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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王王文文化化

普救寺是个能够买到玫瑰的寺院。
它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名著《西厢记》故事

发生地，寺前立着巨大的同心锁，上写剧中名句：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今年 8月，普救寺景区举办
第 21届爱情文化节，10 对情侣在现场体验了唐
制婚礼，有的来自国外。

再过几天，又是一年一度花好月圆的中秋节。
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很久以前

的某个月夜，从那以后 1300 多年，普救寺几经沧
桑，起而复灭，灭而又起，月相盈亏，花季来去，不
变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对花好月圆的憧憬和珍藏。
“一人情天下情也”，普救寺那时的月光，穿越时
空，照亮无数的孤独与缠绵、失意和梦想……

都是月亮惹的祸

普救寺香火较盛，但人最多的地方不是菩萨
洞或大佛殿，而是崔氏别院，也叫梨花深院，当年
崔氏一家寄居之地。

崔氏别院有上房和东、西厢房各 3间，西厢房
就是崔张相会的那个西厢。走进院里，迎面一道屏
风，上书：“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
疑是玉人来。”

这是崔莺莺给张生的回信，张生去信时附诗
云“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那几天正是农历二
月十五前后，在这两位文学爱好者的沟通和交往
中，月亮发挥了促动、引领和见证作用，对月亮的
期待是他们那几天的共同心理。

张生希望太阳早些下山，“无端三足乌，团团
光灿灿；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轮落？”崔莺莺“自从
那日初时想月华，捱一刻似一夏，见柳梢日头迟迟
下，早道‘好教贤圣打’。”作为中间人，红娘总结说：
“我看那生和俺小姐巴不得到晚。”

待月，是西厢记故事的“卖点”，王实甫作品全
名为《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西厢记故事在王实甫
作品中达到了极致表达，在那之前已流传演变了
500 年。
最初作品是唐传奇《莺莺传》，作者元稹(779-

831)。元稹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今天看来他成就和
影响不如白居易，但也有名句传世：“曾经沧海难
为水”“贫贱夫妻百事哀”，都出自悼亡诗，体现他
对原配妻子的深情。不过他和女诗人薛涛、刘采春
等的韵事也流传颇广，还有这个《莺莺传》。

《莺莺传》3000 多字，“待月西厢下”诗句和张
生跳墙等情节都具备，“崔之东墙，有杏花一树。既
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踰焉。”今普救寺里，有“张
生踰墙处”，近墙一树可作梯，常有好事者攀援仿
效，景区立牌“请勿攀登、谢谢合作”。

《莺莺传》里虽跳了墙，但与后世流传《西厢
记》不同，崔张并未成为眷属，而是男方始乱终弃，
双方各有所归。元稹未标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后
人热衷于“对号入座”。从宋代开始，不少学人都认
为张生就是元稹本人，崔莺莺是他第一个前任，西
厢记故事是普救寺里的一段玫瑰往事。

这一论断始自北宋王铚的《传奇辨正》，文章
旁征博引论证了张生就是元稹的夫子自道。这一
观点得到后世许多认可，到近现代陈寅恪、鲁迅等
也继承此说，陈寅恪还进而推断崔莺莺是“酒家
胡”，即从事服务业的中亚粟特族移民女子，原名
曹九九。当代西厢记研究大家王季思等也认同《莺
莺传》是元稹自传体小说的说法。

近些年出版的西厢记相关书籍中，这一说法
似成公论，也是讨论热点，网上还有人据此渲染评
说元稹的个人生活。倒是日本学者内山知也在《隋
唐小说研究》中作了些辨析，认为《莺莺传》并非元
稹个人传记小说，而是含有训诫年轻科举考生之
意图的作品，也算一说。

元稹可曾想到，对普救寺那些月光的描写会
给他私生活引来这么多、这么长久的关注。他祖上
属鲜卑族拓跋氏，是北魏皇族。先祖高歌“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从大漠直驱中原。后人
低吟“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飘渺，低树
渐葱茏。”周旋于闺阁帷幔之间。这般异趣，有些意
味。不过讨论元稹个人生活属另外主题，对西厢故
事来说元稹是不是张生原型不应是重点，重点是
这个发生在普救寺里的故事，这故事引起后人持
续关注、不断演绎。

