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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丰富多元的自然地
理景观与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高原盆地、山脉峡谷、河水溪
流，激发出中华先民破解自然阻
隔的勇气。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廊桥
是中国人极具智慧、巧夺天工的
精彩创造。

中国建筑的瑰宝

廊桥是中国建筑的瑰宝，也
是世界文明宝库的一大奇观。廊
桥在中国的别称有很多，因地域
不同有虹桥、彩虹桥、花桥、凉
桥、蜈蚣桥、风雨桥等。中国廊
桥以基础构造分类，可分为石拱
廊桥、木拱廊桥、石平廊桥、木
平廊桥、八字石柱廊桥、八字木
柱廊桥等；以上部构造分类，可
分为屋式廊桥、厅式廊桥、亭式
廊桥、塔式廊桥、楼式廊桥等。

中国是廊桥的发源地，据专
家考证，最早的廊桥出现在秦
代，西汉时期廊桥开始建造在成
都平原上，东汉永平六年，陕西
省勉县古褒城北石门溪谷阁道一
侧凿刻的 《开通褒斜道摩崖刻
石》 上写道：“桥阁六百三十二
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
里”，这是有关廊桥的最早文字记
载。明清时期是廊桥大量建造，
创新升华、经典定型的黄金时

期，遗存量较大。1949 年新中国
成立以后，文物部门和民间乡众
将古代廊桥保护修缮，在继承的
基础上新建了一些廊桥。

廊 桥 自 古 以 来 是 中 国 除 寺
庙、祠堂、戏台以外，最为重要
且常用的公共空间，备受广大百
姓的重视与关注。廊桥不仅与先
民跨越河流的愿望相关，更与他
们仁者爱人的精神世界相通。廊
桥是连通河流与道路的关键结
点，是人类自然科学、建筑科学
的重大进步。

廊桥的发明者、设计者、建
造者是以渔、樵、耕、猎为生计
的农民，作为家庭的延续，廊桥
提供了遮风避雨、休息交谈的社
交场所，提供了互通有无的贸易
市场，甚至家族办酒、婚丧嫁
娶、登科庆贺、生子庆寿等活动
都要在廊桥举行。廊桥一旦建
成，会被赋予更多的象征意义，
当地百姓都会世代守护。

华夏地域的时空节点

2001 年，在湖南省芷江侗族
自治县，我第一次见到了廊桥。

正是这座名叫“龙津桥”的
风雨桥，开启了我十八年的追寻
中国廊桥之路。

明代万历年间，龙津桥这座
十三墩十四孔、五层楼七座塔，

长246.7米、宽12.2米的巨型廊桥
建成，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龙津桥是芷江
飞机场下载的援华物资运往前线
的唯一通道。为通行大吨位卡
车，龙津桥上部廊塔拆除，改成
石墩石梁木面公路桥，日军为掐
断这条大动脉，最多一天出动 30
余架军机进行轮番轰炸。龙津桥
与威武不屈的中国军民一道，一
刻未歇地承载着抗日斗争的车轮
滚滚向前。

1945 年 8 月 21 日，中国战区
“受降仪式”在芷江县举行。龙津
桥与亿万中国人民一起，见证了
历史性的一刻，从此“天下第一
功勋桥”名声大噪。1999 年，龙
津桥恢复了桥、廊、塔一体的容
颜，再次以美丽雄壮的身姿屹立
于世界东方。

龙津桥在我眼前呈现的画面
感一下子就把我震撼住了，它就
像一块巨石一样，沉进了我的灵
魂最深处。如果说是龙津桥的容
颜让我着迷，那龙津桥的历史底
蕴则更加坚定了我寻美廊桥的
步伐。

从 龙 津 桥 开 始 ， 截 至 2019
年，我拍摄记录了中国 520 座廊
桥，跨越除新疆、宁夏、内蒙
古、东北三省、西藏西南部以外

的大山峡谷，跨越长江、黄河、
珠江等大水系的无数支流。

依据空间关联性、时间延续
性、风格连贯性、文化差异性、
民族相融性等内容，我对廊桥梳
理后发现，中国的廊桥具有“大
型分布带”特征，它们构成连通
华夏广大地域的时空节点，传承
着厚重的中华文明。

