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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图”断了脉
九都村是南田镇的中心村之

一，就在镇政府附近。绕过几幢沿
街的砖瓦房，才能找到隐在村里的
古民居。

眼前，有一个约 !亩大小的水
塘。村民说，这水塘唐朝时就有了，相
传是一户谢姓人家住此，就取名谢
塘。再往村里走，就是一条石子路。

沿路来到一处四合院，木门台
和石门台上，写着“高瞻远瞩”四个
大字。走进一看，除了门台和正厅，
两边的厢房已不复存在，一边新建
成了砖瓦房，一边成了废墟。同行
的世界刘基研究会副会长刘日泽，
是土生土长的九都村人，他说，这
座四合院是南田现存唯一采用吊
柱结构修建的古民居。

走出这一四合院，一面外墙上
竟有一个硕大的“拆”字。“可能是要
让步于新农村建设，这多少让人有
些无奈。”刘日泽说，现在这个院子
里还有年过 "旬的老夫妇住着，要
是长久没人住，房子怕是保不住了。

沿着石子路走，又见一处“华
阳小筑”。这四个字为蔡元培所题，
距今上百年历史，是南田宿儒———

民国松阳、勤县、宜兴知县刘耀东故
居，现为其后人刘天健的住所。再往
里走，石子路变水泥路，就到了刘基
长子刘琏祠，以及刘基庙了。
“这条石子路，几百年来曾是

南田古街的中轴线，串起了全村几
代刘氏古民居，每一座都充满刘氏
家族的基因。”刘日泽说，这种家族
式的古民居集群，形成了一张“血
脉图”，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不多
见的。然而，因为村民建新房等种
种原因，这条几百年来贯穿南田古

街的石子路，如今成了“断头路”，
且隐于街市，知之者甚少。

要保护还是新建？
与老村的破败相比，九都村的

另一面，是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
围绕着刘基庙这一国家重点文保
单位，木结构走廊、木质牌坊等一
批仿古建筑，都在如火如荼地建
设。这些工程，承载着九都村乃至
南田镇休闲度假游的发展期许。

可在村里，村民们对于“拆旧”

与“仿古”，有不同的声音。有村民
说，如果以前的老房子保存完好，
就不需要建仿古建筑了；如果把一
部分建设资金，投入到古民居的修
缮与保护当中，古村落可能已经成
了一个景点……也有村民说，仿古
建筑建成后，肯定会吸引一大批游
客，既能盘活现有旅游资源，也能
通过吃、住、游给村民带来创收。

其实，长久以来，南田旅游存
在着“只看一座庙”的尴尬。按照南
田镇正在酝酿的《刘基文化总体策
划与产业规划》，该镇将在今后几
年围绕“刘基故里”这一金字招牌，
通过系列节庆活动，推出刘伯温文
化创意产业园、中华智谋文化城
#园$、中华太极八卦城、大明风情
街、刘伯温智谋商学院等一批特色
旅游品牌。由此，新建一批仿古建
筑势在必行。

“我觉得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通过规划和资金保障，既能保护古
民居，又能实现旅游开发。”刘日泽
向记者表达了他的希望。他说，如
果凭借“刘基故里”这一金字招牌，
再打好古建筑与仿古建筑“两张
牌”，九都村与南田镇的旅游业，将
更具吸引力。 杨世朋 雷忠义

文成南田镇九都村是元末明初政治家刘基故里，村
里为发展旅游大拆大建，有村民质疑———

“仿古”就得拆掉古民居吗？
刘基故里，是温州文成县南田镇九都村的一

块“金字招牌”。这里有刘基的庙、刘基长子刘琏
祠等多处古建筑。可与外村人不同，村里人的关
注点，不仅仅是村里的古建筑，还有这里的两条
路：一条，是先人走过的石子路，存续数百年，串
起小村世代相传的古民居；一条，是新修建的水
泥路，沿路两旁正在新建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

