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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笔者应朋友邀请到广西平乐古
镇榕津，一览其风貌。踱步在青石铺就的街
道，穿行于雄浑高大的会馆和商铺等古建
筑之间，古时商贩们富于节奏感的吆喝声、
主客双方讨价还价和清点铜钱的叮当声，
似乎仍旧依稀可闻。

平乐县古称昭州，始于三国设县，为
历代州府驻地，距今已有 !"##余年历史。
平乐县位于漓江、荔江、茶江，三江归一
的桂江口，水陆两路畅通，自古为桂北各
县通往沿海地区的南大门。今天存留于平
乐榕津古镇“魁星楼”的题字“通津履
泰”苍劲有力，印证古昭州尤其是榕津车
来车往、船来船去的繁华景象。

千年古镇榕文化

现在的榕津，为平乐县张家镇所辖的
行政村；从唐末宋初直到今天，一直是桂
北岭南名镇。此地古榕成林，气须落地生
根，构成众多的“榕树门”，蔚为壮观；
古镇榕津旧时为平乐府辖区的内河小镇，
于漓江、茶江、荔江三江汇流处，乘船向
北可达桂林，向东可抵梧州，向南可到广
州。因当地古榕成群相拥，塘泽星罗棋
布，古街古榕和明珠般的塘泽相映相辉，
构成岭南古圩特有景致，村民美其名为：
“榕津”。

我国江南村落建筑的独特风貌，在榕
津可一览无遗。长 $##米、宽 $米的榕津
街，结构紧凑，多姓杂居，充满中国南方
古民居的情调。古街两旁的石雕取材于整
块石料，精心雕制的麒麟以及龙狮虎、蝙
蝠等不胜枚举。此外妈祖庙、古戏台、粤
东会馆、三神宫、紫竹仙宫等也完好无
损。为笔者做导游的当地村民称：榕津街
上的老房子里少则住有三四户，多则住有
五六户，是典型的“活着”的古民居。房
屋均雕龙画凤，几乎都是三进或四进厅，
皆为典型的南方民居中的两层木青砖结
构。

这里，榕树总是与村庄、石桥、青
砖、古巷等同时现身。榕津古榕掩映在一
片青幽幽的山水民居间，成为一幅雅淡的
泼墨画。古榕树树相绕相缠，令多情男女
们顿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结连理
枝”美丽的情愫。

更令人称奇的是位于古镇南门码头城
墙上的古榕，气根深扎并拥住方方正正的
青石古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不知先

有墙，还是先有树”。想必榕津，正是因
拥有这样的种种奇形怪状的古榕树而名气
远播的吧！

榕树是岭南文化的图腾与象征，寓为
长寿吉祥，在这里被人奉作神树。榕文化
系中国树文化的精髓之一。榕津的榕文
化，伴随着榕树枝繁叶茂、发展传承。世
居古榕下的廖氏后人、在当地学校任教的
廖老师告诉笔者：因其年代久远，外观奇
特，榕津古榕树被入选 《共和国之最》，
享有“华夏第一榕”的美誉。

广西桂剧大码头

数百年来，历代州府之地的平乐，演
桂剧看桂戏，是人们的最爱。过去，人们
有近半年的农闲时光就是在满街巷“长袖
飘飘，呜呜哇哇”的气氛中度过的；———
不光常年漂泊桂江的船家人，还有很多村
民，男女老少都能亲自来一曲、舞几下，
真可谓村村寨寨鼓乐喧天，一年四季“刀
枪剑戟”。

榕津镇存留至今的古戏台，自古以来
便是广西桂剧文化活动和桂剧艺人里的
“上海滩”及“大码头”。

热闹了几百年的榕津古戏台，至今保
存完整：方正结实，高大雄伟，雕龙画凤
清晰可辨。台面高出人头，方正的大青石
沿四周砌就，面积约有二三百平方米。古
戏台两侧，是一幅运笔浑厚的楹联，上
联：“文坛香溢宛见当年情事”，下联是：
“艺苑花荣空传往日风流。”戏台旁有桂剧
名目 《打跳官》 里栩栩如生的形象造型，
《打跳官》 与曾登上央视春晚的折子戏
《打棍出箱》大同小异。