发现廊桥的更多价值

廊桥的结构造型具有鲜明的
独创性，建筑工艺奇妙、文化内
涵丰富、民族和地方特色浓郁，
承载了人们审美怀古的精神追
求，在世界桥梁发展史上具有重
大影响。

穿越历史的风雨沧桑，廊桥
的更多价值被发现，廊桥情节以
乡愁的名义再一次被激活，与廊
桥有关的故事沉淀在乡土深处令
人神往。

廊桥为我们提供了古人认识
空间、构建空间的坐标。廊桥保
存了下来，前人的创造使后辈感
到自豪，也为后辈提供了潜移默
化的文化滋养。廊桥深深地扎根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厚壤中，它的
躯体里蕴含着重德崇祖、尚礼持
重、健康含蓄的精神血脉和持续

的生命力。
如 今 ， 廊 桥 成 为 了 旅 游 热

点，人们跨越了廊桥也就跨越了
历史。沿着祖先的脚步，我们搜
寻同先人对话的机缘，追寻自己
生命中的文化基因。虽然现代社
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华，但人
们没有忘记山野深谷中的廊桥，
而且对廊桥珍爱有加。

人们喜爱廊桥源自深沉的历
史情结和诗意畅想。到廊桥来，
半是回味古人的浪漫，半是寻
梦、寻找精神花园，并使身心获
得畅快淋漓的洗涤。我们在寻找
乡愁的路上，在河流与道路的交
汇口走上廊桥，可以松一口气，
可以嗅到人类繁衍原生地一直延
续的芳香。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中国的廊桥在世界文明的坐标系
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我们这个文
明古国增添一张厚重的文化名
片，让这些珍贵的廊桥得到更多
的关注和保护。我坚信神州大地
上还保留着祖先们的清晰足迹，
而寻找他们就是寻找我们自己的
生命基因。

左图：地处湖南省芷江侗族
自治县的龙津桥。

下图：位于广东省潮州市的
广济桥。

寻找中国廊桥之美
吴卫平文/图

竹 鸣 溪 语 ， 千 里
大别山逶迤至此，步
入安徽庐江矾山镇万
亩竹海：向前望不到
首 ， 向 后 看 不 到 尾 ，
抬 头 是 陡 峭 的 山 峰 ，
俯 首 是 无 尽 的 苍 翠 ，
耳 旁 是 呼 啸 的 山 风 ，
脚下是广袤的大地。

被竹海包围的石
峡村，解放战争时期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攻
占南京、上海渡江的
必 经 之 路 。 几 年 前 ，
这个坐拥 1.2 万亩竹海
的山村，到处是崎岖
的泥路和破旧的房屋。

如今，山中大道
曲径通幽，身旁竹林
摇曳生姿。世代生活
在这里的村民程章笑
着说：“水泥路通了，
柏油路也修到了家门口，再也不用担心刮风下
雨脚上沾到泥巴了。”

海拔486米、云雾缭绕的釜顶山下，道路蜿
蜒，与程章老人一样，喜上眉梢的还有洪光林
夫妇。自从村居环境整治以来，洪光林一家人
在家门口就业，编竹器、干杂活、参与村集体
工程，一年下来，这个家庭至少增加了2万元的
收入。

在“千年矾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万亩
竹海不仅是矾山一张靓丽的名片，也是农村匠
人们脱贫致富的“法宝”。

一根竹子、一把篾刀、一双巧手，创造出
了一件件鲜活的竹工艺品。今年 68岁的矾山镇

“守艺人”蔡继明，年轻时就跟着父亲学编竹制
品，几十年与竹子相伴，竹编已经成为了他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坚守传统技艺的主
阵地，又积极进取、大胆创新，为传统技艺注
入新的文化内涵。

将资源变产业，让“风景”变“钱景”，毛
竹产业逐渐成为当地小康路上的聚宝盆。剖
丝、回旋，通过这些才华横溢的民间工匠之
手，一根根翠竹涅槃重生般地化身成了竹筐、
竹篮、竹箩……

如今，石峡村竹制品合作社通过多次开展
特色竹编工艺培训，不仅解决了“竹多价贱”
的难题，还吸引了周边其他村的农户供竹。漫
山遍野的竹林，托起了石峡村群众脱贫致富的
梦想。

依托丰富的毛竹资源，矾山镇积极发展一
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村靓了，民富了。近年来，矾山镇大力推
进公厕建设，让公厕与周边的山水环境相生相
融，造就一番独特景致。

从北京回乡的张根言给笔者算了一笔增收
明细账：“路直接通到家门口，万亩竹海里的竹
子编织成竹器，保留的民宅与民俗文化不光丰
富了乡民的生活，还迎来许多外地客……”

