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一 修复前的步月桥 年冬摄

建欧市步月桥的修复与利用
王世亮 南平市博物馆 福建南平

建欧市地处闽北 , 是福建省面积最大 、 闽北人

口最多的县级市 。建欧历史悠久 , 为历代郡 、 州 、

府 、 路 、 道治所和闽北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 是

一座有着 多年建县史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东汉

建安初年 设建安县 , 是福建历史上最早设置

的五个县之一 。

由于山峻水急 , 建欧先民建大量桥梁以利交通 。

明嘉靖二十年 编撰的 《建宁府志 》中记载的

桥梁就有 座 , 其中建有亭屋的廊桥有 座 。康熙

三十二年 编撰的 《建宁府志 》 中 ,记载的桥

梁有 座 , 其中建有亭屋的廊桥有 座 。民国十八

年 编修的 《建欧县志 》中记载的桥梁有

座 , 其中建有亭屋的廊桥有 座 。由于社会的发展与

变迁 , 这些廊桥现已寥若晨星 , 弥足珍贵了。

吉阳镇位于建欧西北部山区 , 是 “泽泻之乡 ” ,

地处建阮 、建阳 、顺昌三县交界处 , 全镇有 个行政

村 , 个自然村 , 是一个大集镇 。在这个集镇中 , 就

有二座始建于明代的伸臂木梁结构的廊桥 。北边一

座叫贯道桥 , 经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翻建 , 廊桥

现能通过拖拉机 。另一座步月桥 , 位处吉阳镇西去

的交通要道上 , 距建欧市约 公里 , 是闽北现存最

长 、净跨最大的伸臂木梁结构的古代廊桥 图一 ,

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

一 、步月桥源流及结构

据传 , 步月桥于明正德间由玉溪村葛氏五世祖

葛宗源及林志高 、 丁士通等募捐始建 。清朝乾隆乙

丑间 汀州木客张士华放木损毁 , 出银七百两

维修 。道光三年 至光绪十九年 间 ,

由黄声遇 、 葛万邦等人先后三次募捐修建 。

经查阅民国十八年 编修的 《建欧县志 ·

卷五 ·水利 》载 吉阳里 , “步月桥在玉溪坊 , 明

正德十四年 建 ” 图二 。

现存桥屋 , 有一间桥屋正脊上隐约可见丹书 “光

绪 ”字样 。

经观察 , 伸臂部分腐朽严重 ,似为初建时原物之

户之沁 游





.、恤…̀月为
勺勺八尹丈夕矛



一留画峭口赚︸一

木梁结构的木膺桥 。如何解决 “保护 ”和 “利用 ”

步月桥的矛盾 , 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笔者认为

首先 , 应根据步月桥的实际情况 , 制定开发和保护

规划 , 将廊桥的开发利用与保护规范化 、 法制化 。

吉阳镇应采取积极措施 , 防止人为的 、 自然的因素

对廊桥的破坏 , 并建立长期的保护规划和保护条例 ,

使它长期保存下来并发挥作用 。其次 , 根据古廊桥

的地域文化特性 , 利用廊桥做 “展览厅 ” , 用图片

和文字的形式展现古廊桥的文化内涵和吉阳镇历史

发展情况 , 提高村民的文物保护意识 。再次 , 在充

分保护的前提下 , 对廊桥资源进行适度旅游开发 ,

做到 “有效保护 , 合理利用 , 加强管理 ” 。这也是

解决廊桥保护资金匾乏的一个重要途径 , 同时也能

让更多的人了解廊桥 、保护廊桥 。

今天 , 步月桥的交通要道功能还十分突出 , 每

天数百余人要过桥 , 有很强的实用性 。另一方面 ,

步月桥仍是当地村民的休息娱乐和民间活动的重要

场所 。每逢初一 、十五 , 村里的善男信女们都会到

那里烧香祭拜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 , 玉

溪村民都会不约而同到步月桥送 、 摘灯笼 。灯笼分

红 、 白两色 , 红色的象征吉祥生财 , 白色的象征平

安添丁 。摘取灯笼者 , 不论红白 , 必须在次年中秋

节 “以一还六 ” , 把灯笼送挂到步月桥 , 这己形成

传统习俗 , 并几百年延绵不断 。中秋节这天 , 村里

的老太太们穿着蓝布衫聚会于此 , 她们有的敲打着

乐器 , 有的双手捧着 自制的步月桥模型 , 有的手持

香烛 , 唱着特有的曲调 。她们时而围成半圆形 , 时

而排成一字形走桥 , 从廊桥的中间进去 、 出来 , 再

往桥两头缓缓而行 。中秋夜 , 月光洒满 山村 , 男女

老少欢歌笑语 , 云集于桥边 , 月光与灯笼烛光交相

辉映 。村民们还在桥边大放烟花爆竹 , 呈现出一幅

图七 步月桥内部藻并

幅流光溢彩的画面 。这些民间传统习俗和活动都是

依托于步月桥而存在的 , 没有这座桥就没有这样的

活动气氛 , 也就没有这样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 。

因此 , 步月桥还是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场所 。

步月桥是吉阳镇百姓心中的 “圣桥 ” , 既有交

通的功能 , 又是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的场所 。这个

古老的建筑今天还在焕发出无限的光彩和生机 。让

我们祈愿它继续造福 于吉阳镇的百姓 , 给他们带来

幸福和吉祥 。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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