宋代秦观、毛滂等写过相关诗词，毛滂《调笑
令之六·莺莺》：“西厢月冷蒙花雾，落霞凌乱墙东
树；此夜灵犀已暗通，玉环寄恨人何处。”赵令畴的

《蝶恋花鼓子词》中说，在当时，崔张西厢故事士大
夫“无不举此以为美谈”，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
略”，但“惜乎不比于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
管弦”，所以他创作了可演唱的鼓子词。《蝶恋花鼓
子词》分十章，演绎了故事主要情节。待月一节：
“庭院黄昏春雨霁，一缕深心，百种成牵系。青翼蓦
然来报喜，花笺微谕相容意。待月西厢人不寐，帘
影摇光，朱户犹慵闭。花韵拂墙红萼坠，分明疑是
情人至。”西厢故事由此从段子变成了曲子。

从相关记载看，宋金时期民间说唱戏曲中，有
关崔张西厢故事的存目很多，作品今多散失。好在
还有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董解元的具体情
况不可考，仅知他是金代章宗(1190-1208)时人。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将原来始乱终弃的结局改
为大团圆，诸宫调有说有唱、多人合演，已接近成
熟的戏剧演出。

在此基础上，一百年以后，元代王实甫《西厢
记》问世，普救寺里的月下故事，通过这一佳作广
为人知。明初贾仲明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
记》天下夺魁。”清初金圣叹将《西厢记》列为“天下
第六才子书”进行评点，并称：“读《西厢记》毕，不
取大白(酒杯)自赏，此大过也。”《红楼梦》“西厢记
妙词通戏语”一回中，有贾宝玉和林黛玉共读西厢
的情节，称其文“词藻警人，余香满口”。

那轮西厢明月，在漫漫岁月里，不知装饰了多
少人的梦。“你看那淡云笼月华，似红纸护银蜡；柳
丝花朵垂帘下，绿纱茵铺着绣榻……”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穿过笼罩在西厢上的旖旎月光，可以依稀看
到普救寺沧桑的模样。

普救寺在永济市蒲州镇，百年前这里叫蒲州
府永济县。蒲州是个古城，唐代曾被称为中都，位
于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今已萧索，当时是繁
盛所在，普救寺在城边。

《莺莺传》中张生到蒲州旅游，住普救寺，遇到
客居于此的崔氏一家，崔氏路过这里准备去长安。

《西厢记》中张生去长安过蒲州访友，顺道到普救
寺旅游，遇崔氏一家扶柩从长安回博陵老家暂住
寺中。情节有别，背景一致，即：蒲州是交通枢纽也
是旅游目的地，普救寺是旅游点也提供住宿。

《曾国藩日记》中载“二十五日，早，渡黄河，行
七十里，宿坡底，山西蒲州永济县地，去府城才五
里，望中条山如在睫底。”这是 1823 年的事，坡底
即寺坡底，因位于普救寺下而得名，这说明直到清
代，普救寺一带仍是交通要道上行旅投宿处，也有
风景可看。

唐时更是如此，“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鹳雀楼就在蒲州城外，
中条山和黄河撑起蒲州颜值。《西厢记》中，张生一
出场就是到蒲州浏览黄河，“你看好形势也呵……
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排长空，天际秋云

卷。竹索揽浮桥，水上苍龙偃。”
“水上苍龙”指的是蒲津渡上的浮桥，《资治通

鉴》载：“开元九年(721 年)十二月，新作蒲津桥，熔
铁为牛，以系絙(粗绳索)。”后因黄河东移，铁牛没
于水中，渐渐失踪。1989 年，当地经过一年多的查
访勘探，出土 4头铁牛，现存蒲津渡遗址博物馆，
最重的 45 吨(不包括牛腹下 6 根长近 4 米的地
锚)。这一工程花费了大唐约一年的财政收入，铸
铁牛及相关设施用去全国年产铁量的五分之四。
完成这一浩大工程是为了保证从长安到蒲州

的交通。从长安到山西、河北，经蒲州是最便捷的
路线，这一路线是大唐主要官道之一。崔氏要回的
博陵在今河北衡水深州、安平一带，博陵崔氏是唐
时名门大姓之一，写“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崔护属
博陵崔氏。深州以蜜桃著称，春天那里总办桃花
节，从西安开车去，走高速最短的路线要过永济。

