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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有“世界客都”之美
誉，小城不大，位于广东东北
部，地处粤、闽、赣三省交界
处，两晋至明清时期，中原战乱
不断，这里成为北人南下避乱、
安居乐业的福地，日益繁荣。

一路上，我想象着客家先民
南迁的场景，时光似乎也在这里
停留了下来。这一场客家文化之
旅，注定不同寻常。

绿水青山风光好

飞机在梅州上空准备降落的
时候，透过舷窗，我看到外面已
是一片绿色生机。相比于北方的
雪白，南方的绿色总能给冬季增
添不一样的感觉。

走出机场，温暖的空气扑面
而来，送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我
想，这气息定是从周围的青山而
来，又融入了市井的烟火。

到梅州的第一个夜晚，我独
自行走在梅江畔，江水氤氲了空
气，钻进鼻子里的味道竟有些悠
远。这味道，像是梅江从源头
风尘仆仆带来的，又有一种浓厚
的文化气息。

在梅州的几天，我一直在寻
找，这种味道究竟是什么。

站在客天下景区的高地之
上，可以俯瞰整个梅州城。这是
一座被青山包围、被江水浇灌的

城市，绿色，是这座城市的底
色。青草托清风捎来的香味，让
我不由自主闭上眼睛尽情呼吸。

身在绿水青山之中，于老城
区择一店而坐，最不能错过的当
属客家美食。

由于客家先民跨地域的迁徙
和融合，客家饮食文化呈现多元
形态，主要以南方习惯为主，兼
容北方汉族习俗，其中最有特殊
的是酿菜及粄类食品。

酿豆腐便是客家菜中的重要
成员，豆腐包着肉馅，一碗下
肚，似乎吃到了南北融合的味
道。店家用客家话招呼着客人，
我们坐在骑楼之下，旁边便是来
来往往的行人。

客家话听起来很柔和，当地
人又叫“客家言”，它是汉语的
八大方言之一。客家话语音与中
原古汉语音韵相符，所以又被称
为“中原古音的活化石”。

宋代以来，大量客家人聚居
于岭南山地，在与土著文化交融
中，语言形态发生了变化。客家
方言形成于闽西和赣东南，成
熟、定型于梅州，当地人告诉
我，耳边听到的梅县话便是客家
标准话。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独立民
系，客家话是客家民系的“族群
记忆”，也难怪有客家家训：“宁
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

围龙屋内文化传

围龙屋，是客家人的骄傲，
它不仅仅是一座座建筑，更是客
家人耕读传家的立身之所。

围龙屋的主体是堂屋，它是
二堂二横、三堂二横的扩展。堂
屋的后面有半月形的围屋，与两
边横屋的顶端相接，将正屋围在
中间。从一个围龙屋的规模大
小，便能清楚地知道这个家族的
大小。

围龙屋多依山而建，整座屋
宇跨在山坡与平地之间，形成前
低后高、两边低中间高的双拱曲
线。屋宇层层叠叠，从屋后最高
处向前看，是一片开阔的前景。
从高处向下看，前面是半月形池
塘，后面是围龙屋，两个半圆相
合，包围了正屋，形成一个圆形
的整体。

傍晚，我走在梅州的围龙屋
中，与这座百年之前的建筑深情
对话。当地人告诉我，这围龙屋
不仅是一处可以居住的场所，还
是客家历史文化的宝库。在围龙
屋中轴线上的上堂，供奉着祖先
的牌位，这正是儒家孝悌、仁爱
观念的体现。围龙屋的门联和堂
联，也凝聚着客家文化的精华，
不同家族各具特色的楹联，激励
着一代代后人奋勇拼搏。

围龙屋并不是一开始就如现
在这般样子，它的变迁也折射出

当地的发展脉络。
早年迁居梅州的客家先民，

生活在“三不管”地带，社会环
境恶劣。为了求得生存之机，他
们保持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修
建了具有防御性的围屋。围屋既
为一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提供住
所，又在遇到动乱时，能够保护
家族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只要
将大门一关，围屋就成了一座易
守难攻的堡垒。

