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同路，是珠海唐家历史文化街区的两条
主线路之一。大同路上的街是青石板街，庙
便是唐家三庙。

崭新的青石板街道，平整开阔；两侧密匝
的店铺，攘往熙来；通衢越巷，檐头墙角，彩绘
点缀，斑斓而又不失文艺气息，与老建筑群的
青砖灰瓦、枯黄的夯土或以方石垒就的墙体
盘根交错。这街道竟如一位弄潮的老者，骨
血中积淀着浑厚朴实的文史基因，却历久弥
新，与年轻人无声无息地融合到了一起。

我曾在老家汕头、广西梧州看过古埠演
变，那些富有异域风情的骑楼街区，无不喻示
着地区富庶的过往以及侨胞的辉煌。而唐家
历史文化街区，曾涌现过诸如洋务运动先驱
唐廷枢、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
创办人唐国安等赫赫有名的人物，街区内的
历史遗迹也多为岭南建筑。

珠海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庙宇建筑
——唐家三庙，具体建成年代已不可考，只能
推测为宋明年间。如今的庙貌基本是按同治
二年的情况进行恢复的。迈过几进台阶与石
篱半墙，青石板广场上，三座古庙一字并列，从
左及右分别为圣堂庙、文武帝殿与金花庙。我
去的那天，春霾阴沉，朦胧的日光散成无数光
束，洒落在三庙翘首的屋脊，蓝色琉璃瓦与彩
绘彩塑与端庄恢宏的三庙，缄默却鲜活。

在岭南沿海，诸如唐家三庙一类将佛道与
民间神祇共祀的情况不算罕见。但在最左侧
的圣堂庙，又称唐家祖庙，供奉着释迦文佛、
玄天上帝等佛道二教常见的神佛，其正殿还
采用了“歇山顶”建筑风格，这种古韵清朗而
规格高明的民间庙宇却较为少见。屋扉两侧
还存有多幅出于广府壁画大师杨瑞石之笔的
岭南彩画。最让人惊奇的是庙内的大型立体
灰塑，其人物眉眼动作，栩栩如生、精细传神，
雕出的门窗更是采用了花格装饰手法，且内

衬的竟是玻璃。庙中现存的9块古碑，也从不
同方面记述了三庙历年来乡民募捐修缮的事
宜，甚至还有当年旧金山、檀香山等地海外华
侨集资修建的记录。

至于中殿的文武帝殿，除祀有关圣帝君、
文昌帝君以及魁斗星君等神明，也被地方政
府活用为唐家民俗陈列馆，从人生礼俗、节令
神诞、生活及生产习俗展示了唐家一带独特
的民俗、民间文艺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最右侧的金花庙供奉有金花夫
人、欧氏二娘、祝氏夫人以及九位众生相的十
八奶娘女性神祇，为香客求子祈福的神庙。
我没有赶上当地一个“金花诞”的习俗，据说
是入选了珠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的，其传承基地就设在金花庙中。

唐家三庙，从圣堂庙的四序澄明、福寿安
康，从文武帝殿的文韬武略、各有所成，又从
金花庙的开枝散叶、族祚绵长，就如同这条以

“大同”命名的百年老街一般，已成为所有唐
家人铭记乡土根源的共同桥梁。

同学已在佛山开厂18年，四年前他认识的
一位当地朋友，邀请他参加了那年的花灯酒
会，为做善事，他花了3万元人民币成功竞拍
到了一盏“出入平安”灯，活动组织方当时回
赠了他12桌宴席。但由于疫情防控，这12桌
宴席推迟到了如今才兑现。我有幸获邀去参
加了这场“重光庆典暨花灯酒会40周年敬老
晚宴”。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蔚为壮观，目测宴席
有200余围，宾客超过2000人。我得知，活动
组织方设置的头炮、尾炮及16盏花灯现场拍
卖，所得收益其实都用于修缮桥、庙、祠堂等
公共空间以及敬爱老人、关爱孩子的公益活
动。在这里，公益不存在“阶层性”，捐300元
的人与用几万元竞拍花灯的老板获得的掌声
会一样热烈，毕竟重在参与。