在唐代，蒲州是热点城市，普救寺属景点，张
生和崔氏作为流动人口住在普救寺，在清修之地
成就绮丽之思，现在看来有些怪异，放到当时环境
中却不难理解。在南北朝时期，佛寺就常接纳俗客
住宿，唐代这更是成了佛寺的一个收入来源，《东
城老父传》载：顺宗舍钱 30万给昌立大师建佛堂，
“又立外屋，居游民，取佣给。”有研究者说：“唐代
宗、德宗时期，佛寺寄居蔚成风气，寄寺者广及官
民各阶层。”

那时寺院相当于有宾馆的景区，在这样的地
方发生点浪漫故事并不奇怪。唐传奇中除了《莺莺
传》，还有《荆十三娘》《李元平》《王志女》等，都是
记述士子和女子在寺院里相识相爱的故事，结局
大都是天亮就分手。

荆十三娘、李元平等邂逅的寺院早已湮没无
闻，只有普救寺，时隔千年，后人仍不断来现场考
察故事发生的道路、墙头和院子，这得益于西厢故
事经久不息的传播。

普救寺现存明代碑刻称寺院“创于隋唐”，唐
初一些佛家著作和诗文中都提到普救寺，《三藏法
师传》载，玄奘取经回来后，参与翻译的有蒲州普
救寺僧人钟秦、神宫。元稹的朋友杨巨源是蒲州
人，写过《同赵校书题普救寺》云：“东门高处天，一
望几悠然，白浪过城下，青山满寺前。”

如曾国藩所记，普救寺在蒲州城东五里，《莺
莺传》《西厢记》中都称寺在蒲州城东十多里，元稹
20岁曾在蒲州住过一段时间，对普救寺应该比较
熟悉，不知为何写错距离。永济人说可能是他记错
了，其实故事里的真实本就是个依稀模样，但这个
依稀模样有时比真实更有生命力。

《莺莺传》传世，西厢成了普救寺名片。金代王
仲通《普救寺莺莺故居》写道：“花飞小院愁红雨，
春老西厢锁绿苔。我恐返魂窥宋玉，墙头乱眼窃怜
才。”这诗作于 1204 年。

300 多年以后，明嘉靖四十三年(1555 年)，蒲
州大地震，崔莺莺的西厢、张生的墙头均荡然无
存。9 年后开始重建，建成后，主持此事的蒲州知
州张佳胤作诗：“胜地曾为瓦砾场，浮图今放海珠
光……莫向空门悲物理，从来吾世有沧桑。”

又 300 多年过去，1920 年普救寺大火，胜地

重为瓦砾场，仅存明代所建舍利塔(因西厢故事
缘故被称为莺莺塔)。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
民曾作《题莺莺塔》：“来到西厢下，颓然无片瓦。
红娘何处去，独有莺莺塔。”

1986 年，普救寺再次重建，重建缘由和依据
是《西厢记》。重建前时任山西省领导的白清才
说：“《西厢记》里的普救寺在运城永济西厢大队，
现在只剩下一个莺莺塔……把普救寺恢复起来，
按张生游西厢的格局，肯定会吸引很多游客。”

西厢大队由寺坡底等村合并而成，因西厢
故事而得名，那是 1956 年的事，现称西厢村。
1990 年，普救寺又一次建成，赵朴初先生题写
山门楹联：“普愿天下有情，都成菩提眷属。”

月亮的脸在改变

蒲州府永济县变成永济市蒲州镇，是社会
变迁此消彼长；普救寺的西厢成了西厢村的普
救寺，是艺术魅力影响现实。

西厢故事带来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普救寺，
还涉及到月亮。以前的月老，现在都叫红娘。

西厢故事本身演化也很丰富，其中故事结
局的改变耐人寻味。“始乱终弃”和“有情人终成
眷属”，这两个对感情走向的权威表达都出自西
厢故事，也是故事的两个结局。

《莺莺传》中写张生要去长安，“当去之夕，
(张生)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氏阴
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
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
君之惠也；则没身之事，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憾
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尝谓我善
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
诚。’因命抚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
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投琴，泣下流涟，趋
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这是他们最后
一面，元稹笔力非同一般，莺莺“像谢幕演员眼
看着灯光熄灭”的纠结宛在眼前。

