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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珈阅何珈阅（（仫佬族仫佬族））刘雨佳刘雨佳

千百年来，青山绿水的幽然曼妙点缀着桂
林这座城市。然而桂林不只有好山好水，它还
是一座拥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城市。这一点在
桂林近代城市建设中就能看出来，桂林在开展
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也保留了大量历史名镇街
区，彰显了这座城市对历史文化的重视。而桂
林的老街、古镇、古村落不同于其他地方之处，
就在于其多镶嵌于群山环抱、碧波荡漾的秀丽
风景之中。这些古建筑和古街道，是桂林山水
的点缀，更是一条延续着文化与文明的丝带。

因此，当我们在桂林城乡中漫步，不仅能陶
醉于惬意宁静的山水之中，亦可将目光肆意停
留在那些散落的古建筑、古街上。

缓慢流淌的岁月：大圩古镇
大圩古镇位于桂林市灵川县南部，依着漓

江东岸而建，自秦始皇开凿灵渠以后，大圩便逐
渐繁荣起来，明清时已经成为热闹的水陆码头
和南北商贾云集之地。到了现在，市民依旧保
留着赶圩的传统，每逢农历二、五、八日的圩日，
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大圩古镇的青石板格外特别，大约一万五
千块青石板组成了一条古老的石板路，路两旁
的房子也多为青砖青瓦砌成的明清建筑，且都
是砖木结构。窄窄的小路已经斑驳，露出内里
整整齐齐的砖瓦形状，两侧的房屋也显得古旧，
而住在房里的人和建筑有着同样的历史感。大
圩古镇最令人出乎意料的就是它所呈现给世人
的面貌，虽说已渐渐有了商业气息，却并没有掩
盖它的人文气息，道路两旁的商铺多是古镇居
民开设，他们在房子靠街的一面做生意，在天井
后的正房供祖宗牌位，在厢房会客、居住。这一
切似乎都在无声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古老的关于

“旧人”与“旧事”的故事。
大圩古镇里的万寿桥，是游玩古镇时的必

经之路。万寿桥始建于明朝，是一座虹式单孔
拱石桥。桥面由青石板铺成，有二十几级台
阶，每一级台阶都被来来往往的脚步和时光磨
得发亮。走上万寿桥，西面就是漓江，站在桥
上，可以居高远眺碧波荡漾的漓江风光。万寿
桥远望似青龙卧江，近看像桥影如月，气势非
凡，与两岸古朴的民居相依，具有小桥流水的
典雅妩媚，踏在上面的每一步，仿佛都是对过
往岁月的回望。

在大圩古镇对岸的毛洲岛上有一座大山，
从北面看去，山石层层叠叠，酷似一架石磨，这
就是磨盘山。大山东面，如巨幅画卷的石壁临
江而立，此景叫“船山壁画”。磨盘山西面有个
犀牛状的山峰，犀牛翘首望着天空，形成“犀牛
望月”之景。如今，山脚下的漓江开发了游船娱
乐项目，游人可以乘船游水，于漓江上更近地观
赏磨盘山的风光。在磨盘山下还有清末抗法、
抗日名将、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墓地。铁骨铮铮
的英雄长眠于绿水青山之地。山脚之下郁郁葱
葱，山体之上亦是绿色怡人，一派生机盎然、山
明水秀之景。

大圩古镇共有13个码头，它们至今基本保
存完好。这些码头分别与镇区垂直合而伸入江
中，格外引人注目。码头多用料石镶砌，亦有因
礁而设者。比起桂北一般圩镇的码头来说，它
们显得稳重、大气；若与武汉的江岸码头，北海
的深水码头相比，则显得小巧玲珑、古朴秀美。
码头靠岸的一端，多连有一块平地，或古榕浓
荫，或龙亭飞角，兼有实用和观赏价值。码头与
镇区均有巷道相通，依坡砌级，石板铺路，高墙
夹拥，天光一线，给码头平添一种纵深感。如果
对畅游漓江饶有兴趣，便可以来到大圩码头乘
坐竹筏，览漓江之美，寻山林之趣。

当夕阳西下，游人渐渐离开时，大圩古镇的
生活原貌才逐渐显露出来。当地的年轻人大
多到外打拼，留在镇里的都是耄耋之年的老
人。漫步在石板路上，路边有老人在屋前的架

子上晾晒衣物，有居民向游客兜售自制的桂花
蜜凉粉。走进码头的巷子口，只见四个老人围
坐一桌正惬意打牌，再走走，见一屋内的老大爷
在门内假寐，老黄狗卧在他脚边轻轻打呼，夏夜
蚊虫猖狂，他的老伴走出来，在台阶上点燃了一
盘蚊香。老人们守着古老的小镇，古镇也守着
年迈的老人，他们仿佛都与世无争，在喧哗热闹
的都市之外，他们互相陪伴在这个宁静却不冷
清的小镇里，不受现代气息浸染，依旧在缓慢流
淌的岁月里，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