活动从当天晚上7点开始，持续到将近半
夜12点结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时间是一个关键词。花灯节已举办40
年，即始于1983年。1983年前后，佛山发生了
什么呢？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1984年1月29
日那天下午，邓小平从珠海乘车到广州途中，
在顺德大良的清晖园短暂停留，聆听了当时
的顺德县负责人汇报农村多种经营和发展乡
镇企业的情况。邓小平鼓励顺德干部群众，
要按自身的生产特点，因地制宜布局，尽快富
裕起来。此后的事情尽人皆知，顺德最先提
出“工业立县”的发展思路，倡导县、区、乡、个
体“四套马车”一起上，又在“外联内引”与“三
来一补”方面下功夫，顺德、南海与东莞、中山
一起成为了广东经济重镇“四小虎”。

佛山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钱人多
了，便纷纷通过竞拍花灯等方式回馈乡里。

我同学非佛山土生土长人，亦非在活动承
办地办厂，但都无碍于他参加花灯竞拍活动。
他邀请的客人，除了像我一样的老乡，更多是
他厂里的员工、他认识的各路朋友以及住他楼
上楼下的街坊与邻里。席间，他一会儿操白
话，一会儿操普通话，一会儿操老家方言，语言
切换游刃有余。很显然，他早就成了“佛山
人”——他自己这样认为，我们也这样认为。

不知何时起，一个人是“哪里人”，不再取决于
或主要取决于出生地，而是他（她）对特定地方
的地域认同、文化认同、营商环境认同。

宴席上，我看到由年轻人组成的舞狮团生
龙活虎地倾力表演，60岁以上的老人喜笑颜
开地排队领取免费的米和油，孩子们吃完饭
后嬉戏打闹，身着印有社区名称的工作人员
在给与会的每个人敬酒与发红包，我脑海里
只浮现出四个字——和谐社区。

16盏花灯，共计拍到了人民币389100元，
平均一盏灯拍价为人民币24318元，成交价最
高的灯是“财源广进”灯，拍到了人民币36800
元。现场气氛高潮迭起，我觉得那些在现场
的本地和外地的孩子，应该都会记住这一刻，
以后也会努力传承与光大这一刻。

相信很多在场的人的心情与我一样，对工
作与生活在这里的人心生羡慕甚至嫉妒——

“怎么我老家不能像这样呢”？至于原因，我
以为两点很重要：其一，制造业与工业立市、
实体经济优先的总体发展战略与思路；其二，
基于本地人与外地人、企业与社区之间良好
的共生与互哺关系。

于老百姓而言，最大的道理就是过上“好
日子”。我想这“好日子”便尽在这16盏花灯
里：丁财两旺、生意兴隆、大展宏图、心想事成、
生意兴隆、添丁发财、四季兴隆、身体健康、过
年顺景、财源广进、六六大顺、得心应手、财运
亨通、顺风顺水、金榜题名、出入平安。

E-mail:hdjs@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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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华松

我每天的时间主要分成了几大块，诸如吃
饭、睡觉、工作。想一想，真正能自由支配的
时间并不多。以前闲下来，我就喜欢倒在沙
发上，刷刷视频，嘻嘻哈哈地笑过，似乎一无
所获。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钓鱼。休息的时候，他
会研究各种垂钓方法，研究天文气压、水文特
点，每每说起垂钓，必是眉飞色舞。每到假
期，头一天晚上他必要约上相同爱好的钓友，
包个车，第二天直奔水库而去。他们尤其喜
欢夜钓，支起帐篷，搭一个高凳，一坐就是一
晚上。我问他：“晚上那么冷，如果再没有收
获。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他笑笑说：“垂钓的
乐趣多着呢，可不仅是鱼儿上钩那一刹那的
喜悦。你能与自然融为一体。即使钓不上
鱼，我们能一起迎来最美的清晨，看到阳光在
湖面上缓缓升起，直到傍晚，还能钓上一杆夕
阳。想想就美，是不是？”我发现，因为这个爱
好，往日很内向的他竟然有了自己的朋友圈，
性格也开朗了很多。他们探讨技术、交流心
得，生活丰富多彩。

