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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的元宵夜
□杨小霜

春节刚过去不久，街上依旧挂着
红灯笼，夜晚来临时，一个人走在古朴
的街道上，竟也生出许多诗意和情
感。没有人不喜欢这样的夜晚，江风
从吊脚楼旁轻轻拂过，从青石板上走
过的除了行人还有江里来的风。木门
前的吊脚楼被风吹得左右摇摆，院子
里的李子树已悄悄地打好了花苞，而
今夜的白沙古镇是热闹的，是欢欣的。

从东华街行至朝天嘴码头时，我
并不着急跟着人们前往广场去赴一场
约会。茶馆里的人很少，除了提着茶
壶的老人还在坚守，一路走来古街上
的商铺的门全都紧闭着。多年前，我
只身一人来到这个小镇上，在元宵节
那一个夜晚于古街遇上了一个特别的
人。只是简单地打了招呼，然后相互
说起自己的家乡，最后同许多人一起
见证了一场令我震撼的盛会——白沙
的元宵节。

那天晚上的白沙十分热闹，整个
广场均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在欢呼
声中，我偷偷看了那个少年一眼，火红
的铁花突然降落在人群中央，抬眼望
去，他的脸被铁花落下的余光印得通
红，等到人群散去，我们相互留了联系
方式，回家时我们都没有乘坐公交车，
在步行时便不知不觉地走成了一排
……

从那以后，我总喜欢一个人在老
街上走走，有时候是东华街，有时候是
石坝街，在某一个午后，我也会遇上
他，就从这条老街开始，我们从一个元
宵节走进了另一个元宵节。去年元宵
节时，他的肩膀上扛着我们三岁的孩
子，再次出发，我们一家人一起去老街
过节。

这一次我们并不着急朝着广场出
发，而是选择从东华街穿过，孩子在我
们的前面奔跑着，我们彼此都没有说
话，只是静静地听江风吹过吊脚楼，吹
过门前高高挂着的大红灯笼。老街上
的行人很少，行走的时候能够清晰地
听见彼此的脚步声，甚至彼此的心声，
但我们都没有戳破对方的心事。已经
好些年了，或许是江里的风泄露了我
的行踪，因此才成就了这么一段缘分。

这一次，我并没有去关注那间茶
馆，甚至不记得它的门是开着还是关
着的，而是跟着人群的脚步朝着广场
走去。还未到达广场时，就能明显地
感受到拥挤，于是不得不放慢了脚步，
跟着人群往广场里挪动着，我们找了
一个比较偏的位置，虽看不清广场中
央打铁水和舞龙队的人，但并不影响
我们观赏打铁水这一盛事。

被老艺人泼向天空中的铁水像极
了长满星星的夜空，但孩子却说那些打
向天空中的铁水更像一棵开花的树。
在一树又一树铁花的盛开和落下的过
程中，我们就这样相互依偎着，那一刻
仿若时光回到了彼此相遇的那一个元
宵夜，一树又一树的铁花盛开在天空
中，一场又一场的烟花盛开在漆黑的夜
晚里，尖叫声此起彼伏，这样的一个夜
晚足以暴露一些人的心事，也能让整个
古镇焕发出久违的生机与活力。

踮起脚尖，将目光从黑压压的人
群中穿过，借着打铁水所泛出来的光，
依稀能看见在广场中央打铁水的人，
他们戴着红色的方巾，光着膀子，穿着
短裤，在风中来回地穿梭着。打铁水
的过程中穿插着舞龙的队伍，在高亢
激昂的吆喝声中，一树又一树的铁花
绽放在喧嚣的夜空中，也绽放在每个
人的心中。

而今年，我从春节开始就盼望这
一元宵盛宴。下班后，一家人早早地
就开始前往东华古街的路上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春节期间的万灵古镇，开启了
“人从众”模式。游人们在层层叠叠
明清建筑味十足的古街穿梭，从长板
门、穿斗墙、格子窗、吊脚楼和青砖、
青瓦、青石板等古老元素中充分感受
历史的沧桑与厚重，共享人类非遗的
美好时光。

历经千年风雨，这座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的密码，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破
解。比如湖广会馆、赵氏宗祠、禹王宫、
大荣寨、沱湾码头……匆匆一瞥，许多
人记住了这里的古老山寨、烟火美味、
小桥流水，却并没有留意到古街深处还
隐藏着一座钟灵毓秀、底蕴深厚的尔雅
书院。

