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3月26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陆遥 版式：陈仰东 联系电话：0571-85311378 邮箱：youfenglai2014@sina.com 钱塘江 3

碇步桥探春碇步桥探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陆陆 遥遥 尤建明尤建明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泰顺泰顺 赖淼莲赖淼莲

从杭州去往仕水碇步桥的路，不算通达。
桥，位于泰顺县仕阳镇溪东村。动车先到

苍南站，转中巴抵达泰顺县城罗阳，再搭车去距
离县城一小时车程的溪东村。即使每一站发车
时间都环环相扣，也要花费六七个小时。

所幸，正是春光烂漫时，往山里走，满目皆
绿，花草盛放，山风清新，吹散疲倦。

出现在眼前的仕水碇步桥，石磴高低错落，
简洁而有诗意。如同黑白相间的琴键，在溪面
上弹奏出灵动的咏叹调。她静静地伫立在山野
之间、溪水之中，已经有两百多年了。

她原本就是静静地呆着的，直到今年除夕
夜。

除夕那天下午，仕阳镇党委委员陶津菱刷
到了央视春晚的节目单——咦，舞蹈《碇步桥》。

她搜新闻，果然，舞台灵感就来自身边这座
每天都会经过的仕水碇步桥。

仕阳镇是泰顺县南部地区的中心镇，仕水
碇步桥全长146米，共223齿，是仕阳镇渡过仕
阳溪最主要的步行桥梁，也是我国现存保留最
完好、最古老、最长的古代碇步桥。泰顺碇步桥
众多，但仕水碇步桥具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
2006年成为全国文保单位。

除夕当晚，舞蹈《碇步桥》播出。舞蹈极度
唯美，桥与舞交相辉映，那独特的江南气质，让
舞蹈瞬间“出圈”。自然，碇步桥也出名了。

正月初一是个大晴天。整个白天，桥头都
站满了村民，大家的眼睛齐刷刷盯着碇步桥的
方向。

在等什么？等人。
人来了，先是本村的、本镇的，再是泰顺、温州

的，还有来自福建、杭州、上海，甚至更远的地方。
春节期间，仕阳镇涌入了5万多游客，其中有3万
余人来到仕水碇步桥，游客量同比增长849%。

自豪感在溪东村的村民间传递，但陶津菱
心里不定。游客们走到桥上打卡拍照，不过半
个小时就走了。

每天来的人那么多，还能看点什么？陶津
菱想到了碇步龙。

泰顺碇步龙，起源于溪边的朝阳村，有着和
碇步桥差不多悠久的历史，已经成为国家级非
遗。在碇步上舞龙，尤其是夜间舞龙，灯光与水
波交错，美不胜收，被称为“国宝上的国遗”。

正月初四，舞龙表演开始了。那天，碇步桥
上同时出现了两个乡村的龙，一条溪东龙，一条
朝阳龙，红色、黄色的两条蛟龙在高低不平的碇
步上起舞，龙随珠动，上下腾挪，左右回旋。唢
呐、锣鼓、花炮喧天，山鸣谷应，风起水涌。

在碇步上舞龙，是一项费力的活动，从“开
龙门”到“关龙门”，有 60 多个套路，一套舞下
来，常常是汗流浃背。这些舞龙的村民，平时是
运输司机、森林消防员等，各有其事，只有逢年
过节，才为舞龙而聚。

碇步桥出名了，溪边两个村的舞龙队自发
地“卷”起来，大家铆足了劲，一连演了好几天，
场面热闹非凡。

舞龙队表演的同时，迅速集结起来的舞蹈
队也在辛苦排练。

90 后王烊烊和饶雨晨都是溪东村人，从小
在碇步桥边长大。她们从这座桥走出大山，到
外地求学，又回到泰顺，在一家培训机构教舞
蹈。

春晚节目一演完，她们就在微信群里接到
了村里的通知：这支舞能不能跳？

和她们一样接到通知的，还有来自全县的
14 个姑娘。她们被集结起来，先是自己对着视
频学，又跟着舞蹈老师练，直到把春晚上的那支
舞学会。

元宵节前一天，舞蹈队换上统一的服装，扎
好长辫子，来到碇步桥上，现场跳了一曲。这些
从小伴着绿水青山长大的女孩子，青春靓丽，质
朴洒脱，清新自然。“泰顺姑娘现场演绎央视春
晚《碇步桥》”视频发出后，流量激增。

