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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视点

记者 朱笑颖/文 剑竹/摄

在距离苍南县城 35 公里的莒溪深山

里，藏着一个叫西厅的自然村落。因为一

次我们县融媒体中心结对挂钩的党员固定

日活动，我到西厅村参加夜学，有机会在村

里逛了逛，感受了一段远离车马喧的静谧

时光。

西厅村不大，初到此处，乍看之下，与

寻常所见的其他村子没什么两样，有些平

平无奇。但是慢慢走、慢慢看、慢慢听，我

便感受到了它的魅力与历史厚重之处，心

里生出了些许好感。

午后，太阳精神抖擞，把村子照得通

亮，幸好有许多树，挡去了不少毒辣的阳

光。从村党员活动中心门前的小路往里

走，一路上比较冷清萧瑟，人不多，也没什

么车子，只有鸟雀在头上欢快得叽叽喳

喳。脚下的路，几经社会变迁，已硬化为水

泥路，通到了家家户户的屋门口。沿着路

走了几分钟，寂静地矗立在两边的老屋映

入眼帘。它们大都用石头堆砌而成，青墙

黛瓦、错落有致，嶙峋的石头，经过风雨的

打磨，岁月的侵蚀，依旧姿态坚挺，有一种

历史沧桑的味道。站在老屋前，我不禁幻

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远离尘嚣，拥有这

样一间老屋，过着陶渊明笔下“暧暧远人

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

里，复得返自然。”的洒脱生活。可惜，我没

有这样的老屋。

西厅村有好几道桥，最出名的当属蔚

文桥。蔚文桥造型及廊屋结构为清朝早期

建筑风格，颇具浙南山区桥梁建筑特色。

1983 年被列为苍南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

位。据史料记载，此桥长14.5米、宽4.05米、

高5.1米，东西向横卧，桥板边沿刻有“大清

乾隆己酉年（1789）孟秋月建”。与现代许多

桥梁相比，蔚文桥显得小巧玲珑，造型也颇

为独特：桥拱呈半圆形纵联券，用不规则石

块叠砌；桥面上盖有五间木构廊屋，悬山顶；

桥上有石门而无门扇，有窗而无窗扇；桥中

间为通道，塑有道光年间建造的关公像；两

边置靠槛，可供村民、路人纳凉休息。

我喜欢在蔚文桥上走，用双手抚摸桥

上的石头。历经两百多年时光的洗礼，这

里的石头每一块都像老百姓的筋骨一样浑

厚，石头上的每一道痕迹都承载着厚重的

历史，通过触碰仿佛就能看见那段文风鼎

盛的岁月：“蔚文”有勉励村人安心读书做

学问的意思，村里的文人学子曾经在桥上

或诵读经文，或曲水流觞。那方言，我听不

太明白，只是看到他们在那里谈笑风生，我

知他们沉醉在吟诗作赋的乐趣之中。

如今，这桥是村人纳凉休息娱乐的场

所。平日里，路人可以在此歇脚，眺望远山

景色；晴天摇着蒲扇，闲话家长里短；雨天

坐听风雨声；每逢重要节日或喜事，村民便

请来唱鼓词的戏班，在桥上讲书、唱戏，热

闹一场。蔚文桥下有一条小溪穿流而过，

曾经充沛的溪水日渐干涸，溪流越来越少，

露出了溪中的石头。西厅村支部书记郑俊

重说，以前曾有不少孩子在嬉闹间不小心

从桥上跌落至桥下溪水中，神奇而庆幸的

是，从高处落下他们居然都安然无恙，甚至

毫发无伤，想来是有神灵庇佑。

西厅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从

郑俊重书记那儿听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传奇

典故，诸如“九胎十八子”“遇仙桥”等故事，

我详述一二。

西厅村里还有一座不起眼的桥，叫遇

仙桥。这桥的名字有段有趣的由来。

相传南宋时期，西厅下刘原住柳姓大

户，两落四合院，坐北朝南，三面溪涧环护，

史称燕窝穴。前溪南岸高地，田园如带，横

超庄前，史称蛇穴。柳员外田园广阔，家产

万贯。但人丁欠旺，五世单传。故广施财

帛，接济乡民，修桥造路，建宫礼佛。教子

谦恭端厚，勤奋攻读经史，以求后进发达。

传至柳正（思宗），娶瑞安侯氏为室。夫妻

恩爱至笃，却三载未生男女。堂上翁婆甚

为焦虑，到处拜佛行善，祈求后传。不料思

虑过度，积疾卧床，背患痈疽。老翁求医占

卜，百无一效。遂远赴浙江浦江柳氏家族，

