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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一进入腊月就盼过
年，因新年里有马灯、“狮子”
看。七斗桥的“狮子”大年初一
总是先到洙汤拜年（朝门头）。
主家在门口横一张长凳，“狮子”
进门必须来个“燕子扑水”，然后
打一个滚才能拿到桌上的压岁
钱、香烟和小糕。到了下午，七
斗桥“狮子”就在村西的石场上
跳“团场”，全村人围成一圈观看
狮子跳“五桌半”，在桌上翻跟头
竖蜻蜓，然后从五张叠起的八仙
桌上跳下来。

七斗桥是洙汤的卫星村，那
时只有七八户人家，住的都是草
屋。就是这么小得在溧阳版图
上找不到的小村，跳狮子却有
150多年历史了，他们的徒子徒
孙遍及溧阳。七斗桥“狮子”很
有名气，在江南乃至上海都名气
不小，把他们称之为“溧阳狮
祖”、“江南狮王”也并不为过。

不久前，老家洙汤村委委托我
写村史，我和两位同事驱车前往七
斗桥，特地造访了七斗桥跳狮第三
代传人93岁的彭和保老人。

耄耋之年的彭老仍精神矍
铄，耳聪目明，记忆清晰。他告
诉我们有关七斗桥“狮子”许多
鲜为人知的，并带有传奇色彩的
故事。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江
南大旱，百日无雨，河塘干涸，田
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溧阳灾
民四处逃荒，有的卖艺、有的乞
讨。七斗桥村民为求生计决定闯
上海跳狮卖艺。当年彭和保正20
岁，如今回想起来，当年在上海卖
艺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历历在
目。

刚到上海，他们面对花花绿
绿的世界昏头转向，手足无措，
不敢到南京路那样的闹市区跳
狮，只是在比较偏僻的街头卖
艺。使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
锣鼓一响“狮子”一跳，立即吸引
了众多的观众；他们精湛的技艺
迅即在上海市民中传开了。上
海人惊呆了，这溧阳来的乡下

“狮子”跳得比“大世界”的杂技
都好看，观众纷纷慷慨解囊，铜
钱一把一把地扔向他们。一位
西装革履的观众对他们说：你们
的“狮子”跳得介灵光，为啥勿到
大世界去跳？带队的老人苦笑
笑说：“大世界”是藏龙卧虎的地
方，哪能允许我们乡下来的讨饭
狮子进门？

“溧阳狮子跳得真灵光！”的
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上海“大世
界”老板那里。老板开始不信，
从乡下来的讨饭狮子会胜过阿
拉大世界的杂技？半信半疑地，
他坐着轿车去看了一场表演。
七斗桥“狮子”那灵巧的动作，逼
真的神态，尤其是滚绣球时的可
掬憨态，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更令他难以置信的是，“狮子”还
会前空翻、后空翻、蜈蚣弹跳、在

高台的椅顶上竖蜻蜓……“大世
界”老板看呆了。表演结束后，他
脱下头上的礼帽恭恭敬敬地朝领
队老人鞠一躬，说：你们的狮子跳
得真灵光，果然名不虚传！这样
吧，你们明天到阿拉“大世界”去
跳，我不会亏待你们的。说着取
出10块大洋道：这是定金。

七斗桥狮子在“大世界”一连
跳了五天，每天 2—3场，观众场
场爆满。他们那精湛的技艺征服
了上海观众，轰动了整个上海市。

接着，老人又回忆起解放初
期代表溧阳到无锡参加苏南地区
文艺汇演的往事。1952 年春节
刚过，他们接到县文化局的通知，
要他们参加苏南行署在无锡举行
的苏南地区三市十三县的文艺汇
演。听到这个消息，跳狮班的小
伙子们激动不已。解放前，他们
跳狮无非是为了强身健体，过年
时娱乐娱乐，遇有荒年出去卖艺
混口饭饱肚，再没想到现在党和
政府如此看重他们，把跳狮视为
文化艺术，并要他们去参加汇
演。他们决心一定要跳好，为溧
阳争光，为家乡争光。最后决定
由身手比较好的彭和保、吕阿才、
徐焕伢、王洪庚参加汇演。

表演那天，随着“咚锵咚，锵
咚锵”的锣鼓节奏，彭和保、吕阿
才率先上场。他们一个跳头一个
跳尾，配合默契。果然不负众望，
他们精彩的表演博得了观众的齐
声喝彩和阵阵掌声，评委们也不时
发出一声声赞叹。在观众的要求
下，他们又延长了 5分钟表演时
间。表演结束，七斗桥的跳狮获得
第一名，为溧阳争得了一面锦旗。

七斗桥“狮子”曾经有过的辉
煌已成为历史，他们在“狮坛”上
已销声匿迹多年了。在笔者结束
采访时，彭老喟然叹道：我这么大
的年纪了，想再看到村上的“狮
子”难了！我安慰老人说，放心吧
老人家，现在党和政府正在抢救
濒临绝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
信七斗桥的“狮子”一定会重振雄
风的！老人听后开心地笑了，那
饱经沧桑的脸上堆满了欣慰的
笑。

