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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光贤

桥，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现
代城市中，石拱桥、铁路公路桥和立交桥等不同的桥就是人们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交通尚不发达的过去，人们在河
流和小溪上修建的众多木桥和石桥，不但为人们的出行提供
了便利，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贵州省盘州市两河街
道海铺村，有一座古老的石桥，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见证着
海铺的历史变迁和岁月流转。

一

从两河茶厅安置区驱车前往海铺，在细雨蒙蒙的天气中，
我步行来到海铺古桥处。

海铺古桥名叫小石桥，据相关史料记载，“海铺桥”建于明
代，但具体时间不详。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黔游日记》中
提到过40余座桥，贯穿从独山下司（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独山县下司镇）到亦资孔（今贵州省盘州市）的路上，
或许，小石桥就是其中之一？

村里的几位耄耋老人也曾提到，小石桥是从亦资孔通往
盘县（双凤老城）的主干道，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茶马古
道自唐代起，为当地人民的需求而形成，是西南和西北地区以
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的商品贸易通道。而双凤老城是一座
已有600多年历史，因此，推测小石桥应伴随其建立而诞生，
也有近600余年的历史。

小石桥为石拱桥，以石灰作为胶凝材料，用青石镶嵌而
成。尽管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一些石块的颜色已变深，但石
头的衔接处依然可见白色石灰。小石桥的桥面宽约一米八，
桥高约三米，拱圈跨径约两米，传说当年海铺人放牛，骑在牛
背上过桥时，举手还够不着拱顶。如今，小石桥的两端已被沙
淤堆积，整个桥体被掩埋近两米深，只能看到桥体的腰部到拱
顶部分。

小石桥的原貌也已经改变，桥面上被厚厚的水泥板覆盖，
桥两边的石阶被泥土掩埋，连接古驿道的石块渐渐消失，变成
一条平整宽阔的水泥路。所幸的是，海铺在基础设施改造中
没有破坏小石桥的主体结构。由于桥两边呈直线连接，如果
避开小石桥修建新桥，路线需要重新规划，因此，他们选择在
小石桥的桥顶建一座平桥，以石桥的拱顶为支撑点，同时更好
地保护其桥面。

住在附近的冯小羊，已过古稀之年，他告诉我，在小石桥
南面原来有一座小山丘，名为宝山，旁边有一棵古树——大
青树。可惜因海铺坝子建设农田，山丘被夷平了，大青树也
不见了。

而未曾改变的是——海铺原来有许多人家以放羊为生，
过去，他们赶着羊群经过小石桥时，偶尔会碰到偷羊的贼悄悄
顺手抱一只羊藏在小石桥下面，待羊群全部走过后，再把所偷
的羊牵回去。为了不让羊被人偷走或丢失，村民们便喂养了
几条狼狗，用来守护羊群的安全。直到今天，海铺仍有几户人
家养着上百只羊，偶尔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只狼狗走在羊
群最前面，牧羊人走在中间，另一只狼狗跟在最后，浩浩荡荡
的队伍井然有序地走在主干道、经过小石桥，成了海铺的一道
风景。

二

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对小石桥并不陌生。小时候我就知
道这座桥，还经常吆牛在石桥附近泥土河埂上放，用镰刀割桥
两旁河道里的水草给马吃。记得我刚上一年级时，从我家所
在的周家队寨子到海铺小学，必须经过大桥。在我开学后的
第一个周末，一场滂沱大雨让河水几乎淹没了河埂。平时，水
流较小时，人们可以从距离大桥200米处的河道通过。但那
天彻夜的倾盆大雨，河道里因此灌满洪水，甚至冲垮了大桥南
侧的一部分河道。

那时我刚开始步入学堂，误以为周末也要上学。母亲便
拉着我，打着伞送我去学校。

通往学校的路，必须经过海铺大桥。母亲带着我走到被
洪水冲垮处的河埂旁，坝子水田里的水如支流一样融入河
道。母亲背着我跨越近两米长的坍塌河岸，我在她的脊背上
看到离我如此近的洪水，身体瑟瑟发抖。还好，母亲小心翼翼
地带我穿越了这个“屏障”。

就在我们即将到达海铺大桥时，遇到班主任方老师。他
告诉母亲说那天是星期六，学生不上课，即便是上课，遇到如
此恶劣的天气也应该让学生请假，不该冒险去上学。母亲默
默无语，背着我再次跨越坍塌处的河埂返回家中。

