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街沧桑
文/张峥嵘

2020年12月26日 星期六 编辑 沙艳秋 版式 陈融 校对 凌河晚报带你快阅镇江A07

曾经沧桑
最近一次到古街，一场大雨洗刷了我的

一贯感受。刚才还在小街上徜徉的人群顷刻
跑散，街区内的建筑群以它特有的气质和节
奏，兀然呈现在我面前，浮现在我眼前的还有
四个字：曾经沧桑。

雨中的小街最耐人看。这时，你和那些建
筑才能够充分地沟通。

古时候，在江南水乡，著名的街道几乎都
依傍江河湖海之岸，因为它们依傍的是舟楫
之便。而西津渡街更是这一特点的具体体现，
它背靠云台山，面临长江边，是一条人工开凿
而形成的便道，是古代人去玉山大码头、上金
山的必由通道。街区内宗教建筑、楼阁会馆比
比皆是，街上人马川流不息，街区内石板上深
深的车辙印、券门上“飞阁流丹”的石刻，就是
这景象的最好印证。清朝咸丰年间，西津渡周
围成了清兵和太平军的主要战场，双方在
1853年至1863年间，来回拉锯，争夺异常激
烈，街上的建筑，除昭关石塔是石制不曾遭毁
坏外，大都毁于战火，现在街区内留存的古建
筑大部分是在清道光年以后重建的。老屋的
梁柱、残破的窗棂似乎在默默地向人们倾诉
这儿曾经发生的一切。

近代印记
到了近代，英国人在这里设立了租界，并

在古街东端的山坡上建造了领事馆。山下设
立了租界行政管理机构。江边一带，英商首先
开设了怡和洋行，随后，美、德、法、日等也纷
至沓来，西津渡沿江的沙洲滩涂上，出现了大
量货栈商埠洋行，镇江的外国侨民一下达到
了几千人。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近代镇江屈辱
的历史，英国领事馆旧址、英租界工部局巡捕
房大楼、税务司公馆……一座座趾高气扬的
西式建筑，镌刻着侵略者的耻辱和镇江人民
不屈反抗的印痕。如今，昔日繁华的租界已不
复存在，人们只能从那些遗留的西方建筑去
领略当时的情景。

1929年，国民政府江苏省会搬来镇江，因
为紧靠英租界，交通设施、基础设施相对较
好，所以伯先路就成为民国期间镇江社会政
治和经济的中心，出现了广肇公所、镇江老邮
局、江苏省红万字会旧址等一大批具有民国
文化元素的历史遗存建筑。从这里，你可以看
到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度蜜月下榻的遗址
——蒋怀仁诊所，也可以听到关于孙中山曾
在广肇公所演讲、有力地鼓舞了为实现共和
推翻清廷作出重大贡献的镇江人民的故事。

历史遗韵
西津渡还是宗教与世俗、人文与自然的

和谐交融。它的本身就是一部令人玩味无穷
的历史长卷。关于这一点，古街上由东向西的
四道券门石额上的题刻“同登觉路”、“共渡
慈航”、“飞阁流丹”、“层峦耸翠”就给了我们
明白无误的提示。

位于古街最高处的昭关过街石塔，建于
元代，距离现在已有八百多年历史，这座塔又
叫喇嘛塔或瓶塔，是藏传佛教标志性建筑之
一。

这样的塔，在全国有很多座，但像西津渡
这样的过街塔，全国仅此一座。据考证：元代
时，全国共造了四座过街石塔，一座在大都
（现在的北京），一座在卢沟桥，一座在居庸
关。现在，北京和卢沟桥的早已全部毁坏，而
居庸关也仅剩塔座，所以，中国文物协会原会
长、中国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等五位全
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考察此塔后，心情异常
激动，称这座塔是世界上年代最久、保存最完
整而且是唯一的过街塔。这座石塔也是西津
渡的标志，就像金山的慈寿塔一样，看过一次

后，就会给游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白塔的北面，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救生组

织救生会的遗址。南宋乾道年间，镇江郡守蔡
洸“命置巨舫五，仍采昔人遗制各置旗一，以
利、涉、大、川、吉为识”。自此，西津渡的渡船
收有数，发有序，也能抗御风溺之灾；元代延
祐至泰定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珪下令在西
津渡新增救生渡船、艄公与水手，订立规章制
度，完善救生措施。又命取消官渡船资，受到
了百姓的拥护；清代雍正以迄，乾隆初年，京
口义士蒋豫安贫力学，乐善好施。他继承族人
之志，与后人苦心经营救生会连续7代，计163
余年，未曾假手于人……直到民国期间出现
了铁壳船“普济号”，救生会才逐渐完成了它
的历史使命。

石塔的南面，就是古街上著名的宗教场
所观音洞。观音洞是利用云台山北麓原有山
洞建成，早在宋朝就建观造庙，后来由于战火
连绵，屡废屡兴，现在的建筑为清咸丰九年
（1859年）重建。清同治元年（1862年）立“重修
观音洞”记。

