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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贤村”茶馆
□卢廷魁

安顺文庙里矗立着一座雄伟壮观的三门四柱
冲天式雕花牌坊，是文庙里局部雕刻最为细腻的
建筑，其精美程度，与国内同类牌坊相比，毫不逊
色，这便是位于大成门之前的“棂星门”牌坊。

牌坊面阔9米，高8米，精雕细凿，布局严谨。
须弥座之上，四根整石柱构成了牌坊的骨架，柱顶
四只望天狮子，形态各异，古拙威猛。正面的“棂
星门”额匾之上饰“双狮献瑞”、下饰“二龙戏珠”石
雕，背面额匾之上则饰以“丹凤朝阳”，下饰“二龙
戏珠”，镂空雕凿，尽显华丽。“二龙戏珠”石雕之下
的石雀替，是一对倒悬的狮子。柱子前后的抱鼓
石之上，端坐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
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等八位仙人的雕像，
从八仙所持兵器、坐骑及神态均着力刻画便可看
出当时建造文庙的独具匠心。

两侧门之上，雕刻有四组人物故事，有“文王
纳谏”、“孔融让梨”等，亦极尽雕凿之能事。四块
雕梁之上，场景繁复，人物众多。一块雕梁一个故
事，向人们传递着儒家文化的“忠孝仁义”价值
观。两侧门的石雀替与中门不同，是大象形态，象
鼻弯曲向上，形成很好的支撑结构。因“象”与

“祥”、“相”谐音，古人常说：“太平有象”，寓意“吉
祥如意”。

抱鼓两侧，刻有“连升三级”、“平安如意”、“终
身受禄”、“封侯挂印”等吉祥图案，十二面图案，无
一相同，这既是装饰，又是对进入文庙的学子，更
是对全郡军民人等的祝福。

中门之下，一道一米多高的镂空石栏板将门
隔断，此门传说为“状元门”，要等郡中学子高中状
元才能开启。栏板之上，刻有“松、梅、竹”图案，寓
意学子要如同这“岁寒三友”，勤勉奋发，修身养
性，不负先师教导。

石牌坊坊楣刻“棂星门”三字。“棂星”即灵星，

又名天田星。天田星是二十八宿之一“龙宿”的左
角，因为角是天门，门形为窗棂，故而称门为棂星
门。皇帝祭天时，要先祭棂星。文庙修棂星门，象
征祭孔如同尊天。后又将棂星解释为天镇星、文
曲星、魁星。以棂星命名文庙大门，象征着孔子可
与天上施行教化、广育英才的天镇星相比，又意味
着天下文人学士汇集于此，统一于儒学门下。山
东曲阜孔庙的“棂星门”三字为乾隆皇帝御笔，据
说乾隆题字的时候，觉得“欞”字笔画太多，与“星
门”二字不协调，就自作主张，把右下部的“巫”字
给去掉了。皇帝是真龙天子，有造字的特权，“欞”
就变成“櫺”，并不为错字。全国文庙多沿习此例，
写成“櫺星门”。传说终是传说，“櫺”字早在汉代
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有了，并非乾隆所造。安
顺文庙里“棂星门”三字与孔庙的乾隆御笔有些相
像，是故意仿写还是巧合，已不可考。

然而，经历了一百八十年的风雨侵蚀，棂星门
这座露天牌坊的风化程度较为严重，精美的石雕
被一层层剥蚀，经年累月，渐至模糊不清，如八仙
像几乎只能猜测辨识了。至于牌坊主体，虽左侧
门的门楣已断裂，因为石料宽大，互为支撑，并不
会倾圮毁坏。

可以想像在道光年间重修文庙，官绅协作，民
间参与，上万两银子的投入之下，匠人们无不尽显
其能，臻至完美。正是他们的精雕细凿，为我们留
下了这样一座精美牌坊，虽然已无从知晓这些工
匠的名字，但站立在牌坊脚，用手去触摸，用心去
感知这些看似冰冷、实则温暖的文化符号时，已不
由自主地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牌坊下的五块盘龙御路，一直在等待着“状元
门”的开启，虽然今天已没有“状元”一说，但中国
文化生生不息，若干的文化密码，就隐藏在这些会
说话的建筑里……

四川人喜欢喝茶，遍地都是茶馆。我父亲是四川
省壁山县人，一生喜欢品茶。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父亲在安顺县中华南路2号
租了一间铺面开茶馆，门楣上方正中悬挂一匾“集贤
村”。以名喻意，应为贤明之人贤能之士集会之地，而
实际上却是社会底层群众娱乐休闲的场所。

