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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盈

“上龙水，下长江，嗨唷嗨唷，划呀划……”仲夏时节，年过
七旬的赵大爷几乎每日在濑溪河上，双手擎桨，一边唱一边卖
力地为游客划船。

歌声渐歇，赵大爷告诉游客：“每当夕阳西下，路孔古镇的
‘小桥流水人家’景象，美得很！”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路孔古镇（现万灵镇）距荣昌城区12
公里，幅员面积24平方公里，除小块平坝外，均是起伏不大的
丘陵地形。古镇西临蜿蜒流过的濑溪河，东靠起伏的丘陵山
峦，是一座以水兴市、以市兴镇的滨水古镇。

路孔古镇的历史建筑空间结构布局以自然山水环境为基
础，“山—水—城”交相辉映，构成了古镇特色鲜明的山城风
貌。历经千年风雨，古镇依然保存着独特风貌。

▲6月28日，荣昌区路孔古镇，游客正在大荣桥上参观游览。 本组图片由首席记者龙帆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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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孔古镇临濑溪河而
建，别具风采：河边垂柳依
依，水车年复一年地转动；民
宅青瓦白墙，给小镇蒙上一
层迷人的古韵，颇有“小桥流
水人家”的意境。

路孔古镇是一个寨堡式
古寨，始建于南宋，由于当地
出产宫廷贡品蜂蜜，官府的
钱粮兵器也需要从这里经
过，加之路孔河畔风光旖旎，
河面宽敞，停船方便，来往船
只上的人多选择在此停泊歇
息或购买地方特产。这里逐
渐就成为繁荣的水码头与物
资集散地。外地人纷纷迁到
路孔河岸修房造屋，从事行
船和经商等营生。长此以
往，这里就形成了街市水寨，
热闹非凡。

走进路孔古镇，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条依山而建的
青石板路。沿这条古街蜿蜒
而上，路边木质结构的房屋
紧紧相连，层层叠叠。这里
就是古镇的核心区域——大
荣寨。

清嘉庆五年，为了防御
川东白莲教大起义的战火，
当地乡绅及乡民将当时的水

码头扩建为大荣寨，四周修砌城墙，沿
墙修建了狮子门、日月门、恒生门
和太平门四座城门。这些寨
门、寨墙保障了古镇几
百年的繁荣与安定。

古寨经历了多
次修补和战火的洗
礼，现存的一段古
寨城墙全长 246
米，四座城门中
的狮子门、日月门
基本保持原貌，形
成了路孔古镇独具
特色的寨堡文化。

“大荣寨留存下来
的老城墙基本为明清遗
构，一块块青石经糯米、泥
浆、糠壳和蛋清黏合筑成。”重庆大
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历史理论研究所
所长陈蔚介绍，古镇空间结构布局以
自然山水环境为基础，依山就势，街道
及建筑物沿濑溪河呈二级台地分布，
与自然山水的三维立体空间结构浑然
一体，构成了古镇特色鲜明的山城风
貌，故路孔古镇有“小山城”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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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城而过，脚下是光滑的石
板。老街并不长，从恒升门沿石
梯逐级而下，就能看到有名的赵
氏宗祠。

宗祠内，神龛位于正中央，几
张太师椅、秦凳分置两旁，角落里
有六架2米多高的雕花大床和一
顶喜轿。整个祠堂为三进四重堂
布局，木结构框架，卷棚式屋顶，
抬梁式梁架，大方气派。屋顶四
角翘起，如鸟展翅，上有盘龙雕
花，精致而美观。

赵氏宗祠建于1804年，由移
民填川的赵姓人家所建，是古镇
遗留至今的唯一一座家族宗祠。
它记录着赵氏家族的兴衰史，也
昭示着古镇悠远的移民文化。

在路孔古镇，无论是老街、小
桥、会馆分布，还是人们的生活习
惯，都有着几百年前那段波澜壮
阔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历史的印
迹。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经历了
多年战火，人口锐减。清政府动
员湖南、湖北、广东、陕西、云南、
贵州、山西及福建等地的百姓来
川落户，移民中湖广人最多，故民
间称为“湖广填四川”。

