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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在庆元 800 多年的建县史中，百余座廊桥如飞虹跨越绿水青
山，成为漫长时光的见证者。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古廊桥的交通功能已日渐式微，但其
经过历史沉淀后形成的独特文化价值，却发挥出越来越不可替代
的作用。穿越时空的古廊桥，与百姓生活水乳交融，在城市文明与
乡村文明的碰撞中不断演化出新功能，展现着新时代的社会气象、
精神风貌。

时至今日，廊桥已不止于一座桥，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已悄
然化作深入民心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人们在共同富裕新征程上不
断求是挺进。

廊桥遗梦：抹不去的城市记忆

对于庆元人来说，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咏归桥如同一部地方志，
记录生活变革，铭刻时代变迁。

“每次来，都能发现县城的新变化。”临近周末，安南乡安溪村
村民孙来喜来到县城，向记者回忆起近年来的城市变化，“原菇城
剧院区块是庆元的老城区，房屋破旧，居住环境很差，映衬着古老
的咏归桥也尽显陈旧。”

变化源自 2014 年庆元启动的“美丽县城”三年百亿行动计划，
此后的原菇城剧院区块一年一个大变样，建成了全县首个城市综
合体，并逐渐形成繁华的商圈。每当夜幕降临，华灯亮起，繁华热
闹的公园将古色古香的咏归桥也衬托得熠熠生辉。

站在咏归桥上环视县城，庆元大桥工程、仑山路地块老旧小区
改造等一个个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施工现场的繁忙景象，充满城
市蓬勃发展的朝气。

事实上，廊桥见证的新时代发展不仅存在于城区，在广大农村
同样比比皆是。

在贯穿举水乡月山村的举溪上，过去分布着 10座古廊桥，自古
以“二里十桥”“举溪八景”闻名，至今仍完好保存着的尚有 5座。正
是凭着这深厚的廊桥文化底蕴，孕育出了享誉全国的“月山春晚”。

但文化的成果并非一蹴而就。事实上，在 2012 年列入全省首
批 43个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之前，月山村长期受限于人
多地少的发展困境，当地村民私自违建的情况十分严重。“举溪沿
岸有不少违章建筑，不仅与造型优美的古廊桥格格不入，也对村庄
的原始风貌和美感造成了不利影响。”月山村党总支书记吴亦健告
诉记者，直到乘上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快车，月山村才得以走
上美丽乡村建设的康庄大道。

在古廊桥的见证下，月山村加速蜕变。举溪沿岸的违章违建
变成了精致的景观游步道，背街小巷及村头村尾 400多个点位实现
拆除整治，来凤桥休闲公园等项目相继落成。如今，沿着宽敞的村
道走进月山村，随处可见复古木窗、白墙黑瓦与古廊桥相映成趣，
这个地处偏远的小山村，终于向世人展现出迷人的魅力。

事实上，庆元廊桥承载了乡村振兴的繁星记忆，在这些记忆
中，廊桥不仅是乡村风景的点缀，更是乡村发展的载体。

在位于庆元“北大门”的黄田镇，曹岭村与龙泉市小梅镇梅一
村仅一溪之隔，横跨两地的龙庆桥，曾有“八百里瓯江上游第一桥”
的美誉，以此为起点，当地乡村旅游产业逐渐风生水起。“龙庆桥重
建后，作为配套设施的千年水运码头、文化长廊和古街等设施建设
也同时启动，将当地独特的历史文化重现在世人面前。此外，龙庆
桥还将周边大小景点连成一线，形成了黄田、竹口、小梅乡村旅游
的黄金线路。”黄田镇党委书记李志远告诉记者。

历久弥新：具有独特辨识度的文化内涵

对于庆元人来说，廊桥不仅是通行要道，更是一个精神和文化
符号。

廊桥建造史贯穿庆元建县史，时至今日，庆元廊桥结合了亭、
庙等建筑功能，成为休闲娱乐、文艺创作、民俗文化与祭祀的重要
场所。

据庆元县博物馆馆长吴婷婷介绍，庆元菇民离乡上山采菇前，
有到廊桥祭拜、许愿的传统，回乡时还要到廊桥上还愿。也正因为
浓浓的信仰情结，庆元百姓对廊桥百般呵护，使得廊桥能够保存至
今。

