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安徽黄山脚下的歙县，有这么一

片牌坊群——棠樾牌坊群，它不仅是明

清时期古徽州建筑艺术的瑰宝，更在

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列为第四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很多人可能

不知道，早在上世纪60年代，它们差点

被拆除、炸毁，幸得一位移居到徽州的

瑞安移民竭力保护，才逃过一劫。这位

居功至伟的瑞安人，名叫董光友。

在介绍董光友之前，先来了解一下

棠樾牌坊群。

有句话说“天下牌坊看徽州，徽州

牌坊看歙县”。古徽州就是今天的安徽

省黄山市的大部分，是中国古牌坊最多

的地方。歙县是徽州府治所在地，府县

同城1400年，是古徽州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而歙县的棠樾村有着中国最

独特、最密集的一片牌坊群。

棠樾村位于歙县西南七八公里处，

是鲍氏家族的聚居地。在棠樾村东大

道上，七座古牌坊顺向排列，呈现一道

优美的弧形。再加上牌坊周边是开阔

的田园，没有遮挡物，牌坊群好像是从

田里“拔地而起”，显得格外的高大挺

拔，说是中国最漂亮的牌坊群并不为

过。

从村里向村外，这七座牌坊依次是

鲍灿孝行坊、慈孝里坊、鲍文龄妻汪氏

节孝坊、乐善好施坊、鲍文渊继妻吴氏

节孝坊、鲍逢昌孝子坊和鲍象贤尚书

坊，每一座牌坊都有一个情感交织的动

人故事，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这些牌坊

用“歙县青”花岗岩建造，梁柱坚实挺

拔，精雕细琢，记录了鲍氏家族在明清

四百年间的荣耀和辉煌。

这些牌坊体现了徽文化程朱理学

“忠、孝、节、义”伦理道德的概貌，也是

徽商纵横商界三百余年的重要见证。

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曾大大褒奖牌

坊的主人鲍氏家族，称其为“慈孝天下

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

再来说说这位已故30多年的功臣

董光友。

“这片牌坊就是老董保住的！”时过

六七十年，棠樾村、槐塘村十里八乡上

了年纪的老人们，无论是80岁的邱姓

老婆婆、70多岁的郑姓老大爷，还是60

多岁的何先生，都还牢牢记得，董光友

竭力保护牌坊的情景。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力挽狂澜保护

古牌坊，需要怎样的勇气？笔者在参观

古牌坊群后，专程走访了棠樾村、槐塘

村部分村民及董光友家属。

据介绍，董光友个子中等，身材壮

实魁梧。1932年出生于瑞安县高楼叶

寮村，在他十几岁时，为逃避战乱，父母

带着他和哥哥到了建德谋生。其后，其

父去世，母亲又带着两个儿子辗转到了

徽州歙县槐塘村，投靠一位当蛇医的亲

戚。

这时的董光友是个理发匠，他背着

理发箱子，走村串户上门为村民理发。

有一次董光友从歙县灵山村（现徽

州区）理发回家的路上，有些倦乏，便靠

在蜀源的亭子里歇息并睡着了。为了

不暴露行踪，路过的新四军战士悄悄用

麻袋将他套走，给战士们理发。经过与

战士们的交流、接触，董光友萌发了参

军的想法。当他再次为新四军战士理

发时，他便主动报名，并在未与母亲商

量的情况下，毅然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部队就安扎在歙县灵山，负责人叫

杜维佑。

此后，董光友相继参加了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他英勇作战，不畏牺

牲，立下赫赫战功。在抗美援朝战争

时，左大腿等处曾受过枪伤，1955年被

授予少尉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董光友先后到安徽

芜湖、歙县参加公安工作，曾担任歙县

公安小队小队长。1963年，他放弃转

业安置到六安商业局工作的机会，回

到棠樾村，先后任民兵营长、大队长、

村支书。虽然离开了战场，但董光友

心中的信仰和追求从未改变。无论在

公安战线，还是在村里，他都发扬革命

精神，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据其亲属

回忆，他对于牌坊群的保护如此上心，

可能与他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新中

国成立初期，他在芜湖市公安部门工

作时，曾参加文物档案整理等方面的

安保工作。

上世纪60年代，“破四旧”运动横扫

中国，歙县也不例外，包括牌坊在内的

各类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

遭到严重破坏。一些人扬言要拆掉这7

座牌坊，而拆下来的石料将被运去填作

水库的基石。当时用于拆牌坊的炸药

都已经运到村里了，附近村的牌坊也已

被炸掉了两座。

在这千钧一发时刻，时任民兵营长

的董光友拨开人群，挺身而出，大喝：

“这些牌坊，谁都不能动！”

人群也骚动起来，现场乱哄哄的，

有人嚷嚷：“为什么不能拆呢？难道你

想抗命？”

“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村里的标志

性建筑吗？”董光友大喝一声，“除非你

们出示国家的批文！否则，休想拆了

它！”