赵氏宗祠带有浓厚的移民文
化色彩，比如祠堂合院中封火墙

的“观音兜”造型，就具有广东、福建一带的
传统技艺特色。

沿着赵氏宗祠继续往前走，
就来到路孔另一处移民文化
代表建筑——湖广会馆。

湖广会馆是湖广来
此的移民于 1804 年集
资修建的同乡集会活
动场所，分为神殿、议
事厅、厢房、戏楼、院坝
五部分。大量湖广移
民来川后聚族而居，聚
籍相依，为了维护乡友

利益，集会交流，联络情
谊，便集资修建了湖广会

馆，并修筑了供奉大禹的禹王
宫。

如今的湖广会馆大体上还保持着原
有框架风貌，宽敞的大厅、高高的房柱，戏
台、廊房均保存较好，基本都是清代遗构。
禹王宫则是路孔古镇保留下来规模形制最
高的一组传统公共建筑，三开间的布局，在
当年算得上是“宏伟”的建筑。

远道而来的人们带着各自家乡的印
记，在这片土地扎根，路孔的地域文化也在
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逐渐形成。

比如湖广移民为路孔带来的苎麻种植
和织布技术，与荣昌当地的织造技艺相融
合，织出的夏布“轻如蝉翼、薄如宣纸、平如
水镜、细如罗娟”，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同时，濑溪河水清澈、流速缓，河
底为沙石，河滩长，很适合夏布的漂洗，漂
洗过的夏布色白细腻。再加之路孔有码头
的便利，荣昌夏布就从这里走出重庆，走向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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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孔古镇的魅力，除了
古迹和传说，更在于它随处
可触可感的烟火气。

路孔以一座“城”的方
式，承载着濑溪河流域的历
史文脉。这是路孔人心底深
处的文化符号，也是一代又
一代路孔人传承守护的精神
财富。

如今，古镇迎来越来越
多新的机遇。

巷口一家古玩店里，陈
列着各式各样的古玩。62
岁的店主老刘自祖辈一代就
生活在路孔，眼前的青瓦、青
石板、木板门，无不勾起他儿
时的回忆。“这里空气好，生
活惬意，拿钱让我走，我都不
干！”老刘乐呵呵地说。

赵大姐在镇上经营客
栈，今年端午小长假，客栈迎
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游
客。最近，她又盘下了客栈
旁的一家小店，打算做餐饮，

“现在古镇越来越热闹，我们
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古镇的繁华与烟火气，
离不开当地对古镇风貌的保
护、对历史文脉的传承。

荣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党组书记、局长袁家荣表示，近年
来，该局重点强化对路孔古镇全域保
护，划定核心区保护范围，注重防灾减
灾及对文化的活化利用，严格按照保
护规划的要求，指导古镇开展保护性
修缮和利用。

此外，该局还多次会同相关部门，
聚焦行、住、购、游等方面，加大资金投
入，切实把握好“规划、建设、管理”三
大环节，扎实开展美丽宜居重点镇规
划建设管理工作，着力描绘一幅温婉
清新的“梦里古镇、画里路孔”山水画
卷。

“目前，路孔古镇以旅游产业为
主。我们积极推动文旅、体旅、农旅融
合发展，2022年累计接待游客133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52亿元。”万灵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朝彬介绍。

“年轻时，我在外地打了十几年的
工。现在年纪大了，还是要回到家乡，
回到路孔。”土生土长的赵大爷每天在
濑溪河上，划着一叶扁舟，见证了古镇
这几十年来的点滴变化。在他看来，
当地人无论走多远，对古镇都有着无
法割舍的归属感——那是一种名为

“乡愁”的情感，它就像根一样，让人无
论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
来。

一
份
烟
火
升
腾

盘
活
历
史
文
脉
再
续
乡
愁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斌

老观镇位于四川省阆中市东北部，因场镇地形
如鹳而得名“老观”。这里地处“米仓古道”，历来商
贾云集，是闻名川东北的“旱码头”。

老观古镇距今有约1500年历史，名列第二批
“中国历史文化古镇”，至今保留着近1000米的历史
文化街区、8000余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筑群和众多红
色革命遗址。