石峡村的巨变，正是魅力矾山的缩影。围
绕“产业强、乡村美、农民富”这一发展目
标，今天的矾山镇，道路变宽了、水变清了、
环境变干净了。置身万亩竹海的“桃花源”，这
留得住的乡愁，正让矾山成为人们来了就不想
走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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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哪个季节，去江西德兴梧风
洞都是相宜的，春天如火如荼的映山
红，秋季炽灿缤纷的红叶，隆冬雪白
的山尖，都是梧风洞对美的诠释。

大茅山脉绵延逶迤，丰富了梧风
洞的内涵，也蕴蓄了梧风洞的气象。
嘉木竞秀、繁荫密簇的梧风洞，有翠
意跌宕、绿色扶摇的款款雅姿。山风
一阵阵倒灌进山中，推搡着繁荫向山
巅层层堆叠、卷积、翻滚，宛如深山
藏着大海，波涛追赶着波涛起伏跌
宕，无止无休涌向远方，涌向高处。
黑鹿、山羊、短尾猴……这些神秘的
身影，突然出现又迅速逃矢，除了丰
富人们的惊喜和想象，也进一步诠释
了山中流动的韵致。

一条溪水活泼明灿，发端于大茅
山主峰笔架山，在“两坡夹一川”的
梧风洞沿体取势，一会儿在左，一会
儿在右，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
若一根琴弦缠绕，织缝着山中绿意，
也织连着山与远境。那是马溪，澄澈
如镜、翠绿如翡，宛如纹理丰富的结
晶体。隐匿林中的马溪，时而飞花溅
玉，时而款缓低徊，一路婉转20余公
里，串联起笔架山、仙姑潭等风致，
止于双溪水库，除了将一山青翠日夜
淘洗、把山中气息带去远方，更滋养
了一城百姓的日常浆饮。

沿马溪攀溯古圳头，零星的光斑
透过浓厚的叶隙在跳溅。山风在深谷
形成回环反复的共鸣，宛似大地深沉
的颤音，此兴彼落的蝉声急促鼓噪，
被浩荡的山风拿捏得忽东忽西；各色
鸟声在头顶、在四野群簇喧哗，像一
场密集的雨即性洒落又停歇；山岩上
密密匝匝的树木披风而起，宛如行排
队列的唱诗班在深情吟咏，每一句都
饱含深意。听懂了这些纯澈流声，便
懂得了山中的心迹。

在梧风洞，除了草木、岩石、禽
鸟、走兽、游云、流风和星辰，也生
长着农民英雄和黄巢起义的故事，生
长着黄歇隐居筑田的传说，生长着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历史……这
些根深蒂固的葳蕤生长，并未在烟云

流迭中淡去，而是被梧风洞人动容讲
述，仿佛，你即兴在某处流连，就会
深陷并长久“迷失”在那里。

在仙姑潭边坐下来，将双手按抵
在凉润的石面上，赤足伸入水中踢
荡，听既喧且哗的瀑声轰溅、涤荡繁
芜，却让内心渐渐清宁。山中的画面
在潭水边重建，烈日已翻过山脊，却
将炽亮的阳光慨慷剪切下来，黏贴在
向阳的山尖上。更深的山谷里，树木
密挨着树木，枝叶摩挲着枝叶，林荫
堆叠着林荫，像一团苍绿浓涂重抹。

蓝天和白云倒映在潭中涌漾，葳
蕤的草蔓在涧边舒展，零星的落叶在
水中舞蹈……所有的身影都在流水中
细细梳洗一遍。看得久了，我会溶解
在这幅画境里，仿佛我就是山谷中的
一缕风、一滴水、一棵树、一块石，
或者是一尾仙姑潭的游鱼，整日追光
逐影、嬉云戏月，天冷了就沉入潭
中，天热了就浮出潭面，潮落时奔赴
远方，潮涨时返回故乡。

梧风洞的夜色会更早一些到来。
山中的月亮更低矮更浑圆，能轻易看
到环形山的细密纹理。月光像一场无
边的大雪，洒落在山尖，洒落在林
涛，洒落在溪谷，把梧风洞深情照
耀，也把古圳头徐徐照亮。山峦有了
神秘的色彩，黑魆魆的，但轮廓分
明，风清一样的月白，和水渍一样的
阴影，简笔勾勒出笔架山静穆的轮
廓。月迹朗朗，无边铺展的深山谷，
渐渐隐没的砂石路，月色一层层铺上
来，铺满了再寂静涌荡，最后汇流到
一截曲仄奔流的马溪。于是溪水有了
纯银的质地，月光有了流动的韵律。
山中青蛙的鼓噪、昆虫的嘶叫、夜鸟
的啼鸣……有了被溪水洗涤的纯澈和
月光照拂的清亮，将梧风洞的夜声纵
情演绎、婉转呈现。

