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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富田、抚州驿前、上饶石塘，这里有闪耀历史长河的往哲先贤，有鳞次栉比的明清古建筑，有革命年
代的烽火记忆，还有特色民宿、精品文创、直播带货、乡村啤酒节、红色家书馆、红色名人馆……这些散落在
赣鄱大地上的一个个古镇，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寄托了华夏儿女对美丽家园的生动期许，也描绘了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放歌石塘放歌石塘放歌石塘
□ 田 甜 文/图

冬日的暖阳照进铅山县石塘古镇的老

宅旧巷，漫过斑驳的墙壁，抵达家家户户门

前，密密匝匝的马头墙形成的天际线优美柔

和，似乎在时光中弹奏着一首不绝的歌谣。

远眺石塘，219 栋明清古建筑保存完好，

门窗的雕花和房梁的木刻惊艳时光。作为

明代万历年间的江南手工造纸中心，石塘镇

盛产毛竹、水运便利，所造纸张品质上乘，许

多贵重书籍字画因此得以传世，“江南纸都”

“万里茶道第一埠”是石塘的生动脚注。

古码头、古城墙遗址、官圳、纸行、纸号

等元素深嵌其中，不难想象那曾经纸商云集

的热闹场景。

石塘镇还是赣东北苏区革命老根据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走出过新四军

第三支队第五团，也曾关押过皖南事变中被

囚的新四军将士，这里留下了方志敏、黄道

等革命先烈的战斗故事和珍贵文物。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一阵熟悉的歌声从不远处传来。笔者将脚

步停在了这首歌的词作者姚筱舟的纪念馆

门前，村民卢志坚正在为游客讲解这首歌背

后的故事。

千年石塘，伸脚一踩就是明清砖瓦，伸

手一摸便是红色文化。这里不缺故事，但如

果没有像卢志坚这样的讲述者，石塘会缺少

许多色彩吧。

木匠出身的卢志坚，在做学徒时经常听

师傅讲茶叶之路、红军在石塘的故事。多年

来，他潜心搜集石塘历史民俗资料，四处走

访询问村内老人。从“为方便通行，房屋主

人将两墙直角拐弯处抹平，叫拐弯抹角”到

村内“养君泉”名字的由来，都被卢志坚细细

挖掘，让游客在欣赏古建筑之美时还能体味

熠熠生辉的人文历史。

“我曾向一些高龄老人了解方志敏的革

命故事 ，然后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后

来 ，这 些 老 人 相 继 去 世

了。”卢志坚遗憾地说，“传

承历史文化需要一代代人

的 努 力 ，否 则 就 会 被 忘

记。”

一路缅怀、一路奋进，

石塘唱着“红”与“古”之歌

来到今朝。

“我们聘请了省城乡

规划设计研究总院为古镇

编 制 古 村 落 保 护 发 展 规

划，系统梳理出明清传统

建 筑 200 余 幢 ，传 统 巷 弄

27 条，古井 15 处，古树、古

桥 及 古 城 墙 100 余 处 ，并

申请了专项保护资金对古村进行修缮和布

展。”石塘镇政府负责人介绍。

在一所村镇小学门外白墙上，还保留着

一块中国工农红军闽赣省委鼓励青年多读

书的标语。卢志坚介绍：“在一次日常巡查

中，看到一个包工头要把这些字刷掉，我赶

紧上前阻拦，他不听，情急之下，我打电话报

告给村支书，这才把它们保留下来。”

此 外 ，石 塘 村 紧 抓 全 国 红 色 美 丽 村 庄

建设试点村契机 ，打造红色理想信念教育

基地，目前已建设了“四场六馆”。曾经的

商贾云集之地，如今古会馆变新展馆，芝阳

会馆变成了红色家书馆 ；石塘镇坑背街东

祝宗祠改建为新四军整编纪念馆 ；将红色

名人馆设在著名书画家饶草荣故居饶家宅

院之中……

一位游客参观完红色名人馆兴奋地说：

“在老宅中看展，还能体验新潮的 AI 相机设

备，既沉浸又有趣！”

近 年 来 ，石 塘 镇 不 断 完 善 旅 游 配 套 设

施，开设了“游古镇、缅先烈、诵家书、听故

事、忆整编、赏纸艺、品军魂、唱山歌、温誓

词、走驿道”系列红色教育品牌。除了众多

的家庭游、自驾游、亲子游等，2023 年石塘镇

还接待了各单位团体 270余批次 7000余人。

“现在来这里研学、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了，人多的时候，店里的位置都不够坐。”石

塘人家饭店负责人周小梅将村民自产的葛

粉、茶油等农特产品拿到饭店代售，帮助农

民增收。据了解，石塘文旅发展带动了 120
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年人均增收超