7月7日，记者来到老观古镇，感受古镇独特的
历史文化。

历史底蕴深厚，建筑别具一格

老观镇干部杨志从事了30多年基层文化工作，
对古镇的历史了然于心。他介绍，古镇背靠老君山，
枕河而建，老君山外形酷似龙头，老龙街就犹如一道
龙脊，在龙首的部位建高楼，可居高临下，俯瞰全镇，

“设计上处处体现出古人的空间理念”。
民居设计也是匠心独具，其中瓦屋长檐是老观

古镇民居的最大看点。“别的地方民居街檐长一米，
老观镇街檐都是两米至三米长，方便赶场的人雨天
避雨、晴天遮阳。”杨志说。

老观古镇包含老龙街和新凤街两条主街。老龙
街以服装销售、餐饮为主，早在明朝中期就已十分繁
华；新凤街以手工业为主，在清朝末年建成。

走进老龙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保存完好
的三层木质阁楼魁楼，匾额上“魁阁”“义阳古郡”等
字样古意盎然；穿过阁楼，沿街的川北民居青瓦出
檐、雕梁画栋，美不胜收，处处展现出这座古镇悠久
厚重的文化底蕴。

深厚的历史积淀也让老观古镇的民俗文化别具一
格。老观古镇是川北灯戏的发源地，素有“中国灯戏在
川北，川北灯戏在阆中，阆中的灯戏在老观”之说，还有

“灯戏窝子”之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之称。
在新凤街上有一座改造后的单体建筑，门额“亮

花堂”三字十分醒目。杨志介绍，“亮花鞋”是老观镇
特有的民俗文化，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二月初二，附
近十里八乡的女性脚踩新花鞋前来赶场，就在亮花
堂前公开评比，看谁家姑娘的花鞋绣得好、颜色艳。

确保风貌完整，新与旧在这里碰撞融合

在老观古镇，处处可看到新与旧的融合，但整个
古镇依然保存着其特有的风貌，历史建筑还因合理
利用而更显生机。

老龙街的老龙客栈是一座一进两栋的纯木质结
构民居，距今已有100年历史。记者走近客栈时，主
人莫子建正在院中摆弄花草。

早在2000年，在不打破主体建筑格局的前提
下，莫子建增设了现代厨卫设施，改造出8间民宿。

“之后，政府又加装了烟雾报警器等智能消防设备，
现在经常有外地游客上门。”莫子建说。

在老观古镇街道，多处张贴着“古镇综合管理公
示牌”，上面有镇古建办、居委会、消防等方面责任人
的联系信息，还有防火减灾标语等。

老观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唐菲介绍，近年来，阆中
市和老观镇不断加大古镇保护力度，严格控制古镇自
建翻修，申请专项保护资金，聘请专业团队定期修缮
古镇建筑，引导古镇居民参与古镇保护，通过“法治保
护、人工修复”等方式，有效确保古镇风貌的完整性。

挖掘红色资源，焕发发展活力

老观镇还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曾是川陕
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夜袭老君山”“三战鸡山
梁”等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一大批革命先烈在此战
斗和生活过，留下了十多处红色文化遗迹。

记者采访当天，位于老龙街的红三十军军部旧
址暨李先念旧居陈列馆迎来一批研学团队。“今年以
来，陈列馆已接待各类研学团队40批次。”讲解员侯
维说。

据了解，该陈列馆在红三十军军部旧址上改造
提升而成，通过展陈、多媒体技术复原形式，展示李
先念同志生平，再现红三十军的战斗历程，让红色文
化与古镇历史相映生辉。

近年来，老观镇充分保护、挖掘古镇红色文化资
源，修缮了红三十军军部旧址等多处红色文化遗址，
推出集“教育、研学、旅游”为一体的精品线路，带动
当地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文旅赋能型发展定
位，锚定旅游产业
化主攻方向，丰富
乡村旅游项目，不
断推动革命老区乡
村振兴走深走实。”
唐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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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2828日日，，荣昌荣昌
区路孔古镇区路孔古镇，，游客正游客正
在参观游览在参观游览。。

▲老观镇地标建筑魁楼。 （老观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