王烊烊特别高兴，她以为跳舞要离开家乡；
哪里想得到，只有回到家乡跳才能出名。她才
发现，天天看着习以为常的家乡，原来真是美上
了天。

随着时代更迭，附近也造起了两座宽
敞结实的新桥，但是当地居民依旧会从碇
步桥走过。

桥，仿佛村庄的眼睛，见证了一代代人
的生活。

在林开兰的青春里，碇步桥是夏天的
避暑港。每到夏夜，村里人都会带上些“家
当”，有的甚至背上门板，睡在碇步桥上乘
凉。有时候，一个齿上就有一个人。溪水
清凉，大家或坐或躺，聚在一起聊天、嬉闹、
吃东西、看星星、谈情说爱，热闹直到下半
夜才渐渐散去。

在王烊烊和饶雨晨的眼里，碇步桥是
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是小时候由爷爷奶
奶牵着、如今牵着老人走过的温暖传递，是
每一步迈开腿，不用看着石磴也能蹦蹦跳
跳走完的灵巧熟稔和妙趣横生。

这样的人与自然和谐相伴，李佳雯也
看到了。

2016 年夏天，24 岁的李佳雯第一次来
到泰顺。

彼时，她刚从星海音乐学院毕业，入职
浙江音乐学院舞蹈学院编导教研室，和这
个刚刚成立的学院一样，新鲜而生猛。

借着浙江音乐学院成立的东风，浙江一

下子涌入了许多年轻的文艺人才。浙江省
舞蹈家协会组织了一场采风，走山乡、访民
俗，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多关于江南的灵感。

李佳雯，就在这支采风队伍里。
她出生于湖南湘潭，10 多岁去了广州

学舞。从小在南方水土中浸润的她，对碇
步桥这一种桥梁的形态，并不陌生。但眼
前的泰顺仕水碇步桥，还是令她惊艳。

正是夏季丰水季，溪水淙淙，来往的行
人稳步过桥，青山绿水之下，人们露出松弛
而自信的笑容，那幅人与自然和谐相映的
画面，美极了。

那一天，她坐在桥头，仔仔细细看过桥
的人。有乡间玩耍的少年，在石磴上一步
一跳，恣意奔跑；有妈妈带着年幼的孩童，
一双手牵起无尽的安全感；还有江南气质
的少女，款款而来，时不时转头和朋友打闹
着⋯⋯时间，过得很慢很慢。

回去之后，李佳雯很快创作了舞蹈《碇
步桥水清悠悠》。再后来，2023 兔年春晚，
经过三次打磨加工后的舞蹈《碇步桥》，以
烟雨江南的诗画美景和青春灵动的少女神
韵，火爆“出圈”。

舞蹈演员们整齐划一的戏水动作，美
得让人心醉。

《碇步桥》走红后，很多人都在问，音乐
中反复出现的“sasa”是什么意思？

李佳雯的答案是，那一声声清脆飒爽
的“sasa”，一颤一顿，一俯一拧，是水的耳
语；一柔一刚，一缓一促，是水的情态；一跨
一立，一视一眺，是水的姿态。

“我们的舞蹈动作有一个晃加膝盖微
微颤动，灵感来自于人在碇步桥上行走时
会重心不稳。这个不稳的瞬间是特别美
的。还有姑娘们坐在桥上，身体上下律动、
脚下左右交替点地的动作，代表着人和水、
人和自然的关系。”李佳雯说，舞蹈中的动
作大多来自于生活，姿态以线性美为主，体
现江南的意味和审美。

