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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时光斑驳的隆里古城，仿佛一脚
跨入六百年时空隧道。一首吟唱隆里古
城风雨沧桑的歌谣，又在青阳门鼓楼风铃
的伴奏下萦绕耳畔：

青阳门上的老铃铛，
风一来就歌唱，
唱杨花落尽的江南和起雾的山岗。
它听过马蹄破城墙，
见过烽烟染夜郎……
诞生于明王朝“调北征南”“屯田戍

边”金戈铁马激流中的隆里古城，大气雄
沉的底色里，也流淌着灵动的气韵。

即便是平常日子，隆里这座边邑古城
也盛满了故事。古典意蕴与新生力量，在
隆里古城蓬勃、抑扬、激荡，一如龙标书院
守望岁岁年年琅琅书声的荷塘，一如流连
于古城街巷中南来北往游客的惊叹。

汉戏，是隆里古城的一径文化血脉，
那些折子戏，一折一折的，从征战、结义到
歌颂忠烈，豪放中透出婉约的音韵。

“花脸龙”是隆里古城别具风骨的一
道风景，舞龙者皆画“花脸”，旦、末、净、丑
咸集，每条龙的舞者因位置不同而脸谱不
一，一条舞动的“花脸龙”即如一出京剧。

彩妆的“迎故事”，妆扮巡游的“天女
散花”“西天取经”“观音送子”，把隆里古
城从古装的传说中托举而出。

隆里古城就是以这样的情怀，放下腰身，
轻卷珠帘，透出些许醺醉，又泛出几分欣悦。

一
走进隆里，看见看得到的风景，走近

看不见的灵魂。
十多年前在隆里看的那场汉戏，锣鼓

唱腔还萦绕在眼前。戏在隆里古城生态
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的天井上演，场子与
上演的剧情很是相宜。天井摆放有纹饰

雅致的石桌、石凳和衮龙浮雕的“太平
缸”，水缸旁的墙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镌
刻有一句话：“讲述隆里人自己的故事”。
天井前面，两边为隆里古城传统民居“缩
微街区”与生产生活用具展示区，中间摆
放着古城居民平日里用来表演的五条彩
龙，天井后面大厅则展陈着清代中期隆里
古城风貌沙盘。气场饱满，古意氤氲。

汉戏与“花脸龙”“迎故事”为隆里古
城“三大文化瑰宝”，隆里汉戏类似于京
剧，表演时锣鼓助兴，京胡伴奏，生旦净丑
俱全，唱词优美，唱腔圆润，清代从湖南传
入，至今已近三百年。有清一代，隆里“金
大诰戏班”“江天秩戏班”名冠黎平府，演
出剧目有《罗成战山》《夜战马超》《刘备过
江》《薛仁贵征东》《岳飞传》《白蛇传》《铡

美案》《梁祝》等十余出。
岁月流走，那些残破的戏服已经被新

的戏装取代，不变的是隆里人代代传承的
激情鼓点。一个族群，在明王朝“调北征
南”的烽烟里，由北而南，从东往西，如漂
萍，似苍扑，在异乡扎下了根，六百年后，
这些屯军的后裔，用抑扬的唱腔和彩绘的
脸谱，追忆铁马金戈，回望千里乡关。

二
元宵节的隆里古城，“花脸”如云，绝色，

惊艳。激越的锣鼓依然如 600 年过往时空
一样，引领隆里人又一年的舞龙狂欢热潮。

“花脸龙”由军傩戏演变而来，又融入
了祈福迎祥的传统习俗，取材于宋朝初期

“蓝季子会大哥赵匡胤”的故事，隆里先民
将汉戏《蓝季子会大哥》和舞龙结合在一
起，以舞龙形式来表现古老的传说。是一
种舞龙与戏曲相结合的传统民间活动，明
代洪武年间屯军带入隆里，六百年古风愈
久愈浓。舞龙者脸谱和扮相夸张，每条龙
都是龙尾居首，由执掌龙尾的丑角“蓝季
子”带动整条龙进退，这在全国的舞龙活
动中，是独一无二的。

锣鼓一响，古城东、南、西、北各门的龙
队，从古城千户所门前来到西门外龙溪河
畔状元祠，在这里“出龙”。仪式结束，爆竹
惊空，金鼓齐鸣，各路“花脸龙”会聚城中广
场。舞龙者便展示各种绝活，“串花龙”“滚
地龙”“二龙抢宝”“双龙戏珠”“黄龙吐丝”

