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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 Journey

三吴都会杭州风光胜冠江南，西湖
更是杭州的明珠。在琼瑶电视剧 《水云
间》里，梅若鸿和杜芊芊第一次相遇在
西湖苏堤，桃红柳绿，美景如画，一片
锦绣，引人遐想。

西湖一景一人都有自己的风骨。
苏堤源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

坡。苏东坡是天下文人独善其身兼济天
下的标杆。他一生被贬谪四次，两次到
杭州做官。第一次来，西湖被荒芜的封
草淤塞了十之二三，十五年后第二次到
杭州做知州，西湖已经沦为茭田荷塘。
苏东坡一面上书朝廷，一面花二十万人
工整治。塘里挖出的淤泥横亘成一条贯
通南北的长堤，这就是苏堤。“西湖景
致六条桥，一枝杨柳一枝桃”。这六桥
就是苏堤上的六座拱桥，自南向北依次
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和跨
虹，六桥也就成了苏堤的别称。苏堤的
精髓是苏东坡人格力量的拓展。苏堤一

面镌刻着苏公的风骨，一面昭示着杭州
市井百姓的心迹。人们对苏堤的热爱，
另一个角度说是对苏东坡才情的赞美，
对他为官操守的颂扬。苏堤是那些具有
健全文人品格为官者的精神家园。

泛舟西湖，因岛屿和长堤，西湖看
起来不大。夕阳西下，湖面金光闪烁，
水波粼粼，与柳烟里的苏堤有呼有应。
导游指着湖那边山外青山重峦叠嶂间隐
隐约约的楼阁，说那是楼外楼酒店，显贵
们才消费得起。神往之色容不得人怀
疑。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能在楼外楼吃
饭是身份的象征。我向来对这些不以为
然，在哪里吃饭不是吃饭呢？我很喜欢
自己做饭，一菜一蔬，一饭一粥，在厨技
日积月累里享受成就，这些微幸福充实
着日子的分分秒秒。

在西湖，一定有人跟你说许仙白娘
子断桥相会，一定有人向你介绍康有为
与西湖船娘安身丁家山，肯定还有人要

说说苏小小和阮公子⋯⋯看风景也要有
选择，五彩缤纷，不是什么都入眼入心
的。苏小小墓对面，西泠桥畔还有秋瑾
像，不要忘记去看看。

近日刚看过一部关于秋瑾的电影，
对这位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短暂的生命历
程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秋瑾从一个大
家闺秀走上革命的道路，为自己的信
仰、为千万人的理想而献身，胸襟、气
魄令人敬佩。影片中，就义前她掷地有
声：我此番赴死，是为革命，中国妇女
还没有为革命流过血，当从我秋瑾始
⋯⋯这些热血沸腾的话语至今仍然烫
人。一介女流，在 33 岁这个女人最好
的年龄，以斩首这种极其惨烈的方式，换
来了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唯有西湖
的山光水色可以安抚这个伟大的灵魂。

西湖是热闹的，走到这两个地方，
许多人的脚步会慢下来，呼吸会轻下
来，心会静下来。

西湖的风骨
王树贵

在湖南郴州永兴县，有座保存完整
的明清古村落——板梁古村，村内至今
仍保存 360 多栋完好无损的明清历史建
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建筑上的砖
雕、石雕或木雕，件件工艺精湛。村内
保存有庙祠亭阁、旧私塾、古商街、古
钱庄，古意盎然，别具风情。板梁古村
因历史久远和保存完整，有“湘南第一
村”美誉。

板梁古村位于永兴县高亭镇境内，
始建于元初，鼎盛于明清，距今有 600
多年历史。古村内的建筑依山就势，布
局紧凑，浑然一体。村前视野开阔，小
河绕村而下，三大古祠村前排列，古驿
道穿村而过，纵横交错的石板路连通村
内的大街小巷。

跟当地人聊天得知，板梁古村全村
都是同姓同宗，为汉高祖刘邦的后裔，
聚族而居。相传 600 多年前，汉高祖刘
邦之弟、楚王刘交的后裔刘子芳，在村
内的龙泉庙旁安家，成为板梁刘氏始
祖。据族谱记载，刘氏后裔历朝为官者
数百人，历史底蕴厚重，传奇故事也
多，是典型的湘南宗族聚落社会写照。

板梁古村的村名由来，相当传奇。
相传明永乐年间，承事郎刘润公返乡建

古厅，当厅堂建筑即将完工、准备上梁
时，竟不见横梁。忙乱之际，村民发现
村前河溪漂来一块木板，工匠捞来一
量，尺寸正好与屋梁相合，遂以板代
梁，后人就把该村起名为板梁。

古村建筑古朴，是湘南古民居的代
表。村前有七层古塔，有一石板古桥

“接龙桥”（传说是将已走失的龙气接回
来），连通对外道路。村内小桥流水，古
民居、古祠堂、清泉、半月塘、晒谷
坪、古驿道等布局井然有序。古民居融
和徽派与湘南古建筑特色，其中，清朝
三品官员刘绍苏旧居的三进院、五品官
员刘绍旧居的二进院，保存完好，木
雕、石雕精美华丽，为湘南地方少见。

除了独具特色的古民居，村前“接
龙桥”旁小土丘上有栋精巧小楼，名为

“望夫楼”。据说，明清时期，板梁古村
为商埠之地，男子多乘船外出经商。妻
子在家日夜牵挂，早上去龙泉寺烧香祈
祷，暮上崖头等待归人的身影，风雨无
阻。当地商贾遂集资盖这一小楼，为等
待归人的妇女遮风挡雨。

村内的金陵古驿道，也是大有来
头。传说专程为杨贵妃运送岭南新鲜荔
枝，就是经过这条驿道飞马传送。“一骑
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走在古
驿道上，彷彿仍可听见达达的马蹄声，
久久不绝。此外，古村后的象岭脚下，
还有一块酷似“神龟”巨石，石龟头部
高翘，尾巴悄悄伸在邻近民居外墙上。

“神龟”被当地人视为“镇村之宝”，护
佑古村村民平安、健康、长寿。

板梁古村无论是村落布局或民居建
筑等景观，显露出中国传统的风水观
念、哲学意识、建筑技巧，以及讲究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是一窥古代湘
南宗族社会生活的好去处。

板梁古村：

600多岁明清古村落
王淼

四月

在蓝天与白云的安详里

让阳光打开松软的土层

记录虫鸣窸窣的歌唱

和草木拔节的声响

农民拈着季节的韵律

在广袤的田野上

用犁铧的光亮

和耕牛的喘息

把播棉种豆的农谚

翻唱出新一轮的光芒

人间最美四月天

在这透亮的光阴里

落英缤纷

也是大道至简

繁华在心的守望

春天的乡村

让我们在春风的引领下

在花树、绿柳的邀约里

去靠近小草的呢喃

聆听花朵的绽放

在白云蓝天的高远里

轻触春天的柔软

丝雨的光滑

田园 炊烟

在故乡的遥望里

安然出童年的纯真

白墙 黛瓦

晕染出村庄的整洁与静谧，

在散漫的乡愁里

小径 石碾

为我留守着一生不曾挥散的思念

我来了 故乡就在这里

你来了 这里就是故乡

人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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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庆法

古村的古商业街

石板古桥「接龙桥」

板梁古村内保留360多栋历史建筑
湖南板梁古村之瑜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