对于张生的绝情，后人进行过许多分析，有
的说是因为门阀婚姻制度，有的说就是喜新厌
旧，不一而足。但在唐代，人们对这个结局并没
有多少议论，宋代就不同了。毛滂写道：“薄情少
年如飞絮，梦逐玉环西去。”直指张生薄情。

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写张生帮助崔
家，老夫人许婚又反悔，给崔张私会添加了秩序
上的理由，且最终二人结合，发乎情、止乎礼。这
或许是因为宋代以后，社会变迁，人们婚恋观发
生变化，更重视感情专一、家庭秩序。

唐传奇中，寺院士女遇合故事多无正果，在
宋金话本戏文中，为攀龙附凤移情别恋的是反
面人物，飞黄腾达后不离不弃的光彩照人。如

《赵贞女》中，蔡二郎中状元后抛弃并暗杀前妻，
结果被雷劈死。《刘知远诸宫调》中，出身低微的
刘知远贫贱时娶李三娘，成为统帅后不忘旧情，
夫妻团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或可理解西厢
故事结局的改变。

王实甫《西厢记》结尾张生得中状元，迎娶

崔莺莺，称颂她“四德三从”，发愿“永老无别离，
万古常圆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元稹
笔下那个哀婉的结局，已全无踪影。从艺术感染
力来说，有些不一样了。

清初金圣叹对此不以为然，动手进行删改，
去掉了张生中状元娶崔莺莺的第五本，以崔张
分别后张生在行旅中惊梦结束。终句在“别恨离
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
谁说。”保留悲剧的韵味。

这样设计，倒和普救寺周边的民间传说有
异曲同工之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雷建德曾
在永济农村多方走访，钩沉关于西厢故事的民
间记忆，辑成《西厢轶事》一书。其中有“莺莺殉
情成沙”“红娘遇难变鸟”“莺莺塔传奇”等，展示
了西厢故事一个奇幻的结局，这个结局是有神
话色彩的悲剧，且与普救寺景物相关。

普救寺前坡下有大量流沙，细绵晶莹，当地
人称莺莺沙。传说张生去后长久不返，莺莺登塔
远望长安，幻觉张生前来迎娶，“她不顾一切地
向张生扑去，不幸坠塔成沙，拥出山门，多年来
任凭风吹日晒，雹打雨淋，都始终等待张生的迎
娶。”红娘闻讯伤心坠入黄河，化为红腿水鸟，发
出“张郎张郎”的鸣叫，还常栖在普救寺前的莺
莺沙上。老夫人悔愧难当撞塔身亡，变成蛤蟆跳
入塔底，今人在塔下以石叩击，可闻蛙鸣，是老
夫人悔悟之声。

莺莺塔的蛙声是普救寺景区一个独特处，
莺莺塔也因之成为我国园林古建中四大回音建
筑之一。这蛙声和寺前坡下流沙有关，再次重建
普救寺时，当地政府发现因村民拉沙造成蛙声
减弱，曾发通告严禁拉沙取土。

莺莺成沙等传说究竟为何人所创、起于何
时，已很难弄清楚。这些传说不是采自西厢村，
是来自中条山中和黄河滩里的村子，当时给雷
建德讲述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西厢村人口
来源主要是上世纪初从周边省份过来的难民，
对《西厢记》的认识多来自蒲剧。蒲剧兴起于蒲
州，当地人称乱弹戏，《西厢记》是蒲剧经典剧
目，改编自王实甫作品。

王实甫作品广为传播，但质疑大团圆结局
的不只金圣叹，明代徐复祚等也认为王实甫《西
厢记》止于惊梦，大团圆是别人续作。第五本从
艺术表现力上不如前四本，但有论者提出这不
是被质疑的主要原因，“世界原称缺陷，人情自
古刁钻。探来俗语演新编，任他颠倒事，直付等
闲看。”明中叶后不少人认为世界本不完美，所
以不认可作品的大团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
全。”普救寺周边民间传说也表现出对大团圆结
局的拒绝，或也是基于对世事人情的无奈。

