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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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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
首
相
』
美
名
扬

关于西递，有太多的溢美与

想象。这个小村落从来就不缺

乏美的传说。这一次，我们的寻

访古牌坊之旅的行程中当然也

少不了西递一站。

古老的村落，古老的传说。

在西递，胡文光刺史牌坊是这个

古老村落的历史见证人，如今已

成为西递村的标志性建筑。

我们循迹而至。

陈明 徐佳/文

浮华烟云皆不再思考

我们还是有必要先征引一些史我们还是有必要先征引一些史

料料，，大致了解一下西递的这座胡文光大致了解一下西递的这座胡文光

刺史牌坊背后的故事刺史牌坊背后的故事。。

胡文光胡文光，，字原中字原中，，号西川进士号西川进士，，明明

经胡氏十八世祖经胡氏十八世祖，，生于生于15211521年年，，明朝明朝

嘉靖乙卯年嘉靖乙卯年（（15551555年年））中举中举，，先出任江先出任江

西省万载县县令西省万载县县令，，因重视兴修水利因重视兴修水利、、兴兴

办教育办教育（（学堂学堂））等方面政绩卓越等方面政绩卓越，，深得深得

上司赏识上司赏识，，被提升为山东胶州刺史被提升为山东胶州刺史，，五五

品官品官，，授为奉直大夫授为奉直大夫。。胶州是当时的胶州是当时的

通商口岸通商口岸，，海盗横行海盗横行，，民不聊生民不聊生。。胡文胡文

光到任后光到任后，，精心尽力治理地方精心尽力治理地方，，做了许做了许

多利国利民的好事多利国利民的好事。。在当地老百姓中在当地老百姓中

至今还流传着一首顺口溜的赞诗至今还流传着一首顺口溜的赞诗：“：“文文

光刺史美名扬光刺史美名扬，，重视教育办学堂重视教育办学堂，，兴修兴修

水利仓满粮水利仓满粮，，勉励繁殖牛马羊勉励繁殖牛马羊，，防御倭防御倭

寇逐东洋寇逐东洋，，捍卫江山保吉祥捍卫江山保吉祥。”。”

胡文光从政三十二年胡文光从政三十二年，，官运亨官运亨

通通，，青云直上青云直上，，如同牌楼上三十二面如同牌楼上三十二面

如意花盘一样如花似锦如意花盘一样如花似锦，，前程锦绣前程锦绣。。

明神宗皇帝的叔父时任荆王明神宗皇帝的叔父时任荆王，，管辖现管辖现

在的湖南湖北在的湖南湖北、、山东一带山东一带。。他看中了他看中了

胡文光的文韬武略和一表人才胡文光的文韬武略和一表人才，，就将就将

胡文光调任本王府的长史胡文光调任本王府的长史，，授为朝列授为朝列

大夫大夫，，全面负责王府内外各种事务全面负责王府内外各种事务，，

故被誉称为故被誉称为““荆藩首相荆藩首相”。”。虽说是个虽说是个

四品官四品官，，但所行使的权利却很大但所行使的权利却很大。。为为

减少和回避封建王朝官场上的繁琐减少和回避封建王朝官场上的繁琐

礼节礼节，，神宗皇帝特许叔父荆王不必亲神宗皇帝特许叔父荆王不必亲

自上朝自上朝，，有事就让王府长史的有事就让王府长史的““荆藩荆藩

首相首相””胡文光代为禀报和传示就行胡文光代为禀报和传示就行

了了，，这就省略了这就省略了““先行国法先行国法，，拜见皇拜见皇

侄侄，，后行家法后行家法，，拜见叔父拜见叔父””的礼节了的礼节了。。

随之随之，，这个这个““代代””字也就大大提高了胡字也就大大提高了胡

文光的身价了文光的身价了。。15781578年年，，胡文光为官胡文光为官

二十三年后二十三年后，，皇帝皇帝““恩荣恩荣”（”（即皇上恩即皇上恩

赐荣誉赐荣誉））在他的家乡在他的家乡———黟县西递建—黟县西递建

造牌楼一座造牌楼一座，，以示光宗耀祖之意以示光宗耀祖之意。。

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小村落之前，矗

立着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是远在京城的

那个传说中如神祇一般的皇帝下旨建造

的，揣摩当时村民的心理，每每经过这个

牌坊之时，大抵应该都存有一种惴惴不

安地崇敬之心吧？

也许，在他们心中，也跟我一样，只

是听说过皇帝，只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隐约觉察出这

个掌握了天下的生杀大权的人是非同

一般而已。千里之外传来的“恩荣”二

字仿佛代表了这里与那个遥远的京城

之间的一线之牵——这座代表道德教

条和儒教意识形态理论的牌坊成了维

系庞大帝国中央和基层联系的单薄力

量。

在我们这个时代，咫尺天涯都能瞬

间联通，似乎这种精神控制显得有些羸

弱，有些可笑，有些微不足道，可在那个

连书信传递都需要几十天甚至个把月

的年月里，牌坊作为一种建筑符号和模

式语言，不仅仅体现了地方对中央的臣

服，更是表达出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普

通民众对中央主流意识形态的心理接

受及文化认同，而正是这种认同让我们

看到了古老的牌坊，穿越了文本层面和

技术层面所包含的精神价值层面的文

化传承，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关于胡文光

幽涧鸟鸣之逸远，山溪清流之美娟。

西递位于安徽省南部黟县境内，四面环

山，两条溪流从村北、村东经过村落在村

南会源桥汇聚，距黄山风景区仅41公里的

小村落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美誉。由

于历史上较少受到战乱侵扰，村中原始形

态保存完整，更重要的是在西递村的村

前，就立有一座胡文光刺史牌坊。令人遗

憾的是，我们得知西递村原来有13座形制

不同、内涵各异的牌坊，因历史原因，只剩

下唯一幸存的石牌坊了。胡文光刺史牌

坊是西递村这个古老村落的历史见证人，

已成为西递村的标志性建筑。

据当地人介绍，古老的徽州过去曾

经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前世不修，生在

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固然，一方

面说明了古老的徽州交通闭塞，经济落

后，百姓的生活窘困，自己的十三四岁的

儿子就要“丢”到外面去做学徒谋求生活

了；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古老徽州历史

悠久，文化发达，思想开通。老一辈人都

非常赞同“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这种

认识和见解。当自己的孩子十三四岁

时，读了几年私塾学堂就要他们告别故

土，远离父母，到外面世界去谋生锻炼

了。而他们的儿孙后代大都知艰识苦，

努力上进，争气做人，做出了成绩，其中

的不少人还成为了徽商的佼佼者，为“光

宗耀祖，建设西递”作出了巨大贡献。胡

文光就是这样一个佼佼者。

当我们走近西递村，迎面矗立、威武

神俊的石坊就是胡文光刺史牌坊。举目

望去，正楼龙凤牌上刻着的“恩荣”二字

依稀可见，两旁盘有浮雕的双龙，表示是

皇上恩赐的荣誉。据说，胡文光刺史牌

坊与徽州各地的牌坊式样不同，如歙县

的牌坊大都是四根大柱直冲云霄，叫“冲

天柱式”，而眼前的这座牌坊有五个层次

分明的楼阁，有顶有檐，叫“楼阁式”，所

以准确地说应该称它为“牌楼”。

曲径通幽处缘起

徐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