早上来喝茶的人稀少，下午来喝茶者，玩“贰柒拾”
或“天地人和”纸牌的人较多，晚上来喝茶听说书的人
拥挤，可谓高朋满座。

茶馆供应的茶主要有四种：清茶，提神醒脑助消
化；菊花茶，明目降火味香甜；沱茶，色酽汤浓暖脾胃；
茉莉花茶，气味芳香价低廉。父亲每天晚上分别用小
纸包装好，次日供给客人选用。

父亲品茶讲究用水，他自行设计了一套泡茶用水
的装备，在陶瓷大水缸上放一个木制三角架，架上置一
个圆柱形金属桶，桶内从上到下依次铺放小鹅卵石、棕
叶、细砂若干层。买来大龙井的水，倒进金属桶内层层
过滤，让水慢慢流进缸里，去掉杂质，清澈见底。用这
种滤过的水泡茶，顾客齐声说好。

茶馆里摆放漆为棕色的八张木质八仙桌，每桌配
四条同色的两人木质长方凳，供客人饮茶和玩纸牌。

茶具是一套青花瓷盖碗加底座，烧开水是用锡制
的长嘴木把大茶壶。茶博士给客人泡茶时，老远就能
把开水冲进客人的茶碗中。

晚上来喝茶的人特多，一是劳累一天后饮茶消食
解乏，二是听说书传承中华文化。

那些年代安顺没有电灯，茶馆用煤气灯照明，加足
煤油打足气，高挂在天花板中央，可以照明数小时。

在“集贤村”说书的曹老先生，当时已年过半百，身
材瘦小却声音洪亮，高高地坐在靠墙中间的位子上，面
前的小桌上摆一把小茶壶和一块惊堂木，口渴时就喝
茶，讲到精彩处就用惊堂木拍桌子。

曹先生说书时用一条黑色丝巾遮住嘴巴，类似京剧
老生的髯口，以防唾沫星子溅到他座位四周客人的茶杯
里。他说书的传统书目有《三国演义》、《水浒》、《隋唐演
义》、《七侠五义》还有《薛仁贵征西》、《杨家将》等。

曹先生说书，绘声绘色，技巧尚佳，颇能吸引听众，
有的闭目养神静听，有的张眼注视表情。平常情况下，

他会选择精彩、紧张的时刻用惊堂木拍桌子，即将结束
时，他就套用章回小说的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以此留下悬念，期望明晚再来。

“集贤村”茶社还有一项与其他茶馆不同的功能，
是调解哥老会“义字帮”穷弟兄民事纠纷的场地。解放
前我父亲是“义字帮”比较管事的大爷，在社会底层的
群众中很有威望，受人尊敬。穷弟兄中遇有民事纠纷，
双方各自邀请自己的亲友一起到“集贤村”喝茶，互相
讲述事情过程后，请我父亲当众评理，由理亏的一方支
付茶资了事。

由于茶水具有特色，再加上通过喝茶评理能调解
民事纠纷，解放前的“集贤村”茶馆在安顺小有名气。
五十年代中期加入集体所有制的茶馆合作社后，喝茶
休闲之风渐衰，喝茶娱乐之人渐少。1963年春节后，父
亲退职回家休息，茶馆关门大吉，只留下“集贤村”的匾
额仍挂在门楣上。中华南路2号住户易主之后，匾额不
知所终。

(作者卢廷魁现年86岁，安顺人，贵州省兴义监狱
退休干部）

安顺屯堡，明代屯田戍边的历史遗存，一道
满载六百年沧桑的人文风景。

因地处僻远而幸存下来的古代耕战历史的
实证，安顺屯堡的独特魅力吸引着无数的探奇
者、研究者和游人，同时也走进了收藏家的视
野。从而，安顺收藏界便衍生出了一个新的收藏
门类——屯堡文化专题收藏。

屯堡文化专题收藏，主要指自明代以来屯
堡人在迁徙、战争、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等
各个方面遗存下来的实物、资料的收藏。藏品
包罗万象，包括兵器、农具、建筑（构件）、服饰、
文献、书籍、陶瓷、字画、钱币以及石雕、木雕、刺
绣、银饰等各种工艺品和其他杂项。藏品有明
确指向，即与屯堡相关并能反映出历史上屯堡
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具有明显的历史性、
地域性特征。

屯堡人的祖先大多来自江淮一带，他们带来
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创了黔中大地的农耕文明，
同时也将历史久远、底蕴深厚的江南文化扎根在
这片土地上，一代代地传承、演变和发展。六百
年屯堡，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今天仍闪耀着
光辉。安顺屯堡村寨云山屯、本寨，屯堡建筑天
台山五龙寺、鲍家屯古水利工程等均为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屯堡地戏、花灯、山歌，屯堡石
雕、木雕工艺等风情民俗、民间工艺亦分别列入
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黔中文化
也因此而更加丰富多彩。