如今，过去整整30年了，那时的场景依然在我脑海里记
忆犹新。因为在小学第一周就经历洪水带来的“磨难”，才让
我下决心在学校必须好好学习，不能辜负父母的期盼。

关于与小石桥的交集，我还有一段至今难忘的经历。那
是高考落榜的我，在社会上漂泊了近两年后，又决定以社会考
生的身份再次参加高考，并准备去盘县二中插班复习时候
的事。上学的第一天早晨，母亲为我做了一顿油炒饭。这顿
早餐尤其特别，因为饭里多了许多火腿肉片，味道比平时香得
多。我心里明白，这是母亲为我重新步入学业之路的饯行餐。

早晨7点时，天刚蒙蒙亮，母亲决定送我一程，送到离家
400米的小石桥后，我需要穿过拱桥，通过一个叫沙子地的寨
子，再顺着石沙路走到海铺老公社旁的320国道，乘坐中巴车
去学校。当我已走出几百米时，回头望去，母亲依然伫立在小
石桥上，远远地望着我。那一刻，我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
转。我强忍着眼泪，内心深处充满了不安。在母亲送我的路
上，她没有嘱托，但母亲站在小石桥上的身影，让我终生难
忘。我离开家乡去二中求学，再次备战高考，而后奔赴异乡开
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大学毕业后，我先在水城县工作两年，
再考调到红果城区工作。回到红果时，听着熟悉的“盘县话”，

仿佛又看到了母亲站在小石桥上的身影。
在我的心里，小石桥不仅是一座古桥，更是激励我不断前

进的动力，承载了我的满满乡愁，是我在故乡时对远方的无限
向往，更是我远走他乡时对回归的殷切盼望。

三

海铺建设小石桥与其地理条件有关。海铺原是一片海
滩，随着地壳运动和海水下落，形成了一片上千亩的凹形山
丘，常年积水。那时，村民靠养殖鱼和放羊为生，叫作海子
铺。海铺相对平整、呈椭圆形的地方，称为海铺坝子，周边被
小山包围着，是种植水稻的好地方，土壤肥沃，水源丰富，且坝
子周边山坡上有不少人家居住，水田离家比较近。在贵州红
果经济开发区（两河新区）及沪昆高速、沪昆高铁、水盘兴高速
开发前，海铺坝子里种植的水稻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由于
坝子里成片的水田需要灌溉或排水，小石桥正好跨越海铺主
河流，连接通往双凤老城的主干道，也因此有了小石桥。

随着地质环境的变化，从小石桥北面流出的水逐渐变小，
而与小石桥的东西面平行，距小石桥150米处的河流则演变
为海铺的主河流。这条河流基本将椭圆形的海铺坝子从中间
呈南北方向切割开，水源自海铺西边的水田寨子和一个叫黄
家田的地方，随着流动，水量越来越大，最终汇入主河流，穿越
海铺坝子，流向东面的海坝头落水坑。

20世纪末，政府曾拨款修建从水田一带延伸至海铺活动
室附近的海铺大桥。两边河埂全是用石头砌成，高约两米，有
的地方甚至达到三米。

海铺大桥相对于小石桥而言是一座更大的石拱桥，建于
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50年。当时，任海铺村主任的胡必
祥带领周边群众从附近山上开凿石头，炼制石灰，再通过马车
将材料运到建桥地点。建成后的海铺大桥成为周家队、大坡
上和董家箐几个寨子通往海铺活动室的必经之桥。

海铺大桥虽然是因小石桥的功能变化而建立的，但这并
不意味着小石桥失去了作用。小石桥仍然架起了从北面流入
的河水，再流入主河流，依然是冯家坎寨子通往村活动室主干
道上的一座重要桥梁。

穿越小石桥，走在曾经的茶马古道上，那些深深镌刻着马
蹄印迹的岁月石块，越来越少。记忆中，我从海铺步行十公里
到位于扯扎村的两河中学读书，每天都要经过小石桥通向双
凤老城的古驿道。能见到古驿道石块的地方，是海铺到冯家
庄之间的茶厅寨子，尤其是夹马石附近，约500米的路段上铺
满了许多形状不规则的石块。虽然大部分石块是后来人修补
的，但一些石块上仍保留着马蹄或深或浅的印迹。如今，这些
石块都看不见了，但它们并没有消失，而是跟小石桥附近的古
驿道上的石头一样，被埋进了大地深处。

