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到一个任务，有点犯难：黄村的
进士第要增加文化氛围，要做一些适当
的“装饰”。怎么弄呢？其实，命题的本
身就有点歧义，这座占地近千平方米的
明代建筑，历经 400 多年的风霜，没有
什么腐朽的痕迹，依然像一个健壮的中
年人，敦实稳重。大门门楼有七层斗
拱，层层叠叠，繁复中盛开繁华。推门
入内，前后共三进，一进为大厅，二进为
祭祖的享堂，三进楼上存放灵位。整座
建筑有木柱 102 根，主柱围粗 1.6 米，
都是稀有、硕大的白果树做材料。横梁
上雕镂龙、凤、狮、虎等珍禽异兽，刀法
细腻，形象生动，显示了徽派木雕艺术
的精湛。置身其中，古意盎然，古韵犹
存，哪一个细节没有“文化”呢？

但显而易见，祠堂里有点空荡荡，
没有扑面而来的楹联，没有排山倒海的
匾额，村里的老人说，原先都有，文革中
都被烧了。现在一切都沉寂下来，关于
那些曾经繁华的回味和向往缺少实质
的依赖。

黄村实实在在是个有故事的村
落。前些年，因为一幢荫馀堂的古民
居，让她成为一桩世界性文化事件的主
角。荫馀堂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这幢
四合五开间砖木结构的跑马楼，占地
500平方米，共有 16间卧室，以及中堂、
储藏室、天井等，粉墙黛瓦马头墙，每一
个建筑符号，都表明她是一座典型的徽
派民宅建筑。荫馀堂“荫及子孙”，这一
幢有福的房子从清代开始，先后有 8代
黄家子孙居住、繁衍，几乎是一部浓缩
了的徽州家族史。1997 年春，有一项

“胆大妄为”的中美文化交流项目：要将
荫馀堂搬到美国去！由荫馀堂拆下的
700 块木件、8500 块砖瓦、500 块石件，
被装上 40 个国际标准货柜，漂洋过海
运至美国，在波士顿地区塞勒姆市碧波
地·埃塞克斯博物馆，由一群技艺惊人

的中国匠师，把她修复成 20世纪 80年
代黄氏家族最后居住的面貌。整个迁
建，耗资 1.25亿元，历经 7年策划施工，
换来了一座濒临灭亡的徽州古建筑在
异域的新生，换来了一次匪夷所思的古
建大挪移。

2003 年 6 月 21 日，荫馀堂连同扩
建后的博物馆一起正式对公众开放，美
国马萨诸塞州州长、塞勒姆市市长、碧
波地市市长和美国十几个博物馆的馆
长，以及中国、英国、加拿大、墨西哥、
法国、德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政府
官员、驻美大使、文化参赞纷纷亲临庆
典 ，美 国 各 大 媒 体 相 继 报 道 这 一 消
息。当天的开幕式盛况空前，慕名前
来的观众就有 1 万多人。古色古香的
荫馀堂，精致华美的中华文化，带给世
界各国游客深深的震撼。美国一位著
名的专栏作家在参观荫馀堂后说了一
句话：“我在这里看到了中国五千年的
文化天空。”

于是，黄村体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
的佳话。黄村也成为各路媒体聚焦的
热点，成为大洋彼岸一个热门的中国徽
州村落村名，这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偏
僻村庄借此向世界打开了心扉。

在黄村名声大震的背景下，进士第
该怎样“装饰”呢？突然想到有位法国
作家给黄村写的一本书，书名叫《最后
的“儒村”》，是啊，黄村的本质是优雅、
深沉的儒家气质，热闹也好，热点也罢，
过眼云烟而已，存活了一千多年的村庄
还是依自己的本性过自己的日子。于
是，想到了画，何不以黄村为主题、以传
统的“黄村八景”为依据创作八幅大画，
展示在进士第。让这些画从不同侧面
勾画黄村的容颜，让村庄的古与今、新
与旧、历史和现实、典故和风景在丹青
里完美交融。画的创作还要有一个前
提，作画者必须是本土的画家，休宁是

新安画派的重要发源地，“海阳四家”在
清代文化界的名望如日中天，这是一个
盛产艺术家和画家的地方，让本土的画
家画家乡的风景风物，文脉的相通感
知，本身就是一段佳话了。

于是，请来了宋子龙、杜曙光等八位
休宁本土山水画家，他们也为这样的创
意和主题而兴奋，紧接着，采风、座谈、分
任务、找资料、构思、创作……仅仅 2个
月，八位画家都交出了自己的画作。