当过军人的董光友声如洪钟，一下

子镇住了全场。他的目光如炬，仿佛告

诉大家：如果谁要硬来，那就从我身上

踩过去！

人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挑头。

董光友为了保护牌坊群，不眠不

休，加强了对牌坊的不间断巡查。他

对牌坊上每个构件都了然于胸，某次

巡查时发现牌坊上的“护翼”不翼而飞

了。徽州人修建房屋门楼讲究阔气，

构件应该是被村民撬走据为己有了。

凭着公安干警的工作经验，董光友马

上查探到，这个“护翼”被某村民撬走

并装在了自家的门楼上了。董光友找

到了这位村民，苦口婆心，晓之以理。

经劝说后，该村民自行将“护翼”复原

到牌坊上。

由于性格耿直，经常对一些事情直

言不讳，董光友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加

上他在有些人眼里看似“不可理喻”的

行为，因此，在“文革”中董光友屡屡遭

到冲击和打压，他被迫反穿军大衣、戴

上高帽，被游街批斗。据槐塘村邱姓老

婆婆介绍，当时她的公公周德忠与董光

友为保护牌坊做出了不懈努力，却因此

遭到了某些人的刁难和报复。

董光友的子女称，父亲一身正气，

光明磊落，时常教导他们“不该拿的坚

决不能拿”，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倘若

子女犯错，就会给他们一顿“饱揍”，以

此告诫他们长记性，决不能再犯。

1991年，董光友因病去世。

笔者采访时，夕阳的余晖透过牌坊

的缝隙映在脸上，洒在身上。董光友可

能想像不到，当年他倾力保护的棠樾牌

坊群，如今成了歙县乃至安徽的一张金

名片，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游客慕名前

来。了解了他的故事，瑞安人前去参观

时，是否觉得亲切，进而为这位瑞安老

乡感到自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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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学中，“物体语言”是一种通过

物体的形状、颜色、大小、质地等特征来传

达信息的非言语交际方式，常见于城市生

活中，如赠送红豆饰品表达相思，将巧克

力装入心形盒子表达爱意，放飞鸽子代表

和平等。而在农村，人们也因地制宜地创

造了一些非常规的物体语言，笔者从小在

瑞安西部山区长大，对此类“农村物体语

言”较为熟悉，现描述几个，以期唤起广大

农村朋友的回忆，也希望能激发城里朋友

们的好奇心，读后轻松一笑。

农村物体语言当首推“扦马颓圈”。

温州话里，爆粗口叫作“謴（音 gùn）马

颓”，因此“马颓圈”就是代表骂人的意

思。庄稼地里，谁家要是作物被人偷了，

比如被拔走一颗菜、被割走一个瓜之类，

主人家来地里看到后，虽气愤不已，但又

找不到是谁偷的，且损失不是太大，此时

便会气呼呼地从旁边抓来一把枯草，打结

成一个球形，再找来一根直直的短树枝，

一端插入草球，另一端扦在被偷瓜菜的土

坑里，这个流程就叫作“扦马颓圈”。它代

表对偷瓜菜者的责骂和对这种行为的愤

慨，让偷瓜菜者下次路过此处时受到良心

的谴责。我们平时都说骂人不带脏字是

高明的，而“扦马颓圈”干脆是骂人不用文

字了，这也比咱们偶尔见到的“此处倒垃

圾十八代狗生”“狗尿远送”等不雅字样，

要质朴不少，也雅观许多。

接着来说说“号纸坦”。瑞安西部山

区的湖岭、芳庄、林川等地，是传统纸山，

古法造纸在这里流传了千百年。造纸流

程中有一道工序叫晒纸，是指将分好的

“纸簿”（若干张纸叠在一起）摊在山坡上、

草地上晒干。每家每户都需要山上的空

地来晒纸，因此，如若预测到第二天是晴

天，那么前一天就需要去山上预订第二天

晒纸的“地盘”，以免平坦向阳的好地盘被

别人家抢了去，这就是“号纸坦”。“号”是

动词，表示标记；“坦”则表示较为平坦的

空地。它的具体做法是：拿一簿纸放在自

己看中的山坡或草地上，用一块石头或砖

头压着，这就等于告诉别人，这块地第二

天已经“名地有主”了，任何人不得抢了

去，第二天安安心心挑着纸担过来晒就行

了。倘若经过几天风雨天气，由于村民们

上山“号纸坦”的手速快慢或由于对天气

情况的不同预测，山坡的“晒纸权”也会经

历一次“大洗牌”，这也是相当公平的。

最后来说说一个没有名字的农村物

体语言。阳春三月，正是漫山遍野的毛竹

出笋之时。毛竹经济价值高，但旧时农村

食物缺乏，人们很难抗拒毛竹笋的鲜美味

道，因此到别人家竹林“顺”一株笋带回家

打打牙祭也是常有的事。人们会常到自

己家的竹林里看看，如果看到有些笋长势

较好，又生怕别人将其挖走的话，就会在

竹笋旁边直直地扦一根竹枝，意思是告诉

别人：竹林的主人已经看到这株笋的存在

了，在等着它长成有用的毛竹，请不要将

其挖走；如确有需要，请向周边长势较差

的笋下手，谢谢配合。这一招颇为有效，

大家都会非常配合，主人的“意中笋”通常

能“平安长大”。

如今，山区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他们比从前更加乐意、也更有条件分享自

己的劳作成果，古法造纸也早已辉煌不再

甚至濒临绝迹，这些典型的农村物体语

言，正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每

每想起，总感叹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质朴。

徽州棠樾牌坊群屹立不倒
有位瑞安人居功至伟

■余盛强 姚绍栋

那些渐渐消失的
农村物体语言

■黄晨升

扦马颓圈

号纸坦

董光友手绘肖像（由董光友家属提供） 棠樾牌坊群全貌

竹笋旁扦竹枝竹笋旁扦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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