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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的变迁
你们称作古镇廊桥的，我们一直叫新桥。桥下

墩上的水渠是青衣江的子嗣，是雪山之水变作旷野
之水的必经之路。

你们许多人从远方赶到廊桥来相会，昔日我们
许多人从新桥分别赶到远方，从此忘记了回来。

新桥是乐西公路的一个节点，是专门为抗日战
争修的。

你们称古渡平桥的，我们称老石桥，昔日书上
叫儒公桥，如今专家叫茹公桥。儒公和茹公，便经
常在各种刊物上约架。

西岸早年是一片荒凉的河石坝，任何一块小石
头都是古物，都超过了古镇的年龄和我们的年龄。
昔日这儿是跑江湖耍把戏的乐园，如今古色古香是
你们怀旧的街区。

其实古的印迹许多在背街，比如阁楼老屋。巷
子里的路无数次易容，从青石板变成了泥土路，从泥
土路变成了水泥路，从水泥路又变回了青石板路。

不变的是阁楼老屋和里面的梦，昔日财主恶霸在这
儿做梦，如今平常人家在这儿做梦。明天，这儿或许
就成了古镇的民宿，你们在这儿做着走马观花的梦。

小镇供销社
记忆中，小镇上最古老的建筑非供销社莫属，

几道爬满苔藓的红砂石垒砌的台阶上，手牵手一字
排开一溜四合院子。

其间一院子让我记忆尤深！跨进高门坎，就
见天光在青石铺就的地坝上徜徉，这是供销社的
伙食团，他们供应的早餐花样翻新：肉包子菜包
子、花卷馒头油条，个个有模有样，还便宜，两三分
钱一个。但在那个饥饿的年月，供销社伙食团除
了本单位的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据说，供销社原本不是供销社，是小镇更早前
的庙宇。而现在，小镇供销社早就夷为了平地。

小镇如今容光焕发，不叫小镇叫古镇了。那些
流落到大街小巷的包子馒头油条，倒是有着似曾相
识的老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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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始祖 资料图片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薄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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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行、戏曲界至今还流传一条拒人
入行的行规祖训，叫“祖师爷不赏饭”，意
思是你五音不全六音不辨、腰肢硬得像水
桶……天生就不是吃戏曲这碗饭的料。
为什么三百六十行中，只有梨园行抬出祖
师爷来说话？这就得先从祖师爷说起。

从地位上比较，梨园行的祖师爷，可
不是木匠的祖师爷鲁班、纺织业的祖师爷
黄道婆、商人的祖师爷范蠡等普通人；而
是万国来朝、至高无上的大唐皇帝——李
隆基！而且他还是“既知音律，又酷爱法
曲”的全才。

对梨园行来说，之所以抬出祖师爷，
某种意义上也是借助他皇帝的金招牌，让
拒绝的话更加合情合理。既然祖师爷是
手握生杀大权的皇帝唐玄宗，下的圣谕，
不赏你吃梨园这碗饭，你就真吃不成。

话说回来，东方不亮西方亮，上天关
了一扇门，一定会打开一扇窗。祖师爷

不给你吃梨园这碗饭，说不定你能在其
他行业大快朵颐。唐玄宗气愤“不才明
主弃”的孟浩然，宋仁宗恼怒“忍把浮名，
换了浅斟低唱”的柳三变，结果被屏蔽仕
途的他俩却在中国文学史上迸发出璀璨
的艺术光辉！如此，你也该知难而退，说
不定你转行后，会成为其他业界的翘楚
和精英。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我还想
通过唐玄宗聊聊古代其他几位艺术皇
帝。假设，唐玄宗在国富民强的“开元盛
世”之后激流勇退，去做大唐的戏曲家协
会主席，宋徽宗当大宋书画家协会主席，
李后主当南唐诗词协会主席，中国历史
将有望改写，少了安史之乱、靖康之耻和
南唐被灭的章节，多了更加万紫千红的
艺术篇章……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他们登错了舞
台，终将以悲剧谢幕。流水落花春去也，

再也欣赏不到“仙乐风飘处处闻”的盛世
《霓裳羽衣舞》了，泪水一再打湿了教坊别
离的歌声。随后梨园弟子们不仅“白发
新”，更是“散如烟”——唐玄宗无比赏识
的歌唱家李龟年、剑器动四方的公孙大
娘；宋徽宗的宠妓，唱得梨园绝代声的李
师师……都流落民间，卖艺为生、课徒为
业（如公孙大娘就收河南临颍的李十二娘
为徒）。无人知道他们当年一曲动帝王，
但客观上也将深宫大院内的梨园艺术的
种子播撒进民间的广袤土壤。

不用说，后世梨园仍将铭记唐玄宗的
功绩。如今戏剧舞台上的《贵妃醉酒》《马
嵬坡》，仍然栩栩如生地演绎着唐玄宗和
杨贵妃的盛世缠绵、乱世别离。就连梨园
人说到“不赏饭”的祖师爷就是唐玄宗，我
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激起的几分优越和
豪情，因为中国三百六十行的祖师爷里
面，还真没有第二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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