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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变迁，许多事物在我们的眼前老去了或许有一天，它们会从我们的视野中逐渐
消失，可是，这些事物中极具有魅力的精髓，或因博大，或因丰富，或因神秘最终会变得新鲜，强有
力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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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朋友介绍二仙桥的来历和杨家的家族发展史。
      问起二仙桥，杨老汉一下子认真起来。
据他介绍，上里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临邛古道王家口要地。
杨氏家族及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百姓进镇赶场，南下雅安，北上邛蛛，很多年来都需蹚水过河，十分
不便，后来上里始祖杨银芦之后，玄孙杨毓柏穷一生精力修桥铺路历经干辛万苦，于清乾隆年间在上
里建成第一座河上桥—一二仙桥。
        问杨老汉这座桥名字的来历，他说，桥名来源于传说。
传说这座桥三次遭到被洪水冲毁的厄运，但仍百折不挠，其精诚感动上界两位神仙，两位神仙来到人
间鼎立相助，使得该桥在次次厄运中都化险为夷，故取名“二仙桥”。
    杨老汉还讲了另一个神话传说；相传桥中的老龙不服把自己压制于桥面之下，晚间常化为一缕彩虹
飞于天空中，但是因为镇桥宝塔中有二位仙人看守，终未能酿成灾祸。
后来杨家后人杨毓柏仙逝后，二仙将老龙委于塔中，该桥才度过种种灾难，平安至今。
    站在桥上观望，周围景色美不胜收。
尽管理在是冬季，但是这里仍是一幅小桥流水的好画卷：岸边绿竹葱茏，河里流水哗哗，成群小鸭戏
水，只只竹筏漂流⋯⋯远处，是被誉为“十八罗汉拜观音”的十八座山包，轻雾缭绕，朦朦胧胧⋯⋯ 
  “韩家的银子(钱多)，杨家的顶子(官多)，陈家的谷子(田多)，许家的女子(美女)，张家的棍子(好牛)
。
”紧接着，杨老汉对杨家家族发展史的解说就从这句上里人老少皆知的“五家口”之说开始了。
    明朝晚期，张献忠率兵进入四川。
从那时起，四川战乱连年，百姓惨遭杀戮，以致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清朝时，政府下令将湖北，湖南。
江西，福建等省的人民移民人川填补，即“湖广填四川”。
上里杨家第一代杨银芦，丁氏就是这个时期由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迁入四川省，落业于嘉定府所属夹
江县牛仙乡九皇庙村。
后来由于杨家子女众多，就分出一支到雅安县杨家沟落业。
    上里杨氏家族人川300多年来，经历二十几代人，代代子孙均遵循·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的古训，辛勤劳作之时，不忘读书。
以朱子格言“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为本，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人才
。
自明清两代540年间，官考戴上“顶子”的自二品到八品，有记载的达72人之多．    杨老汉说到这里，
可能是怕我不懂“顶子”的意思，就从身上掏出一本早已翻旧了的书，并迅速找到了关于“顶子”一
词的解释，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
那语气中，透着一种让人羡慕的自豪。
    念完以后，杨老汉把我拉到桥边，用手指着镇广西面说，那里的杨银芦第八代孙杨枝五官墓就是清
朝嘉庆年间的圣旨御封的正八品修辞郎官墓：还说，以前历代杨氏族人无论是在外地还是在本地，只
要考院入廪、中举，赐官。
归里，都要回上里来炫耀一番。
    道观坪位于隆昌古镇北关，也是石牌坊最为集中的一条老街，现存牌坊5座，均建于清乾隆至咸丰六
年(公元1856年)间。
    当地人都习惯地称这个地方为“—二中”，因为古镇的第二高级中学就在此地。
    道观坪老街是随着地势由低到高呈上坡趋势，地面上铺的依然是被踩踏得发亮的青石板。
两边的老房于，青砖灰瓦，和春牛坪的情况基本一样。
    街道显得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嘈杂，两旁的老房子一家接一家，望不到头。
这些老房子多半是卖日用小百货的铺面。
从老房子里的柜台看，这里曾经是官道上的一个驿站，是客商、挑夫们歇脚的地方。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镇川行>>

今天这种遗风犹在，场口上的茶铺就有好几家，茶客们悠闲的日子不紧不慢。
