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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久犹芳香
清咸丰五年（1855 年），一年前被洪水冲垮的松阳

平济桥重建竣工。按常理，平济桥重建后沿用旧名，
既符合传统，也符合乡民对承平生活的期盼。出乎意
料的是，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提出了一个一致性的意
见——将平济桥改为姥桥。

是什么样的原由让乡民舍弃文雅而富有美好寓意
的桥名，改成一个土气而坳口的姥桥呢？这一切，要
从一个叫林芳香的女子说起。

1807 年，林芳香出生在浙西南松阳县一户书香门
第，开明的父亲并不认同“女子无才就是德”的封建思
想，而是亲自教导女儿识文断字。17 岁时，林芳香出
落得楚楚动人，写得一笔好字，填得一手好词，做得一
手精细的女红，林家才女名气不胫而走，上门求亲者
络绎不绝。

不想林姑娘心有期许，自主嫁给了邻乡一个叫周
维恭的书生，让很多人意外。周家并非大富大贵，周
书生也没有横溢才情，但林姑娘认定这书生就是自己
的真爱。更令人惊诧的是新娘出嫁时的一系列举动
——不收聘礼，不戴面罩，新郎先到林家祭扫祖坟，拜
别父母，再一同前往周家。在那个深受礼法束缚的时
代，林芳香的开放和革新成为时人的谈资。

周家祖上家业殷实，周书生夫妇完全可以倚仗祖
业过上安生的小日子，但林芳香又是一反常态——收
起镜奁，告别花钿，遣散仆人，家里的大小事务全由自
己打理。她在院子里外种上了自己喜欢的花花草草
和夫君喜欢的芭蕉竹子，将宅院妆点得生机盎然。周
书生则是萤窗雪案，以期身登龙虎榜，光耀门庭。闲
暇之余，林芳香与夫君书画怡情、诗文唱和，真可谓佳
偶天成。夫妻俩生性慈善，乡邻有贫困者，凡有所请

无不热心周济，善名传遍乡里。
琴瑟和鸣，相夫教子，本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事。

但造化弄人，林芳香 37 岁那年，丈夫病殁，七年后，儿
子早逝。顶梁柱接连折断，一向坚强的林芳香几近崩
溃。一声声带血的啼哭，一场场滂沱的泪雨，人生似
乎只剩下凄风苦雨。

但她终究继承起丈夫的遗志，要将善事做下去。
她抹干眼泪，立下遗嘱：除拨女、拨桥、拨渡，捐助朱子
祠等开销外，专拨良田一百十三亩列为文德学田，以
为文武童岁科县试首场纳卷之资。清末一亩地约可
产 4 到 10 担稻谷，113 亩地在丰年收成约有 1000 多担，
平常年份也能达到 500 余担。林芳香将田租金都投入
了教育。

清咸丰四年（1854 年）五月，连续多天暴雨倾倒在
松阳大地上，山洪裹挟着泥沙奔涌而来，冲垮了地处
咽喉要道上的平济桥。为建新桥，林芳香捐赠了 700
担稻谷。在她的带头下，四乡百姓出钱出力，不到一
年时间，一座两孔的伸臂式木平廊桥矗立了起来，高
大敞阔的廊屋可以为路人遮风挡雨，桥内廊道两侧铺
设廊凳，以供行人歇息和无家可归者留宿。

在松阳人眼里，姥姥（发音 momo）是对年长女性
的尊称。捐资建桥那年，林芳香已是满头白发，乡人
不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尊称其为姥姥，其实她才 47
岁。为了感谢林芳香，乡人将廊桥取名为“姥桥”。

林芳香孝行、德行、品行堪称模范，官府将其事迹
上报，朝廷批准建“贞节坊”以示褒扬。孰料林芳香坚
决不同意。族侄多次劝立，林芳香每每坚辞，并立下
遗嘱，以防族人在她死后建坊。她的理由很简单：建
一块牌坊需用三四百担稻谷的钱，实在浪费；不如将

这些钱用到全县的学童身上更有意义。
1862 年，林芳香走完了凉薄而又慈爱的一生，她

可以含笑着去地下相见挚爱的夫君和儿子了。林芳
香的文德田种下了读书的种子，长久地恩泽着松阳一
代代学子。1905 年，清廷废除科举，时适国家大办学
堂，林芳香的侄孙周大勋用 113 亩学田的田租收入改
办了赤岸、古市两所初等学堂，再置学田 36 亩，合计学
田 149 亩，两所学堂的教学经费、学生学费均由田租中
拨出。松阳知县叶昭敦得知林芳香的事迹，赠以“彤
管扬辉”匾额予以表彰，将林芳香的事迹上报浙江巡
抚聂缉椝，巡抚赠送一面“乐善好施”的锦旗。叶知县
在感动之余，又亲自为林芳香撰写了一篇饱含敬意的
传记，向后世还原了潜德幽光的林芳香。