过 5000元。

红色历史和古色底蕴助力古村建设，点

燃了古镇发展“新引擎”。

“我们积极对接上级部门，合作拍摄了

《红色石塘 唱支山歌给党听》和《铁军铸魂》

教育纪录片，邀请百岁老红军冯品荣到石塘

小学上党课，让红色文化注入后代血液，生

根成花。”石塘镇镇长王森介绍。

把革命故事编成歌曲，飞扬的便不止悠

扬的旋律 ，还有编唱者的赤诚之心。不久

前，来自周边学校的少年在此研学，他们注

视着革命先烈铜像，感悟红色精神，一首首

山歌再次回荡在石塘上空。

古镇的旧时光与新气象古镇的旧时光与新气象

1283 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大都（今北

京）柴市口向南叩拜，对押解他的吏卒说，“我

的事情完成了（吾事毕矣）”，然后从容就义。

文天祥死后，江南志士为他收殓，并带着

他的遗物回到家乡富川（现吉安市青原区富

田镇），将其葬于故乡东南的青山间。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国破家亡之际，文天祥在敌船上渡过伶仃洋，

想起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写下光耀千古的

诗句。

700 多年后，他的临终遗言“仁至义尽”

被镌刻在家乡祠堂的匾额正中，故乡的人们

深深地怀念这位大义凛然的游子。近日，记

者也走进富田镇，于馨香阵阵的古祠廊庙间，

聆听这百世回响的正气之歌。

这座有着 1800 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仿佛一座古建筑的博物馆。相距不

足 5 公里的两个村落中，有两座被列入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祠堂——富田村王家

宗祠“诚敬堂”和陂下村胡氏宗祠“敦仁堂”。

前者建筑面积 3600 余平方米，建筑规模之大

“冠绝江南”，正厅两根杉木金柱是从湖北运

来，直径超过 1 米；后者始建于明成化年间，

坐北朝南，二井三进，建筑面积 2700 余平方

米。

在这两座大祠堂的周围，大大小小的祠

堂散布在富田镇的各个村落间，总数达 260
座。千百年来，慎终追远的共同记忆、光前裕

后的家族楷模，在这些祠堂冉冉盘旋的香火

间凝结、传扬。“我们这里的各个家族，虽然源

远流长，但都将仁义诚信、节烈忠孝的道德节

操，作为本家族矢志不渝的文化追求。”富田

村老支书王善梅说。

传承千古的正气，到 20 世纪 30 年代时，

又与奔涌在红土地上的革命洪流

熔铸为一。红四军前委、江西省行

委移驻富田，富田儿女踊跃参加红

军，仅江背村，便涌现了刘贤权、刘

华香、刘昂三位开国将军。各村中

的祠堂、民居、庙宇，纷纷成为红军

机关的驻地，村庄里墙壁上大量的

红色标语，见证着烽火岁月里富田

群众支持革命的矢志不渝。

岁月如流，硝烟散尽。今天的

富 田 人 ，正 秉 承 着 深 厚 的 历 史 传

统，让庐陵文化与红色文化在新时

代里演绎出新的风采。

“我们对赤色邮局、江西省行

委旧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等一批重要

红色旧址进行原貌修缮，并对村中近万条红

军标语进行抢救性修复和整理。同时，保留

原有古镇街巷格局、空间尺度和形态，再现古

镇居民的历史生活场景。”富田镇宣传委员陈

梦婷告诉记者，保护好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

宣传好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是这座千年古

镇的“守护者”们责无旁贷的义务。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走进文

丞相祠，数十位小学生正跟着老师高声诵读

《正气歌》。“在文山故里，讲文山故事，是我们

这里多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每到清明节，村

里都会组织学生前往文天祥墓祭扫，以忠孝

节义的文山故事激励莘莘学子。在元宵节、

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我们还会组织‘喊船’‘妆

撵’等特色民俗活动，游客和村民一道‘沉浸

式’过节。”富田村党支部书记王昱介绍。

为进一步发扬正气精神，做强古镇文化

旅游，当地成立了青原区文山故里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积极向省内外拓展研学市场，与大