观音洞不大，可谓简陋。房屋为硬山式建
筑，一二楼为两层，局部三层，初见让人有点
失望。不过净不染尘，现已改为“西津渡观音
文化展示馆”。来观音洞的人不少，有专程前
来拜佛求福的香客，也有忙里偷闲，特地前来
放飞心情的游客，更多的是后者。驻足观音
洞，我们看到，原来的房屋用特殊材料做成岩
洞形式，和后面山体的岩石浑然一体，立面的
岩洞上供放着形态各异的菩萨宝像。我们爬
到三楼，一条长廊顺山蜿蜒而上，周围垂柳绿
叶，幽雅舒适。一尊大理石的滴水观音塑像亭
亭玉立，周围有一水池，红色的金鱼在欢快地
游着。不大的院落空间，情侣们或携手漫步窃
窃私语，或伫立路旁相拥相吻，或坐在廊檐下
耳鬓厮磨，旁若无人，尽情地抒发自己的爱。
也有中年人，利用假日，或结伴而至，或携着
妻儿一家子来这里休闲，寻找乐趣，他们满面
春风，笑逐颜开，笑声在空中久久回荡缭绕。

西津渡街位于镇江城西的云台山麓，是依附于破山栈道而兴起的一处历史遗迹。这是你观
赏西津渡建筑之旅的起点站。假如你有足够的时间，那么你可以沿着这三米宽的石板道反复往
返，走上十遍都不算过分。次数不同，时辰不同，古街呈现给你的个性也各不相同。

民居风情
当历史的巨人走过大地，它留下最大的遗物就是民居。在镇江经商的商

人和在外地做官的镇江人，他们赚足了银子却最终拿回家乡。在这里修屋盖
房，植树栽花，精雕细刻，用尽心血造出一座座如花似锦、仪态万方的住宅。例
如，曾在镇江英国领事馆、镇江海关任职的清末洋行买办徐宽宏精通外语、学
养皆佳、头脑灵活、审时度势，行商上很有远见和大略。他不仅在上海开办光
华火油公司，而且花巨资在西津渡街上建造“西长安里”。这组建筑建于清光
绪年间，由 40多幢三合院组成。如今当我们信步穿行在徐家一条条的巷道，
或徜徉于徐家普普通通的庭院，首先感到惊异的是它们规划严格、井然有序、
层次清晰、界定分明，呈现出古老家族中的规则与次序。如果依照这些规例的
路线在房子里走一走，便会生动地感知到昔日生活中的节律、庄重与尊严。

然而，在这确定不移的建筑规制里，却又是千变万化和充满想象的。建筑
在古代不仅是功能空间，更是精神空间。人在其中所需求的种种心理的感受，
比如疏朗或幽秘、流畅或迂回、宏大或小巧、从容或险峻，一切一切，尽在其中。

庭院深处
在小码头街与利群巷的交会处还有一组建筑名叫西津雅苑，从南到北前

后三进，分别是“鎏丹阁”、“集雅斋”、“三友堂”，这组建筑历史上前面一进是救
生会的附属用房，后面二进是小码头小学，现在对建筑进行了改建，成为具有
传统建筑形制和古典园林风格的建筑群。

注目其间，便看到无所不在的雕刻艺术。所有的门楼、花窗、格门、樘板，
几乎无处不雕，各类木雕、砖雕、灰雕，可谓无雕不精。风格上具有南方的精巧
与细腻，同时又兼容了北方的浑厚和大气。这些雕刻的内容更有深刻的价
值。雕刻的题材，既有神话传说和戏剧故事，又有民间广泛使用的谐音图像。
寄寓着企望富贵、健康、好运、平安的百姓诉求。此外还有不少“博物得志”、

“君子品德”等内容的匾额，文字美、书法美、雕刻美融为一体。如此大量而密
集的文化信息都被浓缩到这所宅院中来，从而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氛围，一
派儒雅的气息，一个浓郁、浑厚、具有教化意味的精神天地。

文化瑰宝
今天，我们能够拥有这一历史遗迹、文化瑰宝，应该感谢此地的老百姓与

领导者。近百年来，随着镇江港口的迁移，繁华闹市的东移，这里众多的建筑
和宅院渐渐荒芜与倾圮，有的早已荡然无存。待到了 20世纪 80年代，这些历
经沧桑的建筑都已经湮没在数百户居民柴米油盐的生活里。幸好市政府领导
决策，市建设局领导和专家慧眼识出它们的历史价值，也看到了它们的未来价
值——这正是它们的文化价值。故此，委托市城投公司、市西津渡公司等有关
部门，对这条古街上的建筑、道路、基础设施下大力气进行整治。他们以对待
文物的态度与方式来精心整修这些遗产，使得古物重光，焕发异彩。我常常
想，倘若换一种人，换一种态度，将残败的古宅改造成一片矗立的高楼。我们
将失去的是什么？仅仅是街区的这些建筑吗？

走过这条长长的古街，蓦然回首，我发现前面站着一位老人，他头在街区
的最高处，身子是布满车辙的石板路，戴着一顶石塔的帽子，用他那深邃的目
光观望着这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古街春雨 袁增亭 摄

英国领事馆主楼 黄良清 摄西津雅苑 眺望蒜山

救生会大门 黄良清 摄 白塔余晖 任国卿 摄

观音洞北立面 黄良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