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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百工徽州百工 国之匠心国之匠心 （三）

【徽林漫步】

□ 胡 宁

酒是徽州部族社会关系的润滑剂。
——题记

徽州方言里有一技之长的“师傅”
唤作“先生”，狭义的解释主要包括两
类人：私塾的教书先生和堪舆的风水
先生。教书先生辛辛苦苦十多年把你
家孩子培育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一
朝高中大学，你当真“新娘迎进门，媒
人请出门”，一餐酒也不招待？岂不落
下个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坏名声。
同样，风水先生为你家门向勘察、墓地
选址东奔西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盛情款待也在情理。

朱能自小聪明伶俐，过目成诵，本
是块读书博取功名、入仕为官的好料，可
惜出身佃农，家境寒微，只能见缝插针看
些“不入流”的农学、阴阳学经书。徽州
乃风水之乡。及年长，他又道听途说一
些风水阴阳方面的奇闻逸事，琢磨思虑，
别人家选址建房、葬地，拣日子（时辰）开
工、迎娶，他竟也能说出个道道。老花镜
鼻梁上一架，罗盘怀里一揣，一部线装
《周易与堪舆》不离手，嘴里念念有词，活
脱脱一个风水先生模样——可任他说
得天花乱坠，村里村外人不买账，谁也不
请他，一桩“生意”接不到……

邻居大良的老母仙逝了，前不久
他刚同方圆百里鼎鼎有名的风水大师
迟先生酒桌上闹过不愉快，正斟酌着
要不要请他，朱能一语道破天机：“请
什么请，你家屋后大白石边那穴地屏
山邻水，双峰拱护，面对笔架山，不是
块现成的风水宝地么。”大良还在犹
疑，朱能拍胸脯了：“信不过我不是？
那块地我对着书看过多次的，面对笔
架山，注定文曲星下凡，你家儿子考大
学妥妥的。”大良半信半疑，把墓地选
址定位一并交由他操持……

两年后奇迹发生了，大良儿子参加
高考原本指望他考个三本就谢天谢地
了，谁想这小子出乎意料考了个一本。
朱能一炮打响，赚得职场的第一桶金，声
名鹊起，四里八乡慕名请他看地选址的
村民络绎不绝……

建新房放样（打地基前拉线平水构
设蓝图）看门向、择日子开工倒也罢了，
一场大事才刚拉开帷幕，忙活累活接踵
而至。开工当日请三五个工匠将就着

陪陪先生谁也不计较。长辈仙逝择地
下葬事关孝道，事关子孙后代的前途荣
辱、人丁多寡，必是要老人闭眼那一天
迎上座，一连数天菩萨般毕恭毕敬供着
的。将老人依择定的时辰、地点按部就
班入土为安，谢师宴大幕正式拉开。

人以类聚，要想让先生“酒门”大
开喝得高兴，陪酒的得精挑细选几个
略知风水谈得上调的。如此众星拱
月，映衬出先生技高一筹，他必是喜形
于色，开怀畅饮的。朱先生人缘好，不
喜拿腔作势，倚老卖老，众人都乐得陪
他一起乐呵，说邻村周家老爷子原本
是个病秧子，一年到头佝偻着腰，怕人
笑话不敢出门。请朱先生摆罗盘改了
门向，这不，立马见效，周老爷子腰挺
直多了，一天捧着茶杯通村转。还有
李家媳妇结婚五年未曾生育，按朱先
生吩咐迁了棺坟，这不，不到一年就怀
孕了，还是双胞胎……直说得东家对
朱先生的辉煌履历心悦诚服，仿佛与
朱先生签了确保往后家和万事兴的契
约，恍惚间竟忘了挚亲远行的忧伤，只
觉家睦人和、其乐融融的美好愿景在
眼前铺展开来。兴之所至，大声吆喝
后厨再添两道菜来……

朱先生尽心尽力东家看在眼里，
辞行时东家执意挽留他明天再“玩”一
天，朱先生婉言谢绝：您老这般盛情，
我是想多留几日呀，可后天胡家娶亲，
昨晚就招呼我尽早过去筹谋指点新娘
出门、进门时辰的。受人之托，忠人之
事，您家的酒再香，我也不敢耽误了人
家一桩好事呀……

