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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良龙 王竹华

日前，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组织 22名大学生志愿者，走进镇江新区
姚桥镇千年古村——华山村，开展大学生
保护历史文化、共创美好环境志愿服务活
动。活动现场，两位老者向大学生志愿者
介绍华山村历史文化保护情况，指导他们
打扫华山村184号华山畿民俗馆，重描华
山银杏树碑、华山村“禹王井”碑等4块碑
文，让大学生志愿者对华山古村的历史有
了深入了解，并激发了大家保护历史文化
的意识。

记者了解到，这两位老人是 85 岁的
解小祥和79岁的杨俊达。华山村是一座
具有3000年历史的传统古村落，素有“江
南第一古村”美誉。数十年来，两人一直
在默默地为保护华山村历史文化遗产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解小祥
人称华山村“活地图”

在人称华山村“活地图”的解小祥的
早年经历中，“业余文保员”一直是他的身
份标签。他原是丁岗镇葛村人，自 1976
年娶了华山村姑娘之后，便与历史悠久的
华山村结下不解之缘。从发动村民集资
保护村里的千年银杏树开始，到发动成立
华山民间古文化保护修复委员会，联络村
里村外各界人士共同保护和修缮老街、老
宅、老路、老桥……多年来，他为保护华山
村的文物古迹乐此不疲。2022 年，他入
选镇江十佳“最美家乡人”。

华山村是华山畿传说的发源地，据说
当地神女冢里长眠的就是民间传说故事

《华山畿》里的神女，是《梁祝》故事里的原
型人物。身为省级非遗项目《华山畿》和
华山畿传说代表性传承人，解小祥介绍，
神女冢也叫“玉女墩”，过去有神女庙。
2006年春天，为配合申遗，同时也方便游
客参观，他自费600元请人制作了一块石
碑，竖立在传说中的“神女冢”遗址。不久
考古人员在遗址附近发现六朝古墓群，证
明民间流传达1500年之久的故事并非毫
无根据。2007 年 3 月 29 日，省政府公布
了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华
山畿》和华山畿传说”榜上有名。

古银杏树位于华山村最高点，相传种
植于南北朝时期，高33.8米，直径1.94米，
是一棵光开花不结果的雄树。解小祥介
绍，这棵古银杏是历史文化遗产，是华山
人的“生命树”，1989年老树突然被雷击劈
开濒临死亡，全村人心痛不已。在当时经
济困难情况下，自发出钱募捐1300余元，
请南京和上海专家前来抢救医治，对部分
枯死的枝干、腐烂的树皮和根部的空洞实
施了保护性措施，使古树重获新生。因珍
爱这棵银杏树，解小祥每年冬天都要请人
为古银杏施肥，每次花费三四百元。

2012 年 8 月，在修村委会门口路面
时，挖掘机将古银杏附近挖开一段约1米
深的路基，准备将整条路面进行降坡，并
铺上柏油，古树树根大量裸露，流出红色
汁液。解小祥非常着急，立即向有关部门
电话反映情况，在镇江新区社发局及姚桥
镇政府的干预下，紧急叫停了降坡修路工
程，古银杏再次避免了一场灾难。

谈及这些年来在保护文物古
迹和传承非遗文化中的感受，解小
祥表示，吃苦、出钱、受气其实都不
算啥，他无怨无悔。如今他虽然辞
去了华山村历史文化保护协会的
有关职务，但只要协会有事情，或
者外地人来参观，他都乐意向参观
者讲解古村的历史和故事。

现在，每天只要体力允许，解
老都要骑着自行车各处转一转，发
现问题及时向有关方面汇报，履行
着一名古村守望者的职责。

杨俊达
身患重病仍奔走一线
“这块碑身上有‘董其昌’名字，这表

明此碑或碑额与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有
一定渊源关系……”尽管身患帕金森病，
双腿站立困难，杨俊达向大学生志愿者讲
解《邑侯杨公清理华山庙基碑记》时声音
洪亮，令人肃然起敬。

该碑浸在池塘中做水码头数十年，解
小祥前些年趁池塘干涸时，花100元请人
将古碑抬至村委会对面，并悉心保管看
护。从小去苏州学徒，回到故乡省亲的耄
耋老人、苏州书法家张大华偶然得知碑额
风化破碎，捐款2000元，用于抢救这块碑
额。经焦山碑刻博物馆推荐的高资石匠
肖春荣，用了5天工夫终于将风化后破碎
成 16 块的碎石，重新拼合成一个整碑。
其间，杨俊达多方奔走，促成各方一致同
意对古碑进行保护。

退休多年的杨俊达是华山村人，虽然
住在镇江，但一直心系家乡发展。2004
年，专家对于保护华山古村的呼吁引起了
他的关注。他多次赴实地进行调查，掌握
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下了“谁来保护老
祖宗遗留的精品财产？”系列帖，发表在金
山网上，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在各方热
心人士、各大媒体的共同努力下，相关部
门将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提上了议事日
程。

为了使外界对华山村有深刻的了解，
杨俊达又花了不少时间，画出了“华山村
历史原貌图”草图，为宣传华山村起了很
大的作用。保护华山村古文化过程中，杨
俊达及时追回被群众拿走的华山古井木
栏，制止他人破坏原貌，保护了梁祝故事
原型——华山畿碑。在华山村干部群众

和他的努力下，华山村被批准为中国传统
村落加以开发和保护，镇江市政府把华山
村作为全市五条旅游线路中的一条——
乡村旅游进行开发。

针对历史文化古村华山村资料缺失
的状况，杨俊达花了大量时间收集整理资
料，先后和杨国平、鞠永平编著了《华山畿
揽胜》《华山畿的故事与传说》和《华山村
革命斗争故事》三本较为完整的资料丛
书。其中，《华山村革命斗争故事》记录了
华山村的热血青年为人民幸福抛头颅洒
热血的故事。杨俊达说，他的父亲参加过
新四军。书中记载了 6名烈士和十多名
幸存老英雄的故事，有些老战士是他父亲
的战友。他们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
道。

杨俊达不仅个人支持华山村古文化
保护，还邀请多名专家及各界人士参与保
护，如邀请著名书法家曹秉峰书写华山畿
墓碑，国家一级作家庐山、镇江博物馆考
古专家肖梦龙等，对指导华山村保护起到
重要的作用。他同时邀请了镇江国画院
的有关人员，画出了旅游景点开发示意
图，对领导及群众深入了解华山村起了一
定作用。

杨老还向华山村捐赠上万元，用于建
立华山振华教育基金会。基金会每年都
会奖励华山村的优秀学子，激励他们上
进。

多年来，杨老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
动，先后获得镇江市第四届“百佳文明市
民”、镇江好人、镇江市优秀群众文化辅导
员等荣誉。

谈到长年奔波在文保一线，杨老说，
这都是作为一名党员和社会志愿者应该
做到的，他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在有
生之年，不断推进华山古村保护和开发。

华山古村的守望者

两位老者与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合影

解小祥和杨俊达（右）

华山古寺迎来新生 方良龙 摄素有“江南第一古村”美誉的镇江华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