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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山水，逐梦烟火人间

在寿宁城关，由西北向东南的蟾溪穿城而
过，前后不到 3 公里长的溪流之上，屹立着飞云
桥、升平桥、仙宫桥、登云桥 4 座廊桥。这是国内
罕见的贯木拱桥群，于 2006 年被列为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

沿蟾溪下游行走，举目即为登云桥。该桥始
建于清乾隆年间，又称杨梅桥，全长 33.8 米，宽
4.2 米，拱跨 30.8 米，横跨南北两岸。“先立桥，方
建村，其所处村落因此得名杨梅桥村。2009年，因
寿宁县城东区扩建，故迁至现址。”寿宁县文旅局
工作人员周宏说。

深入廊屋，可见其为四柱九檩穿斗式结构，
17 开间，72 柱，上覆双坡顶，两端桥台以条石砌
筑。檐下柱旁尽是木板椅凳，不知古今多少旅人
曾在此端坐侧卧。

寿宁山高水寒，昼夜温差较大，故廊屋两侧
均琢窗花，以供通风、采光。窗花或似花瓶，或如
蒲扇，竟无一雷同。透过窗花远眺，浩瀚山水尽收
眼底，古桥与这天然风光可谓联芳济美。

挥别城郊，渐入闹市，但见红妆绿抹的仙宫
桥。风雨板上书“鸢飞鱼跃”，与“玉带长环”之匾
额相映成趣。廊屋正中以斗拱承托八角藻井，升
起八角攒尖顶，房梁之下题有墨书，记录造桥匠
人、首事人、捐款者等姓名，后人修缮时再添戴
镗、冯梦龙等雅士诗作，呈一派雕梁画栋、文意盎
然景致。

仙宫桥其名，源于“福建三大女神”之一马
仙。马仙是中国农耕社会辛勤劳作、勤俭持家、和
睦邻里、行善助人的典范，冯梦龙所著《寿宁待
志》即有记载寿宁先民虔诚拜谒马仙的盛况。而
在寿宁现存的古廊桥中，几乎座座拥有神龛，常
年香火不断，祀临水夫人、马仙、观音等神明。

正值午休时分，廊屋两侧长椅上，三五老者
围坐成群，闲话家常。周宏说，早年桥上更设有牌
桌、小卖部，供应小食茶水，往来游人络绎不绝。
后出于消防因素考虑，摆摊设店、焚香祭祖等活
动管理趋严，但廊桥仍不失为周遭居民遮阳避
寒、聚朋会友的好去处。

对寿宁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卢彩娱而言，廊
桥不在云端，而在心田。孩提时代，升平桥便是她
往来学堂的必经之路。每逢阴雨天，女孩总是立
于檐下，守候着母亲携伞走来。待到上世纪 90 年
代县里修缮古桥，卢彩娱的父亲先后为仙宫桥篆
刻碑文，为登云桥修复壁画。这一次，她依然立于
檐下，守候着年逾八旬的父亲完成作业。

“廊桥是伴我一生的故乡记忆。”卢彩娱说。

秉持匠心，拾梦故土情怀

对一个村镇而言，廊桥是交通命脉，是信仰
图腾，是精神寄托，是百年大计。而赋予廊桥灵魂
的，正是一位位能工巧匠，其中翘楚被冠以“主
墨”或“绳墨”之名，备受尊重。

在寿宁，最负盛名的桥匠莫过于坑底乡“徐
郑世家”。这一家族最早可考的造桥事迹可追溯
至清嘉庆六年（1801年），徐兆裕等人联袂筑造了
小东上桥。当时，造桥技艺只于家族内部相传，如
此传承五代，因匠师徐泽长无子嗣，故传于表亲
郑惠福；后相继传至郑惠福之子郑多金、郑多金
胞弟郑多雄、郑多雄之子郑辉明。至郑辉明这辈，
已算得上九代传承。

在上世纪中叶，郑惠福、郑多金的名号响彻
闽浙，父子二人合力修建了 11 座廊桥。1967 年，
时年 39 岁的郑多金首次担纲“主墨”，主持修建
下党乡杨溪头桥，未曾想这几乎成绝唱。