常年游走乡间，朱先生对婚丧嫁
娶、迎来送往的分寸最是拿捏得到位：
丧葬是伤心事，能走就溜，尽量减轻东
家负担；乔迁迎娶是喜庆事，东家要的
是人气，图的是喜气，多住两天也无
妨。作为一个职业风水师，一年 365
天，朱先生不在酒桌上被陪客簇拥着、
追捧着浅酌慢饮，微醺似醉地摇头晃
脑，就在实地摆开罗盘，正儿八经地堪
舆，运筹帷幄，或边翻不知传了多少
代，摩挲得绵软的专业线装书，边嘴里
叽里咕噜，掰数着手指，掂量如何巧舌
如簧让信众心悦诚服的应对方案，走
在下一场谢师宴的路上了。

【徽州百家宴之五】

□ 韩文杰/文 吕健君/图

谢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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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丰乐河，我们来到了富资河。
都是练江的支流。我们畅游在大山的
怀抱，感受着一股股清泉带来的别样清
凉，以及一条蜿蜒直上的箬岭古道所带
来的厚重和人文。

再一次抵达箬岭古道，已历春之渲
染，夏之重塑，一个山峦愈发苍翠。石头
垒成的关隘，依旧原来模样，巍峨矗立。

“天险重开”刻入石头，高悬隘口中央，穿
之可北上太平、安庆，可南下歙县、杭
城。隘口下紧邻汪公庙，1300年过去，
今人依旧不能忘怀那段曾经的过往。
丁酉春节期间，歙县及许村镇，会同汪氏
宗亲，集众人之力，修复起了古道上的一
处人文，捡拾岁月中的一段历史。

流水淙淙。这水便是富资河源头
之一，升溪昉溪如两条玉带，至高阳桥
下百米处汇合。许村源于东汉，古时名
富资里，南朝梁时新安太守任昉爱其山
水，于此垂钓，故又称昉溪、任公村，唐
末许氏迁入并衍为大族，方改名许村。

我们和一条溪流成为莫逆，溪前探
幽，蒿草遮出荫蔽，石斑鱼戏游无依，青
蛙石鸡贴伏于石壁间，仰着头，气定神
闲地等待一只飞虫的到来。升溪飞珠
溅玉，更为炎炎夏日遮挡出一片清凉。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箬岭村支书蒋承
君带头经营起泉水养鱼。这源自休宁
板桥乡徐源村。将流水截往池塘，又从
下口排出，循环往复，流水不断，所养殖
泉水鱼味道鲜美，能卖出山外池塘数倍
价格，帮助当地村民走上致富之路。

在众多的有关许村的介绍中，众人
皆知有昉溪，更将高阳桥下之水称为昉
溪，却不知这是在以讹传讹。这一次的
探访，我们厘清了本源。昉溪自村东绕
行，升溪贯村自高阳桥下而过。细思
之，之所以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还是
任昉的名头过大所致。任昉是清官廉
吏之代表，49 岁辞世时仅存桃花米 20
石，为时人所颂扬。许村村头升溪溪
畔，立有巨石，村人称之为任公钓台。
古亭翼然，垂柳依依，一番自然况味，洗
尽人世铅尘。宋代诗人喻良能有诗颂
之：任公垂钓古来称，千载危台尚可

登。尺泽只今无处觅，悬知深谷解为
陵。

许村保存有明、清及民国时期古建
筑百余座。村中明代建筑数量多、品类
齐全，且还有不少宋元建筑，是研究古
代建筑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典型的建
筑有高阳廊桥、五马坊、许社林宅等。
1996 年，许村整体申报成为省级历史
文化保护区。2006年，许村古建筑群共
15 处，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在众多的国保中，观察第就
是其中之一。现为许村历史博物馆的
观察第，至今流传着一个感人传说。这
传说的主人就是许天相的母亲。丈夫
去世后，许母闭门守节，哺育幼儿长大
成人。