尽管如此，金圣叹还是称“愿天下有情的都
成了眷属”一句“实乃妙妙”。雷建德在收集民间
传说后，创作《白话西厢记》等作品，结局也选择
大团圆。梦想，总是要有的吧。

月光把梦照亮

采集西厢记民间传说时，年轻的雷建德是
永济县一名变电站运行工，高中毕业的他上学
时的梦想是当秘书、记者和作家。沉浸到西厢故
事里之后，他不断有文章见报，引起不少关注，
先后成为机关秘书、行业报记者并出版了多部
文学作品。他说：“《西厢记》就像是我一生在做
着的一个梦。”

雷建德走访了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多
半地方的《百科全书》对《西厢记》有记载和肯
定。他收集了 9000 多件《西厢记》相关瓷器、雕
塑、剪纸、火花等物品，还创建了西厢记网络展
览馆，展出相关古籍、研究作品和瓷器、木雕以
及戏剧、皮影、影视剧等等。

作为“文化顾问”，雷建德参加了第 21届普
救寺爱情文化节，感到那里的人气日渐升高。
张曙光是 1990年到普救寺景区当临时工的，现
任普救寺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他说：
“开始时每年也就一两万游客，多是来看热
闹，对《西厢记》没什么概念。后来人逐渐多
了，来自全国各地还有海外，大都是奔《西厢
记》来的。近几年，情人节和七夕在寺前卖玫瑰
的也多了起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苏苏晓晓洲洲、、刘刘良良恒恒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唐代大
历初年，在安史之乱中饱受流离之苦的杜甫漂泊
到长沙，偶遇音乐大师李龟年，感世伤时之余提笔
写下了这首传世之作。

斯人已去，弦歌不绝。唐文化史上的这段佳
话，至今仍在湘江边那个当年就叫靖港的古镇流
传不绝。历经千年沧桑和数度盛衰，这座湖湘水乡
古镇的身姿分外优雅。

在抚平岁月风尘和兴衰转换的阵痛之后，因
水而兴、因水而衰，继而借水复兴的靖港，如今又
站上了一个新起点。

“有风也不走”的“小汉口”

千里湘江，奔流不息，蜿蜒北去。
从长沙橘子洲大桥出发，沿着湘江西岸，驱车

一路北行约 40 公里，就到了靖港。这里所属的长
沙市望城区是雷锋的家乡，湘江穿境而过，北通洞
庭长江，南接潇湘南粤。

青石板的斑驳路面、明清风格的湖湘民居、波
光潋滟的天然河港、枝条摇曳的临水垂柳、坐在街
角晒太阳的老人、三三两两走过的游人、沿路不绝
于耳的叫卖声……穿行在靖港大小街巷中，生活
气息很浓，商业味道不重，能满足你关于江南水乡

古镇的很多想象。
熟悉靖港“身世”的老人说，靖港原名芦江，历

史上处在湘江与沩水交汇处。唐朝大将李靖曾驻
扎练兵于此。李靖善待百姓，百姓德之，古镇始称
“靖港”。

在水运兴盛的年代，靖港有着“小汉口”的美
誉。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湘米、淮盐、花生、园茶、蚕
豆、禽蛋、绸布、棕麻等踞此集散。“船到靖港口，有
风也不走”，就连见多识广的过往客商船工，到此都
流连忘返，乐不思蜀，可见靖港是如何繁盛一时。

喧嚣繁华总有雨打风吹去的时候。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靖港迎来了自己的一次命运
逆转。由于水患严重，沩水在河道治理中被人为改
道，改由靖港南面的新康乡汇入湘江。“江口”地位
骤然失去，那来自沩水上游的“乌舡”和来自湘江
的过往船只，无法再进靖港，古镇顿时走向衰落。

致命的“二次打击”发生在 2000 年前后。其
时，原本红火的县办企业和乡镇企业没能经受住
市场竞争冲击，相继关停并转，工人大量下岗。靖
港居民迫于生存压力，陆陆续续离开靖港到长沙
或其他地方打工。

古镇最后的荣光，荡然无存。

“活着的古镇”成湖湘文化品牌

2011 年 5月，望城撤县建区，成为长沙市第
六区，千余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被寄予厚望。在淡
出人们视野 10余年后，沉寂已久的靖港终于迎来
了新一轮历史发展机遇。

