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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仕存 王于奎/文
樊建威/摄
站在村前屋后，倾听百鸟争鸣，观赏

彩蝶纷飞，欣闻百花清香。若登高远眺，

象山港尽收眼底，可观潮涨潮落，渔民扬

帆捕鱼和埠头拢船(即船靠码头)贩卖渔

货时的繁忙景象。这就是山清水秀的马

夹岙，一个可堪称“世外桃源”的地方，村

中处处即景，给人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

马夹岙村距奉化城区 18公里（汽车

东站），北为鸣雁、鹊岙，西与宁海后溪接

壤，南与宋夹岙、下陈为邻，东与马鞍山

为界，全村东西连绵 1公里，是莼湖镇最

西端的自然村。其三面环山，村前是一

片绿色田野，山间的潺潺流水从西北方

向汇入锦溪，溪水清澈透底，穿村而过，

与群山交相辉映。早期，溪中曾有鲶鱼、

鳗鱼、红斑鱼等。村民常在劳作之余，沿

溪散步，观看游鱼，清除一天的疲劳。

明洪武 21年马清远在谱序中记“宋

嘉定年间（1208年-1224年），马姓先祖

罕言、简言二公，为避难，携家眷从山阴

会稽（今嵊州）经山隍岭，见马夹岙泉石

清幽，风景秀美，遂在马家弄择地构居，

开垦躬耕，繁衍生息。厥后，而世愈远，

至族属分晰。”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姓族

人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分散迁于治头墩、

前山脚、应家弄、野猪湾居住。至明初，

逐渐聚居到现在的马夹岙，至今已有

700多年历史了。

现在的马夹岙共有 23个姓，马姓人

口占 70%。马姓居住最早，徐姓次之。

曾有“马十八（户）、徐半村”之说。马夹

岙的马姓，起于战国时期名将赵奢，因战

功显赫被封马服君，后其子孙以封号为

姓，改姓为马，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是

其繁衍发展中心地。马夹岙的马姓，就

是从扶风迁到山东青州中的一支。北宋

开宝（公元968年—976年）元年，谏议大

夫马玄佑从山东青州而徙剡（绍兴嵊

州）。马罕言、马简言两兄弟是马玄佑的

后人。旧时马夹岙曾先后被称为扶风

堡、扶风村、马家岙。据《奉化县志》记

载，住户在 1945年为 108户、459人口，

1983 年为 272 户、1111 人口。而到了

2017年，则为 397户、1067人（不包括外

迁人口或户数）。

古时商贸一度在马夹岙山隍岭兴旺

发达。山隍岭地处绍（绍兴）温（温州）要

道，地理位置优越。据《松林志》记载，山

隍岭在元代就设有递铺（驿站），供传递

文书、旅行、住宿和换马之需，是鄞州至

金钟、南渡、陈桥、棠浦、大桥、尚田、方

门、山隍岭、栅墟岭、西店等十一铺中的

第九铺。至明初，山隍岭老街已有商铺、

店铺、客栈 10多家。过往客商、挑夫、官

差都会到此歇脚，逐渐成为自由贸易集散

地。每逢农历三、六、九日为小市，五、十为

大市，周边和山里厢村民都会来此赶集，交

易农副产品和鱼货，经济十分繁荣，时称浙

东古道上的一颗明珠。直至上世纪40年代

末，还有黄包车往返于方门和西店拉客。50
年代初，开始从繁华中淡出，直至落寞。

马夹岙雕刻远近闻名，涌现了许多能

工巧匠。村民马国盛上世纪 70年代初，就

开始拜师学艺，后回乡办起雕刻厂，授徒

20余名，雕刻技艺开始大放异彩。1983年
后，徒弟徐志刚、马善波、马海洪等人也先

后离厂，开办自己的雕刻企业。从此，雕刻

业务越做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大。他们的

产品远销西藏、青海等地。

马夹岙原村落住宅相连，住户密集，范

围很小，东至庙后背，西至上堪阊门，东西

狭长，为400余米；宽不足200米，分溪东和

溪西，溪西称隔溪，溪东小成房以上称里

厢，以下称外厢。村中住宅、庙宇、祠堂均