小石桥见证了海铺村的历史，见证了海铺人的生活，也见
证了一段红色记忆。

1936年3月，红二军团长征经过盘县，正在云南哨（今盘
州市两河街道冯家庄村）修滇黔公路的民工中，有400多人集
体加入了红军，王绍清和季平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踏上红军
长征的革命征途，与大部队从双凤老城出发，走在古驿道上，
经过海铺，跨越小石桥，到云南平彝县（今富源县）的白水，再
经沾益、曲靖、昆明等地，渡金沙江到达甘孜，历经雪山草地，
最终到达甘肃会宁的将台堡，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胜利地
完成了全国红军战略大转移的任务。

当时，整个盘县有700多人参加了红军，能够在盘州文史
中记录下来有名有姓的仅有四人：海铺的王绍清、季平和冯远
昌三人，以及出生于原盘县特区普古区淤泥乡中心村（今淤泥
彝族乡中心村）的张其生。海铺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海铺人。

四

在新时代，这座有着红色故事的村庄也迎来了新的发展。
如今，小石桥下流淌的水，汇聚到海铺主河流，再经过50

年沉淀的海铺大桥，流向海坝头，最终进入落水坑成为地下
水，在暗流中涌动着、奔腾着。有趣的是，从小石桥出发的河
水流到海坝头，正是如今的海铺互通立交桥，这座桥是连接贵
阳、昆明、兴义和水城四座大中城市的立交枢纽，于2016年年
底全面建成投入使用。我仿佛看到，顷刻间，承载着海铺发展
和变化的历史洪流，正从小石桥流向海铺互通立交桥，见证着
海铺的悠悠岁月，从古代流向现代文明。

近年来，海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条条水泥路通向家家
户户，民房的屋檐都用石灰粉刷，屋内墙壁满是瓷粉，庭院里
铺的是水泥地。村里还对厕所进行改造，修建垃圾池，环境更
卫生清洁了，居住环境变美了。小石桥下，流淌的河水也变得
更加清澈了。

海铺位于老城区的中间地带，距离新老城区15公里左
右，原来人们乘坐客车到城区需要一个半小时，如今穿越海
铺境内的有沪昆高铁、沪昆高速、水兴高速及连接新老城区
的快速通道——盘州大道，还有正在建设中的盘兴铁路。更
加便捷的交通枢纽，让海铺人一张高铁票就可以直达北上广
深。境内每天有多辆公交车运营，开着私家车到红果新城也
仅需20分钟。在海铺，像我一样在城里的上班族都是早出
晚归。

海铺水清清，古桥情悠悠，两岸景盈盈。历经古桥文化的
洗礼，以及红色文化的熏陶，海铺从见证茶马古道、革命时代
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步入新时代，海铺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住上了小洋楼，有了小轿车，村
庄越发洁净，海铺人的生活也更加舒适、幸福。

海铺古桥犹如一位沧桑的老人，默默守望着海铺，桥下那
清澈的涓涓细流，见证了海铺的历史，也将见证海铺的未来。

（作者简介：胡光贤，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
会员）

海铺的桥海铺的桥

海铺古桥犹如一位沧桑的老人海铺古桥犹如一位沧桑的老人，，默默守望着海铺默默守望着海铺，，桥下那清澈桥下那清澈

的涓涓细流的涓涓细流，，见证着海铺的历史见证着海铺的历史，，也将见证未来也将见证未来。。

■ 熊维西 文/摄

于今夏走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因为听闻
此馆在今年1月从故宫西华门迁至祈年大街的新址，
新馆里藏有明清时期的77个全宗档案，总数达1000
多万件，与殷墟甲骨、敦煌写经、居延汉简并称中国
近代四大文化发现。而在卷帙浩繁的历史档案中，
亦可追寻到女性的踪迹，特别是赫赫有名的孝庄皇
太后。

新馆建筑外形高大庄重，外立面的24枚玉玺纹
样雕刻和入口铜门三角六棱窗纹样，精美而独特，融
合了传统元素与现代风格。在大厅里徘徊不前时，
一位老先生走进来，并主动指引我去2层基本陈列
展，而他则去了6层档案利用查询区。当天馆内的参
观人数并不多，前往6层的人几乎占了大半。这也是
历史档案馆区别于综合性博物馆的一大特点，它的
展品相对较少，观赏性也并不凸显，而是以提供档案
查阅和研究服务为主。