八幅大画悬挂在进士第内，色彩
斑斓、深沉灵动。我们可以换一种方
式，循着这些画，就步入了这个古老的
村子：

先来看姚光华先生的《远嶂蟠龙》，
这是对黄村的第一眼打量，就已经让人
怦然心动。整个村庄尽收眼底，房舍俨
然，纤陌纵横，逶迤的远山如蟠龙灵动，
古朴的村貌宁静而安详。画面清新淡
雅，却掩不住村庄的大气和生动。

第二幅是李春午先生的《水口流
泉》，这是黄村的入口，是一处典型的徽
州水口风貌，我们看到了那座古朴的门
楼，在满目的青翠中，耳边传来了流泉
的声音。“一片山翠边，依稀见村远”，春
午先生的高妙手法传递给我们的就是
这样的意境吧。

接着来看宋子龙先生的《进士府
第》，进士第是黄村的灵魂，这座“国保”
级的建筑雄踞在村子的中心，依然散发
着无与伦比的高贵气息。子龙先生这
幅《进士府第》以独具匠心的构图、高超
的绘画技巧和浓郁的人文气质，让人拍
案叫绝。画面空间饱满，中间部分是进
士第美轮美奂的门楼，下方是进士第建
筑群的描绘，上方则是逶迤的群山，钤
上一枚朱红的印章，“明嘉靖进士第”，
仿佛这座建筑正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

走来，如梦似幻，风华绝代。
然后是陈冬宝先生的《双桥秋晓》，

画中这片层层叠叠的古民居就是黄村
著名的中宪第，明代的深庭大院，现代
的中美文化交流基地。一旁的双桥是
黄村特有的小景，小溪浣衣，秋色正浓，
这样的徽州风情是我们永远挥之不去
的乡愁，冬宝先生的笔触灵动而深情。

紧接着是杜曙光先生的《百年学
堂》，1914 年，著名教育学家黄炎培骑
马亲临黄村小学视察，书赠教员黄开祥

“知君所学随年进，许我重游到皖南”，
为这座百年学堂留下了千古流芳的墨
宝。曙光先生的画作沉郁古雅，古树掩
映中的老学堂，琅琅的书声如破晓春
啼，一隅的宁静百年不变，代代相传的
是文化的力量和人心的温暖。

再后面是何成喜先生的《月池风
荷》，月池塘位于黄村上门村中，由山泉
水汇聚而成，是古时村中的火烛塘，用
于防火取水。“塘中荷绿花红，鱼虾成
群。鱼戏莲藕间，人映荷花面……”成
喜先生的画作烂漫而清澈，和那些古老
的文字描述如出一辙。

吕健君先生的《狮象把门》值得细
细品读，狮象把门是黄村后村入口的写
照，两边的山势如同一头雄狮和一头大
象，守住村庄的大门。健君先生的笔触
雄浑而泼辣，用色精妙，满纸烟云，这样
的画作力道十足，韵味无穷。

最后一幅是陈承雷先生的《东山吐
月》，东山吐月是黄村八景之一，东山之
上，明月初升，月辉如霜，“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承雷先生的画作意境深
远，古拙空灵，让人醉心于月色黄村。

丹青里的村庄容颜质朴本真而娇
美多姿，这些画作和进士第水乳交融，
算是这个古老村落的一份文化记忆吧。

丹青里的村庄容颜

【文海泛舟】

匾额说辞：歩蟾
□ 吴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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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界】

一会儿，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慢悠悠
踱步过来，拿起这枚瓜瓤红放在手心里
掂了掂，又举起来默默眯着眼对着阳光
看。我知道，遇上识货的主了。

“多少钱？”
“五千。”
“能不能便宜一点？”
我看对方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却

一直用指腹摩挲着那块印石，一看就是
搞篆刻的内行，便如实相告：“你肯定懂
的，这是瓜瓤红，你开个价，我能卖就
卖。”

对方就从一千两百块钱开始讨价
还价，慢慢地加，一直加到两千三百
块。如此几个回合，我也不好意思再抬
价。至少卖给懂的人，还有份惺惺相惜
的感念。

有意思的是对面目睹我“坐地起
价”的老家伙，看见对方一走，立马跑过
来一拍我肩膀：“好小子，赚大发了！你
得请客吃饭！”

有没有饭吃是一回事，倒是从此
后，老家伙摆摊也常常捎上一些石头，
寿山、青田……可惜他与那些卖假大名
头的人一样，也不懂印石，错以为印石
赚钱，孰不知我那撞上的也是小概率事
件。

