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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千年古城的人文遗存
□ 杨辉祥文/图

田园牧歌风情的城池

从空中看，古城西北方向的西河筑有一条人
工堰，它叫文脉堰。先灌注护城河，再穿过墙洞引
水进城，在城里又分流成很多条毛渠，它们或者
穿过街巷，或者伴街而行，或者流过田地，或者隐
入树林，时分时合。文脉堰水流经之处，有很多星
罗棋布，大大小小，波光粼粼的池塘。东南西北都
有。它们犹如镶在城里的一片片亮晶晶的镜子。
文脉主堰串起了三处比较大的池塘，它们的位置
在现在的瓮亭公园，花园巷和文庙街，邛崃人称
为一脉灌三池。

如今，花园巷和文庙街的池塘已经消失，只
余瓮亭公园的池塘还在。这些池塘，其实是一些
泉水凼，它们一直在向外冒泉水。丰水时，它们接
受文脉堰的来水，枯水时，它们又向文脉堰补充
水源。众多的泉凼和文脉堰一起，组成城内稳定
的供水系统，满足城内居民的用水和灌溉需求，
维持古城的生命。

现在邛崃老城区内，已经是高楼大厦林立，房
屋见缝插针，难得见到一块空地了。但在明朝嘉庆
年间，临邛城内却是非常宽松的，它的天际线，远
在天边。可以极目四眺。城内林盘荒地到处都是，
甚至还有几块坟地。民国县志也说，城中为街巷，
四隅都是田地。文脉堰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灌
溉这些田地。在田地之间散居着一些农舍。

临邛古城以鼓楼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城门修
建了街道。街巷大部分由互相紧靠的一个个大院
形成。大院龙门子面向街面，大院后面和周围，往
往是一大片农田。很多大院的主人，就是附近田
地的所有者。古临邛城内，既有繁华热闹的街道，
也有阡陌纵横的农田。街旁有田，田中有街，城市
和田园互相交错包容。

在临邛城内，经常是这样的场景，清晨，城内
酒馆的堰渠旁边，芳草萋萋，牧童们牵着牛在那
里放牧，白鹭成群在城中水田里觅食。傍晚时分，
农民赤着脚，牵着牛，扛着犁耙经过闹市回家，晚
霞把他们长长的身影投射在商店铺板上。一到秋
收季节，古城内四处是拌桶声，稻谷的香气溢满
全城。临邛古城，既是一座商贸繁荣的工商业城
市，又像一座充满牧歌风情的田园。这种风情画
从明清一直持续到几百年后的新中国成立后。

在民国时期，在南街文脉巷内就有一座王家
大院，王家大院坐北向南。大院四周栽有很多楠
木和柑子树，郁郁葱葱。还有一大片水田。农忙时
节，王家的人都要亲自使牛耙田，栽秧打谷。大院
前后各有一个泉水大塘，泉水终年不竭，它们保
证了附近田地浇灌用水。一到大旱之年，王家就
用龙骨车，车水灌溉农田。泉水塘与大院东侧的
文脉堰相通，平时溢出的泉水流入堰渠中，再流
到不远的文庙前的泮池。王家大院的后人说，那
时候，这一大片水田里，泉水大塘里、文脉堰里，

鱼虾很多，经常有大批的水鸟飞临。他们也常常
在塘渠里游泳，捉鱼虾。处在城中心南街的王家
大院周边，完全是一派“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
木啭黄鹂”的田园风光景象。

临邛城为什么圈进这么多土地呢，为什么会
在城里进行农耕呢？有人认为，这是出于军事上
的考虑，如果一旦城池被围困，靠城里的田地，也
可以生产粮食，维持守城军民的生存。还有人认
为，这是城市规划者的远见卓识，是为临邛的将
来发展预留空间。也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民居，
总是与田地连在一起，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在
古代城市化过程中，也体现这种亲近田园的意
趣。这种说法，也有些道理，现在提倡的建设公园
城市，其立意不就与临邛古城这种田园城市理念
有些相通吗?