没落的石子路，与沿路的古民居，几乎被“淹
没”在一片破败之中。而水泥路建筑施工如火如
荼。一老一新的两条路，在村民们看来，都关乎九
都村的明天。

遍访潮乡老石桥
对潮乡老石桥情有独钟的这

位老人叫袁建华，今年 %!岁，是海
宁地税部门的一名退休干部。记者
近日来到袁建华的家中，见到了新
出版的《海宁石桥》，并听他介绍了

&年来寻访老石桥的故事。
“'((&年，我刚学摄影，就有要

为老石桥拍照的想法。相比花鸟山
水，我觉得老石桥不仅有独特的构
造，更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这些东
西也越来越少。”袁建华回忆说，
当年，他的第一冲动就是为 )( 座
老石桥拍下最精美的照片，但当
他把想法告知海宁的一位老摄影
家时，却引来质疑，“那位老师听后
难以置信地对我说，我们海宁还有
)(座老石桥吗？我说拍拍看。没料
想这 &年下来，竟拍了 *((多座！”

外出拍摄是件辛苦差事，对上
了年纪的老人来说，更是如此。袁
建华告诉记者，寻访老石桥的那些
日子，他骑着自行车、背着相机，
“常常一大早出门，到了下午或晚
上才回来，如果回来得早，就在图
书馆查资料，完善补充采访内容，
时间过得真快，&年飞快地过去，我
把能访的老石桥也基本访完了！”

骑坏3辆自行车
据袁建华自己统计，在这 &年

里，他共骑行 "%((余公里，踏遍海
宁 !'个镇（街道）的 '')个行政村
（社区），“骑坏 *辆自行车，换了 *

部相机，终于到访这 *((多座老石
桥。在这一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
也经历了一些艰辛，遭受过一些误
解，但最终收获了快乐！”
“我出门拍摄老石桥，不只是

拍几张令自己满意的照片，还会认
真测量每一座石桥的尺寸，记录桥
上的花纹和文字，向周围群众打听
它的历史和传说。”袁建华说，“有
时外出会中暑，有时在半路上会被
淋成‘落汤鸡’，最难忘的还是拍摄
众安桥的情景，当时为了让拍摄角
度更完美，我在桥下不小心踩进一
个陷阱，半个身子陷进泥里，后来
多亏好心人帮忙，要不真没命了！”

袁建华说：“刚开始，有人问

我，这么大年纪在图什么？我说我
退休工资都用不完，还图什么，不就
图个生活乐趣。外出拍桥虽辛苦，
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编辑出版《海宁石桥》
记者从海宁市档案部门获悉，

在水域发达的海宁，历史上桥梁众
多，《海宁州志稿》就选择性地收录
了海宁境内 ')% 座类型不同的老
石桥和木桥；海宁交通局在上世纪
+(年代修志时曾统计，截至 !+&)

年，海宁境内的民间桥梁就有 *!,!

座，其中石桥 '!',座。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些桥大部分已消失。

海宁市档案局有关人士表示，
袁建华老人几乎拍摄了所有现存
的老石桥，精神可嘉。据悉，海宁市
档案局在征得老人同意后，已编辑
出版了《海宁石桥》，此书还入选
“浙江省百项档案编研精品系列”。
通讯员 陈强 特约记者 陶克强

骑行7800余公里，采集300多座老石桥资料———

八旬翁矢志六载撰写《海宁石桥》
! ! ! !在河流众多的江南地

区!老石桥曾经随处可见!蕴

含着丰富独特的文化" 但随

着社会发展! 不少老石桥渐

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在浙江海宁! 一位有心

的老人曾每天骑着自行车!