还有一个朋友喜欢骑行。因为爱上骑行，
他放弃了多年来开豪车出去旅行的习惯。从
一开始和朋友们一起学习骑行的基本动作，
继而学习自行车的维修和保养，甚至每个周
末都要坚持几十公里的长途训练。几年以后
的一个中秋假期，他们竟然相约骑行去了川
藏线。在中国最美的公路上，他们领略着自
然的磅礴大气，感受着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友
爱。中秋节当晚，一起在山路上吃月饼；遇上
九十九道拐，相互喊着加油；到达布达拉宫
后，一起举起自行车，激动得热泪盈眶。有了

这个爱好后，他更感觉到生命的美好，人生值
得。

我也开始调整自己，每天坚持写作。我觉
得写作的时候，心灵是宁静的。喜欢静静地
坐在温暖的阳光下，窗外有美景相伴，我让自
己的手指在键盘上舞蹈。此时，我感觉就像
在做一场心灵瑜伽，自由、闲适、轻盈、美丽。
文字就像小溪中一个个快乐的小蝌蚪，总是
那么迫不及待地涌出来，畅游在我的电脑屏
幕上。写罢一篇，我就贴到网络上去和朋友
们共享，总有天南海北的朋友，素昧平生，却
认真品读，并一次次地给予我鼓励。这些温
暖，都会激励我一直写下去。

忙里偷闲，我又开始在网上学习钢琴课。
优美的旋律总是让人欲罢不能，我梦想着将
来自己的手指也可以在黑白琴键上舞蹈，弹
奏出美好的乐曲来。每周三节课，一次一个
半小时，看似稀松平常的安排，坚持下来却需
要克服很多困难。有时候，是因为要加班没
时间，有时候因为突发的变故抽不开身，最后
只能挤出时间来看课程回放。好在，我慢慢
地坚持下来了，开始可以弹奏出一首曲子，尽
管还不熟练，却成就感满满。而且，在音乐的
世界里，自己的心态也在慢慢平和，享受到了
音乐的无穷魅力。

我也喜欢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读书，哪怕是
一篇散文、一个小故事，捧着书的感觉，总让
人感觉惬意、闲适，远比去刷那些博人一笑的
视频收获更多……

就这样，在时间的间隙里，每天进步一点
点，让自己也收获了更多的快乐和自信……

而用爱好缝补时光，时光也在熠熠生辉。

□刘云燕

□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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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音乡乡牧羊人和月亮门
新 广 武 村 年 过 半 百 的 牧 羊 人

老方，至今仍记得 2016 年秋天，他赶
着羊群经过明长城脚下时，刮过的
那阵诡异的大风。老方当时站立不
稳，不得不大声喝令他的羊群停止
行进，转身，拱起脊背抱着头，他顶
着飓风的压力抬眼看去——不远处
隐隐传来雷声的方向，那大风竟伸
出了“舌头”，把长城墙台上的“月亮
门”给顶倒了，一时尘烟四起。

老方大叫一声“不好”。这“月
亮门”不仅是长城上的标志性敌台
（军事建筑）“穿心楼”，是广武明长
城最美的一个遗存，也是他们村的
标志性建筑，如果就这样在风中消
失，小村里的农家乐客源肯定会变
得稀少。

老方打小就知道，与小伙伴追
跑玩闹，是不可前往十号敌台周围
的。因为在那里，敌台上半部分的
城砖在不停坍塌中，只剩下了一个
坚强屹立的、像“月亮门”一样的拱
券结构。爱唱信天游的老人还为
此编了一段歌谣，他们用被风吹得
沙哑的老锣嗓子唱道：“月亮出来
亮旺旺，筑墙的哥哥在远方哦，春
风难过长城外，等你等到墙流泪哦
……”