至于散落在民间的屯堡文化实物遗存，即成
了无比珍贵的收藏资源。最让收藏家们追捧的
当是具有文化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屯堡工艺品。

屯堡工艺品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有金、
银、玉、石、竹、木、牙、骨、布、绢等制品，以石
雕、木雕、银饰品居多。题材丰富，或人物鸟
兽，或山水花草，不一而足。屯堡工艺品大至
门楼，小至指环，无论其何种材质，何种形制，
何类题材，均以制作工艺精美, 构图设计巧
妙，文化内涵丰富而凸显出古朴典雅的艺术风
格。尤其在纹图的表现上，它吸取了民俗文化
的精华，常以具体物象表达抽象概念，吉语暗
藏，妙趣横生。如“瓶象图”喻太平有象；“戟磬
鱼图”喻吉庆有余；“蝙蝠古钱图”喻福到眼前；

“钟鹿图”喻终身受祿；“双梅竹绶图”喻齐眉祝
寿；“松鹤图”喻松鹤延年；“琴鹤图”喻情投意
合；“手指太阳图”喻指日高升；“鹬莲图”喻一
路连升；“马猴图”喻马上封侯；“瓶插三戟图”
喻平升三级；“石榴图”喻百子千孙；“枣桂图”
喻早生贵子；“柿子灵芝图”喻事事如意等等。
民间艺术语言之丰富，不胜枚举。它赋予作品
吉祥喜庆的内容，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这正
是屯堡工艺品的文化价值所在。

黔中一带集聚的屯堡村寨以数百计，文化遗
存浩如烟海。可惜的是，几十年来的历次政治运
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人为的破坏，很多具有历
史价值、人文价值、艺术价值的古物损失十之八
九，保存在民间的老物件已非常稀少，收藏实属
不易。所幸的是，根深蒂固的屯堡文化至今仍在
这片土地上传承着，一代代屯堡手艺人承袭了祖
先的勤劳和智慧，传统工艺得以延续。随着社会
的进步，如今，他们采用现代工艺手段，以新技术
新理念创作出大量具有传统特色的优秀作品，多
彩多姿，琳琅满目。其精湛的技艺不亚于前人，
其作品亦能体现出独特的屯堡风韵。现代的屯
堡工艺品，以题材广泛、工艺精美而享誉国内外，
不失为收藏佳品。

屯堡藏品，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它
见证了六百年来屯堡先民轰轰烈烈征战戍边的
悲壮景象，镌刻下了屯堡人在漫长岁月中艰苦卓
绝的历史足迹。

屯堡收藏，在众多的收藏门类中属于无功
利性一类的收藏，然而，屯堡文化的魅力却使得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屯堡收藏的行列，他们所
要收藏的，是一部鲜活的史书，是一种独特的文
化，也是一份浓浓的故土情结。

“我们活在一个诡异的世界——这么漂亮，又能终
身厮守的书，只须花相当于看场电影的代价就能拥有，
上医院做一副牙套却要五十倍于此。”这是《查令十字街
84号》这本书中海莲说的话，如果说这世间还有那么一
本书是专门为读书人而写的话，那就是这本了。我要感
谢那个观看《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的午后，邂逅
了一本特别想阅读的书。对于喜欢阅读的人来说，遇见
一本好书，跟时间没有关系，只是一种缘分而已。是的，
在这里我要煽情一下读书的那种幸福感，这本书带给我
很奇妙的信息，一直惦记于心。

书中的主人公海莲·汉芙是位自由撰稿人，从事
改编电视剧与舞台戏为生，她不富裕，甚而还经常捉
襟见肘，但一点也不影响她为得到一本好书而不惜代
价的付出。源于对一本拉丁文《圣经》的渴求，一则刊
登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专营绝版书”的广告，打开了
海莲·汉芙与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一段奇缘。顾客与
书店之间通过书信传递着彼此的需求，20年间一本
本书与信件往返于纽约与伦敦。海莲认知书的态度
是很严谨与追求极致完美的。记得收到那本编辑得
很差的《佩皮斯日记》时，她写到：“这是哪个没事找事
做的半吊子编辑，从佩皮斯日记里的东挖西补、断章
取义，存心让他死不瞑目！真想啐它一口！”从这段文
字中也可以看出海莲为人的那份率真。而收到自己
很喜欢的书时，她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我简直不晓得
一本书竟也能那么迷人，光抚摸着就教人打心里头舒
服。”如果不是爱书爱到痴狂的地步，是不会有这样的
体会。

