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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江水滔滔。双龙古
渡口，不仅见证着过往的辉煌与沧
桑，也见证着当地人民淳朴的乡风
乡情。晨光熹微，每天清晨 6 点不
到，渡工林初便提前检查渡船，准备
接送河对岸保恩自然村的村民们进
城上班或赶集。“现在每天乘坐渡船
的主要是保恩自然村居民，上了渡
船到村委这边只要5分钟，比从南通
出去时间节省近半小时，极大方便
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渡工林初说。

虽然现代交通方式多样，但为
了方便村里老人出行，双龙村始终
保留着免费的渡船接驳方式。“我们
平常没有固定往返时间，每天只要
河对岸乡亲们招呼一声，我就过来
接大家。”渡工林初说，只要乡亲们
需要，他随时在岗开船，而他这一摆
渡便是十几年，渡船连接着此岸与
彼岸，也连接着浓浓的乡亲情谊。

近年来，因“泉”闻名的双龙村
温泉旅游业、矿泉业、农业迅速发
展，2018年双龙村获评为福州市美
丽乡村建设示范村，2020年被列入
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未来，我们
双龙将继续以‘水’为基础，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
提升村内温泉、水岸、古渡口等资源
运营管理，做好文旅的文章，努力让
历史景观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陈勇说。

在南屿镇双龙村，至今依然保留着数个古渡口，这些古渡
口盘活了纵横交错的母亲河，沟通了两岸人民，形成了独特的
水岸文化，成为南屿“小中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无
数人的记忆与乡愁。

鲜为人知的是上世纪90年代电影《黄飞鸿之少林豪侠传》
《林则徐》等就曾在此取景拍摄，电影镜头里优美的古渡口自
然风光，不仅让当时的南屿双龙村名声大噪，也让更多人记住
了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双龙村不仅温泉出名，双龙渡
口也曾名噪一时，是福州地区水陆交通重要枢纽之一。无论
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观，这里都承载着乡亲们的独特记
忆。我们小时候都见过电影拍摄现场，围观的村民还当起了
群众演员，现在想起来也觉得特别有趣。”双龙村党总支书陈
勇说。

除了电影取景，双龙古渡口还见证了无数龙舟比赛的热
闹场面。每逢端午佳节，周边村庄大型的龙舟比赛都会在这
里举行，吸引着十里八乡的乡亲前来观看，码头沿岸人山人
海，锣鼓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

双龙渡口的诞生与当地的交通地理位置、航船、货物、水
运、商贸密切相关。“双龙渡口始于南宋末年，兴于明清。过去
人们常走水路，在1955年公路修建之前，永泰地区和南屿居民
大多从双龙渡口坐船进城，销售山区药材、土布、竹制品等。”
陈勇介绍，由于水路交通便捷，到了清末民国乃至解放初期，
双龙村成为南屿周边地区重要的货物中转地，商贸发展达到
了黄金时期，当地流传的“七祠八巷九渡头”俗语，形容的便是
当时双龙村人丁兴旺、渡口发达、商贸繁华的景象。

在双龙古渡口至今仍保留着一方清代石碑，上竖刻有“陈
君得创大道渡头”行楷八字。据《龙湖陈氏族谱》记载，这是龙
湖陈氏先祖陈德保（字君得）修造浦口大路与双龙渡头码头的
事迹。这段题刻，不仅记录了陈德保的慷慨义举，也见证了双
龙古渡口的悠久历史。这些码头对于研究当地古代水陆交通
和经济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双龙村焕发新生机古渡口的繁华往事

N海都记者 江方方 文/图

水清岸绿，重峦叠嶂，风光旖
旎。遥望渔舟唱晚，霞光辉映，河
岸古榕连成一片，茂盛葱郁，白鹭
栖息其间，如画的风景和古朴的渡
口，构成了福州高新区南屿镇双龙
村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这里曾
经是著名电影取景地，至今仍保留
着古老的轮渡方式，渡工为当地人
免费提供接驳服务。2月27日，海
都记者走访了这个老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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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船接驳保恩村民到河对岸赶集

1993年《黄飞鸿之少林豪侠传》电影双龙渡口拍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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