“ 墙 流 泪 ”一 说 ，并 非 夸 张 。
600 多年的雨水浸润，令明代城砖
中的碱和盐缓缓渗出墙体表面，就
像一行行浑浊的老泪。此时，墙面
外侧的包砖也像酥糖一样开始粉
化，这就是敌台上半部分逐渐坍塌
的原因。

晴朗的夜晚，长城上饱含深意
的清澈月光，透过这一拱券结构洒
向四周。矗立在山顶的十号敌台

残骸，便宛若通往天宫之门，又好
似通往无尽宇宙的起点。它斑驳、
沧桑又安宁。在它身上，暂时与恒
久、坚固与脆弱、岌岌可危与稳如
泰山……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也因
此成为新广武村的名胜景点。

每年，老方和邻居家都会迎来
大 批 游 客 ，他们是摄影师 、画家 、
年轻的纪录片爱好者。他们租用
村 民 的 羊 皮 袄 和 军 大 衣 ，带 着 照
相机和摄像机，就守着“月亮门”，
等着月光如泉水一般漫过拱券结
构的时刻。那仍在不断蚀化的奇
迹 ，会 在 那 一 刻 变 得 格 外 柔 情 似
水 。 而 这 些 游 客 ，已 成 为 附 近 农
家搞餐饮、出租铺位与马匹、行销
土特产的主要客源。

但那年，“月亮门”终于在大风
中倒塌，最后只剩下拱券结构靠左
的一截砖墙，看上去就像枯干老叟
举起的独臂，长城敌台的浪漫之美
消失了，只剩无尽的沧桑。此后，
老 方 每 天 放 牧 路 过 此 地 ，都 要 朝

“月亮门”消失的地方惆怅张望。
转眼三年过去了，施工队突然

进了村。领头人老乔专门找村里
的牧羊人来开会，向他们打听敌台
倒塌的原因。老方提供了一条重
要的线索：他的山羊爬到敌台下方
的基石上，貌似坚固的岩石竟像粉
末一样滑落，山羊差点滑倒，惊惶
地咩咩叫。可见敌台的整个底盘，
如今就像是建在了一块豆腐渣上。
很快，老乔的勘探也证实了老方的
推测：基石的风化，导致敌台上出
现了大大小小的贯通缝，最大的裂
缝甚至能插入成人的手掌。可见，
大风只是诱因，敌台的根基不稳，

才是“月亮门”倒塌的罪魁祸首。
很快，长城敌台的“救治”方案

出来了。施工人员在敌台底部天
然基石的外围，植入了“抗滑桩”和

“连系梁”，在尽量不干扰敌台本体
的前提下，将基岩围箍起来。这工
作就像在海上钻井前，要在海浪中
放入紧箍型的管架结构一样，依靠
它们，无论长城内外的大风如何嚣
张，都不会撼动敌台了。

接着，老乔他们又开始对敌台
本体，就是“月亮门”下面的高耸台
基进行加固和修复。为了尽可能修
旧如旧，老乔和工匠师傅们一起到
周边的长城遗址去寻找那些散落的
旧砖，三块两块地背回来。一块明
代的城砖，有二三十斤重，背着它在
几百米的路上走一个来回，大家都
呼哧带喘，腰酸背痛。老方和村里
的牧羊人自发加入了背砖队伍。他
们准备了竹背篓，早上赶羊出门，找
寻一波散砖，晚上牧羊归来，又带回
来一波。老乔很感谢他们，但老方
笑道：早一天修成“月亮门”，咱也早
一天过上迎客的好日子。

靠着牧羊人和施工队四处捡
来的旧砖与老条石，敌台上影响稳
定的空鼓和向外倾斜部分，被小心
翼翼地拆解与重砌。城墙两侧排
水槽下，也特意铺上了散水条石，
保证未来不会因为积水渗入而导
致城砖的空鼓外闪，导致年岁渐长
的敌台进一步坍塌。