每天清晨，咏归桥上都会出现吴美银的身影。吴美银是一名

文保员，当整座城还在酣睡时，他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巡查工作。
“早上人少，能观察清楚桥面有没有受损、桥板有没有风化。”吴美
银家离桥不远，对咏归桥有着深厚的感情，担任文保员 7年来，他始
终风雨无阻，“晚上更要来，因为聚集在桥上的人很多，有的纳凉，
有的唠嗑，有的唱歌，非常热闹，我得确保桥上没有火源，及时消除
隐患。”

近年来，庆元高度重视古廊桥的保护和开发工作，成立了庆元
县木拱廊桥抢救保护领导小组和庆元县廊桥保护与开发协会，并
在每座廊桥设立了一级廊桥长和二级廊桥长。

此外，庆元还积极调动社会各方参与廊桥保护，启动浙南闽北
地区对廊桥的共同保护、开发与管理研究，联合发起“区域合作”倡
议，扩大廊桥保护县际合作，组织木拱廊桥营造技艺的“非遗”申
报。

如今，廊桥保护已延伸出廊桥的本体保护与文化保护，廊桥之
魅力、文化之深厚正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一座座廊桥如“初月出
云，长虹饮涧”，在风霜雨雪的洗礼中历久弥新。

在咏归桥上临近江滨路一侧，孙来喜和好友吹笛子、拉二胡，
默契合奏着越剧曲目。“咏归桥上的回音效果很好，我很享受在这
里的时光。在这里，总能遇见兴趣相投的人。”孙来喜说，他每周有
五天在咏归桥上与票友们交流演奏技巧。

廊桥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在 2018年举行的第一届庆元廊桥国
际越野赛上，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多名专业选手跑上古
道、跑进廊桥，沿途穿越如龙桥、来凤桥等众多古廊桥，悠久的廊桥
文化与体育赛事碰撞出新的火花，成为展现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

“廊桥说事”：新时代的文明实践样本

廊桥原本是连接河水两岸的现实纽带，但随着时间推移，庆元
人对廊桥倾注了更多的生活智慧，使廊桥不仅是连接两岸的物质
媒介，更成为艺术创作、文化创新的动力源泉，以及传播文明、引领
风尚的思想阵地。

“一弯新月作靠山，一条银河流门前⋯⋯如龙来凤桥连桥，桥
连桥⋯⋯”一首月山之歌，唱出了此景只应天上有的美丽景色，也
唱出了月山人对幸福生活的骄傲与自豪。

“我们把对廊桥的深厚情感融入乡村春晚中，通过推陈出新
的节目作品，表达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吴
亦健说，月山春晚充满了廊桥元素：舞台以廊桥为背景，故事以
廊桥为媒介，农活秀、旗袍秀等以廊桥为道具，歌曲说唱以廊桥
为内容⋯⋯

就在月山村推出一系列以廊桥为创作素材的文艺作品时，庆
元县廊桥博物馆也利用馆藏优势开发出特色文创产品，为庆元文
化产业发展增添了独具特色的一笔。

咏归桥乐高积木、如龙桥 3D立体便签⋯⋯去年 8月，33款充满
创意的廊桥文创产品，在庆元举行的“浪漫七夕·廊桥相会”主题音
乐会上精彩亮相，成为当晚最抢眼的“明星”。此后，博物馆又不断
设计出廊桥主题手工皂、茶水杯、妆奁等系列文创产品。“廊桥在庆
元人心中有着特殊地位。以廊桥为创作素材，开发更多优质、有
趣、寓教于乐的文创产品，可以不断满足当下的群众文化需求。”吴
婷婷说。