要想看懂文玩的价值，得摸索，但
收藏说起来，更要看机缘。

我曾在上海的藏宝楼遇见过两块
田黄。这两块石头，被放在一家店的柜
台角落里积灰蒙尘，人来人往，不知放
了多少年。就是这么神奇，当我们一行
三人走到这儿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了
它们。向店家询价，每块两百块，一共
四百。值！但其他人，都感觉这个石头
那么一点点大，没什么意思。

所以说，有缘的，拐角也能把你拦
下来。无缘的，是千万人来来去去，它
却仍然在那里。而价值多少，有时也赖

自己心中评定。像一代收藏大家王世
襄那样的，唯一的原则就是喜欢。

中国四大印章石，分别出自福建寿
山、浙江青田、浙江昌化和内蒙古巴林。

我故事里的那块瓜瓤红虽属于寿
山名品，但还不是这个品类里最好的。
寿山的品类多了去了，比如鱼子冻、水
晶冻、环冻、水草冻。冻是冻石的简称，
泛指用于雕刻工艺品和印章的材料，大
多晶莹润泽。除内蒙古巴林外，寿山、
青田、昌化都可归为冻石。人们在冻的
前面加上不同的词儿来表达这种冻石
的特性。

但在寿山排名第一的，是有“一两
田黄三两金”之称的田黄，足见它有多
贵。

田黄最贵还是次要，最重要的，是
很多人一辈子花了大价钱买的田黄，却
没有一块是真的。所以，寿山品类，我
们就拣这最贵的田黄讲。

“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
人。”寄托了文人情怀的印石就像个人，
你要了解它的过去，读懂它的故事，才
能真正认识它。

田黄也叫田石，名副其实，就是指
田间的石。

印印 章章
【连载】

□ 杨 青

文武之道是相辅相承的，徽州武术
应该比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更加源远
流长。特别是迎合徽商防身健身、看家
护院和保镖护航等需求，更加助长了徽
州武术灿烂辉煌，产生了许多武状元、
武进士、武术家，明代程冲斗就是其中
的佼佼者！

程冲斗（1561-？），法名宗猷，《少
林棍法阐宗.纪略》记载他曾游少林寺
十余载。明代嵩山少林寺 18个著名武
僧中，有 3个是他的师父，2个是他的师
兄。他的法名符合《少林释氏源流五家
宗派世谱定祖图序碑》——载元初福裕
禅师立曹洞七十字辈——嵩山少林寺
历代大和尚取名的依据。其中洪转师，
人称少林棍法宗匠，曾著《夢录堂枪
法》，年逾八十高龄依旧棍法神异。出
少林寺后，程冲斗还接洪转师高足广按
师到六安，继续学艺。因此尽得少林衣
钵，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著
成《少 林 棍 法 阐 宗》，至 天 启 辛 酉
（1621）又与《长枪法选》《单刀法选》
《蹶张心法》合刊行世，名曰《耕余剩
技》。民国间“千顷堂影行”的《阐宗》是
万历丙辰刻本，周越然影印之《耕余剩
技》是天启辛酉刻本，并易其名为《国术
四书》。

其中《长枪法选》是得自河南李克
复的杨家梨花枪。世人尊枪为艺中之
王，曾有“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
的说法；《单刀法选》是得自浙师刘云峰
的日本倭刀。日本倭刀又称“剑道”，又
名“太刀”，中国人称之为“长刀”。明代
何良臣《阵记》谓“日本刀不过三两下，
往往人不能御”。戚继光于辛酉（1561）
阵上得倭刀习法，然戚书仅 15 个无字
图，因此《单刀法选》是我国最早记述倭
刀的著作。1929年唐豪习太刀之法于
日本，才发现日本倭刀是宋代以前在中
国古剑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
《单刀法选》又是研究日本倭刀和中国
古剑法关系的文献。

《蹶张心法》是一种弓弩结合的射
箭术，是在所谓“改古机之规为照门，法
鸟铳之准为一凹字形”基础上创造的弓
箭术。不但能发射双箭，还能组成“连
弩”。

民国庚午（1930），上海书商徐鹤

龄，易《阐宗》之名为《少林白眉棍法》，
末多“落地梅花”一势。徐序并称，原书
系锦江陈氏秘本，此势为他书所无，故
自诩为全本；又以抄本出于锦江陈氏，
锦江在四川省，遂称程冲斗为四川人，
寄籍皖省六安。

唐豪考证：“无论万历丙辰之《少林
棍法阐宗》，还是天启辛酉《耕余剩技》
中的《少林棍法阐宗》都是程冲斗自雕
板行世。其中并无‘落地梅花’，证明此
势是后人添加。”又程冲斗《射史》自序，