    有位老妇人指点说，要看牌坊，还需要再    往里面走上一段。
那神情，就像隆昌古镇的今天已经没有别的好看的了，只剩—卜牌坊可以向外人展示了似的。
我心里一下子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按照她指的方向，我三步并成两步向前赶去⋯⋯街道上的一位胡须花白的老者说，在他的孩提时代，
这条石板路上立着的牌坊多得望不到头，现在全埋在路下了。
还说，现在虽然只剩下禹王宫山门坊、牛树德政坊、孝子总坊、刘光第德政坊、肃庆德政坊这5座牌
坊了，但是每座牌坊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看到我好奇的样子，老人从屋子里搬出一把旧的发黑的藤椅，让我坐下来，开始慢慢地说了起来。
而他，却怎么也不愿意坐下，他说，别看自己年岁已高，可身体却很硬实。
    没有想到，他说的却是节孝石牌坊。
    节孝石牌坊所表彰的是清朝当地一名郭氏妇女。
这位郭氏妇女23岁丧夫，为了让九泉之下的丈夫瞑目，她不畏种种困难，辛勤操劳，将两个儿子抚养
成人。
后来，两个儿子不负母亲厚望，奋发读书，双双中举，在清朝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县府将郭氏
妇女为夫尽孝终身的事迹奏请朝廷获准，建郭氏节孝坊。
    郭氏妇人的故事，虽然发生在——百多年前的清朝时期，但是在今天看来，仍让很多人感动。
    隆昌石匠号子    隆昌境内多石匠，这与隆吕石质良好有关。
石匠是下苦力钓工种，使用钓工具或大锤或午锤，特别抡起大锤或撬石头时必须吼号子，这样才能防
止得挣伤病(即累病)。
    “太阳落坡四山阴，冤家掉了绣花针。
出门寻针是假意，偷看情郎是真心。
凉风悠悠天要晴，冤家收拾要出门。
晴天又怕妈不肯，落雨又怕去不成。
”    紧邻节孝石牌坊的是肃庆德政坊。
此牌坊为民众共同集资修造而成，为的是表彰清朝咸丰年间时任隆昌知县的肃庆，为官期间为民办事
且清正廉洁，当地百姓为了颂其功绩，自愿捐出银钱，修造了德政坊。
    在从道观坪返回的路上，我还不断地向味着隆昌古镇这些石牌坊给我留下的种种印象。
是的，在其他地方，我也见过不少牌坊，但隆昌石牌坊群呈规模、分类别地出现，且建造工艺精致、
寓意深远、这在全国是罕见的。
而且隆昌牌坊群系清代牌坊建筑鼎盛时期之典型作品，在历史、建筑、雕刻、书法等方面，具有较高
的价值。
    临别隆昌古镇时，突然产生了一种感动。
感动我的，不是现代，而是一种古老；不是华丽，而是一种不起眼的青灰色；不是降昌牌坊的高大，
而是一种岁月的悲壮⋯⋯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镇川行>>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粗略算起来，我的古镇川行已近一年时间。
    古镇川行并非一件容易事。
付出的是汗水，收获的，全部都囊括在这本书中了。
    近一年时间里，为了能成功地完成这次古镇川行，我经历了无数次的痛苦与欢笑，失望与满足。
这其中，不可忘记的是诸多朋友以及古镇老乡的帮助。
    应该特别感谢的是我的成都好友陈燕，没有她的鼓励和帮助，可能就没有这本书。
    如今，我只能用这本书来作为礼物，送给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
    在最后一次前往古镇的路上，父亲从老家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重回北京。
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年迈的父亲一个让他满意的回答，因为从去年来到四川，在这片土地上跑了这么久
，对于这里的山，这里的水，我已经熟悉了，适应了。
从不了解到了解，从没有见过到非常熟悉，我发现，我已经渐渐的爱上了成都，爱上了四川，爱上了
这里的一切⋯⋯    让我离开这里，心中似乎有一种与爱人别离的伤感。
    我只能给父亲一个模糊的回答，而父亲似乎明白了我的情感，没有继续问下去。
    透过车窗，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心里充满矛盾。
那绿树，那薄雾，那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感觉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
挂了电话，我的眼眶似乎湿润了⋯⋯情感使然，也许人都是这样吧。
    公元2004年7月15日，经过和父母、朋友多次的商量，也经过自己的慎重考虑，我决定留在四川，留
在成都，继续下面更有意义的行走。
    一颗忐忑已久的心，终于塌实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镇川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