“金龙抱柱”“青龙翻身”“天龙穿雾”“黄龙
出海”“大盘龙”“小盘龙”等一一亮相，花样
迭出，势若翻江倒海，场面恢弘壮观，令人
目不暇接。隆里人以前所未有的色彩和想
象，绘就了“花脸如云”的壮观景象。

人潮融入了狂欢中。执龙尾的“蓝季
子”摇着蒲扇，摇头晃脑，一边拽着整条龙
倒着往前奔，一边把手中的糍粑往观众的
脸上涂抹。人们既想亲近“蓝季子”，以求
得“赐福”的喜悦，又担心“蓝季子”那已有
几分醉态的狂放举止会使自己难堪。看
到“蓝季子”奔过来，人群像潮水一样迅速
向后退去，而当“蓝季子”转身而去时，观
众又像潮水一样朝“蓝季子”涌过来。这
一追一退，引得观众笑声不断，整座古城
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三
在汉戏高腔和花脸龙激情狂欢背景

里，一个俊俏的“仙子”在众人的仰视中，
凌空而来，水袖飘拂，美艳惊人。“迎故事”
一出场，古城街巷间就会激荡起观众一波
又一波的欢呼。

隆里“迎故事”也叫“迎春”，也是演
戏，剧情、人物、衣着等与演戏一样，不同
的是演出的舞台是活动的。“迎故事”的舞
台“故事架”分上下两层，下层木架 3 米见
方，底部以石块堆压，使“故事架”在行进
中能保持平衡稳定。上层为一根“S”形粗
如手腕的坚硬杂木树立中间，高约 5 米。
剧中人物彩妆立于舞台上，他们所穿的衣
服，按照所饰演的人物朝代、身份来订制，
以绫罗绸缎制成，色彩艳丽。下层一般三
至六人，上层仅一人，为主角，由长相俊美
的男孩或女孩扮演。主角立于杆上顶端，

“扎故事”的人用布匹将主角身子缠稳。
“迎故事”演出的剧目有《仙姬送子》

《观音洒净》《天女散花》《桃园结义》《唐僧
取经》《八仙献寿》等，意在驱邪迎祥，祈求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把祝福带给各家各
户。每日游演之前，先向各家各户“下帖
子”。游演时，众人敲锣打鼓，十六名壮汉
抬着舞台在街巷间移动，舞台上的人物凌
空游走于古城上空，美轮美奂，所到之处锣
鼓喧天，喜庆热闹。至迎接“故事”的人家
门前，将舞台放下，主人燃烛烧香放鞭炮，
供奉米花、麻叶、糖果等茶点，接受祝福。

隆里“迎故事”糅合戏剧、杂技和装饰
艺术，以锣、钵、鼓助兴，形成声、色、艺组
合表演的流动立体舞台，演绎一个个美丽
的故事，是“活动的舞台、凝固的戏剧”。
每一次“迎故事”，隆里人都会舞动“花脸
龙”，唱响汉戏来“迎会”与庆贺。一个

“迎”字，道出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心怀景仰
的虔敬心态。每一个来到隆里观看“迎故
事”的人，不管身居高位还是一介布衣，都
须首先这样引颈仰望，那样的时刻，是隆
里古城最美的时光。

时光积淀沉厚的包浆，也羽化灵性与
轻盈，文化传承葆育隆里的灵魂，隆里族
群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追赶记忆，培护根
脉，且歌且行，六百年一路灿烂……

岁月包浆里的沉厚与轻盈

贵州之行，看了很多风景，但连接五
六天奔波，未免感到疲惫。这天，大家说
到镇远古镇走走。我在车上打瞌睡，并不
甚期待。

到镇口祝圣桥，我们下车了。我揉揉
惺忪睡眼，抬头远望，目之所及，皆是青砖
黛瓦、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恍如走进了画
中。啊，这便是历经了两千多年沧桑的镇
远古镇。轻抚祝圣桥的青石板，我忽然来
了兴致。