走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层的基本陈列展厅
时，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悬挂着“兰台翰墨 家国春
秋”八个金色大字的球形穹顶，它们缓缓垂下，犹如
一道流淌的瀑布。弧形背景墙上刻有用繁体字或满
文书写的“奏请”“奉天承运”“知道了”等浮雕字样，它
们是明清时期的公文中最常见的书面用语。基本陈
列展精选了明清200余件档案珍品，大到《赤道南北
两总星图》《大明混一图》《清代大金榜》举世闻名，小
到《猫狗名册》令人忍俊不禁。环顾整个展厅，幽暗
的光线营造出深邃的氛围感，将那些被明亮灯光聚
焦的档案衬托得格外醒目，它们像是从历史长河中
跃然而出的璀璨明珠，散发着历史的厚重气息。

在清代展厅的门口处，一组高约三米的雕塑赫
然矗立在眼前，随即进入视线的是一幅满蒙贵族装
扮的女性肖像工笔画与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并
列悬挂于展厅内，这位风姿非凡端坐于宝座上的女
性便是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

这幅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孝庄文皇后像》由清宫
廷画家所绘，原作绘制于绢本之上，其高度为255.5
厘米，宽为116.8厘米。画师笔法精工，设色富丽。
孝庄文皇后的面庞慈祥，眼神坚定。华丽的朝服上
绣满金黄色的龙纹，朝冠缀满凤凰形态的珠宝。画
面中，天青色的运用仿佛为画面注入一抹澄澈，庄重
中透出高雅；而明黄色如阳光般耀眼夺目，彰显出孝
庄皇太后的威严仪态。

在《孝庄文皇后像》下的展柜内，还展陈有一幅
龙纹镶边、黄底红字，用满、蒙、汉3种文字书写的布
面长卷，上面写道“……兹尔本布泰系蒙古廓儿沁国
之女，夙缘作合，淑质性成。朕登大宝，爰仿古制，册
尔为永福宫庄妃。尔其贞懿恭简纯孝谦让，恪遵皇
后之训，勿负朕命。”这幅册文是在皇太极于盛京（今
沈阳）称帝时颁布。12岁便嫁与皇太极的布木布泰，
在23岁时入主台上五宫，被册封为次西宫永福宫庄
妃。古代宫殿的位置象征着主人的地位，东高于西、
北高于南，在五宫中，次西宫的地位排在最后。尽管
如此，其他四宫的册文均已不存，仅有她的这件还珍
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这也足见孝庄文皇后
的政治地位。

因为渴望了解更多关于23岁的布木布泰，我
怀着这般好奇，来到了6层的档案利用查询区，试
图探寻更多有关她的点滴印记。就在这里，我找到
了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庄妃朝服像》的图像
资料。画像上的布木布泰身着红色朝服，头戴红黑
相间的朝冠，有若干只金凤镶嵌其间，口中衔着珍
珠，端坐在宝座之上，那时的她眉眼清秀、面露青
涩。布木布泰在庄妃与孝庄文皇后两个时期里的
样貌、神态、衣着截然不同，仅从画像的尺寸上也能
发觉她在不同时期地位上的差别，《庄妃朝服像》仅
有92厘米高，43厘米的宽度，尽管同样画工精巧，
却只绘制于纸本之上。

青史之内，女性之名常被湮没。除册文与画像
外，更多有关庄妃的记载就难觅踪迹了。人们也只

能从仅有的文字记载之中，想象布木布泰的蜕变与
成长。自小便生活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金戈铁马的
征战岁月之中，在那弥漫着烈烈硝烟与雄浑气魄的
氛围里，耳濡目染间，她表现出了不凡的政治洞察力
和处事才能，在清廷内拥有着极高的话语权。这一
判断，从皇太极猝然驾崩后，在无遗诏的情况下，布
木布泰力排以战功赫赫、正值盛年的皇长子肃亲王
豪格以及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主的皇位争夺势力，
成功扶持年仅6岁的儿子福临即位并稳定清初的政
治局势上便可知晓。

展厅中，《孝庄文皇后像》的左侧，是一首福临所
作七言绝句《万寿诗》。这首诗是福临为43岁的母亲
布木布泰祝寿而写的30首诗之一。原作藏于故宫博
物院，是一本内府刻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展
板上，也只能看到这一首。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女中
尧舜今重见，华祝惟应颂有斋。”可见彼时的布木布
泰在福临心中的才干和地位。她的身份不只是皇上
的慈母，更是辅国之臣，是可以与君王媲美的“女中
尧舜”。

