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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村建于宋代，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传统村落，比

大圩古镇还要早1000年。村中老人介绍，熊村始称熊家村，宋

朝时，熊姓族系从江西南迁于此。后随中原文化南扩，商贾日

益发达，特别是伴随湘桂古道的兴起而逐渐发展繁盛，于是更

名为熊村。

熊村的兴衰与这条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千年古商

道——湘桂古商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史料记载，广西地处岭

南，古为百越之地，交通闭塞。秦始皇为统一岭南，下令“凿

渠而通粮道”，始建灵渠沟通湘漓水系，形成湘桂间的交通水

路。而后在宋代，尤其在明清时期，随着经济贸易的高度发

达，原有的水运交通系统渐趋不畅。因此，官府在不断维修灵

渠疏通河道的同时，还选择构筑从湘南通往桂北漓江的陆路商

道，以解决灵渠水运交通的瓶颈。这条陆运古商道，连接桂北

至湖南南部，解决了当时湖南通往桂北的交通问题。曾经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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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来的货物经灵渠水路转运大约需要一个月，而自湘南经全州—兴安—熊村—

大圩线的陆运商道则只需3到5天时间，然后再运至两广各处。因此，明清时期

货商的货物都是先运到熊村囤积、交易。《徐霞客游记》中曾记载：“聚落甚

盛，为甫中所见”，记录了当年徐霞客途径大圩熊村时，看到村庄作为湘桂古

商道重要圩市时的热闹场面。作为古商道上的重要集散中心，熊村鼎盛期长达

近六百年，直接带动了沿线的经济繁荣。后因20世纪30年代桂黄公路、湘桂铁

路相继开通而失去其作用，熊村也随

着古商道的废弃而走向衰退没落，逐

渐为人所淡忘。

当我们沿着古商道的遗迹去寻找

过往痕迹时才发觉，繁荣一时的传统

村落，如今已被新建街道和建筑完全

包围起来，让人不由感叹桑海沧田，

时光的变迁。熊村旧时的村落格局仍

保留完整，有一种时空穿越的错觉，

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与热闹场景。

熊村坐落在一个小山峁上，中间

高，四周则地势平坦。远处群山环

抱，河流绕村流过，而村头还有溪水

汇入，从而形成“双龙相会”的景

致。熊村的古巷多，街门也多，形

成了“三街六巷六船七头九井九门

四十八坡”的格局。全村有6个拱门，

连通6条长短不一的巷道向四周辐射。

沿着用青石板铺成的小路缓缓前行，

可以看到四周多是以明清风格为主的

建筑，叠梁式木质结构居多，辅以青

砖外墙，每栋房屋由门前、天井、正

房、厢房和后院组成，整体古朴典

雅，纤巧玲珑。青石板路的尽头是里

坊门，里坊门皆为高大的砖石拱门，

拱门上面写有“紫气门”“天向门”

等名称，字迹依稀可见。

据记载，熊村自明朝便开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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圩。过去街上的居民大都居住在高墙深院里，每户人家的大门口都有经商的铺面。临

街的木板窗下，只需撤掉窗户上的木板，摆上商品，便可开窗做起生意来。而当年随

着湘桂古道的兴起，熊村也成为商贾云集的重要集散中心。弯弯曲曲的街巷被里坊

门间隔成不同的贸易区域，形成牛市、猪市、豆腐街、谷行里等，自成一体，颇具规

模。从现在保持完好的湖南会馆中，仍能体会到当年南来北往的商户云集于此的盛

景。颇为有趣的是，“文革”时期，熊村是熊村人民公社的政府驻地。虽然后来熊村

并归大圩公社，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村落中依旧保留了众多“文革”时期的印记。街

道两旁的斑驳墙体上仍留有“永远忠于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

门利人”等具有时代特色的口号标语。

如今冷清的街巷、空置的老屋，早已不见曾经作为湘桂古商道时的繁华，唯

有一砖一瓦，还在诉说着见证的历史。然而，也许正是熊村早早被人们遗忘，才

得以保留住最原始、最质朴的完整风貌，因此该村也是第一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的村庄。近些年兴起乡村游，在每年的三四月，村庄外连片的油菜花盛

开，这里也成为人们周末出行的好去处。熊村，这个曾被时光遗忘的传统村落，

又逐渐为外界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