往后的 30多年间，伴随着现代交通的蓬勃发
展，木桥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郑多金从未“封墨”，
却形同“封墨”。转机来自 2001 年，央视栏目组至
寿宁为《虹桥寻踪》专题片取景，郑多金仅用 6 天
时间便建起一座廊桥雏形，从而步入大众视野。

2006 年，因牛头山水电站建设，长濑溪桥与
张坑桥两座古桥需要异地迁建，郑多金重新出

山主持工程。其间，郑多雄加入团队；而后，郑辉
明开启桥匠生涯，桥艺家传史话得以续写。2020
年，倾注郑家三代造桥人心血的斜滩镇双龙桥
正式圆桥，其跨度、宽度、高度均为全省现有廊
桥之最。

在双龙桥建成的同一年，托溪乡洋尾村飞鹤
桥亦圆满竣工。飞鹤桥取“沐鹤于溪”之意，兼具
古韵新风，从雕刻、泥塑、漆工特色来看，融合寿
宁当地及浙江泰顺技艺精华，整桥加设灯光线
路。晚间登桥，别有雅致。

“终于圆了洋尾人百余年几代人的廊桥梦！”
桥序上的字眼，道尽当地村民重拾廊桥遗梦的欣
喜。谁人可知，此桥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故土情怀。

2006年 8月 11日，洋尾村党支部书记吴文启
无法将这个日子从记忆里抹去。是夜，“桑美”台
风席卷洋尾，整座村庄皆成泽国，何谈村头矗立
的宋代古桥。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不畏天灾的洋尾人
民于废墟起新园。近年来，村容村貌日新月异，百姓
生活日益富足，大家迫切希望找回心中的那座桥。

“造桥的提议一经提出，可谓一呼百应。工程
累计耗资 200 余万元，皆由村民捐献。老人自愿

看守施工现场，青壮年义务抬梁上瓦，各尽其
功。”吴文启说。

捐资修桥，是寿宁自古沿袭的风俗，被视为
祈福积德报恩的善举。在现存的古廊桥中，唯有
红军桥是由政府拨款建造的“公建桥”，其余皆由
民间募资建成。

巧手纷飞，筑梦鬼斧神工

细观飞鹤桥桥序，“主墨”吴宗善的姓名被置
于显要位置。到访寿宁当日，记者有幸见证这位
老匠人的制桥过程。十余年前，吴宗善随郑多雄
团队学艺，因是木匠出身，上手极快，目前正为家
乡坑底修筑新桥。

筹备现场横卧着的 150 根巨木，已然说明虹
桥宏伟。各式木料均有百余年树龄，分别写有三
节苗、五节苗、平苗、剪刀苗等标识。最为人瞩目
的，是正中一条披有红绸、悬置高处的长木，它被
称为栋梁，日后将直贯廊屋脊顶。

“栋梁选材严苛，且不能只顾眼前造桥之快。
要寻觅一片生于向阳处、远离蛇虫鼠蚁的木丛，
从中伐走枝繁叶茂的大树，留下苗木，才可为后

人留下根基。”吴宗善说。
选材之外，桥址位置也别有考究。此番坑底

廊桥将立于溪流下游，桥址两岸有坚固岩石，为
砌筑桥台铺设基础，既传递驱除水患、庇佑财源
福气的民间信俗，又可连通小学与乡镇卫生院，
重启廊桥通达交通的历史功能。

从桥台往下望去，竟足有 30 米高。当代已有
脚手架、起重机供工匠与木料上下往来，却不知
古时怎能实现“高空作业”？卢彩娱介绍说，在长
期实践中，古人发明了水架柱等设备。水架柱形
如立于水面的秋千，具体做法是于桥台两侧各立
一根长柱，长柱尾端通过麻绳与另一杉木紧紧固
定，顶端再用一根横梁木相连接。“工匠在如此木
质平台上施展技艺，单是旁观便已胆战心惊。”