修复到这一步，附近散佚的明
城砖也都差不多用完了。老方有
点发愁，担心“月亮门”没有足够的
材料重造。

然而，深秋时分，一个新的钢

架结构终于在“月亮门”的原址上
搭建起来，接着，施工人员在这骨
架上进行了外包水泥直塑。这让
老方有点目瞪口呆——这轮廓、这
造 型 ，可 有 点 像 现 代 化 的“ 凯 旋
门”，老方心里大为叹息：这叫那些
画家和摄影师们怎么能满意？自
家的蘑菇炖小鸡、土豆炖羊肉，也
肯定是卖不出去的……

然而，老方显然是多虑了。过
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来了一位戴着
双层口罩的雕塑师，他手持磨刀和
铲子，根据已有的 3D 立体模型，雕
刻出“月亮门”每个被风雨剥蚀细
节，最后，雕刻师手工喷绘出青砖
和土的色彩与质地，再进行缓慢烘
干。重新雕刻的“月亮门”，每一个
细节都有了“年龄感”……

次年春天，修缮工作完成了，
“月亮门”撤去了脚手架和保暖棚。

这天中午，赶着羊的老方在对
面山头上小憩，叼着一根长长的枯
草晒着太阳。猛然，他的目光撞到
了重新矗立在视野中的“月亮门”，
薄薄的穹顶上，一只塞外的金雕正
在歇脚，太阳与金雕的羽毛，为“月
亮门”镀上一层明亮的光晕。在那
一瞬间，老方听到了自己惊喜又慌
乱的心跳声——上一次听到这种
心跳声，还是他用一根秤杆子，挑
起新婚婆姨的盖头来的时候。

“月亮门”的坍塌与重建，勾起
了一个从来没有离 开 过 故 乡 的 老
牧羊人心底的乡愁。从历史深处
吹 来 的 风 ，在 老 牧 羊 人 的 心 湖 上
点 下 了 一 圈 涟 漪 ，慢 慢 荡 开 ，而
一 支 新 的 信 天 游 ，正 在 他 心 中 成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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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子进入三江那一刻起，
便 一 直 是 阴 雨 绵 绵 ，云 雾 缭
绕 。 古 老 的 侗 寨 色 调 沉 着、深
厚，或成片成堆、或零散孤寂地
散 落 于 崇 山 峻 岭 间 ，在 颇 感 忧
郁 的 春 雨 中 坚 守 着 ，让 人 很 容
易 就 把 这 些 聚 居 于 云 雾 山 中、
与 世 间 喧 嚣 无 关 的 房 子 ，当 成
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
外桃源。

我们到达位于桂、黔、湘三
省交界处的一个多民族聚居地
——富禄乡时，适逢农历“三月
三”。一大早来到圩场，便能看
到成千上万的人蜂涌而至，苗、
壮、侗、瑶、汉等各民族群众都
穿上了最艳丽的民族服饰在此
集会——尤其是当地的苗侗姑
娘 们 ，把 平 日 收 藏 于 箱 底 的 银
饰 乃 至 嫁 衣 穿 戴 一 新 ，丰 姿 绰
绰 ，光 彩 照 人 。 圩 场 上 也 集 中
了诸多摊点，并有山歌大赛、芦
笙大赛、抢花炮、抬官人等民俗
活 动 ，热 闹 非 凡 。 耳 畔 飘 过 的
是 南 腔 北 调 和 乡 间 俚 语 ，眼 前
掠过的则是异彩纷呈的民俗风
情，一切显得随意从容，却又有
点肆无忌惮。

从圩场出来，我们爬上蜿蜒
的盘山公路，向独峒乡进发。路
过某处美景，车子停靠路边打着
黄 色 警 示 灯 ，让 全 车 人 下 去 拍
照。结果，一辆当地的货车路过
时竟停下，满脸淳朴的司机探出
头来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忙？让
我们为山里人那种仁爱心肠感
动了许久。