而我们，作为幸运的绿意栖居
者，亦皆是虔诚的追慕者和投入的倾
听者。

上图：大茅山风光。 赵晓龙摄

绿意栖居梧风洞
程杨松

当我一脚踏进四川磨西古镇
时，这条用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便
有一股湿漉漉的潮气扑面而来，
天空蓝如海，只有天边连绵不断
的贡嘎山顶聚集了像棉花一样的
云朵，重叠堆砌，随风变幻。远
处的雪山清晰地映入我的眼眸。

我惬意地行走在这个历史悠
久的古镇上。尽管岁月沧桑，我
依然从它众多的明清古建筑中窥
探出其古老的痕迹。街道两旁
汉、彝、藏等民族极具川西风格
的金黄色的木质民居和保存凝重
的旧中国式建筑混杂其间，构成
一种特有的风情。

从客栈老板口中得知，我来
得正是时候，这里刚下了一场大
暴雨，明天清早会有“日照金
山”的奇景出现。有很多游客曾
多次来海螺沟，都是雨雾连绵，
冰雪交叠，或云遮雾迷，根本无
法登上贡嘎雪山的 4 号营地，与
一睹雪峰的真容往往失之交臂，
长叹而归。而想看贡嘎山雪峰

“日照金山”的壮观景象更是难逢
难遇。

“日照金山”是海螺沟五大奇
景之一。有一批游客在我的客栈
住了一个多月，一直在等着看

“日照金山”。老板说得绘声绘
色，我听得心花怒放，如痴如
醉。他说，若要观赏“日照金
山”的奇观，可要起早床，这种
景象一般出现在每年八九月份下
大暴雨后的第二天清早。

我住的房间，开窗可与雪山
对视。放下行囊，便迫不及待地
爬上楼顶。雨后天晴，云消雾
散，空气中盈满了润肺的清甜。
向西眺望，贡嘎山就像一位温柔
可人的白雪女王，静静地屹立在
冰山之巅，神圣而纯洁，这也许
是当地人把贡嘎山称之为神山的
缘由。

第二天黎明时分，我便目不
转睛地盯着窗外远处的贡嘎山雪

峰。东方吐白，五彩斑斓的朝霞
冉冉升起。当第一缕霞光刺破高
原暗黑的天幕，白雪皑皑的雪峰
渐渐地由浅灰色变成了桃红色，
随着红日从东方的山峰向上爬
升，贡嘎山的雪峰像镀上了一层
黄灿灿的金水，瑰丽辉煌。

我飞奔上楼顶，只见万道金
光直射在贡嘎山南侧的三连峰、
金银山、无名峰等海拔 6300 米以
上的大山之上。然后慢慢地，一
道道光环渐次扩大。刹那间，所
有的雪峰都披上了一层金灿灿的
光芒，气势恢宏，炫目吸睛，连
雪山周围的白云也被映染成了金
色，所有的一切便笼罩在一片金
色之中，蔚为壮观。此时，海拔
7556 米的贡嘎雪山像一位王者，
雄踞在群峰的环簇之中，光芒万
丈，这就是无与伦比的“日照金
山”奇观。

上楼观景的游客很快就挤满

了楼顶。金光闪闪的雪山，傲然
伫立在薄薄的镀金的云朵之上。
这是一种绝美得令人震撼的景
观，仿佛传说中梦幻般的仙境，
惊艳得让人心跳加快。这时，游
客的尖叫声如同汹涌澎湃的浪涛
声撞击耳鼓，震动了直插云霄的
冰川雪岭，也叫醒了沉睡千年的
磨西古镇。

“日照金山”的景象持续了大
约 20分钟，朝阳升腾，阳光越过
照射在雪山顶上，雪峰便开始从
红色、橙红、淡红变化到整体银
白。这时，整个楼顶又归于沉
寂，一切又都凝固在这远离闹市
的宁静之中。

在这个晴朗的日子里，我走
近贡嘎雪山，遇见“日照金山”，
邂逅了一场卓尔不群奇丽无比的
惊艳。

下图：游客在眺望贡嘎雪山。
陈先林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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