老村老村 纪 事 之之十二十二 消
失
的

消
失
的
『
狮
王
』

缪仁超

赵善坚

百 家 塘
每个村的村名都有来由，或因

地因人，或因事因物。位于戴埠镇
最北面的百家塘村也不例外。百家
塘是因为当地有个百家圩，圩中有
上百只塘而得名，据说村中还有百
家姓氏。

从新溧戴公路到南水西村向东
转弯，沿水泥路直行不久，此村就
立于眼前。近两百户人家的村庄并
不算大，但村里竟然有一条近二百
米长的老街。这在一般的大村也是
十分罕见的。老村枕河而居，老街
沿河而设。窄窄长长的老街被两边
的店面和菜摊挤得更为狭长。上午
七八时，是街上人气最旺的时候，
人多得让你分不清是卖完菜的还是
来买菜的，是喝茶的还是逛街的，
是村上人还是游人。街上各式各样
的菜都有，大多是农家地里刚送来
的，新鲜水灵。街面的店堂内，各
式货物应有尽有，还有小型的超市。

百家塘何以有与该村不相称的
活跃而忙碌的集市？这全是因为该
村特殊的地理位置。该村属“两市
四乡”交界之处，是在溧阳、宜兴
两市的戴埠、溧城、元上、埝头四
乡镇的交汇处，与宜兴仅一河之
隔。河流可以隔断土地和村庄，但
隔不断人们的联系和交往。因为河
上架有三座桥，四乡多村的阡陌交
通、商业往来变得自由而通畅。再
加上村前有一个轮船码头，这是以
前戴埠轮船的必停之处。寒往暑
来，日久天长，这里自然就成了方
圆十多里范围内的商业中心，周边
村庄的老百姓都爱来百家塘卖菜、
买菜，购物选货。

百家塘何时成村已无法探查，
只知道最初这里是王家的一片滩
涂。后来围圩造田，人进水退，形
成了今天的村庄和大片的圩田、池
塘。也许这里是王家最早在此休养
生息的地方，后来有众多百姓在此
杂居，所以村中王家仍然是大姓，
还建有大小两座王家祠堂。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这方
充满水的灵气之地，清代末年也出
过朝廷的三品官，曾出使到今天的
朝鲜国。姓任，据老人们说，是康
熙年间进士任兰枝家族的后裔。

据村上的老人说，历古以来百
家塘就是十分兴旺的地方。以前村
里曾有六家豆腐坊，十三爿半茶
馆。何以有半爿茶馆？只因一般茶

馆都是清早开馆营业，但村里有一
家却是吃夜茶的，所以算上半爿。
村里还设有供销社、医院、邮政代
办所、学校。这足以说明当年的兴
盛和繁荣。当年的老街也是青石板
铺就的，一块块码得很整齐，也十
分光滑。

老村在变，以前的青石板街改
成了水泥大道；当年沟通四个乡镇
的木桥现在已改建成水泥大桥；王
家大祠堂后改建成小学，据说当年
的百家堂小学很大，不仅周边村的
前来就读，就连宜兴那边的孩子也
来此读书，而且学校也办过中学。
当年忙碌且重要的十字水道，如今
水浅草丰，不见行船，倒是新的溧
戴公路从村庄不远处穿过，自然就
冷落了这条河流。

豆腐作坊还有几家，村上人
说，百家塘的豆腐很好吃，不仅仅
是多年的家传，更是用卤水点的豆
腐，因而特别的细腻白嫩，城里人
也专程来这里买豆腐。茶馆还有，
但只剩下一家了，这可是一家百年
老茶馆了，开业于民国二十三年
（1934年），子承父业，现已传至第
三代，真有点文物的概念了。

百年老茶馆的百年老屋升腾着
热热的水气，百年老屋里上百人的
茶碗飘飞着清清的茶香。茶馆里坐
着的很多是周边村庄的老人，多年
来老人们一直保持着喝早茶的习
惯，夏天三点多、冬季五点多就来
泡茶馆，南语北调，古往今来，都
在一壶壶的茶水中消磨殆尽。

然而茶馆越来越少，是因为喝
茶的老人越来越少。茶馆老板说他
不会把茶馆再交给儿子了，因为再
过几年更没人来喝茶了。

茶馆也要歇业，也要进博物馆
了，这里面多少还带有点遗憾和感
叹，就像我们现在的老村，老屋、
老树、老路、老桥越来越少了，而
现代的元素却越来越多了。

这是必然，也是无奈。百家塘
的老街，百家塘的老茶馆，还有那
些喝茶的老人,就像一幅亘古的画卷,
深深刻在百家塘人的记忆里。但愿
这茶，这水，这方土地能把百家塘
人灵魂里古老文明的脾性传承下
去，就如这江南特有的，垒着七星
灶的老茶馆。这些始终是正在百家
塘的人和走出百家塘的人，以及像
我这样来过百家塘的人内心深处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