“言其家世新安。按程冲斗为休宁汊口
人，六安乃是他迎请少林寺僧广按师到
六安广福寺继续从学之地”。

少林自成一家的武术唯有棍法，
此于俞大猷《正气堂文集》、戚继光《纪
效新书》、唐顺之《荆川武编》、何良臣
《阵记》、茅元仪《武备志》、程冲斗《少
林棍法阐宗》、吴修龄《手臂录》等早有
说明，此外武艺虽名少林，悉系标榜附
会。

唐豪在 1955 年 11 月 20 日致顾留
馨先生的信中说：“武术研究，我以为
首先要读的是《纪效新书》（戚继光），
把武术和武舞的基本观（概）念弄清
楚；其次读《耕余剩技》（程冲斗）中的
棍法阐宗和长枪、单刀法选，把武术的

“势”做一番彻底的研究；最后读《手臂
录》（吴修龄）。由此可见程冲斗《耕余
剩技》在中国武术史上的价值、地位和
影响！

1935 年秋，唐豪在上海《大公报》
刊登一则启事，意为欲觅一位到徽州休
宁汊口村考证明代少林巨子程冲斗的
向导。

1935 年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

月，唐豪哪有这种闲情逸致呢？其实唐
豪有更深层的目的：律师职业，看起来
风 光 无 限 ，实 则 充 满 危 险 ！ 特 别 是
1931 年顾顺章被捕叛变，导致许多早
期中共地下党员被捕牺牲。唐豪是
1924年入党，当时全国不到 1000名共
产党员。顾顺章能接触到党内许多机
密文件，极可能因唐豪经常在法庭上与
国民党法官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很大
的影响，引起顾顺章的注意，唤醒顾顺
章的记忆，一旦被他指认为是共产党员
就会遭逮捕杀害！如 1933 年，邓中夏
被捕（当时用化名），互济会和宋庆龄分
别指定唐豪、史良、董康为他的辩护律
师，三人中仅唐豪是共产党员。当时租
界法庭仅判了 52 天徒刑，后因叛徒出
卖，邓被蒋介石“钦点”为要犯。在有国
民党南京中央警备司令部法官参与的
法庭上，四周布满荷枪实弹的特务，杀
气腾腾，唐豪为邓仗义执言，处境是非
常危险的。

由于顾顺章等重量级叛徒的影响，
1933年上海临时中央在上海已不能立
足，不得不迁到江西苏区，上海成立上
海中央局。到了 1935 年，中共上海党
组织再次遭受重创，上海中央局向天津
转移，中央特科解散，上海的形势日益
复杂险恶。为避免再次遭到敌人破坏，
唐豪借考证程冲斗的名义，考察建立从
徽州转移、撤离通道的可能性。这不会
是唐豪个人的考量，应该是上海中央局
军委未雨绸缪的安排。

此前唐豪是上海市国术馆常务董
事，经常和方梦樵见面。因此，当方梦
樵因公旅沪见到《大公报》上的启事后，
就毛遂自荐担任唐豪的向导。

其时徽杭公路是条建成不久的简
易沙石公路，1935 年才通客车。唐豪
为考察“大生公司”的运货渠道，执意
走水路。他们先从上海坐火车到杭
州，再从杭州乘木帆船到兰溪，又从兰
溪换乘到屯溪的木帆船溯新安江而
上。尽管一路关卡都因方梦樵的关系
通行无阻，但逆水行舟、滩多水浅，从
杭州到屯溪竟走了近十天。他们先在
烟村方梦樵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步行
到屯溪，第三天就到距屯溪十余里的
汊口村访求程氏宗谱和考查程冲斗墓
碑。不料族谱没有记载（后来方梦樵
也曾考查过其他程氏族谱，都没有程
冲斗的记载），村中遗老也不知道程冲
斗其人；该村坟墓大都是麻石（一种沙
质水成岩）墓碑，很少见“黟县青”石的
墓碑。麻石墓碑未经百年刻凿字迹就
模糊难辨。这种情况，唐豪以为有以
下原因：