镇远古镇地古时处边关要塞，自古就
是中原入黔的必经之地，素有“滇楚锁匙，
黔东门户”之称。过去，朝廷官兵都是在此
镇守，保国之安宁。我脚下的祝圣桥，建于
明朝洪武年间，屡毁屡建，距今已六百多
年。祝圣桥由六个半圆石拱相连，凌驾于
氵舞阳河之上，桥面用青石铺就，没有一点
雕饰，却有简朴至美之感，而且十分坚固。
桥中间建了一座“魁星阁”，也叫“状元楼”，
阁楼三层穿斗式，三重檐，八角攒尖，外观
精巧灵秀。踩着早已被踏得光滑的青石
板，凭栏极目远望，碧绿如翡翠的舞阳河蜿
蜒穿城，远处山清水秀，古树参天，两岸古
民居林立，像一幅古老而安静的画卷。

这里曾有多少脚步走过，这里曾有多
少美丽传说，这里曾有多少历史故事！但
此刻，微风轻拂，古镇静默，细听桥下水波
流动，静静地，缓缓地，像一首纯音乐，没

有歌词，却诉尽了古镇千年的沧桑。我的
心如古镇一般，静下来了。

在古镇的主城道漫无目的地走着，随
走随看，大街两边有很多店铺，有卖银器
的、有卖药材的，也有卖酸梅汤的。街上的
人不多，铺子里的人也不吆喝叫卖，他们面
容和善，游客走过并不进店，他们也微笑点
点头。我在一位苗族老太那儿买了蓝莓，
那蓝莓又甜又多汁，十块钱，她用木勺子给
我舀了满满的好几勺。“山上摘的，你喜欢
就多吃点。”她说道，带着淳朴的笑容。

阳光明媚，天蓝云白，两旁古建筑上
的飞檐翘角凌空而起，像飞鸟展翅般轻
盈。仔细瞧瞧，不同的飞檐，形状也有讲
究，有些形若祥云，有的状如兽角，但都向
上翘起，若飞举之势，为古建筑增添了几
分气势和韵味。古民居的色调深沉朴素，
斑驳的古墙砖缝里，有些甚至长出了杂
草，窗棂和栏杆上的雕花虽已陈旧，但依
稀可见昔日的精美别致。

相比之下，也许镇远不如凤凰繁华，
也没有丽江的闻名遐迩，但如果你愿意细
品，镇远像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它不惊
艳不张扬，那一砖一瓦承载千百年的风雨
洗礼，洗尽了铅华，只留下质朴和本真。

不知不觉，拐进了一条曲径通幽的古
巷中。一眼望去，两边的古墙高大森严，
方砖的砌缝整齐划一，青石板小道拾级而
上，深深浅浅的青苔和石板似乎融为了一
体，与高高挂起的红灯笼互相映衬，显露
出浓厚的人文气息。走着走着，看到“友
悌鸿达”古门楼，深褐色的两扇木门上，一
把大锁紧扣着两只铜青色的金属门环，看
上去寂静而庄重，让人联想里面似是藏着
悠久的历史，镌刻着丰富的故事。

古巷道纵横交错，走着走着有柳暗花
明、峰回路转的感觉。本以为前面是尽
头，但走上去就发现几个巷子是交叉衔
连、互相达通的，可见古人在建筑布局上
的智慧。巷子不宽不窄，一缕崭新的阳光

打进来，照在青石板和斑驳古墙上，光束
里上下翻飞着浮尘似的颗粒，新与旧之
间，令人慨然。

古镇很大，若要一一走遍，恐怕一天
时间也不够。我们走累了，在镇远码头的
石阶坐了下来。凉风习习，从河面拂过
来，眼前的氵舞阳河碧波荡漾，一条乌篷船
在水面上晃晃悠悠地行驶，仿佛一位在尘
世中自得其乐的老者。倒影在河中的青
山和白云，被一圈圈的涟漪慢慢地荡开，
鱼儿轻摆尾巴，游得悠哉自在。

多么美啊。我痴痴地看，身心都陶醉
于镇远的古韵与灵秀中。此时正值黄昏，
古镇慵懒而静谧，两位身穿苗服的小姑
娘，迈着轻盈的脚步走来，拿着相机这里
拍一下，那里拍几张，时而看看照片，露出
满意的笑容。

端坐在清凉的青石板上，我就这么看
着千年古镇，看着长流不息的氵舞阳河，看
着稀松平常的人群来往……远离城市的
喧嚣，抛开惯常的烦恼，剪下这一段慢时
光，永存心底。