榕津古镇是远近闻名的“大戏院”，
留下无数桂剧名流的成长足迹。在榕津街
粤东会馆里，保留着刻有官方“钦定”桂
剧演出的碑文，以及“广西第一锣”和旧
时桂剧艺人的传奇故事，这些历史物证向
当地后人和游客诉说广西“桂剧中心”的
地位。

做客榕津，村民依然津津乐道于尹
曦———桂剧辉煌时代的标志人物在榕津戏
台表演的奇闻趣事：“年轻的小金凤（尹
曦艺名）是在榕津唱红的。没有在榕津古
戏台上唱红过的艺人，算不得桂剧名流。”

古戏台还成就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继承人秦彩霞和周小兰魁。
周小兰魁原名周明亮%生于 !&'' 年，先习

净后工丑。他善于广纳博收%具创新精神%

能细致钻研角色的独特心理刻画%并善于借
鉴传统%又不囿于一般的表演。历数往事，
其感触良多：“榕津村民男女老少，个个
都是广西桂剧的忠实粉丝！”

李杜明，今年 "( 岁，身材略瘦精神
十足，家住距榕津 '# 里外的同安镇望塘
村，是当地有名的桂剧师傅。吹拉弹唱，
武生花旦，样样精通，平乐县年过 )# 者
无人不知其大名。他说，表演桂剧讲究的
是道具行头角色齐全，所以每次搬运服装
道具的木箱是重体力活。好在每年秋收
后，榕津附近的桂戏爱好者都要亲自到戏
班来接送。

李杜明最拿手的是《三气周瑜》。时至
今日，逢年过节，还有剧团和热心的村民，
邀请李师傅来几段桂剧。同行的人均要求
李师傅来一段，他毫不推辞，往台上一站，
清音亮喉，抖长袖，迈方步，呜呜哇哇唱起
来：“吾主爷坐江南威震九郡———”，清音缭
绕的当口，我瞬间穿越到战旗飘飘、号角声
声、横刀立马的古战场。

榕津镇的“桂戏擂台赛”，短到两三
月，长到半年。颇感遗憾的是，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随着生活节凑愈来愈快和铺天
盖地的网络传媒，长袖飘飘、呜呜哇哇、
刀枪剑戟、打打杀杀的桂剧桂戏已渐渐淡
出村民们的视野。

富甲一方在榕津

千百年前，古镇榕津以水陆两路达
梧州、通广东、出沿海，商贸发达。来
自东南沿海的食盐、布匹等日用品和当
地出产的月柿、爆竹等，吸引了数以万
计的客商。

榕津“打造”了很多名人：清朝进士
廖子芳———段祺瑞的拜把兄弟；光绪年间
曾带领部下击退法军的著名将领廖保龄；
为人慈善办义学，乐善好施的廖炳坤；榕
津中学的创始人，原广西省省长张一气。
除此之外，还有巨商叶达峰、卢文广和龙
宫取宝的传奇人物卢鱼桂。

张一气，原名张鸿钧，!*"*年（清光
绪四年），出生在榕津附近的源头镇九洞
村普通农家，自小父母双亡，由祖父母抚
养成人。其幼入私塾，勤奋好学，能诗善
文。清光绪二十九年，参加清代最后一届
科举考试，考中秀才。后在源头、郡塘等
地设馆教书。宣统元年 +!&#& 年,，在桂

林经麦换章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
会，负责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年，张
考入广西高等巡警学堂；!&!'年 '月，被
选为广西省参议会议员、副议长。!&-)