廊桥力学之美，集中体现在其拱架结构。吴宗
善取来画板，执笔描摹出廊桥起拱落架的全过程。

廊桥拱架分为两层系统，下层以 3 根长木榫
卯贯穿成八字形拱架，俗称“三节苗”；上层用 5
根短木搭成五折边形拱架，俗称“五节苗”；拱架
转折处皆置有横木，俗称“牛头”，拱木端部与“牛
头”相扣，使两层系统相互咬合，共同受力，形成
整体。拱架两端再各立一竖式木排架，两层斜撑

拱木与竖式木排架之间加置 2 根交叉圆木，俗称
“剪刀苗”，以免桥拱因外力侧移。

“拱架是廊桥的灵魂，尤其是三节苗的直径、
长度必须完全一致，不能有丝毫偏差，我们四五
个人一天也处理不了几根。相较之下，随后的立
柱、铺桥、建屋、盖瓦显得不值一提。”谈笑间，吴
宗善与身旁助手合力将一根拱木抬起翻转，丝毫
看不出他已年逾古稀。

忙碌人群中，多为鬓角泛白的老者。因此，36
岁的吴祥发格外引人注目。

吴祥发说，他出身于一个木匠家庭，造木兴
桥本就是村里传统。近年回乡后发现，父亲受周
边风潮影响，重拾起了老本行，原先从事玻璃幕
墙等施工工作的他由此萌生改行念头。

两年前，吴祥发加入吴宗善团队学艺。削木、
扛木、标注墨线……琐碎而繁重的体力活让吴祥
发打起了退堂鼓。但转念一想，师傅身为长者仍
奋战在一线，自己又怎能轻言放弃？

“无论寒来暑往，师傅总是亲力亲为、露天作
业，为的就是那一份情怀。我们晚辈自当努力坚持，
为传承传统技艺尽绵薄之力。”吴祥发语气坚定。

护桥守艺，传梦前路明亮

若无热爱，廊桥史话何以延续千秋？但仅凭
热爱，文化瑰宝势必将“藏在深闺无人识”。护桥
与守艺成了发掘廊桥价值的两条主线。

寿宁历来有护桥传统，多座古廊桥均留下
“屡毁屡建”的史料记录。改革开放以来，每逢城
区改造、水库建设，当地政府往往通过迁建等方
式力求保存廊桥旧貌。近年来，龚迪发、龚健两任
寿宁县博物馆馆长持续奔走在记录廊桥风姿、呼
吁加强保护的路上；卢彩娱等人士也在积极推进
廊桥文化进校园、进社区。

随着廊桥文化走出深山，其复兴之路得到更
高层面重视。2008 年，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被
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年
后，“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入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
年，“闽浙木拱廊桥”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

今年 5 月，在寿宁下党乡召开的闽浙木拱廊
桥联合申遗（寿宁）推进会明确了申遗工作目标
和进度、组织机构、专业团队、申遗机制、支持措
施等事项。目前，廊桥本体保护、环境整治、宣传
推介等活动及各项申报工作有序推进，申遗与廊
桥保护已成相得益彰之势。

今年以来，制度层面的建设工作取得一系列
重要进展。5 月，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 文 物 局 联 合 印 发《廊 桥 保 护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下称《三年行动计划》），探索系
统加强廊桥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

10 月，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三年行动计
划》启动会上，各路专家分别为廊桥保护提出真
知灼见。

11月 23日，福建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了宁德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
的《宁德市木拱廊桥保护管理条例》。该《条例》坚
持“小切口”立法，全文不设章节共二十七条，在廊
桥的整体保护、名录管理、安防要求、巡查检修、非
遗传承、合理利用和相关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具
体规定。《条例》将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11 月 24 日，由福建省高院为指导单位、南平
中院主办的第二届闽浙地区廊桥文化遗产保护
司法协作会议在政和县举行。会上通过《闽浙法
院关于司法助力木拱廊桥申遗十条举措》《闽浙
法院廊桥司法保护（政和）宣言》。会议指出，闽浙
法院应秉持系统保护、预防优先、协同惩治、绿色
发展等现代能动司法理念，以维护木拱廊桥的历
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为基本原则，
构建司法资源共享、互助平台共建、风险隐患同
治、突出问题同治、协调机制同立、工作举措共商
的廊桥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工作格局，筑牢安全底
线和防线。

