄（人民视觉）

图④：游客在细雨中游览古村。

本报记者 周 欢摄

图⑤：金溪县浒湾镇雕版印刷博物馆保

存的古籍。 邓兴东摄（人民视觉）

图⑦：竹桥村全景。

朱文荣摄（人民视觉）

竹桥古村布局，恰似一柄巨扇。进入竹

桥古村后，沿着青石板路一路前行，依次可

参观总门楼、中门楼、上门楼、八家弄、十家

弄等系列明清古建筑。

竹桥古村也有茶吧、书吧、咖啡吧等各

类休闲娱乐场所。游客可以走走歇歇，饮饮

茶、看看书、喝杯咖啡、听听音乐，一边欣赏

古村独特风光，一边感受古村慢生活。如果

时间充裕，也可到周边古村转转，大

坊荷兰创意村、数字游垫古村、心学

创始人陆九渊故里陆坊村等风

格各异的古村，离竹桥古村都很

近，均只需 5 分钟左右的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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