“东漓一日，浮生如梦”
离开了大圩古镇，买一张大巴车票，穿过窄

窄的过道，在林林总总的座位中找到属于自己
的那一个。沿路，入眼俱是一片绿色，修剪精致
的树木矮矮地停在马路两边，享受日晒与风
吹。就这样行驶了十几分钟之后，就到了东漓
古村景区。

东漓古村位于灵川县大圩古镇美丽的潮田
河畔，是仿旧复建的一个桂北古村落，它生动地
再现了数百年前湘桂古商道和漓江流域人们传
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将桂林地区的传统工艺、民
间习俗等挖掘、保护、再现。

机械化的发展使得传统手工艺受到了冲
击，越来越多的传统手工艺失去了生存环境。
幸运的是，在东漓古村，这些民间传统工艺找到
了适宜的生存空间，那些传承了珍贵传统的手
工艺人总算不必为了谋求生计而抛弃文明薪
火。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在现代生活中逐渐淡
去，但在东漓古村中，铁匠仍旧在拉风箱烧铁
块，抡锤锻打，磨炼时光。编织草席的工具在此
传袭了数不清的岁月，穿席草，压席扣，席草穿
过芒草，席扣压紧，如同岁月交织。染色工艺很
有讲究，植物染是桂林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用生活中常见的植物融入手工扎染、东漓草木
染，植物的神奇之处也在于“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榨油的老师傅光着臂膀，上身只穿一件结
实的围裙。只见他推动硕大的榨槽，伴随着阵
阵撞击声，一股金黄色的山茶油从榨槽里缓缓
流出，这濒临失传的“盘碾锤榨”工艺在此也得
到了传承。

位于“粤头楚尾”的桂林融汇了中原文化，
体现于桂北古民居，在中国民族建筑史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囊括了桂北地区所有古
建筑的精华和最具代表性的古民居建筑，每一
栋建筑皆能从桂北各古村落里找到原型，如阳
朔留公村得月楼、全州虹饮桥，以及灵川、临桂
等桂林十二县区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一砖
一瓦一草一木皆背负着浓重深厚的传统文化。
古村之中，青石、青砖、青瓦、马头墙，在淋淋沥
沥的雨季中显出一派温婉之象，而飞檐翘角，如
飞若举，则显得雅致又不失气派。

都说漓江是桂林的生命之源，对于桂林人
来说，水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东漓古村附
近的村民至今依然保持晴耕雨读的生活状态，
遵循传统二十四节气生产劳作，并保持着“不时
不食”的饮食传统。山因水而灵，人得水而活。
一方水土，出一方物产，身处桂林“菜园子”的东
漓古村，就地获取当季新鲜食材，制作出来的鼎
锅饭和窑鸡更是收获无数好评。漓江的水文化
浸润千年，漓江上，渔歌依旧唱晚，渔火明灭依
旧如故。在东漓古村，能找到在城市中销声匿
迹的乡野乐趣，儿时的滚铁环、打陀螺、木板鞋、
跳大绳、跷跷板等，均能在此玩个尽兴。时光在
这里似乎有意变得缓慢，舍不得就这么匆匆流
去，在这里，玩耍没有规则，只有快乐。纯净澄
澈的漓江水不仅孕育了桂林，也给居民带来了
清凉的欢乐。盛夏时节，到处可见卷起裤脚下
水摸鱼的小孩，这些孩子互相打闹着，笑声清
朗，引得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观看。大人们踩
在浅水滩的石头上笑着看护，偶尔同行人对上
了目光，弯眼一笑，扬手打个招呼，仿佛是相识

多年的邻里。水边有一片小小的丛林，其中置
着一架秋千，小女孩揪着手指站在旁边，带她来
玩的祖父正赤脚荡着秋千，在这片自由自在的
空间里，是否也带他回到了童年时光？

以中国传统文化与东方生活美学为主线，
致力于乡村振兴，十余年的光景已经勾勒出东
漓古村世外桃源般的诗画生活，呈现了“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返璞归真。“东漓
一日，浮生如梦”，在东漓古村体验时光的变换，
就如同亲历四季。春季漓江烟雨、夏日激情亲
水、秋天农耕收获、冬日传统节庆。畅然一聚，
桥亭百家宴、年猪宴，幡然领悟，其实这就是中
国人的传统而朴实的生活。岁月轮转，水车也
日夜不停转，为村民输送着清澈甘甜的泉水。
随着水车转去的是岁月，而转不去的，是那悠悠
的乡愁。

青山绿水听得懂兴坪古镇的故事
桂林是一座依江而建、依山而居的城市，这

里的风景、文化似乎都与漓江和青山紧密相关，
有山水的地方，就有人，也有故事。沿着漓江，
向桂林的东南方向出发，有一座沉淀了千年的
古镇——兴坪。早在三国时期，兴坪置为熙平
县治，后来熙平县治迁往别处，此处留作圩集，
长久以来，在人们的误传之下，熙平逐渐传为如
今的“兴坪”。