这样的需求，在现实中正不断得以回应和拓展。2019年，庆元
县结合廊桥数量多、分布广、历史厚重等县域特色，在全县推行“廊
桥说事”一线工作长效机制，广大党员干部在以廊桥为代表的群众
集聚场所察民情、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忧，解决问题在一线、情感
交融在一线。在此基础上，庆元团县委创新推出“廊桥说事·青年
说”新时代青年理论宣讲工作品牌，通过青年活泼、朝气、新颖的表
达形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

“我的爷爷在 195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柜子里，珍藏着
党章和党员证⋯⋯”4月 16日，竹口镇阜梁桥上传来一阵阵饱含深
情、慷慨激昂的讲述声，吸引了正在廊桥上休闲纳凉的群众。

“廊桥是庆元最接地气的场所，也是年轻一代下沉基层一线、
服务人民群众的最佳平台。”团县委相关负责人说，青年们结合身
边故事和自身经历讲百年奋斗，讲家国情怀，讲发展成就，讲时代
精神，“让党史学习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桥是历史的见证，文明的纽带。透过一座
座廊桥，我们既可以领略到时代的变迁，也可以
看到庆元人民赋予廊桥新的文化内涵。

咏归桥、如龙桥、来凤桥、兰溪桥⋯⋯广布
在庆元境内的古老廊桥与自然山水、人文景观
珠联璧合，构成一幅幅和谐、美丽的画卷，令人
心向往之。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与廊桥数百年
的朝夕相处中，庆元人民有意识地将交通出行、
休憩等实用功能与情感联系、休闲娱乐等文化
功能有机融合在一起，塑造了“中国廊桥之乡”
极具地方特色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秉性。

对于庆元人来说，廊桥从来就不是普通的
通行道路。如今，这一座座廊桥仍是庆元人生
活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它们连接着山里山外，
连接着河水两岸，更连接着浓浓乡情。

龙庆桥横跨在梅溪上，连接着两岸的庆元
县黄田镇曹岭村和龙泉市小梅镇梅一村。1949
年，龙庆桥毁于战火，但曹岭村的村民却以特殊
的方式纪念龙庆桥——桥头原址旁立着一面挡
墙，墙上绘着龙庆桥的外观。60 多年来，龙庆
两地群众要求恢复重建龙庆桥的呼声日渐高
涨。

经过长达两年的筹备和调研，2010 年 12
月，龙庆桥开工重建，并于次年 11 月圆桥通
济。一座让千百人惦记的桥，终于重装上阵。

曹岭村村民邱长平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通
桥仪式当天，两岸村民纷纷早起，穿上新衣、新
鞋，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第一时间在桥上走一
走。

“梅溪两岸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且文化交
融，龙庆桥是两岸村民情感维系的重要纽带。”
邱长平告诉记者，龙庆桥重建工程得到了两地
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建设期间，共收到
单位、企业和群众捐款 700 多万元。

庆元廊桥之所以文化深厚，不仅表现在精
湛的造桥工艺上，更在于它广泛的应用功能。
与普通桥梁相比，廊桥最大的特色在于“廊”，由
一片廊屋营造的公共空间成为乡邻街坊集聚闲
聊的公共场所，结合县内廊桥数量多、分布广、
群众接受度高等实际，庆元于 2019 年在全县推
行了“廊桥说事”一线工作长效机制。

举水乡是“廊桥说事”的首批试点乡镇。
2019 年 10 月，20 余名乡干部和村民齐聚如龙
桥，就银屏山隧道开工等事项展开讨论。针对
村民提出的问题，举水乡党委书记拿出图纸等
材料，详细解读银屏山隧道开工的征迁政策及
项目建成后将带来的发展红利。

这样的和谐画面，在庆元廊桥上随处可
见。一座座古朴雅致的廊桥，成了乡镇干部听
民意、访民情的重要场所，一座沟通党员干部和
广大群众的“连心桥”，也就此架设。

风雨廊桥，今古情怀。一座座古廊桥，静默
见证岁月流转，逐渐成为独特的文化地标，而廊
桥所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以此延伸出的
现实感召力和民心凝聚力，则是更坚固的钢筋
水泥桥所无法替代的。

感受时代变迁中的
廊桥文化
■本报记者 付名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