商议给柳氏娶二房传嗣，助解老妻忧郁；同

时延医求治侯氏妇科经病，以求孕育。柳

正不愿纳妾，但盼萱堂康安，一片孝心欲感

上苍。媳妇侯氏，更有孝心，浑然不顾自身

疾患，却百依百顺服饰公婆，堪称孝妇。眼

看婆婆背疽疼痛难忍，心如刀割；脓血沾满

床榻，不避腥臭，每予洗涤。夜里服侍，衣

不解带，天天寻药，捣敷救治。一日曙光渐

明，（孝妇）又要往西南山采药，见一老太

公，须发尽白，横卧桥头，拦住去路，呻吟不

止，孝妇不忍跨越，请求让路。老者声泪俱

下，哀求替他吮吸背疽脓血三口，并提一小

匣，嘱吐其里。孝妇怜之，不忍拂其意，即

跪伏如法吮吸，老者破涕为笑，翻身坐起，

把匣子盖上，又从身上掏出一大把蒲公英

等，并匣子交孝妇带回，嘱之：药物煎汤两

碗，一碗让婆婆服之，另一碗待吮吸脓血后

洗其患处，然后嚼细药渣敷之。药后婆婆

创口止痛，转危为安。孝妇打开匣子一看，

忽见三朵金花，灿灿发光，飞向孝妇的房间

而不见。孝妇知是仙人庇佑，急奔桥头致

谢，却不见仙人去向。

因此，柳姓大户便将这座桥就叫作遇

仙桥。

村里有条进士路，该路建于共和丁亥

春，通达柳氏三进士故居、地主爷宫、法明

寺、蛇山公园。进士路的名字与“一门三进

士”有关。史书记载，南宋宁宗、理宗年间，

莒溪有柳梦周、柳昱、柳培之“一门三捷”之

称，民间也有“一门三进士”的传说，是上文

“遇仙桥”的后续。

之后，翁婆朝夕到桥头求仙赐后。不

久，侯氏身怀六甲，次年生子梦周，字正

符。然后，周生子昱，字叔明，昱又生子培

之，字益谦。此外，柳正夫妇还生女儿名凤

仙，绝顶聪明，后配泗溪太学生林庭龙为

妻。柳氏合家几代上行下效，勤奋好学，精

通经文，唯培之稍逊。柳氏和睦乡里，积德

积善，祖孙三代先后及第：嘉定十年（1217）
丁丑，柳梦周考中进士；淳祐十年（1250）庚

戌，柳昱再中进士；景定三年（1262）壬戌，柳

培之三中进士。培之进京临安赴考，恐误考

期，早日动身，路过永安镇，投宿太尉庙，得

神明托梦，意外破题得中。其祖父、父亲得

悉，赴庙叩谢，逐焚香引神入乡，于柳庄右

侧岭边原柳祠安之，即今之西方宫。当时

“一门三进士”逐成郡县名门望族。

柳氏“一门三捷”后，在朝官居六部之

职，为官清廉，忠君报国，颇得朝野赞誉，

并为皇太后所赏识。朝中奸臣，嫉妒他们

的功劳，蓄意陷害，却苦于寻不到他们的

破绽和把柄，于是就派江西官暗访破坏风

水宝地：

访至柳庄，柳正夫妇迎上去盘话：“吾

儿远离，在朝为官，欲见困难”。

“不难，搭木桥过溪，你子孙便可还

乡”，即叫家丁搭桥。

其时正是南宋中末期，朝政堕落腐败，

赵氏王朝软弱无能。不久，元兵大举入侵，

宋败，难支半壁江山，三进士不幸为国捐躯。

飞马传来，柳侯甚悲，知居家风水被奸

所害，让南岸蛇儿过桥吃了燕子蛋，必损人

丁，急拆木桥，急嘱儿孙远离避祸。

至今，仍有现居住在福建福安、温州瑞

安、文成等地的柳氏后裔，根据家传族谱追

寻至莒溪探祖扫墓，在西厅西方宫供奉的

先祖“柳氏村主”神位前设祭叩拜。

有人来寻根，也有人离开去县城或大

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很长一段时期，村

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只剩多数老年人留

守在村里，坚守着那一亩三分田，种点粮食

和果蔬，农村日渐衰败。2017年，党的十九

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

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新篇章。如何在危

机中寻找心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考验着乡

村“领头雁”的智慧与治理能力。近段时间

来，郑俊重一直在谋划着美丽乡村精品村

建设，村里有山有水有古民居，有原生态的

生活气息，有历史、民间传说、文化底蕴加

持，从本村实情出发，放长眼光好好规划一

番，或许西厅村就可焕发出新时代的乡村

魅力。

走进西厅

蔚文桥

↑村中的溪流

↖遇仙桥

←村中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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