文化昌明的城市

邛崃人历来对文化极为推崇，临邛古城古
往今来城市建设中，无不把文化融入其中。人们
把那条流经全城的河堰，称为文脉堰，他们以此
祈求邛崃文化就像这滔滔流水一样，源远流长。

很多地方的古城楼，一般都只有东南西北
四座城楼，但邛州城不一样，除了东南西北各
有歇山式城门楼一座以外。在东南城角，还有
一座形态与四城门不太一样的高楼，尤其引人
注目。它为八角攒尖式，三层，状如一支巨笔高
耸而起，伸向蓝天。楼上有匾曰：文笔擎天。这
座楼叫聚奎楼。

为什么邛崃古人要在这里增修这么一座楼
呢?原来，文脉堰从西河引水，在城西北角入城，
流经全城，然后从东南角这个地方出城，古人选
择在文脉堰出城地点修奎楼，据说是为了关住文
风，不让邛崃的文气泄漏出去了。

现在奎楼消失，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小南
门。离奎楼不远，就是文庙，文庙前有一半月状的
池塘，官名叫泮池，老百姓叫月儿塘。文脉堰在灌
了泮池之后，从城墙下的水洞流出城外。

如果我们从泮池出发，踏着文脉堰旁边的石
板，逆流而行，约数百步就到了南正街文脉巷。巷
口竖有一石碑，碑上有“临邛文脉”四个大字。为
明宏治间（1488至1505）知州董杰所书。其意在
弘扬临邛文化，希望临邛文化兴盛发达。果不其
然，以后几百年，邛崃的很多文化名人都在这里
伴水而居，文脉巷及附近成为临邛文化昌盛之
地。在这里定居的有天官杨伸，画家罗蘅斋 ，诗
人吴江等。

邛崃为山水胜地，自古以来，多出画家。清代
画家罗蘅斋也住在文脉巷。罗蘅斋，又名开均，生
于道光二十五年即公元1845年，卒年不详。为清
末民初著名画家，擅长山水花鸟画。代表作有石
刻白描山水《川南第一桥图》，拓片今收藏于邛崃
市文管所。画图以建于道光壬辰年即公元1832

年的“川南第一桥”为主题，将桥周10余公里内
的回澜塔、文笔山、鹤林寺、读书台、点易洞及邛
州古城众多景点罗致其间，构成“邛州全景”式画
卷，气势宏大，布局井然，笔墨严整，线条流畅。他
的《蘅斋画稿》著作，为绝佳学画之临摹本，其中
的邛州八景、田园风光、农家苦作等画作，写实功
底，堪称一绝。

邛崃也出诗人。“天府南来第一州”这一句，
已经作为邛崃对外的城市广告语。它出自邛崃南
桥头的一副对联。“风月无边，长安北望三千里；
江山如画，天府南来第一州”。此联，当时就引起
轰动，收入了清代咸丰朝刻印的《古今名联集
锦》，近代又入选《全国名胜楹联》。这副对联，就
是清代诗人吴江所撰。他也住在文脉巷附近，现
在故居犹存。这些著名文化人留下的遗迹，加上
文脉巷周边那一块“临邛文脉”的石碑，那一座

“父子天官”的牌坊，那一条清澈透底的堰水，那
一泓碧波荡漾的池塘，使文脉巷文气蔚然。

邛崃有民谚说,“南街长，南街有个月儿塘
（文庙）；北街短，北街有个玉皇馆（观）”。在嘉庆
年间，临邛古城内有关文化的风物遍布大街小
巷。除了文脉堰、文庙、奎楼，还有鹤山书院、白鹤
馆、五箴堂、三省堂、瓮亭、文君井，还有儒释道方
面的如城隍庙、白衣庵、天庆寺、江西馆等近30
座楼堂庙馆，他们高出于民居之上，巍峨壮丽，飞
阁流丹，梵音阵阵，香烟缈缈。这些文化地标，使
临邛古城成为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

高楼后面的古城遗痕

几年前，人们在临邛古城南街文脉巷片区的
高楼后面，在一大片老旧民居中，人们发现了一
些从清代中晚期到民国的建筑，有民居，有公馆。
它们是古城在时光潮流的无情冲刷下留下的浅
浅遗痕。它们是王家大院，吴江故居，何家大院，
段公馆和邓氏洋房。

中国人崇尚耕读传家。王家大院是很典型的
以耕读传家为特点的大院。据王家后人叙述，王
家大院修建于雍正年间，有近300年的历史了。
王家大院坐北向南，东西长35.8米，宽27米，原
占地面积共966.6平方米。王家大院的房屋全用
桢楠木修建。房屋的墙面下部装分格式木质裙
板，中部安装简单实用的木条方格窗；上部隔成
分栏，以篾编为骨架，两面用石灰糊成灰墙。房屋
骨架为穿榫木排架、悬山式或歇山式的构建。整
个王家大院是川西地区清代十分流行的典型民
居建筑风格。