背着相机! 在潮乡大地寻访

老石桥" !年来! 他共骑行

"#$$余公里!踏遍 %$$ 多个

行政村#社区$!为 &$$ 多座

老石桥拍摄照片并搜集采写

了 '(万余字的相关史料%

! ! ! !由上海音乐家协会和江苏
如皋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
八届长三角地区民族乐团展演
日前在长寿之乡如皋市举行。
来自长三角地区和新加坡、马
来西亚的 && 支民乐团体两千
多名演员参加了展演活动。其
中既有专业演员，也有业余爱
好者；既有古稀老人，也有众多
中小学生。大家以风格各异、形
式多样的表演，展示了中国民
族音乐的魅力。

长三角地区民族乐团展演问世 %

年来，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参加者也越
来越踊跃，影响力已扩大到海外地区。
明年的第九届展演将在五金之都浙江
永康举行。图为上海民族乐团二胡演奏
家段皑皑和江苏新空间集团民乐团合

作演出的&我的祖国' 周末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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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梅璎迪）位于南京明
孝陵四方城以东小红
山上的美龄宫，因不
堪“老态龙钟”，即将
迎来解放后最大一次
修缮。

美龄宫原名小红
山官邸，因蒋介石之
妻宋美龄来此休息和
度假较多，因此被习
惯称做美龄宫。其主
体建筑为一座三层重
檐山式宫殿，顶覆绿色
琉璃瓦。整座建筑富
丽堂皇，内部装饰奢
侈豪华。由于年久失
修，美龄宫墙上的彩
绘出现褪色剥落，建
筑结构混凝土松动，
部分地板也已变形腐
朽。为此，从去年起中
山陵园管理局就开始
调研美龄宫修缮方案
并上报国家文物局，
近期修缮方案得到批
复，最快本月就将启动修缮工程。
据了解，修缮工程将首先对建

筑结构进行加固，对室内的横梁、混
凝土支撑构件等采用粘贴碳素纤维
布、粘贴钢板等方法进行加固，基本
不改变其外观和风格。同时，美龄宫
所有地面木地板及龙骨，将按原样
进行重修更换。而绘于上世纪 *(年
代的彩画- 此次将作为重点修复内
容。修缮工程预计一年左右，修旧如
旧最大程度恢复美龄宫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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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日前，来
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
会科学院、故宫博物
院、浙江省博物馆、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龙泉青瓷博物馆等机
构的 '(多位专家实地
考察浙江龙泉古窑址、
观摩考古出土的黑胎
青瓷标本，经过充分分
析论证认为，我国古代
文献记载的“哥窑”就
出在龙泉。
哥窑名列“宋代五

大名窑”，窑址却长期
不明。最早记载哥窑的
文献就指向龙泉。明代
《春风堂随笔》中提到，
在龙泉琉田有章生一、
章生二两兄弟，“生一
所陶者色淡，故名哥
窑。”龙泉乡土的社戏

表演、庙宇祭祀中，都包含了哥窑传
说的元素。'(多位专家来到龙泉市
小梅镇瓦窑路窑址，去年这里出土
了 '((余片黑胎青瓷标本，成为论
证哥窑就在龙泉的关键证据。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秘书长、故
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在观摩这些
标本后说：“它们的烧制时代基本集
中在宋代。特征是黑胎、紫口铁足、
胎骨厚薄不一；青色釉，深浅不一，开
片呈浅白断纹。在年代和特征上都与
明清文献所载的哥窑相吻合。”参与
论证的专家普遍认同这一结论，并将
这批瓷器的窑口定名为“龙泉哥窑”。

.曾福泉 鄢鸣 潘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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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办酒乡旅游节

本报讯 “水韵吴江·诗酒桃
园”中国吴江第十届酒乡文化旅游
节日前在酒乡桃源镇开幕。

吴江酒乡文化旅游节自 '((*

年以来已连续举办 !(届。如今，仅
有 "万人口的桃源镇已逐渐发展成
为仅次于绍兴的全国第二大黄酒生
产基地，拥有“吴宫老酒”、“同里红”
等品牌酒 '(多种。 （肖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