书店主管弗兰克·德尔是个帅气、感性而又有精神
内涵的英国人，他有妻子与两个可爱女儿，随着与海莲
长时间的书信往来，他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女顾客产生了
美好的情愫，对于海莲的颐指气使，他总是很绅士的答
复，每次都会用到抱歉与致歉这样的词语。他们从陌生
到熟悉对方的脾气、性情，就连写信的称呼也从基本礼
仪的问候转变到亲爱的汉芙，而海莲有一次在收到新书
时大喜过望，称弗兰克为亲爱的急惊风。从一封封书信
中，两人通过文字表达着彼此的牵挂与一份像是知己又
胜似知己的心灵交流。当看到海莲在为一本欺世盗名
的书对弗兰克发飙之后，又对着打印机说那句让读者为
之一震又有几分心酸的话：“弗兰克，你是唯一了解我的
人。”弗兰克一直盼望着海莲的光临，把每一个从美国来
书店的女顾客都想象成海莲的样子。而海莲因为牙坏
掉，要去医院带牙套而花掉了本可以去看弗兰克的旅
费。我在想，如果海莲的牙没出问题，当她走进查令十
字街84号书店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她跟弗兰克
是否还会有更进一步的交流。

“春意渐浓，我想读点儿情诗。别给我寄济慈与雪
莱！我要那款款深情而不是口沫横飞的，最好是小小
一本，可以让我轻松塞进口袋，带到中央公园去读。”这
是海莲写给弗兰克的信，我想把它看成是海莲心中对
美好爱情的向往，同时也是她对跟弗兰克这段交往寄
予的美好吧！从书中可以感受到海莲是个率真且热心
肠的人。五十年代初期的英国经济萧条，很多食物都
是限量供给，她不止一次为书店的人们寄去很多稀缺
的肉类、鸡蛋，还有长筒丝袜这样的奢饰品。其实海莲
一点也不宽裕，店员们感动于这位神秘的女顾客，纷纷
写信与海莲表达内心的敬意。塞西莉偷偷给海莲写过
几封信并让海莲对弗兰克保密，塞西莉告诉海莲大伙
都喜欢读她的信，都在猜想海莲长什么样，什么文凭。
她还偷偷告诉海莲，弗兰克年近四十，长得很帅。一份
温暖的情缘在书店之间悄悄流淌。书店的编目员比尔
一直与75岁的姨婆住在一起，海莲寄去的食物，让那
位75岁的老人感动并欣喜不已，他们还专门为海莲有
一天的到来准备了一张床，海莲已然成了他们最亲的
朋友。

那张出自弗兰克邻居老人精美的绣品桌布，也让海
莲欢喜不已，他们唯一可以报答海莲的就是为这位热爱
英国文学的女士找到更多她喜欢的书。在海莲生日那
天收到书店集体名誉送的那本情诗集时，海莲责怪他们
没把签名写在书的扉页上，而是将祝福写在一张卡片
上，海莲理解他们对书籍的那份爱并说他们是爱书的
人。在看这本书时，一封封来信构成一幅幅画面呈现眼
前，我仿佛看见他们收到彼此来信时的那份情景，海莲
的幽默是大家喜欢的，大家把海莲想象成一个年轻、时
髦的女子，海莲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和百老汇街上的叫
花子一样时髦，成天穿着破了洞的毛衣跟长裤，因为老
式公寓不会为了一个窝在家里摇笔杆子的小作家而整
天开着暖气。

二十年的通信，以时光之名传递着怎样的一种情
怀，时间恍然凝固在那些信件上，融进时间的长河。感
谢海莲·汉芙将这段往事讲述出来，让读者知道这世界
上有那么一条街与书有关，与情有染，与爱有别。在书
中，当我看见海莲为了生计而写作的那份艰辛时，忍不
住感触良多。这么一个爱读书爱到痴迷的人，不得不佩
服她物质贫乏时还保持着那份内心精神的丰饶与强
大。我深信，书本永远是为精神充实的人而准备。对于
喜欢阅读的人来说，没有比读到一本与自己心灵神交的
书更幸福。我也深信，每一位真正喜好读书的人，同时
也希望分享到跟别人同读一本书的快乐。海莲说：“我
爱极了那种与心有灵犀的前人冥冥共读，时而戚戚于
胸、时而耳提命面的感觉。”这是一本美好的书，因情感
的真挚而打动我，一份无私的友情传递更是让人感动不
已。或许时光再隔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更多的时间，
它都会在人们的视线里展现出独有的温暖与感动。就
像书中最后写的那样，“卖这些好书给我的好心人已经
在几个月前去世了，书店的老板马克斯先生也已经不在
人间。但是，书店还在那儿，你们若恰好路经查令十字
街84号，代为献上一吻，我亏欠它良多……”读到这里，
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不胜嘘唏。

屯堡收藏杂谈
□胡应铃

书缘、人缘、一世缘
——读《查令十字街84

号》有感
□武贵琼

最精美的石牌坊
□张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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