湾区、长三角等地的多家研学机构建立起长

期合作机制。同时，根据不同的团队制定研

学方案，开发出“行‘状元礼’”“探访‘将军

村’”等课程，定制正气歌主人杯、胡铨家训笔

筒等 20 余种文创产品，让富田文化品牌走向

全国。“看着学生们专注地把民居画进作品，

我真切地感受到，千年古镇正在新的时代里

复活。”陈梦婷说。

“犹留正气参天地，永葆丹心照古今。”这

首跨越古今的《正气歌》，正以全新的形式，在

沉淀了岁月的千年古镇唱响。

诵读富田诵读富田诵读富田
□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李 歆歆

驿前的名称与一个驿站有关。

西汉景帝年间，这里是通往闽、

粤必经之道，也是南北往来商贾、朝

廷兵马传递文书歇息所在。南宋绍

兴 八 年（1138），朝 廷 设 置“ 梅 林 驿

站”，在驿站前建了一个街市，渐渐

形成圩镇，驿前由此得名。

历经上千年时光流转，驿站名

早已没人提起，驿前古镇却愈发声

名远扬。2014 年，古镇成功入选第

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伫立抚河江畔，古驿道疾驰奔

行的马蹄声已在岁月里沉寂，挑担

驮载的场景也不复重现。然而，驿

前古镇的 54 幢明清古建筑依旧保

存完好，姚西村里的莲花依旧在每

个盛夏竞相争艳。

冬日里走进驿前，触摸这座古

镇焕发的全新活力。

“我的祖上从福建宁化迁到驿

前已经 400 多年。1968 年，我出生

的时候，母亲难产，送到县医院抢

救，顺利把我生下来。父母亲记着

广昌的恩呢，给我起名叫伍广昌。”

说这话的时候，伍广昌带着笔者在

驿前明清建筑群里穿行，有一种数

百年前祖先迁徙停留的代入感和亲

切味。

伍广昌是驿前初级中学的一名

历史老师，对于驿前古镇的明清建

筑群，他比谁都更熟悉，这并不仅仅

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求学之后又回

到这里工作的缘故，而是他还有另

一个身份：驿前古镇义务讲解员。

2003 年，驿前上榜首批省级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那之前几年，省

内外几所高校的专家们多次来到驿

前考察，伍广昌协助配合，跟着一起

对明清古建筑的历史、建筑风格等进

行考证。他惊喜地发现，身边这些老

房子竟然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人文内

涵。那以后，伍广昌一头扎进浩如烟

海的史料堆里，业余时间都用于探寻

古建筑留存的时光密码，并开始向来

自各行各业的客人们讲解。

他行走在莲乡古镇，针对不同

文化背景的客人讲述他们感兴趣的

历史文化，变换不同的主题，注入时

代时尚元素，他不知疲倦地千百次

穿梭在莲乡古镇。从清晨四五点到

夜幕，他将一批批客人带进古镇，向

来自海内外和全国各地的客人讲述

厚重而美丽的历史往事。

20 年来，伍广昌讲解的对象超

过 10 万 人 ，他 以 一 种 最 直 观 的 视

角，见证了古镇的变与不变。

变的是各级政府部门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越来越重

视。制定保护规划、完善管理制度、

投入专项资金启动修缮工程、发掘

当地民俗文化推进文旅融合；

变的是当地群众对古建筑保护

意识的提升。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

道，看着一幢幢保存完好的古建筑，

当地人用真挚情感呵护着，把它们

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变的是游客越来越多、地方经

济越来越强、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红

火。以前莲产品需要送到县城销

售，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接到订单，村

民们直播带货、网购等新技术运用

娴熟。

变的是古镇的表达方式，不变

的是厚重的文化之魂。

坐在“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莲田

里，喝着小村啤酒屋出品的鲜酿啤

酒，看着民俗表演，再从刚采摘的莲

蓬里剥出一粒粒新鲜莲子送入口

中，会是怎样的一种闲适美好体验？

啤酒屋位于有着“中国莲花第

一村”美誉的驿前镇姚西村。2022
年开始，每年广昌莲花节期间，这里

就会举行乡村啤酒节，为游人提供

全新的“村嗨”体验。

“以前游人们来这里看莲花打

个卡就走了，后来村里开了几家农

家乐，大家就会留下来吃餐饭，白天

热闹晚上冷清。如今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住下来，去年莲花节期间有一

对 老 夫 妻 在 这 里 整 整 住 了 40 多

天。”姚西村党支部书记冯广容是乡

村啤酒节的主要发起人。

2002 年，国务院扶贫办（现国

家乡村振兴局）将广昌列为华润集

团的第一个定点扶贫县。2018 年，

广昌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20
余年来，华润和广昌一直续写着情

谊深厚的帮扶故事。

鲜酿啤酒屋是华润集团在姚西

村援建的项目之一，在村口还有一

个精品民宿和“润田工厂”。“润田工

厂”使当地白莲加工从手工作业提

升到机械加工，有效减少生产成本、

提高莲农效益，助力村集体经济发

展。

“ 以 前 村 集 体 收 入 10 万 元 不

到，近两年来飞速发展，如今正向百

万元进军。”冯广容信心十足。

冬日的姚西，自然没有盛夏莲

花怒绽的游人如织，成功挑战吉尼

斯世界纪录的“世界最大莲池”也显

得有几分落寞，但居住在这里的每

个人都很从容。他们知道，泥泞的

莲田底下，莲藕正在积蓄新的力量，

准备来年的惊艳。

洗尽铅华始见真，归来依旧香

如故。这座有着近千年白莲栽种传

统的小村落，和几公里外的明清古

建筑一起，共同呈现着驿

前古镇全新的精彩。

看见驿前看见驿前看见驿前
□□ 温温 凡凡

驿前古镇。 曾恒贵摄

石塘古镇。

富田古镇。 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