兴坪古镇里最有韵味的，是一条铺着青石
板路的老街。街道两旁的民居多为具有南方特
色的砖木结构，均保存完好，老屋的第一层以错
落有致的石头、青砖做基底，起到承重和防潮的
作用，二层则以竹、木搭建，另有些老房子的墙
体则为砖头砌成，门窗以及房梁、柱等都是以木
头构成，二楼的内阳台也为木质。这些桂北民
居具有“青砖、青瓦、木楼”风格特色，傍山而建，
依水而居，仿佛身处在丹青水墨画中，而这些房
屋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竹也取自于这秀丽的自
然，在“天人合一”中，兴坪古镇尽显和谐自然之
美。

这条街上的许多建筑是从明清或是民国
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省会馆都曾建于此地。在
街边一间无人居住的老屋的墙壁上，可以看见
一块题为“万寿宫碑记”的碑刻，立碑时间为清
朝同治年间。万寿宫又名江西会馆，全国上下
有数不清的万寿宫，它早已变成江西商人行至
各地的标志，更是江西人文精神的一种象征，
江西商人行走至全国各地，不仅带来了商业模
式，更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故有人言“无江西人
不成市场”。因此有理由相信，多年前在我们
脚下的这条石板路上，曾一度人流涌动，热闹
非凡。

然而现在的景象与从前大不相同了，各省
的会馆早已寻不见踪迹，部分居民也已搬离了
这里，唯有老街，在日月星辰的拂照、风雨泥沙
的侵蚀后仍以一种深谙世事的沧桑姿态矗立
着，除了稍作驻足的游客，能与之相伴的，便只
有那些铺在路上或嵌于墙壁之上的碑刻，砖缝
中延伸出来的碧色青苔，以及身后静默的青山
和涌动的江水。时间川流熙攘，到访的面孔也
在不停变换，毕竟，青山绿水能听得懂老街的故
事。

除了老街，兴坪古镇上还有湖南街和新
街。湖南街因曾驻扎于此的湖南会馆而得名，
而新街的建筑风格与老街类似，多为民国时期
的传统民居，有百年左右的历史，故得名“新
街”。当调转另一个方向漫步在新街上时，便会
发现这里有着与老街不一样的风景。新街上的
民居大多改成了店铺，精致小巧的手工艺品铺
子，具有桂北特色的餐饮店，人们在新街上走走
停停，东张西望，总想发现一些意料之外的小惊
喜。店铺门口有一缸未开花的睡莲，浅蓝色的
水缸，沉默的叶子，但更具意味的是睡莲后的那
一面墙。出于加固老屋的需要，旧墙体之外盖

上了一层薄薄的新墙砖，老墙在岁月的沉淀之
下变成深色，在湿气的加持之下长出绿色的青
苔，与旁边现代的新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色彩，
一深一浅，两种颜色各异、材料各异的砖块砌在
一起，明明如此不同，却好似被缝合成了一张意
味深长的历史图画，今昔在这条老街上巧妙融
合。

兴坪古镇里，还有另一个好去处——关帝
庙。关帝庙始建于清乾隆四年，是古镇里保存
得最为完好的古建筑。庙内树木参天，还有一
座万年戏台，又称兴坪古戏台。戏台为砖木结
构，台缘有木质雕花，雕刻的均是我国传统戏曲
的片段。这些雕花做工精细，线条流畅，栩栩如
生。在戏台台口的两柱上因演戏而留下了 20
多个叉眼的痕迹，清晰可见。戏台内一侧，有一
幅竹报平安图，此图按春、夏、秋、冬四季雕刻画
板，为节庆活动增添喜庆气氛。平安图有一副
对联，上联为：“花草精神风云变态”，下联是：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下端有落款“乾隆乙丑年
板桥赠”，但是否确为郑板桥所绘，还有待专家
考证。

自古以来，戏台就是一个地区传统文化活
动的中心，是当地历史和文化的象征。在兴坪，
万年戏台就是这样一个见证者，从前逢年过节，
人们都会欢聚在这里，舞龙舞狮、唱大戏、对山
歌、唱彩调。如今，尽管这里欢声不再，万年戏
台已被更新、更宽敞的戏台所取代，但作为一种
凝聚民心、传承艺术的象征，这座万年戏台早已
成为兴坪传统文化血脉中的一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街和古镇与万年戏台
一样，是一座活态博物馆，为桂林城储存着昔日
的记忆，收藏着珍贵的历史。大多数时候，兴坪
古镇是宁静的，城市喧嚣嘈杂，身旁的漓江一如
往日地流淌，而这些老地方却沉寂着。偶尔，能
看见古镇眉头紧皱，有时，它或许也需要发泄一
下心中的烦闷，就等着有心人上前轻轻扣响它
的大门。古镇仿佛在说，来吧，静默的山水已经
听腻了我的故事，这次让我将古老的传奇与你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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