观察第侧门上书“墙里门”三字，虽
多处斑驳，尚可识辨。为伯昇公十三世
孙许吉凤于清嘉庆十七年所立，详细记
载了许母胡氏守贞一生的故事。碑文
曰：墙里者，祥里也……其始奈何余二
十祖伯昇公兄弟六人，其四弟曰周安
公，年二十四病卒，弟媳胡孺人年二十，
幸有遗腹。伯昇公为固其居室，更围以
墙。凿井于内，名曰福泉，择二三老媪
伺侍，米薪油盐，自外纳之……

从所传碑文上看，许天相母胡氏嬬
人，20 岁守寡，72 岁辞世，52 年未踏出
家门一步，而当朝廷欲为之立坊时，许
母却留下遗言不愿树坊。碑文聊聊数
言，就将一含辛茹苦、青灯古佛的徽娘
形象，呈现在众人眼前。至主人去世之
后，这口凿于家中，方便不出家门就能
汲水的福泉井，依旧发挥了重大作用。
拆除围墙，把井的使用权归于左邻右邻
的百姓人家，亦可看出许村许氏家风中
的义举所在。

许村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徽商的兴
起。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许村人父带
子，兄带弟，亲带亲，友带友四出谋生，
凭借诚信经营，童叟无欺，甚至以德报
怨的大义情怀，一个千年村落里，走出
了许多名噪一时的儒商巨贾。其中双
寿承恩坊的主人许世积夫妇就是其中
的典范。

许世积在扬州做生意开米行，闹荒
灾不少粮店大斗进，小斗出，抓住机会
赚一笔，许世积却认为赚这种昧心钱是
伤天害理的，不但不屑为之，反而开仓
放粮，布粥施饭，为时人所重。相传，大
学士许国、薇省坊彰表者许琯，都曾受

过许世积资助。至许世积 101岁，夫人
103 岁辞世后，许国奏请朝廷下旨，兴
建双寿承恩坊以纪之。

升溪河上高阳桥，始建于元。说到
“高阳”二字，前不久就曾在唐模见识过
同名的廊桥。而跨立在升溪水上的高
阳桥，虽建筑风格类似，却建筑规模上
远胜唐模的。并且，流传在当地的有关
古桥的故事传说，无不让每一位前来探
寻的人为之动容：“有一天，很多村民在
廊桥上看到一个老妇人，走过来走过去
的，口中喃喃自语，‘保得了自身保不了
他身，保得了他身保不了自身，如何是
好？’当时人们都很诧异，过了一段时
间，这里山洪暴发，很多东西都冲掉了，
但是高阳桥岿然不动，后来才知道，是
观音菩萨以自身保住了廊桥……”

故事或许虚构，情感却足真实。高
阳桥与双寿承恩坊相邻，其侧即为大观
亭、五马坊。这里也是许村景致最佳、
国保单位林立的核心地段。逢年过节，
大观亭、五马坊所围成的空地，就是当
地舞大刀、舞龙民俗表演的首站。

唐朝“安史叛乱”，许氏先祖许远与张
巡一起在睢阳抗击叛军，经多日浴血抗
战，杀敌无数，宁死不屈，为唐王朝的反攻
平叛和最后胜利赢得了时机，立下了大
功。他们同被朝廷追封为“大都督”、被誉
为“天下双忠”，并立庙祭祀。许村大刀舞
就为纪念其先祖许远而创，一代忠臣名
将，必将为历史和后人所铭记。

我们在“歙北首富”许仲修宅，再次
邂逅了前来投资民宿产业的北岸村民
凌福明。一年多的时间，一座接近荒
芜、颓败的古宅，在凌福明的精心打造

下，重新焕发了生机。
许仲修（1889－1960），系中国同

盟会会员，安徽省省议会议员，歙县县
参议员。青年时期加入同盟会，参与辛
亥革命，结识了陈独秀，还曾做过柯庆
施的老师。许仲修一生乐善好施，抗战
前夕，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架通了
歙县至许村的电话线，同时开始兴建