书院觅踪：藏在古镇深处

书院是我国古代教育机构，有官办
和私立之分。以自由研习为主，集众讲
授为辅，聘山长（古代对德高望重、学问
渊博的书院负责人谓之“山长”zhǎng）
或名师讲经、讲文、讲诗。

提起中国有哪些最著名的书院，相
信大家一定能侃侃而谈，比如应天书
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

“四大书院”。
万灵古镇离我居住的小区不过20

分钟车程，虽然无数次游玩，却也只是对
古镇厚厚的寨门、游回的画舫、崖壁的古
木、河边的大佛印象深刻，对尔雅书院还
真的知之甚少、印象比较模糊，于是，我
打算利用这个春节好好补补课。

为避开人流高峰，我们决定正月初
二下午3点出发前往万灵古镇。哪知
一路走走停停，过了20分钟，还未看见
万灵古镇的标志性牌坊。沿途的车流
和人流已成为节日最常见的风景。看
着那么多外省号牌车辆，我有些感慨，
家门口的风景何时成为了打卡胜地。

40分钟后，终于快到万灵古镇了，
只见沿公路两旁差不多一两公里都不
间断地泊着车。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个

僻静处停靠下来，然后顺着公路
前行，穿过公交车站大厅，

跨过入镇大环岛，顺着石板路向恒升门
走去。

一路美食飘香，一路欢声笑语。经
过大荣寨制高点，穿过古老的恒升门，
沿石梯缓步下行，再前行不过20米，就
在古街的右侧——“尔雅书院”已映入
我的眼帘。斜阳打在展翅欲飞的屋檐
翘角上，时光和历史在这里无声交汇。
说是“藏”，似乎有点夸张。不过顺着人
流往前走，却也容易一晃而过，以前我
和朋友经过时就浑然不觉。

倾情创办：累累硕果压枝

说起尔雅书院，不得不说说它的创
办者——喻茂坚。喻茂坚（1474 年~
1566年），字月梧、汝砺，号心庵，明朝法
学大家、著名廉吏。生于重庆府荣昌县
（今荣昌区），正德六年（1511 年）中进
士，历任铜陵知县、真定府知府、福建按
察使、刑部尚书等职，官至正二品。嘉
靖二十八年（1549年），喻茂坚引疾乞休
获准致仕。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喻
茂坚端坐而逝，葬于家乡神龟山（今万
灵镇尚书村），享年92岁。隆庆元年
（1567年），被追赠为太子少保。他为官
刚正不阿、清廉有为，一生遵循“守本
心、行正道”之理念，被明世宗赞誉为

“天下清官”。
据《荣昌县志》记载，喻茂坚是本县

自秦代以来最高级别的朝廷命官，致仕
还乡时竟“囊无百金”。这里的“百金”
并非百两黄金，亦非白银，乃形象说法，
折合约150石稻谷，即正二品尚书两个
半月的薪俸。

喻茂坚还乡后，一直有“以诗书课
后生”的愿望，为了创办学堂，他遍访荣
昌本地一些士绅商贾，寻求社会各界支
持。在其子喻祯的具体操办下，经过多
方努力，直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
书院终于在荣昌路孔（今更名为万灵古
镇）建成投用，并正式定名为“尔雅书
院”。其时，喻茂坚已86岁高龄。

以培养“明体达用、卓然大雅之才”
为目标，已是耄耋之年的喻茂坚，从此
开启了自己晚年的教书育人生涯，传播
自己的廉洁思想、法治理念以及为人为
学理念。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喻
茂坚再无精力亲授课业，便将教学之事
交由儿子喻祯全权打理。

据《喻氏族谱》记载，凡是读书用功
的弟子，都由族人共同出钱培养；对于
贫困弟子，还免收学费。一时间，来尔
雅书院读书的孩子很多。自明中期至
清末，经历喻氏十五代，尔雅书院恪守
祖训，对后世子孙和当地百姓产生了极

其深远的影响。在此完成学业、考
中功名的学子众多，单是喻氏家族
一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322人，其
中进士27人以上。