在镇远，剪一段慢时光

将有一物要消失，想去见见，如同去
和一位老友作诀别。

秋日的一个凌晨，启明星高挂东天，
世界一片空蒙。我独自驱车，出了城，大
约半小时的光景，抵达一个叫作“板溪”的
路口，按了几声喇叭，从路口拐入，再过大
约十分钟，我就看见它了。

此时，它平躺在半山腰上，被一层白
雾轻轻地笼罩，若隐若现。

它是一条古人扬鞭策马的古驿道。我
很惊异于无现代科技设备的古代先贤们，如
何能把驿道的海拔高度测量得如此精准，而
且施工也达到如此精准，几乎不差一分一
毫。这是一条展示古代科技水平的道路。

曾记得，驿道往崇山深处延伸，大约有
六七公里的模样，终点是一个苗族和汉族
杂居的村庄，叫作脚里村。脚里村坐落在
两座山的山脚，分为两半，由一条小溪隔
开，南半边汉族居住，北半边苗族居住。传
说在以前，苗族汉族隔溪相望，鸡犬相闻，
互不往来。但年轻人们相遇多了，也相互
打招呼，后来，彼此还有了交往，再后来，还
相互通婚，成了亲亲戚戚。到现在，已经分
不清哪家是汉族，哪家是苗族了，更重要的
是，大家身体里还流淌着彼此的血液。

但在融合的过程中，也闹出许多笑
话。传说，有两个小伙子，分别是苗族和汉
族，彼此都有急事，他们相遇在一座独木桥
的两头，都要通过独木桥走到对岸去。汉
族小伙根本听不懂苗话，而苗族小伙略懂
汉语，但也不多。苗族小伙显得相对热情，
操一口苗汉夹杂的语言朝对面喊话：“你先
打（来）还是我先打（来）？”汉族小伙一脸蒙
圈，无冤无仇，平白无故，一开口就喊打？
他不知道，“打”是苗话，即“走过来”的意
思，回答道：“既然要打，那就打吧。”于是两
个小伙沿着独木桥朝对面走去，在桥中央，

两人相遇，汉族小伙挥拳就打，苗族小伙一
愣，莫名其妙，只好轮臂隔挡，汉族小伙又
轮来一拳，苗族小伙站立不稳，掉到溪水
里，顺势把汉族小伙也拉到水中，两个人在
水中不知斗了多少回合。

一个村里人经过，看见两人你来我往
斗架，像两只斗鸡，看面相，知道是同一个
村两个民族的人，就用苗汉双语朝溪水里
问道：“为什么打架？”溪水里的两个小伙打
累了，气喘吁吁，停下来倾听，经慢慢解释，
才弄懂双方相遇时对话的意思，原来只是
一场误会。误会消除，两人握手言欢。

忆往昔，驿道上，一排排碎石平整排
列，形成各种图案，有“W”型的，有“※”
的，有各种花的形状的，碎石与泥土之间，
有时还会冒出若干小草，透露出久远的生
命气息。走在古驿道上，我常常感叹，这
是一条探寻古今文化延续痕迹的道路。

我曾无数次畅想，去古驿道上寻找古
代先贤的足迹，寻找他们乘着马车，疾驰
而过的身影。常想，或许可以在古驿道邂
逅孙应鳌，在草地上摆一桌佳肴，与之讨
教理学之道；或许可以偶遇任必达，品一

盘花生米，呡一杯自酿米酒，叙谈清平旧
事；或许可以拜会“父子进士”李佑、李大
晋……这是一条见证边远地区社会历史
进程的路啊！

把车子停泊在草地上，我沿着水泥路
朝古驿道走去，一丝忐忑袭上心头——以
前，古驿道并无其他道路连通，莫非已被
改造了？我急切地走到印象里的“古驿
道”，眼前的一切，面目全非……

古驿道被“硬化”了，成了坚硬、呆板
而冰冷的水泥路！

我满怀惆怅，急匆匆，驱车而回。

古驿道上
的忧思

五月的蛙鸣孕出坚硬的果实
在昨日的伤口里填埋火焰。
苦楝树下的孩童不敢大声言语
手指着天上的月亮畅想未来
他轻轻地翻来书本，渴望来自
宇宙的回音。
夜游的老鼠开始出没小巷
远处的灯火就一盏一盏地熄灭
在远方，思念像风一样穿过胸膛。
在异乡，远行的我只关心风向。