入夜，热情的旅店主人带领
我们到独峒村观看侗戏。戏台
上仅见一块幕布、几张桌椅，道
具十分简单。三五个演员轮番
上 场 ，插 科 打 诨 的 表 演 赢 得 满
堂 欢 声 笑 语 。 我 们 听 不 懂 侗
语 ，却 能 从 现 场 气 氛 中 感 受 到
其 中 妙 趣 横 生 的情节与氛围。

侗戏一直演到深夜，我们也看到
深夜。

清晨，我们在淅淅沥沥的雨
声 中 醒 来 ，再 驱 车 前 往 被 称 作

“广西十大美丽村寨”之一的“鼓
楼之乡”高定。冒雨爬上寨后高
坡，但见鳞次栉比的侗家楼房依
山就势而建，或似宫殿，或状长
廊，或如楼亭……上下相倚，左
右混排，层叠递进。几处炊烟从
房前屋后袅袅升起，凝重而气象
万千的画面，活脱脱一幅“多少
楼台烟雨中”的诗境。几座高耸
的鼓楼则充满了豪气，在侗寨中
巍峨如宝塔，楼檐翘角上翻仿佛
飞鸟展翅，活灵活现。侗寨每村
必 有 鼓 楼 ，乃 民 族 与 村 寨 的 象
征。鼓楼跟侗家人居住的吊脚
楼一样，除了屋顶盖瓦片外，上
下全部用杉木建造，通身不用一
钉一铆，大小条木以榫衔接，天
衣无缝又牢固坚实，显示出侗家
工匠精湛高超的建筑技艺。

离开高定村，我们又前往有
“ 人 工 天 湖 ”美 誉 的 大 塘 坳 水
库。大塘坳海拔有 1000 米，其
下散布着侗寨与鼓楼，还有声名
在外的林略梯田。最奇妙的是，
这里还被唤作“鸡鸣三省”——
但凡有公鸡打鸣，桂、黔、湘三省
都能听到。

中午时分，我们进入著名的
“千户侗寨”——干冲侗寨 。 这
个 聚 居 了 1200 多 户 共 5000 余
人 的 寨 子 ，乃 三 江 第 一 大 侗
寨 。 来 到 村 口 ，恰 好 有 芦 笙 演
奏 活 动 ，村 民 们 扶 老 携 幼 会 聚
于 鼓 楼 前 空 地 ，煞 是 壮 观 。 围
观 者 不 时 跑 进 场 内 与 演 奏 者
进 行 角 色 互 换 ，接 过 芦 笙 信 口
即 吹 ，丝 毫 看 不 出 高 下 ，令 人
一 时 弄 不 清 哪 些 是 演 员 ，哪 些
是看客。好客的侗乡父老将我
们 簇 拥 到 鼓 楼 上 正 举 行 的“ 百
家宴”中就座，刚入席，就有侗
家兄弟热情地围拢过来，给我们

斟上一杯据说已经存放三年之
久的糯米陈酿“重阳酒”。那种
入口甘甜、沁人心脾的醇香，令
人回味至今。

第三日天刚蒙蒙亮，我们前
往被认为是“浓缩了侗族文化精
华”的程阳八寨。这是三江县八
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古老山寨，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程阳永济
桥 就 横 卧 于 马 安 寨 的 林 溪 河
上。它见证了侗族悠久灿烂的
文化和独特的建筑技艺，是侗寨
最大、最具代表性的风雨桥。登
高远眺，巨大的水车与永济桥相
依相偎，周边山环水绕，茶园吐
绿，翠竹婆娑，更有农人渔夫来
回耕作，几声赶牛的吆喝传来，
恍如天籁回响。

在三江的日子，我真切地感
受到，勤劳智慧的侗乡人每天都
在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
新三江而奋力打拚。相约，下次
再来。

中国大大美美

程阳风雨桥

侗寨晨炊 秋染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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