年，李宗仁夺取广西的最高军事领导权，
决定用文人治理政府。于是推举张一气先
生出任广西省政府省长。经省参议会选举
出任广西省省长。

自 !&)! 年始，张一气回平乐榕津隐
居。!&)- 年，在榕津创办“乐育中学”，
就是后来的榕津中学的前身。张亲自任董
事长，为平乐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当地旺族廖氏先人廖炳坤，是平乐最
著名商人之一，极富传奇色彩，在榕津经
营着大片的土地。其修建在榕津街的住宅，
高大宽敞，檐上饰有壁画、花草、树木以及
各种木雕，具有典型中国传统技艺。廖氏祖
宅共三进两天井三开间，豪宅后紧临大片
幽静湖塘，高墙与倒影相得益彰。穿行在廖
炳坤故居，依稀可见其富甲一方的雄厚家
底。相传有一年，青黄不接，民不聊生，哀鸿
遍地，廖炳坤开仓放粮送与村民，后一
传十，十传百，前来讨粮，于是，廖炳坤
就沿街架上十多口大钯锅，日夜烧柴
熬粥，度民过日。

在榕树环绕的古镇街头，笔者闻
听了“一渡二河三上岸”的传奇故
事：平乐县有名的大盐商卢文
广，来自广东，平日里为人豪
爽、乐善好施。但一次，因特殊原
因砍倒两棵古榕，引发了众怒；
后来，为了将功赎过，也为了造
福村民，他在榕津河两岸修
建了三个码头。这三个码头
至今依然有迹可寻。

现在的榕津，依然是
当地经济的火车头。
张家镇政府负责人告
诉笔者，早几年的
西红柿，这两年的
葡萄，都成为榕津
经济能人善于
把握时机的最
佳佐证。
（本 文 图
片来源：fj.

sina.com.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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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挣的 2000元钱，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的大二女生

张佳佳（化名）游玩了16天，

逛了香港、澳门等 7座城市。

（《武汉晚报》）

想起“蜀之鄙有二僧，其

一贫，其一富”的故事：“西

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

蔫”。僧贫者，靠的是“一瓶一钵足矣”；女生张佳

佳，用的是自己挣的2000元稿费，住的是豆瓣网和

微博上联系好了的“沙发主”提供的“人情”住宿。

她的“纯天然”、“返古式”自助游，充满淳朴的人

间情意，收获了最贴切最微观最真实的人文和“风

景”。扪心自问，比张佳佳“富裕”的我们，曾经幻

想过到很多很多地方去放逐心灵、回归本真，然

而，“经费”或“勇气”的不足使我们最终未能

成行，像“僧富者”一样徒留委顿和遗憾。

生活在熟悉得发腻的地方，我们总是期待在

陌生的远方能找回自由的天空、悠闲的心

境以及美好的邂逅。显然，张佳佳已经做

到了。只是，与我们一般人不尽相同的

是：我们通常是企图用“钱”来寻梦，像

是一场交易，而张佳佳，是用渴望，用勇

敢，用智慧，用“心”。用“心”寻梦，

那么，每一个异乡都是故乡般亲切温

暖；用“心”生活，即使足不出户，

那最熟悉最普通的地方也可观可爱。

但是，我们的心灵，却无时无

刻在发出呐喊，渴望“流浪远方”。

“远方”，其实并不是一个个旅游景

点、一个个众所周知的地名，而是

生命的梦想，可以让生命最真实畅

快地自由呼吸，可以让生命

回复最初的质朴、单纯、丰

满和勇敢。

女生张佳佳“千里单骑”、穷游四方，充满冒

险和浪漫。这段未必能简单复制的旅程说明，只有

生命的初心能提供承载传奇的勇敢，只有生命的质

朴能提供感知美好、互动真诚的直观和能力。

即使足不出市，也当像张佳佳一样善于放飞梦

想、回归本真；若用“心”生活，则生活处处可采

荇菜、可撷落英，不必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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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

