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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站在九狮桥向西望去，不远处就是
五港桥。五港桥位于北街最西端，因东
西横跨于五条港河的汇合处而得名。
据明嘉靖《宁波府志》载，资善桥，县西
南三十五里，旧名五港桥，国朝天顺八
年（1464），里人知府戴浩建。嘉靖十五
年（1536），戴鳌重修。同治八年（1869）
再修时，复名“五港桥”。

这古朴宏伟的五港桥，最吸引我眼
球的，是那富含诗意的桥联、靠背型桥
栏、风中摇曳的野草和在桥上看风景。

只见五港桥中孔南北两侧伸出的
两对镇水鳌首下部的联柱上，刻着两副
桥联:洞筑三环月印圆，河分五港源流
条；河心倒映开金镜，水面横飞落彩
虹。不仅道出了五港桥三孔石拱桥的
特点和桥名的由来，也写出了桥河相
映、桥水合一的意境。让人感到这不是
两副简单的桥联，而是一首赞美五港桥
的古诗。

五港桥独特的桥栏设计，也令人竖
起大拇指。《鄞县通志》称其“栏石作椅
背形，与诸桥异”，这种设计在宁波是独
一无二的存在。两边石桥栏呈连排靠
背椅，供行人靠背休憩。我仿佛看到，
古时四邻八乡的乡民挑着草席或农产
品等前来古林老街赶集，过五港桥时放
下担子，坐在“靠背椅”上歇歇脚。现在
则成了游客拍照打卡休息或附近居民
夏日纳凉的好去处。

站在五港桥上，来自四面八方的风
景扑面而来。向东望去，这南北街上林
立的店铺房犹如一个个哨兵，日夜守护
着眼前这条狭长的街河；不远处的九狮
桥犹如一条平直的“彩虹”，架起了古时
古林老街南来北往的商贸纽带。在我
看来，最美的风景在桥南，你看东南方
向的两条港河交汇处犹如宁波“三江
口”，此处河面突然变宽了，这清澈的河
面犹如一张硕大的水幕画布，蓝天白云
和岸边绿树房舍的倒影，一起绘就一幅

“水乡风情”的水彩画，让我情不自禁地
用手机定格了这美如画的景色。

古韵悠悠

话古林□卢岳云 文/摄

去年的秋日周日，天气晴好，是外
出游玩采风的好日子。我们爷儿俩骑
着单车一路向南，边骑行边欣赏一路金
黄的秋色，直奔宁波市西郊的古村落
——古林村探古。

古林，又叫黄古林，旧称黄公
林，因黄公林庙而得名，是闻名中
外、“席卷天下”的“草席之乡”。

“东乡一株菜，西乡一根草”，说
的就是宁波邱隘咸菜和古林蔺草
（也叫“席草”）。虽然说，现在早已
过了收割蔺草的季节（一般是在每
年的 6 月上旬至 7 月，有道是“小暑
割草，大暑割稻”），但我的脑海中还
是浮现出了这样一幅画面:一望无
际的蔺草“绿海”，化作一张张沁人
心脾、清香可人的草席，让你我尽享
清凉一“夏”。这蔺草也叫“灯芯
草”，记得儿时老家村后管溪河埠头
低洼湿地处，长满了野生的灯芯草，
我们将钓到的鱼儿用一根灯芯草串
起来，然后养在水里“遛鱼”。

导航加问路，总算找到了古林
老街的东入口处，我们沿着街河北
岸一路向西。

老街不长，也就两三百米路，但
见老街依河而建，分南北两街，其中
街河南岸叫“北街”，北岸叫“南街”，
与洪塘老街的南北街命名正好相
反。据悉，现存的古林老街已有近
千年历史，还保持着古林老底子的
大致模样。古时这里可是古林最繁
华的商贸中心，开设各式店铺百余
家，光草席行就有四五十家。据民
国《鄞县通志》记载，黄古林“为鄞西
大市集，一乡所产之蓆（同“席”）均
集于此，运销四方，昔时秋社，常斗
画船”。现如今，这些曾经风光一时
的老店早已关门大吉，但老街的旧
时模样依然保存完好，其中九狮桥、
街心戏亭、五港桥等构建了黄古林
古建筑群。

让我们先来看看眼前这街河
吧。只见河道两侧“圈养”了不少净
化水质的水葫芦，它可是儿时生产
队在鱼塘里大规模养殖的猪草。这
清澈的河水没有一丝臭味，你还可
以看到小鱼儿在水中或游弋或跳
跃。据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古
林当地办起了许多纺织、服装和印
染厂，由于民众环保意识不强，工业
废水、生活用水直排河道，造成河水
发黑发臭，弄得鱼儿销声匿迹。十
余年前的“五水共治”让街河水重回
清澈，久别的鱼儿也回来了。街河
上每隔数米就可见一个河埠头，这
或许是古时商贸船装卸货物的临时

“码头”吧。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黄公林庙。
传说西汉大军事家张良的老师黄石公
晚年曾隐居于此，为民治病。黄公林庙
始建于宋朝，重建于清咸丰年间，是后
人为纪念黄石公而建的。庙内外的两
座戏台，特别是街心戏亭则是浙东地区
罕见的傍水戏台之一。

2018年，黄公林庙修葺一新，庙内
建成了“古林记忆馆”。这庙馆合一的
巧妙设计，既体现了资源共享不浪费，
也将庙堂文化深深融入到古林的发展
历史之中，可谓“一箭双雕”。古林记忆
馆设置了历史沿袭、民俗风物、贤达人
物、基本村落、梦幻水乡和红色古林等
六大板块，展示了古林光辉的历史和灿
烂文化。如5000年前，古林先人就种
植水稻并开始利用野生草料编制草鞋、
草帘、蓑衣和草席等；2700多年前的春
秋时期，古林人就掌握了蔺草种植和编
制技术；唐开元年间，宁波席草已经销
往朝鲜半岛……

黄公林庙大门口就是九狮桥（原称
黄古林桥），其横卧于街河上，为单孔石
梁平桥，因石桥墩上那四根方形望柱上
伏着的九只栩栩如生的狮子而得名。
此桥始建年份不详，但据《鄞县通志》
载，九狮桥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重
建。九狮桥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沧桑，
不愧为古林街河最忠实的守护者。

九狮桥除了地理位置比较醒目，那
九只神态各异的狮子也令人心动。乍
看，你可能只发现伏在四根望柱上的四
只大狮子；细看，你会发现大狮子身上
或身边还有五只小狮子呢，它们有的伏
背，有的拖尾，有的缠腰，有的昂首，还
有的抱足，那份“童真”被雕刻得惟妙惟
肖。我从心底佩服古代匠人那双巧夺
天工的手，他们用匠心为后人留下了文
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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