“城许公路”，后因抗战爆发而停止。民
国二十三年(1934)，天大旱，许仲修采
购柴油机械抽水机抗旱。由于水碓无
水舂米，他又购置机械加工大米，一时
传为美谈。

高阳桥下百米许，便是昉溪水与升
溪水交汇之处，从空中俯瞰，两条水流
如两条蛟龙，一个村落呈倒水葫芦、二
龙戏珠的景观。在昉溪、升溪二水的哺
育下，许村人才辈出，人才荟萃，史上共
出进士7人，举人17人。

传承千年，许村之荣耀光环一刻也
没有停歇过。除科举制度下功名外，在
现当代，依旧有着“一族四院士”的传
奇。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
真。许氏家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
儒家传世格言，早已浸入骨髓。一个个
善举、义举，在村民们带着自豪的交流
中，如汩汩清泉，涤荡你我。

洗尽铅华见雪肌，要将真色斗生
枝。檀心已作龙涎吐，玉颊何劳獭髓
医。我们以东坡名句，概括探源富资
河许村时的感受，无非取其清水芙蓉、
返朴归真的本色。这也是我们看待万
事万物的基本方法，只要沿着这样的
方法，我们就能看得更清，听得更明，
走得更远。

“太精彩了，这么原汁原味的舞龙民俗
活动，这么多条龙同时起舞，是我平生第一
次看见！太震撼了！”10月4日晚，来自上

海的游客段先生夫妇，慕名在革命老区休
宁县板桥乡梓溪村观赏了舞稻草龙活动，
不禁感慨道。当晚，该乡沂源河畔从最上

游的徐源村到沂川村，长达20余里的大小
村落，延续着数百年的古老民俗，村村起
舞，家家灯火，有13条草龙舞动，形成了

“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景象，热闹非凡。
今年适逢中秋与国庆假期叠加，回

乡人数明显增多。中秋节当日天公作
美，淅淅沥沥的小雨渐止后，该乡各村村
民迅速自筹资金购买烟花鞭炮，上门收
香火，自己编扎草龙，老人传帮带，青年
人积极参与，无需政府花一分钱。几个
小时工夫，各村的草龙就编扎完毕，龙形
各具风采，其中板桥村就有4条，凰腾村
有3条。

入夜时分，黑幕降临，沉寂的山村
顿时沸腾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烟花
绽放，硝烟弥漫，人流如潮，男女老少齐
上阵，扶老携幼共赏灯。插上香火，龙
灯前引，龙头舞动，威风凛凛，二十几米
长的龙身随之起舞，像是繁星闪烁。草
龙沿着村庄的街道与巷弄舞动，忽上忽
下，旋转腾飞，璀璨的烟花把山村映照得
五颜六色，精彩纷呈，人们祈福风调雨
顺，祝福祖国昌盛。更有许多村民抱着

小孩，提着自制的南瓜灯、茄子灯等节庆
灯，上刻“中秋快乐”或“庆祝国庆”等字
样，加入了浩浩荡荡的人流中，汇成了欢
乐的海洋。龙灯送进村里新娶媳妇人
家，“添灯”寓意“添丁”，自然引出一片欢
声笑语。舞龙活动大约持续两个多小
时，最后龙归大海。

在外打工有十几年未回家过中秋的
梓溪村民汪利和动情地说道：“我这么多
年在外打工，从没见过如此精彩的舞龙
活动，它唤起了我的无限乡愁，我们的家
乡变得越来越美了，越来越有味了。”

“我们就是要通过举办一些本土的
民俗活动，人人参与，人人共享，既能传承
文化吸引游客，又能增强村民之间的凝聚
力，把我们的梓溪村建设得更好！”梓溪
村村民组组长汪跃良热情地介绍道。

“草龙又名香火龙，根据史料记载，
我们板桥乡中秋舞龙的习俗始于明代
洪武年间，距今有 600多年历史，至今依
然传承不息，村村如此，委实不易，这是
一笔珍贵的民俗文化资源。”板桥中学
退休老校长汪用彬深情说道。

【民风民俗】

休宁板桥休宁板桥：：

群龙起舞闹山村群龙起舞闹山村 百百年民俗弦不绝年民俗弦不绝

【文 化 短 波】

国庆节前夕，由中国集邮文化中心、国韵风华
(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的“和谐中国·庆祝
香港回归 20周年大型书画展暨中国书画名家邮品
首发式”在北京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美术馆隆重
举行。