随着梅州的社会环境大大改
善，当地的客家人对传统民居进
行了优化改造，建成了半开放式
的围龙屋民居。

每个客家围龙屋的居民，大
都是一个姓氏，由开基祖一直往
下传，随着子孙的繁衍，不断扩
大或新建。

客家脚步走四方

虽然当地人一再感慨，这里
的节奏慢，笑称梅州人很懒，但
是，当我走过了许多地方之后再
来回味，才体会到，正是这种慢
孕育了梅州人坚韧的性格。

千百年间，南下的北人与梅
州土著相互交融，和睦共生。在
长途跋涉的迁徙中，客家民系不
断淬炼自己，非但没有衰落，反
而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化。尽管
如此，客家人的脚步并没有止步
于此，而是又以梅州为支点，走
向了全世界。

曾经，为了讨生活，梅州人
下南洋到海外打拼。至今，梅州
旅 居 海 外 的 华 侨 华 人 达 700 多
万，许多客家人在海外闯出了一
片新天地，这里也成为了全国重
点侨乡之一，也是港澳台同胞的
重要祖籍地之一，更成为客家人
的心灵家园。

我在叶帅纪念园里看到，叶
剑英元帅的父亲曾往来于梅州和
南洋之间，成为外出游子与家乡
联系的纽带。

客家人走得再远，都没有忘
记自己的家乡。客家人极为重视
有关祖籍地、迁居地及繁衍发展
地的记忆及展示，这从大量反映
出身世系的家谱族谱、郡望堂
号、门楣楹联等中可见一斑。

客家这些深厚的文化，独特
的民俗风情，传奇的迁徙历史，
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勤劳的客家人，一直在路
上。在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中，
那幅巨大的客家人迁徙地图上，
有生活的酸甜苦辣，也有客家人
的勇往直前。

上图：俯瞰梅州城
左图：客家围龙屋

梅州的味道
本报记者 刘发为文/图

参 观 博 物 馆 、 探
访历史文化遗存，于
行游中追寻历史，神
交 古 人 ， 自 是 乐 在
其中。在雁排长空的
时 节 ， 喜 欢 历 史 的
我，向金代古都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进发，探访女真肇兴
之地的独特风物，领
略金源文化瑰宝金代
铜坐龙的风采，俯仰
源远流长的华夏文脉。

元代诗人刘静修
诗云：“万里河山有燕
赵 ， 一 代 风 俗 自 辽
金。”公元1115年，金
太祖完颜阿骨打肇建
金朝，定都金上京会
宁府 （今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阿城区），历金
太祖、太宗、熙宗和
海陵王四代帝王，后
迁都燕京 （今北京）。
哈尔滨市阿城区南2公
里处，至今保存着金
上京皇城遗址，残存
着 长 达 11 公 里 的 城
墙，矗立其上，让人
联想起这座数百年前
的皇城，曾经有过的
辉煌，赫赫王朝演义
过怎样鼙鼓震天的传奇，红尘陌上又留下过多少
浪漫婉约的故事……

当歌曲和传说缄默的时候，文物还在讲述着
流年过往。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在金皇城遗址一
侧，馆藏以国宝铜坐龙为代表的金代文物 2000余
件。徜徉其中，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
程绰约闪现于眼前。

金代铜坐龙，重 2100 克，高 19.6 厘米，黄铜
铸造。金代铜坐龙与中原龙文化的造型相近而又
独具特色，龙头、犬身、鹰爪、狮尾的造型，彰
显了女真人独特的审美意蕴与融入华夏文明的文
化自觉。

文物是承载文化的记录和探索历史奥秘的航
标。文物专家发现，这尊雍容踞坐的铜坐龙，是
皇家御用之物。《金史》 卷四十三 《舆服志》“天
子车辂”条记载：“大辇，赤质，正方，油画，金
涂银叶龙凤装。其上四面施行龙……珠翠结云
龙……顶轮施耀叶，中有银莲花、坐龙”。专家认
为，这尊铜坐龙是金代皇帝御用车辇上的装饰
物，用来彰显皇权的威仪。