1934 年，松阳至遂昌的公路贯通，姥桥被拆除，原
址上建起了一座可以通汽车的方木结构桥。人们习
惯将公路称为马路，马路上的桥自然就是马桥；而松
阳方言中“姥”与“马”的发音一致，后人以讹传讹地将
姥桥称为马桥。此后，木构马桥被钢筋水泥的马桥所
取代，此马桥虽非彼姥桥，却无法抹去那些逝去的历
史。林芳香的事迹没有被埋没在寥落风尘之外，就像
她的名字一样，花团锦簇，芳香飘荡，留给后人一个经
久犹香的春天。

儿时的芙蓉糕
某个周六，我和妻子一道去菜市场，回家的路上

看到菜场旁边一糕点店有芙蓉糕卖，一下子勾起了我
的儿时回忆，赶紧让妻子买半斤回家尝尝。回到家，
我迫不及待地取出芙蓉糕，猛地一口咬下，却没有吃
出儿时的味道。妻子也说，这整个儿就是一个沙琪玛
的味道，根本不是芙蓉糕。是呀，儿时的芙蓉糕味道，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的童年是在衢州市衢江区杜泽镇度过的，那时
杜泽的糕点可出名了。当时父亲所在的农村供销社
有一家糕饼坊，作坊里有不少来自金华、兰溪、诸暨、
绍兴的糕饼师傅，会做各种各样的糕点，有鸡蛋糕、芙
蓉糕、油枣、寸金糖、饼干……当时整个杜泽镇仅此一
家糕饼坊，别无分店；而师傅们又手艺精湛，颇受人们
尊敬。

那时候家里条件差，平时可没有糕点吃，一般都
要到了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而我特别喜欢吃芙蓉
糕。芙蓉糕的上面近似年糕片油炸而成，糕底用精细

的白糖和面粉压榨而成，再配以用桔皮制成的红丝、
绿丝装饰，那味道是绝对的好，咬上一口，油而不腻、
满口留香。说实话，如果没有父母的顾忌，不用看他
们的脸色，相信我一个人吃完一斤肯定没有问题。

不过，也有我吃得最过瘾的一次。记得是在小爷
爷家，新年已过完好久了，我和妈妈去小爷爷家做客，
小爷爷领我到了房间，从床底的陶瓷罐里取出一个塑
料袋，打开塑料薄膜和糕点草纸，拿出两大块，足足有
一斤重的芙蓉糕递到我手上，让我吃完再出去玩，那
一刻我竟然开心得不知说什么好。可能是放的时间
久了，而小爷爷又在陶瓷罐放了石灰防潮，那芙蓉糕
硬得就像石块，但我还是很努力地完成了小爷爷交给
我的“艰巨任务”，结果那天我连饭都吃不下。后来，
每每提及这件事，家人都会说我是“傻吃”。

当然最好玩的还是去舅舅家拜年。他们家拜年用
的糕点也是从杜泽买的，大多选择不易变质的芙蓉
糕，而且都是母亲为他买的。买好后，一般情况下都

是舅舅自己来我们家取，也有我们正月拜年的时候带
过去的。到了舅舅家，舅舅就会拆开糕点招待你们。
当然，这时候也是表弟、表妹们最高兴的事，他们几个
也围坐在一起，共享那美味的芙蓉糕，还有舅舅家自
己加工的冻米糖、地瓜干、发糕。除了母亲为舅舅购
买的芙蓉糕外，我们也会送给舅舅两包糕点，一包是
鸡蛋糕，一包是芙蓉糕。而这两包糕点舅舅家是舍不
得吃的，他们要用它到其他的亲戚家拜年，这家送那
家，又到另一家，大家就这么转来转去的，很有可能最
后这两包糕点又会回到我们家中，当然这时候的糕点
早已走油，都快变质了。

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好了，想吃什么糕点可
以随时到糕点店选购，应有尽有，可就是再也吃不出
儿时的那种味道了，那种美味只停留在美好的记忆之
中，永远抹不去。

□鲁晓敏

□ 吕平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散文学会
副会长，致力于传统村落、乡土建筑、廊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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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这一天，拍
了几张不像这个节气的
图 。 小 雪 至 ，大 地 渐
寒。这时候往往也会想
起白居易的那首“绿蚁
新 醅 酒 ，红 泥 小 火 炉 。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
无？”的诗句。在冬天来
时，我期待与喜欢的人
品红茶，或者小酌一杯，
最 好 窗 外 有 大 雪 纷 飞
……真是人生乐事啊。

小品
□赵国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