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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是祭祀城隍的重要道教
场所。旧时，每个府、州、县一般都
建有城隍庙。然而，历经岁月风霜
雨雪吹打，现在能够保存下来已经
极少了，大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
中。据《镇江市志》记载，镇江“城隍
庙有两座，一为府庙，一为县庙。县
城隍庙每年正月香火极盛，锣鼓爆
竹喧天，持续半月以上”。

据老人们回忆，镇江原有的两
座城隍庙，一座在城西，一座在城
东。城西的城隍庙虽是府庙，但地
处城外，加上规模不大，交通不便，
香火清淡，便逐渐颓废了。城东的
城隍庙，是一座县庙，坐落在镇江城
里颇为繁华的五条街附近风景秀丽
的凤凰岭上，镇江人习惯称之为“老
城隍庙”。

凤凰岭，亦名万岁岭，俗名凤凰
坡。据民间传说，凤凰岭曾因凤凰
栖息而得名。《光绪丹徒县志》记载：

“凤凰岭在千秋桥东，月华城隍两山
之间，岭脚至山路，长四十九丈五尺
有奇，高五丈七尺许。”老城隍庙曾
经在城隍山上，后移至凤凰岭，凤凰
岭也因香火旺盛的城隍庙而名扬。

老城隍庙始建于宋代，《至顺镇
江志》载，城隍庙“旧庙在府治之西，
绍兴七年（1137年），移在南墉之上，
二十七年（1157年），郡人鼎建，门庭
峥嵘，隐然为一方形势，请祷雨旸，
无不响答。”乾道元年（1165 年）三
月，诏赐庙额“忠祐城隍庙”。后迭
经兴废，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丹
徒知县何绍章重修大殿。清末民初
时，老城隍庙被毀。

城隍，有的地方又称城隍爷，起
源于古代的水（隍）庸（城）的祭祀，
为《周宫》八神之一，是冥界的地方
官，职权相当于阳界的市长，是守护
一座城市最高的神。“城”指城池，

“隍”为干涸的护城河，“城”和“隍”
皆为保护城市的军事设备。城隍初
为自然界的风雨之神，当道教把城
隍尊为“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
时，百姓就毫不犹豫地把它立为守
护城池、祛灾除患、护佑苍生，并管
领亡魂、赏善罚恶的民间最重要的
保护神。据称，城隍能应人所请，

“旱时降雨、涝时放晴”，是一位可确
保“谷丰民足”的当坊神。城隍祭祀
也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最
重要神祀之一，祭祀城隍爷时品，通
常用“爵三，帛一，铏一，簠簋，笾豆
四，羊一，豕一。”

宋代以后，城隍爷开始人格化，
多以去世后的英雄或名臣为城隍神
加以祀奉。明代，朱元璋更是推崇
有加。相传朱元璋称帝之前，曾经
宿身城隍庙而幸免大难。朱元璋称
帝之后，于洪武元年（1368年），下旨
封都城隍为监察司显佑王，职位正
一品，与朝廷的太师、太傅、太保“三
公”和左右丞相平级；同时封各府城
隍为监察司民城隍威灵公、职位正
二品；封州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显
佑侯，职位正三品；封县城隍为监察

司民城隍显佑伯，职位正四品。
镇江老城隍庙祀奉的是汉初云

汉将军纪信。汉初，纪信为了保护
刘邦被项羽活活烧死。据《城隍老
爷》的传说，刘邦战胜项羽建汉朝于
长安，在庆功会上，对满朝文武大臣
说：“纪信功高德重，没有他献计献
身，怎能有我刘邦的今天！我封他
为督城隍，建庙塑像，永远享受香
火。”刘邦下令全国各县城建城隍
庙，纪信庙被名为“城隍庙”，纪信塑
像名为“城隍老爷”。 郡丞陆游《镇
江府城隍忠佑庙记》载：“汉将军纪
（信）侯，以死脱高皇帝于荥阳之
围”“自故时祠纪侯为城隍神，莫知
其所以始”。

据老人们回忆，旧时，凤凰岭上
老城隍庙内绿树成荫，庙宇建筑鳞
次栉比，有山门、前殿、正殿、后殿、
三班六房、土地祠、福神祠、审事厅、
昭忠祠、康王祠等，巍峨壮观，气势
非凡。

正殿内祀奉着神态威严的纪信
塑像，金脸大眼，腰系玉带，脚蹬乌
靴，头戴彩冠，身着紫袍。像前设有
香炉、烛台，两旁分列八大将、判官、
牛头、马面、黑白无常、钟鼓神以及
十殿阎王、十八司等地狱塑像。殿
内挂有“护国庇民”“浩然正气”等牌
匾，楹柱上悬着“善恶到头终有报，
是非结底自分明”“善行到此心无
愧，恶过吾门胆自寒”等楹联，正殿
前有清雍正年间栽植的银杏树。

平时，城隍庙山门前广场上，经
常有耍猴的、变把戏的、玩杂技的、
押宝的、卖狗皮膏药的、吹糖人的、
拉西洋景儿的、测字算命的、摆小人
书摊的、卖香烛祭器的、卖梨膏糖
的、卖冰糖葫芦的、卖五香烂蚕豆
的、卖豆腐脑的、套圏的、踢毽子跳
绳的、炕山芋的，五花八门，俨然成
为大众游乐场。