承载各方合力，幸得法治护航。廊桥静卧在
山城岁月里，笑看今朝盛世，笑望前路璀璨。

山城寿宁，岭峻溪深，何以探得万千世界之风采？唯有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闽人翻山越岭的赤诚孕育出人类建筑史上
的奇观，名唤木拱廊桥。

宋人张择端借一幅《清明上河图》流芳千古，图中“汴水
虹桥”尽显汴京盛景。“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
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宛如飞虹。”《东京梦华录》道出虹桥
卧波的惊艳。

透过画卷，依稀可辨认“不费寸钉片铁，全由榫卯衔接”
的古人智慧，然则木拱廊桥的建造技艺还要更胜一筹。“河上
架桥，桥上建廊，以廊护桥，桥廊一体”，廊屋既为木桥铺设遮
风避雨的屏障，亦可平衡主拱骨架的向上推力，使之傲立于
水深急流处。

始于开山劈水，廊桥的意义早已超越便利通勤。集山、

水、屋、桥于一体，化亭、台、楼、阁于一身，廊桥风华涤荡于
诗情画意里；笙磬同音、祀神祈福，廊桥遗梦浸润在人间烟
火中。

作为著名桥梁专家唐寰澄口中的“世界贯木拱廊桥之
乡”，寿宁现存古廊桥 19 座，其数量之多、建造年代序列之齐
整、桥群分布之集中、人文资料之丰富，均为世间少有。更不
必说单拱跨度全国最长的下党乡鸾峰桥、木拱最短的犀溪镇
翁坑桥均坐落于此。

斗转星移，昔日天堑化作今朝通衢，廊桥的实用功能逐
步淡化。是任其湮灭抑或推陈出新？代代寿宁匠人毅然选择
扛起非遗传承的大旗，纵墨闽浙山水间。当乡土情结轻声呼
唤，当制度建设日趋完善，当文物保护意识蔚然成风，这场跨
越岁月山河的漫长接力，终究守得云开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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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一头贯穿山水，一头联结古今，作为我国
桥梁史上的“活化石”，廊桥是矗立于曲水奇
峰间的珍奇瑰宝，是洞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

廊桥是美丽的。它美在“编木结构”所体
现的古人智慧，美在飞阁流丹的木衣锦绣，美
在与自然风光的紧密交融，美在凝聚社情民
意的平台价值。

廊桥同时是脆弱的。自然灾害的侵袭、人
为因素的破坏，都可能对其造成致命伤害。同

时，廊桥营造技艺的传承，也一度面临后继无
人的窘境。毕竟甘受孤寂、精雕细琢的匠人精
神并非人皆有之，更何况造桥不是一项能够
带来丰厚物质回报的工作。某种程度而言，守
艺要比护桥意义更加重大，任务也更加艰巨。

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廊桥保
护和传承工作，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为之
保驾护航。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廊桥的人文艺
术价值广为人知，文物保护意识渐入人心，造
桥队伍中也涌现出年轻人的身影。

当然，廊桥保护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应通过对桥体本身、周边环境、相关文化史迹
等要素的系统性保护，传递其完整价值；给予
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必要的物质及精
神激励，扶持他们收徒授艺、开展建桥实践；进
一步加强宣教倡导，普及文物保护理念与知
识，鼓励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廊桥保护行动；强
化科学管理，建立廊桥保护的常态化机制与应
急预案；充分挖掘廊桥文化资源，促进廊桥文
旅文创融合发展，使之在传承中得以“活化”。

续写好古桥文脉
□本报见习记者 尤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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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 年年 11 月月，，郑多雄郑多雄（（左左））与郑辉明与郑辉明（（右右））父子在犀溪镇武溪廊桥父子在犀溪镇武溪廊桥
上梁仪式现场上梁仪式现场。。（（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吴苏梅吴苏梅 摄摄

吴宗善在建造飞鹤桥现场吴宗善在建造飞鹤桥现场。。吴苏梅吴苏梅 摄摄

下党乡鸾峰桥下党乡鸾峰桥 龚建龚建 摄摄

托溪乡飞鹤桥 尤方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