在布木布泰的辅佐下，顺治6岁登基，14岁亲政，
在位的18年中，他定鼎北京，统一中原；整顿吏治，严
惩贪污；推崇儒家，注重文化教育；缓和满汉矛盾，促
进民族融合，为清朝统治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而在顺治帝驾崩后，痛失爱子的布木布泰又开
始辅佐顺治帝的第三子玄烨。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藏中，存有一份《康
熙帝亲政诏书》。这份诏书为黄纸墨书，长380厘米，
宽80.6厘米，上面写有“朕以冲龄嗣登大宝，辅政臣
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谨遵……”以满文和汉
文书写，并盖有满汉合璧的“皇帝之宝”印。这份诏
书颁布于康熙六年，此时的鳌拜把持朝纲、独断专
行，以索尼为首的几位朝臣共同奏请皇帝亲政。经
布木布泰允许，玄烨于七月初七在太和殿主持了亲
政大典，昭告天下，举国相闻。两年后，康熙擒鳌拜，
巩固了皇权。

作为康熙帝的皇祖母，布木布泰陪伴他26年。
在她的悉心教导和辅佐下，玄烨勤奋好学，逐渐成长
为一位杰出的君主。他成功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
湾，三次亲征噶尔丹，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取
得了辉煌的功业。

继续埋头于数字档案的探寻时，在“清代图典”
目录下，还有一幅《孝庄文皇后便服像》。有别于前
两幅朝服像，画中的孝庄文皇后只穿了一件简朴的
黄色长袍，手拿佛珠，全身上下没有佩戴任何珠宝，
她的身体略微发福，浑身散发出一种“松弛感”，目光
坚定地安坐于龙椅上。这幅画像较于前两幅，尺寸
更大，有262厘米高，181.6厘米宽。虽然画像的绘制
时间没有明确记载，但从画面上孝庄文皇后的状态
可以推测这时处于她的晚年时期。“……逮于耄龄。
圣敬曰跻。敦尚俭素衣不辞浣濯。食不取珍异。”在
数字档案的《大清会典》八十七卷《孝庄文皇后慈训》
如此记述，恰如此时身着便服的孝庄文皇后的心境
吧，人到老时，崇尚俭朴，素衣简食……

岁月无情地流转，布木布泰在时光的长河中渐
渐老去。一个凛冽的冬日，75岁的布木布泰与世长
辞。她的离世令当时年仅34岁的康熙帝悲痛欲绝，
他遵照祖母遗愿不与太宗合葬，因此，她的灵柩停放
在清东陵的暂安奉殿长达30余年。直到雍正三年
时，雍正帝才将他的太祖母葬在孝陵的南边，并定名
为昭西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中，有一张
昭西陵的照片，尽管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人为的破
坏，昭西陵的部分建筑已经受损，但仍能清晰地看到
它的基本样貌。琉璃花门、琉璃斗拱以及红色围墙
展现了满族特色。除此之外，在档案图像中，一件孝
庄文皇后的谥册也格外引人注目，它由10片长29厘
米、宽12.9厘米、厚1厘米的玉质石片经黄色织布连
接而成，上面刻有雍正帝为孝庄文皇后所加谥号“孝
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翼天启圣文皇后”。到了乾隆
朝，乾隆又为孝庄文皇后加谥“纯徽”二字，并制作了
交龙形状的一方谥宝大印。档案中记录的这延绵了
三代的祭奠，无不体现了后代君王对孝庄文皇后的
敬仰和怀念。

世人常对稗官野史津津乐道，为这位“清朝兴国
太后”杜撰出各种浪漫故事，但孝庄文皇后在政治上
取得的成就才是她的卓越之所在。历经三朝、辅佐
清初两代君王，奠定清王朝盛世基业，却从未因个人
的政治野心而干政、乱政。同时，作为两代幼主的照
拂者和教育者，她给予了后辈充分的自主权，只是悄
然退居其后加以指引，为他们排忧解难。即使是在
相隔数百年后的今天，这种教育之道仍然值得借鉴。

诏书、诰命、敕谕、朱批……明清档案如汗牛充
栋，可女性的春秋不似朝堂风云那般波谲云诡，在档
案中有关她们的记录如浩渺繁星中的一粒尘埃般难
寻踪迹。即便是孝庄文皇后，也是仅凭一卷册文、三
幅画轴便拼凑出她的一生，而那些珍贵的细节在宏
大的历史叙事中模糊不清，只留给后人无尽的遐
想。然而，也要感谢这些珍贵的“兰台翰墨”，在那泛
黄的纸页间，为世人留下了关于她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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