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9月11日 星期四 统筹：杨观军 美编：李仙珠 校对：王泓 A15

专家观点：
保护意识亟须提高

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国
家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
委员会副主任罗德 胤 告 诉 记
者，在中国，很多传统村落都像
老城村一样，由于处于经济发
展较快的区域而遭受到较为严
重的破坏。

“经济发展越快，人们对居
住水平的要求就越高，同时由于
对古建筑保护意识的缺乏，就容
易出现大拆大建、拆旧建新的现
象。很多建筑文物因此而遭受
破坏。人们对居住条件的要求
是合理诉求，但并不一定非得通
过拆旧建新的手段来实现。归
根结底，当地村民对古建筑的保
护意识，直接影响了传统村落的
现状。”罗德胤说。

修复老城村
打造人文小镇

老城村地处云阳镇中心，城
镇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老城村
带来了一些变化。沿街一路的
叫卖声，随时都可能把你从怀古
的思绪中拉回现实。漫步在老
城村，处处可见水泥钢筋的建
筑，保存完整的古宅更是凤毛麟
角。只有湮没在新城中的几面
残墙，数块青砖，证明着这里的
历史。

消失的城墙，破败的戏楼，
被村民翻新重建的老宅，一次一
次地覆盖着当地人对古老村落
的记忆。

让高天顺欣慰的是，当地人
已经慢慢意识到保护老城的重
要性了。楚王行宫里的明朝石
狮，已经用铁栅栏围起来了。“接
下来想给两棵千年古柏弄个绿
地，让它们更好地活下去。”李曙
告诉记者。

如今，老城村已经列入国家
传统村落名录。“现在新建筑不
允许占用老建筑的面积，这是个
好消息。规划局的人已经来考
察过好几次了，说要恢复南城
门、西城墙、文庙大殿、城隍庙、
戏楼等古建筑，着重打造人文旅
游小镇。”老城村居委会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云阳楚王行宫，是我
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楚
王行宫遗址。到明朝成化
年间，在楚王行宫遗址上又
建了文庙，从清末开始，文
庙成为讲学授课的学校。”
高天顺告诉记者，楚王行宫
遗址和文庙古建筑，如今都
在云阳镇第一小学校园内。

在一小校门旁，记者看
到一块刻有“文武官员军民
人等至此下马”的石碑。“校
门 是 由 文 庙 的 照 壁 改 造
的。这是一块下马碑，无论
是什么身份的人，到了文庙
前必须要下马以示恭敬。”
高天顺说。

走文庙大门，文庙的前
殿如画般映入眼帘。古殿
前，一大丛青竹随风摇曳，
平添雅致。一座石桥通往
殿门，桥下荷叶田田。“这座
石桥，叫状元桥。在以前，
只有这里出了状元，文庙的
正门才打开，也只有状元才
能走这座石桥。”云阳镇第

一小学校长李曙告诉记者。
绕过前殿，两棵古柏以

刺天雄姿抢入眼帘。灰褐
色的树干上密密麻麻布满
厚实的鳞片，凝重而不失秀
雅，苍老而不失挺拔。

“这两棵柏树有 2700
年 的 树 龄 了 ，有 17 米 之
高。相传是楚王与他的爱
妃种下的。这儿的人也叫
它们‘夫妻树’。”高天顺介
绍，柏树人称寿树，古人赞
誉柏树为“百木之长”，同时
它也是祭祀的象征。据推
测古柏是与楚王行宫同生
同在的，在行宫建成伊始，
便栽下了这两棵柏树。

古柏旁，一座明代石碑
记录了楚王行宫的存在：

“南召县西北隅有子城，内
广八十步，袤四十步，世传
为楚王行宫。按南阳春秋
时并入于楚，子城虽废岁
久，基极高厚，上有楼台八
处，前有三峰突起，俨然王
者宫阃之所也。”

据 记 载 ，公 元 前 688
年，楚灭申国（南召境属申
国）。灭申后楚文王即在南
召县鹿鸣山下的云阳镇内
修建楚王行宫，以便视察边
防和督修长城。鹿鸣山距
离 云 阳 镇 只 有 2000 米 之
遥，峰陡峦翠，素有“鹿鸣耸
翠”之誉。

高天顺介绍，云阳旧时
称武城，是春秋时期“北扼汝
洛，南控荆襄”的重要扼口。
南有云阳关、北有鲁阳关，关
门四周又有关庄寨、太子山
寨、九里山寨、罗圈寨等关城
拱卫，使这座行宫处在雄关
卫护之中。楚王在这里与周
边各国之君开展了一系列

“武城会盟”活动。
遥想 2700 年前，楚文

王在此与心上人画眉摘花，
风光何等旖旎。如今行宫
遗址上，已没有一砖一瓦，
只 剩 两 棵 古 柏 和 那 座 石
碑，讲述着那段凄迷缠绵
的故事。

时入九月，秋意渐浓。连
绵苦雨后，云阳镇秋高气爽。

“老城村其实就是以前
的南召县，我国目前发现的
唯一一处楚王行宫遗址就
在我们村。走，我带你们转
转。”高天顺，今年已经 70
岁，原在云阳镇教委工作，
退休后著有《南召文化大
观》等，对老城村的历史文
化了如指掌。

老城村位于南召县云
阳镇的中心地带，其实就是

南召县的老城区。高天顺
介绍，老城村古已有之。如
今的老城村，裹挟在镇上熙
熙攘攘的商业街道之间。
不时映入眼帘的青砖灰瓦，
提醒着你这里曾经的古老
与沧桑。

“楚王行宫、孔庙、城隍
庙、戏楼、老城墙……老城
村以前还真留下了不少好
东西。”高天顺告诉记者，

“尤其是明朝的古建筑城隍
庙戏楼，那曾经是老城村最

热闹的所在。”
在一个老旧的招待所

大院内，圈禁着老城村曾经
的热闹——城隍庙戏楼。
往高处望去，古朴的戏楼保
存得依然完整，只是如上去
有些破败。空空的戏台，落
满了枯枝败叶。站在戏楼
下，时间仿佛在这里轻巧地
打了个结：幕布拉开，戏台
上弦闹板响，角儿幽幽咽咽
地唱，戏台下如痴如醉，如
癫似狂……

核心提示：

2700年前，楚文王攻占申
国，修建行宫，并与心上人在
行宫一起种下两株柏树。当
年的楚王行宫，便位于今南
阳市南召县云阳镇老城村，
他们种下的柏树，被后人称
作“夫妻树”。
老城村古已有之，如今保留
着较多的明代建筑。文庙前
的状元桥下荷叶田田，古往
今来正门只为状元开；城隍
庙戏楼寂寥的戏台上，曾经
上演着多少热闹与辛酸？行
宫遗址上，已无一砖一瓦，只
剩两棵古柏和一座石碑，讲
述着那段凄迷缠绵的故事。
郑州晚报记者
路文兵 文/图 南召报道

老戏楼前幽思怀古

2700年树龄的两株古柏被当地
人称为“夫妻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