岁月奔腾、物换星移，谁又可以在浩荡风烟
中一如既往。铜坐龙的蒙尘，与第一位建都北京
的皇帝海陵王完颜亮有关。作为金朝第四代帝
王，完颜亮是仰慕中原文化的诗人皇帝，曾留下

“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的诗句。公元 1153
年，完颜亮断然毁掉金上京皇城，迁都燕京，金
代铜坐龙也蒙尘于废墟之下，见证了这段北方民
族文化与华夏文明融合的历史。

或许，久别重逢的邂逅都应是别来无恙。
1965 年，阿城一位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偶然发
现，让国宝铜坐龙于数百年后又重见天日。龙的
形象，凝聚着“龙的传人”血脉相通的家国情
怀。金代铜坐龙是中华龙文化传承发展的见证，
彰显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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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市店铺、石板路、马头墙、
河埠头……浓缩了江南水乡历史文化
和人文风情的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南
塘老街，多年前只是一条悄无声息的
老街区，如今却成了市民和游客争相
前往的“网红打卡地”。“老地标”成

“新网红”的背后，是宁波活化保护
历史街区的结果。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历史街区
的更新不可避免。”海曙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张宁辉说，“我们不断总
结得失，提出‘政府主导+企业投
入+公众参与’的全新模式，在传承
中最大程度保留历史街区的真实性、
完整性和延续性，同时依托文商旅融
合，加大发掘、开发力度，使分散
的、隐性的历史文化资源集聚化、显
现化，形成具有海曙特色的老城保护
经验。”

这一模式就是由政府负责历史街
区的规划制定、业态定位等工作，街
区重建、业态重组、招商等由企业实
施，同时引导公众参与历史街区保护
开发的全过程。

在这一思路的倡导下，毗邻月湖
的郁家巷历史街区率先启动保护和更
新。这一有着大量历史古迹的街区，
在保护开发的过程中综合利用原地保
护、空间转换等手法，保留了古老的
建筑结构和风格，并诞生了“月湖盛
园”文商旅综合体，成为国内首个以
江南院落为蓝本打造的历史文化商业
街区。

2012年，南塘老街也在修缮后重
新开放。这条老街原是南宋“淳熙四
先生”之一的袁燮及其后代世居地，
现如今遍布了赵大有、缸鸭狗等诸多
宁波老字号商铺。

从青石曲径的石板路到乌瓦白墙
的屋舍，南塘老街完整保留了江南传

统水乡街巷。随着商业活力的注入，
一条集旅游观光、文化休闲、民俗特
色于一体的体验式主题商业街区被打
造起来。

随着一个个成功案例的诞生，海
曙区尝试从涉及历史街区的保护建
设、街区街貌、街区服务和街区管理
等4方面制定更高的工作标准，并且
通过规范硬件设施、文物保护、民俗
活动、商业规范等，提高街区规划合
理性和服务管理水平。经过数易其
稿，海曙区发布了《历史文化街区建
设活动和服务管理指南》。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活动和服务
管理指南》从多个细微之处着手，提
出了很多明确要求。例如对街区内的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有具体规定

“各类建筑应布局合理，体量、高
度、色彩、造型相协调；公共设施设
计应融入街区特色元素……”要求街
区街貌“标志标识的设计应融入历史
文化元素；突出植物造景，形成四季

景观；街区夜景应进行专门设计，有
反映街区特色的文化符号；有美化环
境的休闲景观、小品雕塑和公益广告
等”。

4 年来，宁波历史街区活化保护
的路子越走越宽。其中，南塘老街二
期不仅实现免费无线信号覆盖，还增
加了书店、民宿、服装定制等与市民
互动的业态；月湖历史街区保护开发
中做好品质文章；毗邻月湖的月湖金
汇小镇核心启动区自 2017 年开园以
来，引进企业近 800家，注册资本合
计 670 亿元，管理资金规模超千亿
元；天一阁·月湖景区晋级国家5A级
旅游景区……