两岸三地近百名书画名家齐聚一堂，供职潜口
民宅博物馆的“牡丹画家”蒋志斌名列其中，并应邀
进京出席首发式。参展的 200余件作品，以展现祖
国和谐统一、“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为题材。活动现
场，文化部领导、中国邮票印制局领导为出席首发
式的艺术家颁发了邮品出版荣誉证书。

邮票被誉为“国家名片”,是弘扬一个国家或民
族精粹的重要宣传载体，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历
史艺术和科学的真实缩影，是固守和传播中国传统
文化的优秀平台，邮票上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
求和美好梦想，也彰显着国家和民族的深刻记忆。

蒋志斌自幼酷爱绘画，三十余年如一日，将美
术创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的作品涉及山水、花
鸟、人物，画路广泛，尤善牡丹。作品《天下无双绝》
（牡丹画）获首届中国书画艺术“华表奖”大展赛华
表银奖，个人荣获“华表奖”艺术家称号。

·汪 勋·

蒋志斌牡丹画入展“和谐中国·庆祝香港回归 20周年大型书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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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百工，传承的是一份劳动技

能；徽之匠心，彰显的是一份职业精
神。传承这份基因，使之从徽州工匠
扩展为全体劳动者；发扬这份精神，在
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
尊严，尊重劳动的价值的氛围，是工会
组织的职责与使命。

作为工会组织，要成为保护工匠、
重塑工匠精神的坚强后盾，让国之匠
心更放光芒。带着这份职责，面向全
市的“徽州百名能工巧匠”“系列竞技
评比”活动应运而生。仅 2016 年，就
在工业、服务窗口、民生、徽派技能、旅
游等行业产生了十六个大项目和 32
个小项的技能比赛“新徽匠”，太平猴
魁茶制作技艺大赛产生了新的制茶名
手，粮食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有了新的
粮食生产能手，电焊工技能大赛为我
们展现新时代电焊王的风采，基层卫
生岗位练兵技能大赛见证基层最美护
士与医生的努力，木雕竹雕技能大赛
让我们欣慰新时代的徽匠不让先贤，
景区导游员技能大赛让我们感叹黄山
金牌导游的实力，徽墨制作技艺新秀

大赛预示着传统技艺代不乏人，木工
制作技能大赛看到了现代鲁班的功
夫，根雕制作技艺大赛见证腐朽化为
神奇的过程，索道技能邀请赛用实践
告诉人们黄山的索道管理输出是徽州
百工走出去新的路径……近万人的参
与，让每一次竞赛都成为一次劳动精
神和工匠精神的弘扬，成为一次爱岗
敬业、精益求精的徽州百工工匠精神
的展示，成为一次弘扬古徽州的传统
技艺与展示徽州新百工新技术、新工
艺、新特色的完美结合。

传承这份基因，塑造工匠精神，作
为工会组织，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建立
徽匠之家，鼓励扶持徽州百工建立徽
匠工作室，开班授徒，传承技艺，弘扬
国之匠心；建立徽州文化学者和徽州
百工的沟通合作机制，将徽州文化有
机融入徽州技艺之中，催生文化创新
产品；建设“徽州匠心堂”，展示徽州百
工、国之匠心历史，讲好百工故事，塑
造国之匠心……

千年传承，匠心徽州。徽州百工，
国之匠心。

（原载《光明日报》9月5日12版）

□ 汪红兴 文/摄

【亲历新安江】

□ 江伟民 文/摄

走许村走许村：：洗尽铅华见雪肌洗尽铅华见雪肌
因了一条隋代古道，一座天险

重开的隘口，一个乡村成了歙北要
冲，成了通往沿江、中原地区的战略
要道；

因了一个许氏家族的千年踞
守，恪尽程朱理学的家风传承，一个
乡村商贾云集，传下国保 15 处之
多；

因了富资源头的升溪、昉溪两
水的交融润泽，一个乡村在科举年
月，有史可查之进士举人达 24人之
多……

——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