1.汊口村庄不大，族谱记载简单。
2.程冲斗没有后嗣或暮年贫困，坟

墓没有立碑，或麻石墓碑字迹漫漶。
3.参与镇压明末农民起义或反清

复明战死，或遁入空门，死后不知葬处，
族谱不敢记载或无法记载。

4.清初严禁汉人习武，重文轻武，
对这种没有什么功绩的武士，族谱耻于
记载。

他们当天从汊口无功而返。唐豪
已盘桓了十多天，旅途奔波劳顿，身心
俱疲惫，又囿于律师业务缠身，回沪心
切。方梦樵以唐先生来屯一趟不易，故
坚请再留一天。第二天他们游览了屯
溪老街，巧遇在三马路上有一个卖艺老
人，他的行囊十八般兵器俱全，特别是
他表演的武术，连唐豪也不知是什么
拳。当即与老人攀谈，得知老人名叫靳
鞠标，江西婺源人，老人自言他表演的
武术名叫“内家拳”。唐豪认为清初黄
百家《内家拳法》记载的内家拳在清初
即已失传，但靳鞠标的拳法“色名”——
拳势名称，却和黄百家《内家拳法》相
同，因此嘱意方梦樵学会这套拳，以备
今后研究。方梦樵当即和老人约定第
二天到“大生公司”细谈。

第二天一早，唐豪即搭乘徽杭汽车
匆匆离屯经杭州回沪。

唐豪在徽州（中）

考证程冲斗

【文化徽州】

行走西递古村落，最想看到什么。
高屋建瓴，还有那些熟视无睹的青砖、
灰瓦和马头墙，如今的游客也喜欢去寻
找那些不被人关注的角落。“歩蟾”就是
这样一处匾额，在进入这出宅院的时
候，一眼就会看得见。是提醒自己，还
是警醒别人，不得而知。这样的匾额，
略有文化的人都会马上有些领悟，蟾宫
折桂，这是第一感觉。

蟾宫即广寒宫，是中国神话中嫦娥
居住的宫殿，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就是称
月亮，尤其指满月。（《淮南子·览冥训》）
就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姮
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
月精。

这蟾宫是什么样子，小时候，父母
多会引导孩子观察明月，指月施教。如
果说嫦娥奔月是凄美的爱情故事，那么
吴刚伐桂，却是人们教育后代的最佳材
料。同样在《淮南子·览冥训》有：月桂
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
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
谪令伐树。

后人又怎么把蟾宫与折桂连在一
起呢？“折桂”又为何意呢？《晋书·郤詵
传》：“武帝於东堂会送，问詵曰：‘卿自
以為何如？’詵对曰：‘臣举贤良对策，為
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
玉。”从唐代以来，人们就把两件事牵合
在一起，就把蟾宫折桂誉为科举考试。

南唐时期的李中《送黄秀才》诗：
“蟾宫须展志，渔艇莫牵心。”宋朝张齐
贤《洛阳搢绅旧闻记·陶副车求荐见
忌》：“好去蟾宫是归路，明年应折桂枝
香。”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这是千百年
来，科举制度带来的光宗耀祖思想，谁

不愿呢？歩蟾仿佛登月，势如高攀，但
一旦金榜题名，那种荣耀是没法想象
的。

元代马致远的《荐福碑》第四摺：
“当日个废寝忘食，铸铁砚长分磨剑的
水；到今日攀蟾折桂，步金阶纔觅着上
天梯。”这是在元代的杂剧中所看到的：
攀蟾折桂。

蟾，本是蟾蜍。又怎么成为月亮的
代名词呢？中国的民间故事里有“刘海
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传说。刘海是
八仙吕洞宾的弟子，功力高深，喜欢周
游四海，降魔伏妖，布施造福人世。他
降服了长年危害百姓的金蟾妖精，并且
断了金蟾一脚。金蟾臣服于刘海。三
只脚的金蟾为了将功赎罪，使出绝活咬
进金银财宝，助刘海造福世人，帮助穷
人，发散钱财。

后来的人们就把三只脚的蛤蟆称
为金蟾。金蟾也就成了吉祥物，逐渐延
伸与月宫连在一起。我们在望月时，看
见月亮的阴影，就会以为月宫有只蛤
蟆，自然就联想到了金蟾，就把月宫叫

“蟾宫”了。“步蟾”自然就成了民间美好
的愿望了。

西递，本是古徽州一个地处偏僻的
村落。明清时期也不过是少数的经商
者发达，他们眼光卓越，要想光宗耀祖，
必须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商人的地
位毕竟还是低下的，要求得荣耀，还得
读书做官，积极入世。

“歩蟾”，始终是西递人的愿望。题
写匾额，一方面是给予家中子弟的提
醒，另一方面也是表明读书入世是根
本。“商”与“贾”的紧密结合，也正是徽
州商人攀蟾折桂的重要手段。

□ 黄永强

（未完待续）

□ 方道行

闻鸡起舞 周小勇/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