其实，碇步桥的美，早就被人瞧见了。
他就是《采茶舞曲》作者、我国著名音乐家
周大风先生。1958 年春天，浙江越剧二团
到浙南革命老区巡回演出。周大风看到在
仕阳溪中的碇步石道，兴致勃勃地在上面
来回走了十来趟，还仔仔细细数了石头。
2004 年 4 月，周大风先生又一次行走在仕
水碇步桥上。音乐家对美是很敏感的。

每天唤醒溪东村的，是碇步桥。
清晨的溪东村，一层轻纱薄雾懒懒地

披在仕阳溪上。阳光还没来得及穿透薄
雾，桥上就已经开始零零星星地出现灰蓝
色的人影。老人迈着稳稳的步伐，一步一
个石齿；孩子在高低齿间轻快地跳跃⋯⋯
远远看着，听不见溪水声和人声，可是耳畔
分明传来“叮咚”的琴声。

70 岁的林开兰，不知道在桥上走过多
少回。

他做了一辈子老师，大部分时间都在
泰顺四中上课。他的家乡是溪东村，泰顺
四中，就在溪的西岸。

他最愿意做的，就是给像我们这样的
外地人，讲碇步桥的“前世今生”。

碇步，正规名称是“堤梁桥”。而村里
人提到她，有个更诗意的名字，琴桥——一
个个碇步立于溪中，像是琴键。

碇步桥的诞生，并没有那么诗意。它是
山民们追求简单、经济的体现。流经溪东村
的溪水洪水季节短，造跨河桥梁并无必要，因
此因地制宜造了碇步。也正是因为这种“交
通设施”构建便捷，让泰顺人能够轻松通过大
山里的纵横沟谷和交错溪流。

这座 200 多岁的桥，并不是仕阳溪的
第一座碇步桥。听村里老人说，溪东村从
明代早期就开始建造碇步，原址在南岸的
溪畔至北岸的排心，后来毁于一场特大洪
灾。之后村民多次重新选址修建，又因遭

受洪水等反复损毁。
目前的碇步桥，建于清嘉

庆二十四年（1819年）。
古时候修建碇步，必须考虑碇步

选址和石磴牢固两个因素。碇步选址要
在河床较为平缓的地方，石磴牢固要考虑
碇步石磴的长度，石磴越长埋得越深越牢
固。仕水碇步桥在被大水数次冲毁后，当
地的能工巧匠采用了“睡木法”，重点放在
上下游河滩的基础加固上。

林开兰解释说，就是在旱季水浅之际，
以碇步为中心，在南北长约 140 米，东西长
40 米的河滩地带，自西至东，由北到南，每
隔六七米埋下一排“井”字形松木架子，并在
框架内垒筑大鹅卵石，将碇步的根基深埋入
卵石，埋入滩下的石磴长度占石磴总高度的
2/3，露出滩面的石磴是石磴总高的1/3。在
碇步的上下游，打造一张面积达 5000 多平
方米的河滩加固网络。而松木遇水不烂，又
将巨石牢牢捆绑在一起，其性能如同混凝土
中的钢筋。这张硕大的加固网络，为仕水碇
步桥屹立百年不倒提供了保障。

在桥上来回走几遍，的确能体会设计
的精巧。高低两级石磴，高的供肩挑者或
涨水季节行走, 低的可容两人相向而行；
中点的地方，两石磴间架设石面，可供人换
脚歇息。这种设计具有科学性，体现了古
代劳动人民的实践智慧。

石料的选择也颇费巧思，高的用的是

白 色 花 岗
岩，低的使用
的 是 青 石 。 颜 色
与石质的搭配，不仅美
观，更方便夜行者借星月
微光对白石的反光而畅行无
阻；在涨水时，路人则可清晰地看
见水底的青石。