尔雅书院不仅在教化培养人才
方面成绩斐然，还为中国革命事业发
挥过重要作用。荣昌国学研究会会
长、尔雅书院院长吴洪介绍，喻茂坚后
人喻行果是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
士，他是尔雅书院第十五代山长，以尔
雅书院闭户课读的祖制为掩护，在抗
战期间为我党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当
时外地的地下党员，无论在荣昌工作
的，还是路过荣昌暂住的，都以尔雅书
院为落脚点、食宿点、物资供应点和

“变相联络站”。保护了大批地下
党同志，若干年来一直起到

川东地下党的联络
作用，又成为川南
地下党的大后方
掩护布置工作的
场所。

国学赓续：
传承悠悠文脉

走近尔雅书院，门口实木圆柱上书
“衍祖宗一脉真传，克忠克孝；教子孙两
行正路，惟读惟耕。”此为喻茂坚亲自为
后人所撰《垂训联》。与尔雅书院内另
一副《训示联》互为映衬：“事五尺天而
天知，存方寸地而地知，为人父母无愧；
领千钟粟以粟养，读万卷书以书养，在
我子孙自修。”

走进大门，迎面放置着一块石雕的
“福禄寿喜”照壁，约四尺见方，底座厚实
稳固。照壁虽然斑驳风化，但莲、鹿、鱼等
浮雕图案依稀可辨。吴洪介绍，照壁系康
熙皇帝为褒奖喻茂坚清廉有为而赏赐。

绕过照壁，进入第二道门，一方20
多平方米的天井呈现在眼前。天门、天
窗、天井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属典型的
明清建筑风格。天井中间放置着一个
石造的、呈圆形的水池，谓之墨池。墨
池外沿被绿茸茸的青苔包裹，“题名金
榜花开花落，苦读寒窗月缺月圆”的字
迹隐约可见。沿墨池周围种植着各种
花草，还有一棵被裁修后发出几簇嫩绿
叶片的黄葛树。稍事停留，沉心静气，
不觉有几分清幽雅致扑面而来。

经过天井，入得正厅。只见正厅大
门两侧垂悬着一副对联——“霜肃三台
曾是中朝真御史，星回八面可为陆地昔
神仙”。此联为喻茂坚生前好友明朝状
元杨慎所书。据了解，杨慎与喻茂坚同
榜考中进士，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过
荣昌时，特地找喻茂坚相聚，还赠题了
三副对联，另两副一题喻家新祠堂龛前
——“父子祖孙家庆真符重庆，科名鼎
盛世昌允合荣昌”；二题喻茂坚88岁寿
联——“北斗贯丹心明刑弼教尚书第，
南山颐鹤发全节完名上座仙”。

正厅正面供奉着一尊至圣先师孔子
的铜像。右侧房间是国学代表人物介绍
和汉服室，左边几间屋子，分别是书画
室、琴与埙、孔门十哲像。二楼是教学的
场所，课桌、板凳等保持过去的教学风
格。此间既可以练习琴棋书画，也可以
诵读四书五经。二楼还有喻茂坚生平主
要事迹介绍和其子女画作展示，还藏有
大量国学书籍和其他文化书籍。

环绕教室廊道，既觉书香浓郁，又
觉书韵悠长。穿越时空隧道，我仿佛看
见满屋子的孩子端坐书院，琅琅书声弦
歌不绝。他们读书写字，他们览景抒
情，他们格物言志。无边声韵，声声入
耳。我不禁脱口而出：“把最美的时光
雕琢成最美的模样，不就是喻茂坚创办
的尔雅书院！”

吴洪说，原来的尔雅书院为穿斗木
结构两层小楼，一楼为讲学的教坊及生
活用房，二楼为藏书楼。后来尔雅书院
被拆除，复建的尔雅书院与原貌基本一
致，只是把建筑的木结构换成了小青
砖。现整个书院占地面积323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638平方米。几经修复的
尔雅书院，既是纪念喻茂坚的展览馆，
又承担公益国学讲习，目前有100余名
国学爱好者定期听课，另有一些喜爱国
学的家长将孩子送来接受熏陶。

群山无语，濑水有音。一草一木，
文脉滋养。我深信，400多年前，荣昌
人闻到了尔雅书院飘出的第一缕书香；
400多年后，钟灵毓秀的尔雅书院更加
清香醇厚。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尔雅书院：墨香情深岁月长
□黄裕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