父亲

父亲带走雨季，和六月的雨水
他顺便带走老房里大片的砖瓦。

季节像一场讲述情感的电影
把记忆一再熏染成黑色的桥段
那些在春天如期归来的燕子
才能幸运地目睹整个过程。

风拍打着发黄的窗纸
宗祠上祖辈模糊的名字
让酒盅里仅剩的二两米酒
无所适从地躁动起来。

挂在墙上黑白照片里的男人
此刻没有言语，无比安静

棱角

看透每一滴雨的猜想
紧跟每一盏灯火肆意去流浪
花落、夜黑、脚步随即远走
听风穿透子夜的声响。
在鸦鸣卷起的雨声中唤醒
压在身下的暗涌。春天过后
一树半开的桃花逐渐老去
布谷鸟的叫声，以一种
极其隐晦的方式提醒我，
在即将流浪的行囊里，装进一些梦的细节。
顺着风的走向，一路追随
就能找到麦子在夜晚走丢前的样子。

夜色无边
（外二首）

□ 潘大金□ 杨秀廷

□ 林翠珍

□ 杨航帆

秋分，这个充满丰收欢乐的节令，依着
平仄的韵律，随着太阳的脚步，走到黄经一
百八十度。

春分秋分昼夜平分。这两个节气是太
阳直射赤道的时候，白天和黑夜时间是等
长的。春分是告别寒冷，迎接阳光，步入百
花争艳的仲春；秋分是告别炎热，步入秋高
气爽，天高云淡的仲秋。

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秋分后就很
难听到雷声了，暑气也终结，天气逐渐转
凉；二候蛰虫坯户，因为天气变冷，小虫们
开始入洞冬眠，或者纷纷将洞口封起来，以
免寒气侵入；三候水始涸，秋分以后雨水减
少，天气干燥水汽蒸发快，所有湖泊和河流
的水量变少，有些甚至干涸。

秋分很古老，传承着很多民间风俗习
惯。“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现在传统的
中秋节就是由“祭月”而来。据考证，最初

“祭月节”是定在秋分这一天。因为秋分在
农历八月里，每年的日子不同，不一定都是
圆月。而祭月无月则是大煞风景的。因
此，后来先人就将“祭月节”由秋分改到了
中秋。

秋 分 跟 春 分 一 样 ，可 以 把 鸡 蛋 竖 起
来。因为这两天南北半球昼夜平分，地轴
呈 66.5 度倾斜，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
的力相对平衡，同时地球磁场也相对平衡，
因此蛋很容易竖立。在古老的传说中，秋
分竖蛋是庆祝秋收，寄寓人们对生命的敬
畏。四千多年前，我们智慧的祖先就发明
了这个趣味游戏，故有“秋分到，蛋儿俏”
之说。

秋分很温馨，养生正当时。微风清雨
涤尘，卷走层层燥热，洒下丝丝清凉，经历
酷暑后，至此需养生。金凤凝露桂香盈，赏
桂花，做桂花蜜，是秋天养生佳品。因秋天
人体干燥，宜多喝桂花蜜水，多食苹果、梨
水果；多吃山楂粥、白萝卜粥、鸭梨粥，健
脾养胃，润心润肺，对身体大有益处。

秋分很隽美，有诗和远方。花谢叶落
的秋，自古就是一个让人多愁善感的季
节。文人墨客们轻翻夜笺，流翠成盏，写下
了雨打芭蕉，细雨更兼梧桐的悲秋；才下眉
头，又上心头的惆怅。但我却独爱秋天，去
碧空万里的远方，采撷秋的诗意；在苍苍蒹
葭中，寻觅秋的童话；看“霜叶红于二月
花”，感受旺盛的生命力。秋分，会让人们
的思绪和阳光一同重叠，让时间在清风与
秋花里起伏婉转，让年轮的波纹在诗韵里
飘动。

秋分很富有，是丰收的符号。“春种一
粒粟，秋收万颗子”，从立秋开始，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原野大地，五谷丰登。剪秋
一半是秋分，时光也总会在秋分站住，把秋
天分成两半，一半是繁华收获，一半是硕果
收藏。所以，秋分象征着丰收的寓意。

秋分，秋实，国泰民安。

剪秋一半是秋分

□ 邓训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