那天，溪水正浅，低头一看，每一齿高级
石磴的迎水面，露出一块三角形的抱石支撑。
原来，这是用来加固石磴，缓解水流冲击的。

林开兰知道的故事多，再问，他便浅浅
一笑说，上游“仕水义亭”旁边有十几块碑
文，你们可以走过去看看。

碑是 1987 年立的，上面清楚记载着清
代碇步桥修建时的历史沿革，以及参与筹措
资金的村民名单。当时，浙江省文物局拨款
8000元，另由当地群众集资补凑修葺碇步，
将原碇步的十块碑重新竖于南岸碇步头。

在阳光的照射下，石碑上的名字依稀可
辨，诉说着当地人的古道热肠和齐心协力。 人生仿佛一个轮回。过去，人们通过桥

走出大山，走向灯火的繁荣；如今，又因桥而返，回
溯乡野的美好。

农历二月二那天，桥头店坪街那家关了许久的茶馆，
开门了。

探出头来的，是“小老板”刘恩娜，一个年轻的女孩。这
家茶叶店原本是她父亲的。父亲早就催着她接手家里的生
意，她却一直犹豫着。

泰顺有 9 万多亩茶园，三分之一面积在仕阳镇。刘恩
娜家一直做着茶叶生意，父亲租下了桥头的铺子，简单摆设
了一桌二椅，柜子上陈列着自家生产的三杯香、乌牛早等品
种。说是茶馆，不如说更像个门市部，把茶叶供给熟悉的客
户和邻里乡亲。

今年正月里，刘恩娜天天跑到碇步桥头观察。看着每
天络绎不绝的游客，她觉得，时候到了。

这个三八妇女节，她网购了郁金香、玫瑰等鲜花，自己动
手扎好文艺十足的包装，在桥头的凉亭摆出“女神下午茶”迎
客。茶馆边上，一株200多岁的玉兰正在盛放，生机勃勃。

和刘恩娜一样，想着“时候到了”的，还有陶津菱。她一
心一意要留住因为春晚而来的客人。要不要恢复竹筏？能
不能在溪流中间设一个拍摄点？下游的芦苇荡比较粗放，
要不要稍微修整修整？

因为碇步桥而来的人，还发现了一个由矿坑改造的景点。
上世纪 80 年代,仕阳镇采矿业兴起,出产的辉绿岩远

销日本。20多年的开采,形成了一个大峡谷地带。矿山开
采曾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因开采不合理、存在安全隐患而
被废弃。2022 年，一个旅游休闲度假区开始打造。600 名
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当起了景区保安、管理员、工程师。

“我们乡镇有这么美的碇步桥，有矿坑冰城项目，还有
上万亩的万排茶园，留住人，大有可为。”仕阳镇党委书记徐
春琦很有信心。开春之后，他迫不及待带着干部们去杭州
富阳、淳安、桐庐跑了一圈。常态化的碇步龙表演、碇步桥
舞蹈表演、茶园民宿等，都进入了规划。他指着溪流西岸简
易的停车场说：“今年，先把游客中心做起来。”

四四

正月初一，桥头站着许多老百姓。

三

一 二二

春晚《碇步桥》剧照。

央视兔年春晚，一曲舞蹈《碇步桥》，拉开了春的序章。朱洁静

领着一众女舞者坐在碇步桥上的曼妙舞姿，让全国观众第一次领略到

了碇步桥的魅力——原来那一块块规整排布的石块，也是江南诗意的灵性

表达。

作为节目灵感的“缪斯女神”，泰顺仕水碇步桥迅速“出圈”，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人们

爱碇步桥，爱她终日与山川溪流相伴的岁月痕迹，也爱她背后的乡愁和烟火气。

在央视“出圈”两个多月之后，循着春光，我们走进泰顺仕阳镇的那座仕水碇步桥，感受

发生在它身上的那些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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