北海公园先蚕坛广场日前再现清代皇后亲蚕躬桑典礼。这次由北京西城区文
物研究所、北海公园管理处共同举办的。活动旨在向群众展现传统祭祀礼仪文
化，并引导社会由旧时对农桑的重视，转变为现时的关注民生，祈福和谐。此次
活动也是北海公园琼岛春阴系列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先蚕坛位于北海公园北门东侧，是北京九坛之一，为皇室后妃祭祀蚕神西陵氏、行
亲桑之礼的场所，建于清乾隆七年（!")-年）。在国家祀典中，自周朝始就已确立了天
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的祭祀格局。清朝政权建立后，承袭历代的祭祀礼制同样成

为巩固政权、体现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因此，也因袭了以农桑耕织为主体的汉族传统礼
法。

为了继承皇家园林文化，促进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弘扬，-#!-年北海公园与北京西城文委
合作首次举办清朝皇后主持的最高国家祀典———先蚕礼礼仪展示，北海再现的皇家祭祀蚕神礼是北京西城
区文化委员会，会同国家图书馆，整理收集了各类有关先蚕坛历史、祭蚕文化等文献和研究资料的结果。
盛典依据清代《大清会典》、《皇朝礼器图》、《钦定大清通礼》等文献中祭祀先蚕坛礼制的记载并听取专
家意见，将祭祀音乐古谱进行了翻译、编曲和录制，复原了祭祀先蚕坛的礼仪程序，活动主要为观众展示
了祭先蚕神的礼仪程序。 田慧丽摄

北海现皇家祭祀蚕神礼

!

图行天下

廊桥，福建宁化本地人又称“屋桥”，是指在桥面上
构架屋式建筑的桥梁。

宁化多廊桥，水茜乡的藩维桥、蛟潭桥，石壁镇的维
藩桥、溪背屋桥、曹坊乡的温孙桥……四方村镇，或宽或
窄的河流，都能觅到或大或小的廊桥，总数当在 -#多座。

不少廊桥是有年头的。在现存的廊桥中，以水茜乡的
藩维桥和曹坊乡的温孙桥最为古老。

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藩维桥，四孔桥墩，桥身上施榱
栋，建楹植式屋桥，翘檐青瓦。桥长 $#多米，桥宽 $米。
这桥曾遭水灾、火灾，但每次都由乡人自发募资修复，至
今仍雄姿傲人、古韵悠长。

温孙桥，又称“神仙桥”、“解放桥”，始建于明代，全长
*#余米，宽约 (米，桥基墩为船型石墩，其他部分均为木头
做成，墩由十层圆木经纬排列搭成，桥面为土质，上覆鹅卵
石，桥面为廊式木质结构，两侧有供行人休息的坐板。

据当地百姓说，温孙桥旧时是泰宁、建宁、宁化通往
长汀的“盐米”古道必经之桥，到上世纪 (#年代这里还
很热闹，闽西北的茶、木、山货，宁化本地的玉扣纸、大
米等经此运往长汀，再转水路到厦漳泉。

无论风霜雪雨，无论物换星移，廊桥固执而倔强地连
通两岸。往来耕作的农人，贩夫走卒，单车玲玲，摩托轰
轰，它都能承载。大多数廊桥，中间都设有一神龛，逢年
过节等特殊日子，人们就要上前点香朝拜，这是对自然的
敬畏，对祖宗及其造桥发展生产、捐钱行善传统的追思。

廊桥是小孩的天堂，他们在这里跳格子，玩家家，爬
上爬下，或者干脆躺在坐板上；廊桥还是情侣温暖的港
湾，雨点打在屋瓦上，情侣在桥上或携手，或坐立，情意
两相知。

有的廊桥，还上演着圩日的狂欢。水茜乡的藩维桥每
逢圩日，桥上猪肉摊、衣服摊、山货特产摊，一一在列。
夏不当日，冬不落雪，无论刮风下雨，买卖双方均无惧天
气变化。于是，卖的吆喝，买的询问，卖的出价，买的还
钱，成交！皆大欢喜。 （图片来源：jyrb.net.cn）

宁化廊桥多姿彩
俞祥波

（图 片 来 源 ：
hg.gminf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