在大院堂屋的屋脊上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
怪的现象，川西民居堂屋的屋脊上面，一般正中
应该只有一个“太岁”（脊刹），但王家大院的正房
屋脊上却用瓦垒了两个“太岁”。原来，这是一种
民俗现象，表示这个大房子下面住的已经是两房
人家了。据说，王氏家族到了“家”字辈，两兄弟分
家，房地田产均分，于是，在居屋脊上垒了两个

“太岁”。
王家有30多亩水田，分布在大院周边，王家

依托这座大院子，一方面从商，经营碗生意，另一
方面，也自己耕种这些田地。王家大院内一直书
声朗朗。王氏后裔多好读书，喜爱书画，在邛崃、
贵州、北京等地很多王姓后人都从事医生、教书
等职业。

再说吴江故居。吴江就是前面提到的诗人吴
江，其故居现在还遗存几间房屋。吴江及其后人
就曾经居住其中。故居推测建于清中晚期。保存
下来的故居建筑占地面积仅376平方米。大约只
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因为吴家所建的宅院宏大，
装修豪华，所以也被称为吴公馆。

现在吴公馆主要遗存一个天井和部分厢房，
天井长13.2米、宽8.8米。除天井北面是围墙外，
天井的东、南、西三面坐落着悬山式穿斗木结构
两转角小青瓦房。其为清代穿斗木排架构建，现
存十多个的雕花窗牖和搁基，色彩依稀可见，雕
刻精美，分为多重，让人过目难忘。

可能是受吴江的影响，吴家历代重视读书，
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吴家一直利用这座公馆来开
办私塾学堂。公馆的第一个天井客厅就是教室。
一直到1950年、1951年，学堂都还有三四十个学
生就读。

在这几个大院中，保存比较完好的是何家大

院。从古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何家大院坐西向
东，由东西两个一大一小的四合院构成。两个四
合院房屋均为木质穿斗（榫卯）结构建筑，除龙门
子厅房为歇山式小青瓦盖顶外，其余均为悬山式
小青瓦盖顶。长方形大院东西长42.3米，南北宽
30米，占地面积约1269平方米。何家大院给人的
感觉是典雅古朴。推测大院建于清晚期。

在何家大院里还有两样很有意思的东西：香
椿树与太平缸。人们认为，香椿树有辟邪、镇宅、
保平安的功能，所以又叫辟邪木。家里有了香椿
树或者用了香椿木的材料，就可以保佑全家平平
安安。大院正房堂屋前天井里的一口太平缸上
书有“鱼龙变化”几个大字。意思是指鱼变化为
龙。这是在鼓励读书的子弟们，增强他们的信心
和希望，虽然现在寒窗苦读，无人问津。但只要不
懈努力，力图上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就会一鸣
惊人，鱼跃龙门，出人头地。

“段公馆”是“邛崃市重点保护建筑”。它的主
人段班级，字升阶，号韬 ，生于清光绪乙酉年即
1885年。段班级曾入学四川高等学堂，于1915年
考上北京大学法科。毕业回川后，任四川法政学
堂和陆军学堂教习。历任华阳、新津县知事，成都
卫戍司令部、四川长官公署及四川军务帮办公署
顾问。1929年任四川省政府顾问。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段班级先后任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参事
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成都市第二、第三、第四
届各界代表会议特邀代表。1953 年病逝，终年68
岁。因为段班级的学识和经历。其所建的公馆，具
有非常明显的中西结合的特点。

据回忆，“段公馆”修建于民国初期，公馆坐
西向东，门开向南街街面。整座“段公馆”为川西
传统民宅布局，有五个天井的砖木结构建筑。除
一个天井在南围墙外的侧院外，其它四个天井依
次由东向西贯通而建，从大门至第四个天井的南
北外侧，分别建有高约3米、长约60米的院墙。原