望城当时的决策者研究认为，如果走“摊大饼”
式发展老路，既难以避免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
市病”，也会加重农村凋敝等问题，因此必须走新型
城镇化道路，重点发展小城市、小城镇、小村庄。

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靖港在内的湘江古镇
群落复兴被提上日程。一位参与靖港开发的亲历
者说，“当时整合了农口、交通、文化等渠道的资
金，先期投入 600 万元，然后争取上级发扶持资
金，投入到古建筑修缮和基础设施配套，稍有起色
后，社会资本就来了。”

修旧如旧，是修复靖港风貌的“金规铁律”。当
地干部和居民很庆幸，靖港没有盲目地大肆拆旧
建新，简单克隆。而是以部分留存完整的古建筑和
镇上老人的回忆为参考，请镇里匠人逐户设计，逐
户恢复，原本本、绿油油、水灵灵地保留了这座湖

湘历史文化名镇的特色和风貌。
置身于靖港，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活着的古

镇：漫步半边街的垂柳下，挑一处茶座歇脚，吃
一碗香气扑鼻的糯米甜酒，来一杯韵味悠长的
芝麻豆子茶，跟叫卖小吃的老娭毑(长沙对老妇
人的俗称)聊聊街面上的掌故，仿佛有一种时光
穿梭倒流的感觉。

能叩动人们心弦的靖港，引来了纷至沓来
的寻访者。古镇的复兴，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
应。在靖港周边，湘江上下游还星罗棋布地分布
着一些各具文化底蕴的古镇。在靖港示范带动
下，尝到甜头的望城又趁势打造修复了乔口渔
都、铜官陶城、新康戏乡，如今湘江古镇群落已
经成为最具号召力的湖湘旅游休闲文化品牌。

芳华再现后“原住民”有了优越感

我们造访靖港时还是早春三月。那时，春风
已吹盛繁花，来访者尽可将都市生活的焦虑和
忙碌暂且放在一边，安安静静地感受一份“陌上
花开，可以缓缓归矣”的淡然闲适。此时的靖港，
已经洗净风霜，再现芳华。

65岁的老易是我们在靖港碰到的原住民。
老易告诉我们，20世纪 80 年代初，他的父母从
国营饮食店退休后，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重拾
祖传的老手艺“杠子面”，在街边摆摊卖面，1毛
2 一碗，刚开始每天也能卖二三十块，90 年代
他接手后，却慢慢做不下去。

“街面上很久人都看不到一个，全走光了。”
老易说，“古镇复兴以后，我们一家就回来了，重
新打出了祖传‘怡华楼’的招牌，两个儿子一个卖
手工米粉，一个卖手工面条，平时每天能卖三四
千，高的时候能卖上万，现在‘杠子面’还入选了
望城区非遗名录。”

寻访至远近闻名的靖港李氏香干作坊内，
第五代传人李鑫民说，现在靖港李氏香干产量
已从他父亲那时的 300 片，增加到了现在的
1000余片，但依然供不应求，如果不提前预订，
过了中午就买不到了。为了保持最正宗的味道，
他至今坚持一片片手工捏制。

在靖港镇党委书记李志钢介绍，古镇开发
之前，一栋民房卖 5000 块钱还没人要，现在出
价一百来万房主根本不愿意出售。古镇复兴前
的 2006 年，区里只给靖港下达了 1万元的地税
任务；2017 年，靖港财税收入达到了 3650万元。

“小的时候镇里来了辆吉普车，小孩子都要
追着看稀奇。有的人家装了盏电灯，还要在墙上
挖个洞，一盏灯照两个房间。”李志钢说，“你难
以想象，现在靖港人讲起‘我屋里是靖港的’，言
语中居然还透露着很明显的优越感！”

靖港：湘江古镇又芳华

几度沧桑普救寺，千年明月照西厢

普救寺西厢。

摄影：本报记者王文化

“待月西厢下，迎
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
动，疑是玉人来”

一座寺庙因一段
姻缘得名，也算是唐朝
浪漫主义的见证。而之
后几度改编演绎，都寄
托了历代文人与百姓
对姻缘的态度，“人有
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此事古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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