宋绍兴七年（1137 年），老城隍
庙内建有坐南朝北万年台一座。万
年台，即古戏台，亦称“迎凤台”，二
层楼轩式，面阔三间，平面呈凸字
形，砖木石结构。南立面楼下为大
殿的正门，北立面突出部分楼上为
前台。建筑造型系硬山与歇山相结
合，藻井装饰为八角形结构，镶嵌各
种几何图案，色彩丰富，透露出华贵
气质。清同治十二年（1873 年），丹
徒知县何绍章在重修城隍庙大殿时
同修古戏台，光绪年间又重修。每
年举行城隍会时，庙里都会有钱、
米、衣、被、药、棺木等物施舍，还会
有人主持公道，排解遗产分割、婚姻
反目、债务纠纷、婆媳纠葛、邻里纠
纷、合约纠纷、打架斗殴等民间矛
盾。直至民国初期，镇江老城隍庙
仍有祭祀、城隍会活动。

如今，凤凰岭上老城隍庙中大
多数遗迹在历史长河中消亡了，仅
留下原庙宇大殿门前的 3棵树龄达
290 年的古银杏树和整修过的城隍
庙古戏台部分遗迹，老城隍庙所在
地现已成为凤凰岭饭店。

民间有“小寒大寒，冻
死老汉”的说法，这未免有
点夸张。但农村有“三九四
九冰上走”的老话，却是实
实在在的自然现象。

“三九四九冰上走”，是
说大自然进入冬季之后，降
温的幅度很大，给人的感觉
是非常的寒冷。冬至过后的
寒冷是一年之中最厉害的寒
冷。虽然冬至这一天是太阳
离我们最远的一天，但还不
是最寒冷的一天，最寒冷的
是在冬至之后的第三个九天
和第四个九天，这是一年中
最冷的时刻。地冻天寒，滴
水成冰，河流封冻，人在结
冰的河面上行走一般也不会
发生危险。

在记忆里，我经历的几
个时段的“冰上走”，给我
留下的不仅仅是美好的印
象，对我学习和生活产生的
影响也是非常积极的。

我家所在的村庄，村
前、村后各有一条小河，每
到三九、四九的寒天，河面
被冰封得结结实实。乡亲们
到河边取水，必须带上铁
锹、钉耙或者榔头，使劲敲
击才能凿开冰层，可见冰有
多厚。而村后小河是背阴
的，那冰层更要厚上几分。
这样，村后的小河便成了我
们一群“皮猴子”的天然溜
冰场。

开始的时候，我们手拉
手小心翼翼地走上冰面，真
是如履薄冰。再往前走，也
没摔跤，胆子大了，就分手
独自行走。行走不稳的人有

的摔跤，有的跌成狗吃屎，
有的前仰后翻，直惹得大家
哈哈大笑。我们跌倒了爬起
来做个鬼脸，继续疯玩。

在冰面上玩得最快活的
时候，我们面对面手心相
对，你推我挡，比谁站在冰
面上的定力和平衡性强。我
们还拿出书包里的陀螺，比
谁在冰面上抽得更有劲，陀
螺旋转的时间最长。

我们上学的小路边，有
一条村里浇地的电灌渠。电
灌渠冬天基本不打水，但渠
底有积水，天寒结出厚厚的
冰。我们常常下到渠沟里，
前后排开俯冲着向前滑行。
脚上的布鞋底很滑，加上我
们有很好的灵活性，滑跑起
来竟能脚下生风，还真节省
了路上不少时间。

中学毕业后，我参军来
到部队。我们连队驻扎在苏
北大运河畔，连队的生活用
水都是从大运河的引水渠中
取。引水渠其实就是一条
河，是运河的支流。连队有
一个保温桶，保证大家有热
水喝，平时个人生活用水一
年四季都是冷水，我们早晚
洗脸、刷牙、洗脚直接在运
河边完成。夏天还好，可冬
天河面封冻，取水就成了问
题。

我在连队生活了两个年
头，感觉那时的冬天气温经
常低于零下10摄氏度，河面
结了厚厚的冰，我们早晚都
要到河边凿冰取水。每天早
操结束后，我们成群结队端
个脸盆，带上洗漱用具，手

握铁锤来到河边，走到冰面
上寻找合适的地方凿冰取
水。取过水的冰窟窿冰层薄
一些，我们一般都是在这个
地方下手，凿开一个冰洞，
用脸盆打满水，就蹲在冰面
上洗漱。好在冰层很厚不会
破裂，一个连队的人全都蹲
在冰面上洗洗涮涮，真是一
个独特的画面。晚上在“熄
灯号”吹响前半小时左右，
大家三三两两地端着脸盆，
带上手电筒，来到冰面上凿
冰取水，端回宿舍里洗。

最近的一次“冰上走”
是在2012龙年春节期间，我
和上海文友一行 4 人去东北
旅游。我们乘火车来到哈尔
滨，先是在松花江的冰面上
学滑冰、坐雪橇，玩了大半
天。松花江的冰层很厚，汽
车、马车在冰上带客游览，
大人小孩在冰上放风筝、打
陀螺、做游戏，更多的人是
在上面自由活动……一眼看
过去江面上黑压压的全是
人，那场面太壮观了！

第二天，我们爬上火车
来到漠河北极村。北极村的
气温比哈尔滨还要低十多
摄氏度，黑龙江江面被冰封
得严严实实，冰层超过一
米，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
雪。我们在冰面上走根本用
不着小心翼翼，一直跑到江
中间边防部队临时竖立的警
示牌旁，拍照留念。冰面上
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厚冰块，
是渔民捕鱼取出来的，我们
在乱冰中钻来钻去拍照片，
一点也不害怕。

镇江老城隍庙忆旧
文/潘春华

三九四九冰上走
文/施云桂

山谷里山谷里，，叶片上凝结了晶莹透亮的冰叶片上凝结了晶莹透亮的冰。。 新华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