“段公馆”其占地面积不少于1600平方米。现仅
余一个天井和周边房屋。

原来的“段公馆”的大门气势宏伟，为青砖勾
白线的六柱五间欧式柱墙体牌楼风格，高约 8
米，阔约3米；中间洞开拱形双扇门，外两间墙成
八字形外展；青砖墙壁和门额上的灰浆浮雕花纹
图案格外醒目。从现存的建筑看出，这是一座典
型的，中西结合，中式为体，西式为用的别具特色
的建筑。它既继承了川西四合院古老而传统的建
筑布局，又将西方哥德式建筑的尖拱门框、弧形
窗框和中轴对称的卷曲式花草浮雕纹饰等元素
融入墙壁房门构建装饰中。例如搁基，这是中国
木结构建筑构件，但段公馆却采用了西方的花瓶
式的装饰风格。

在这几个建筑中，邓氏洋房是时代最近，建
筑风格是最为西化的。邓氏洋房整个建筑基本采
用青砖为柱墙，没有采用木架式结构。邓氏洋房
由西洋式宅门、凉亭、洋楼、平房、天井组成，错落
有致，布局合理，显得非常紧凑，占地面积约262
平方米。整座洋房西洋风格浓郁，造型别致独特。

该宅院始建于1948年，竣工于1950年，为当
年邛崃商界著名人士邓章睿所建，所以被人称为

“邓氏洋房”。邓章睿曾经从商从军。1949年12月
邛崃解放，为表拥护共产党之心意，邓氏特在收
尾工程的西屋南面砖砌的风火墙上部，镂空圆框
内镶嵌了一个当时象征解放的五角星装饰。

这座邓氏洋房以西方建筑样式为主，没有沿
袭四合院的传统样式，反映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中国民居建筑样式已经在富人中加速西化的状
态。所以人们不称它为“大院”，而称“洋房”。邓氏
洋房紧跟时代、将政治文化元素也反映在建筑之
中，成为民国末期与解放初期社会大变革时期的
代表性建筑，这种建筑现在已经非常罕见，是邛
崃古民居中一座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建筑。

从王家大院，吴江故居，经何家大院，段公馆
到邓氏洋房，从四合院到单栋洋楼，从木架房到
砖柱墙，从戏曲人物、花鸟神兽装饰到抽象的卷
曲式花草浮雕纹饰，这几处建筑，为我们提供了
研究200多年来邛崃民居演变的宝贵实物，了解
到了邛崃民居如何变化的脉络。作为古城的的些
许记忆，它们应该尽量保留下来。

临邛这座千年古城，也与这些古民居一样，
不断在演变。现在，它变高了，变大了，变得越来
越繁华了。但当我回首古临邛并与现代的临邛城
相比较时，一种浓浓的沧桑感总是袭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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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大古城，已经有 2300 多年的
历史。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公元
前 311）蜀守张若筑成都、江州，郫
城、临邛四城，其中临邛“城周回六
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
而置观楼射栏”，当时的城墙是木
质的。到了汉末时改筑成了土城
墙，到了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
才修成了这种内土外石结构的城
墙。从那时候起就基本确定了现在
邛崃城市的位置和形态，并且历经
了近500年。

在古城墙外面十余米，过去有
一条人工河与城墙周围平行，河宽
约 6米，这叫濠，老百姓叫护城河。
河上有桥，南门的桥为拱桥。护城
河里水流很大，还有水碾数处。我
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城墙大
部分走向都很平滑，但在西南角的
一段，出现几个弯曲，几乎成为一
个w形，护城河也与之不再平行。

邛州城的西南角，是面向南河
西河合流的水经之处，出现这样弯
弯曲曲的城墙，可能与洪水有关。
如果说临邛城墙如一只金色的项
链，那么护城河则如一圈碧绿的玉
环，它们把古城临邛围护起来。几
百年来，护佑古城人们在这近三平
方公里的城里安宁地生活，临邛文
化也在城里面得到滋养延续，发扬
光大。

过去的临邛古城里有大量的
田园，城内亦可见农人种植收割。
这是中国过去城市里的一道靓丽
的风景。中国的传统民居常会与田
地连在一起，与大自然融合在一
起，在古代城市化过程中，体现出
一种亲近田园的意趣。这与我们现
在提倡的建设公园城市，其立意似
乎是不谋而合，共生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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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大院

段班级故居

邛崃市洄澜塔，无言地诉说着古城的沧桑巨变。（苏碧群 轩视界）

吴江故居鸟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