下图：日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宁波走书”专场演出《大明十
美图》 在宁波市鄞江镇它山堰村的

“养正堂”内上演。“养正堂”在清至
民国时代建造，近 10 多年来，已成
为宁波走书的传统表演场所，并培养
出一批热心书迷。 严 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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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太原位于汾河景区内的
“汾河晚渡”建成开放后，择一傍
晚时分，我驻足于此。此时此刻，
站在岁月的彼岸回头望，被时光淹
没的“汾河晚渡”市景变得清晰，
让人心动，感慨万千。

明代距今数百年，沧海桑田寻
常事。留步于“汾河晚渡”景石、
驳岸、画舫、观景平台等景点，站
在观景阁楼，极目西山郁郁苍苍，
望着飞架汾河南北的座座大桥，禁
不住来了一次穿越想象。

想起那个考取进士又为诗人的
张颐行经汾河，目视着眼前繁忙的
渡口，低吟出那首传唱至今的 《汾
河晚渡》。在张颐的眼中，斜阳挂
在西山山巅，余晖将汾河两岸的林
木染成紫色。黄昏时分，渡船穿梭
于汾河之上，桨橹轧轧作响，惊起
岸边停歇的大雁。张颐深深地陷入
汾河晚渡的美妙画面中，不禁恍惚
了时间。

曾经，晋商汇通四海达三江。
汾河两岸的繁盛景象，被诗人张颐
赋予了诗意的气息。一处“汾河晚
渡”，寄寓了多少惆怅；一首诗，
又写尽了多少梦境。也因此，“汾
河晚渡”成为了古晋阳八景之一。

究竟是汾河渡口成就了诗人，
还是诗人远播了“汾河晚渡”，实
在已很难考证。怎奈，由于历史、
自然和现实的原因，“汾河晚渡”
之后悠远漫长的若干年，汾河水流
量渐弱渐少，不足以承载渡船，

“汾河晚渡”成为多少代人梦中的
美景。

记得，20 世纪 80 年代的这里，
汾河水如黄泥塘般浑浊，河床裸露
处垃圾刺目，两岸杂草丛生，房屋
低矮，一片荒凉景象。再往后，经
过多年的精心治理，汾河变了，汾
河里有了清水，碧水荡漾，鸟鸥飞
翔，水鸟飞禽在湿地公园嬉戏觅
食。水域多了，生态环境改善了，
水鸟飞禽都来了。

汾河两岸也变了，景区和公园
内绿树成荫，花开遍地，景色宜

人，鸟语花香，两岸边快速路上，
汽车穿梭般驶过，如林的高楼多了
些大都市的现代气息，沿河的18座
不同造型又美观的汾河大桥，犹如
一道道彩虹为美丽的汾河再添灵
秀。这些魅力无比的城市街景，就
连外地游客见到后都连连惊叹：没
想到太原这么美！

“ 萧 瑟 秋 风 今 又 是 ， 换 了 人
间。”站在观景阁楼倚栏观望，实
地体验一下张颐观渡的大致情形，
仿佛看见河面上波浪起伏，渡船上
人声鼎沸，大雁纷纷飞起成行，落
日的红霞映照水面，这“汾河晚
渡”有着烟火气，接地气，从诗中
读出的是耐看、经典和纯粹的画面
感。而今的“汾河晚渡”，见证了
这个时代保护母亲河蹒跚前行的身
影，也为风雨几百年后张颐的 《汾
河晚渡》锦上添花。

临离开“汾河晚渡”时，看到
一艘驶来的画舫靠岸停泊，登梯走

出的少男少女，摩肩接踵，欢声笑
语，想是被汾河的风光美了眼，醉
了心。

“汾河晚渡”今又“渡”。在以
车代船的盛世今时，乘坐画舫，泛
舟河上，凭栏四面，闲步八方，但
见水波清涟，鸟鸥绕舷，看不尽河
两岸满目风光秀锦，“渡”的是心
情，“渡”的是愿景，“渡”的是可
爱的太原。

上图：汾河晚渡风光
来自网络

汾河晚渡今又渡
梁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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