为木结构建筑，道路由卵石铺设。七座古

桥横架东西，村东古树成群，形成典型的古

村落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先后盖起了小洋楼，迁入新居后，旧居

被人们放弃管理，逐步倒塌，加之人们缺少

文物保护意识，像祠堂等重要古建筑也被

拆除。古村落虽建设成新型农村，但也留

下不少遗憾。

马夹岙出产水蜜桃和杨梅、枇杷、竹

笋、水稻等。水蜜桃年产量达到 30万公

斤，杨梅年产量为 5万公斤，枇杷年产量为

2.5万公斤，竹笋年产量7.5—10万公斤，水

稻年产量达 15万公斤，村集体经济每年收

入达到 450万元。地方特产主要有笋干、

霉干菜和羊尾笋。其中笋干和霉干菜最为

有名，材质滑嫩，口味香鲜。

随着2009年8月奉化尚桥火车站投入

使用和甬台温铁路的通车，马夹岙的区位

优势凸显。距尚桥火车站 14公里，省道和

高速公路在村前通过，在村口乘 207、
208路公交车就可直达奉化，通往全国各

地。便利的交通，也给马夹岙村带来了商

机。近几年，前来马夹岙投资创业的商户

达10家。其中，种植水蜜桃两家，养猪场1
家，雕刻厂 1家，花木种植户 5家，柏油厂 1
家，为当地增加就业岗位50余个。

据不完全统计，全村有70%的家庭置有

小轿车，绝大多数家庭安装了太阳能电热水

器、电脑网络、空调，手机几乎人手1只，真正

地实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常说的“楼

上楼下，电灯电话，进出包车”的预言。

如今，再回首过去，马夹岙村的发展有

目共睹：2010 年创建为宁波市文明村，

2015年列为宁波市全面小康村，2014年

末，村集体经济收入 63.3 万元，人均为

12780元。这几年的村集体经济每年收入

达到 450万元，人均年收入从 1980年前的

500余元增加到现在的 2万余元。2016年
被奉化区政府评为小康村和文明村。2017
年初，因森林覆盖率达到60%，自然环境优

美，被评为第七批浙江省森林村庄。

古道明珠马夹岙

记者 陈培芳
闲着无事，仔细查看了奉化行政地图，

发现在大堰与新昌的交界处，有个名为韩

学士的村子，村名非常吸引人，近日恰巧又

被分配到一个采访任务，也在韩学士村，于

是驱车只身前往，一探究竟，这样一个深山

小村，到底跟“学士”有何渊源，会以“学士”

命名？

从奉化出发，行车 1个多小时到大堰

镇，从大堰镇再到韩学士村，虽然只有 30
多公里路，可都是蜿蜒的盘山公路，又开了

大半个小时，人被绕得晕乎乎的。尽管如

此，道路两侧目不暇接的景色仍让人陶醉：

翠竹、杂木交替，小溪水流潺潺，间或有绿

油油的水稻田和花木地闪现，一路美景目

不暇接，一幅静谧有致、幻化不断的山水

画。车越往里开，路越弯，山林越茂密。山

路上行车并不多，只有偶尔几辆农用三轮

车从山里开出来，不知去往何处。好不容

易拐过最后一个弯，终于豁然开朗，眼前的

高山盆地上，就坐落着韩学士村。

停好车，穿过牌楼，再走几十米，便能

看见村子全貌，韩学士像一般的古山村那

样，坐北朝南，房子沿山坡而建，高高低低，

鳞次栉比，虽在村口有几间三层砖房，多的

还是木结构老房子，看上去质朴、清新。村

道一旁，有一处小小的山泉不断地从石壁

流出，随手掬了一捧清泉，凉丝丝沁人心

脾，带着一分甘甜，比城市里的矿泉水好

喝。

信步走在村内，只觉村庄干净整洁，村

民淳朴又热情，每到一处，都能听到热情的

招呼声，这扑面而来的乡情民风，让人彻底

洗却了满身的疲惫，忘却了城市的浮华与

喧嚣。老母鸡满村奔走，大摇大摆，见了外

人也不避走，忍不住伸手去抓一下，不想这

闲适惯了的老母鸡行动非常敏捷，咯咯咯

叫着跑远了，最后还停下来回望了我一眼，

像是在表达不满。

韩学士村地处奉化、新昌、宁海三县交

界，海拔 580米，村口牌坊下立有一块石

碑，根据碑文描述，韩学士村原名渔下市

村，由师祖乡进士旻之公在元末明初约

1376年从绍兴举家迁徙隐居于此，所以已

有 630余年的建村历史，民国初期，以大宋

韩氏第十世忠彦公官至观文殿大学士之名，

遂改村名为“韩学士”。

村口有棵古朴硕大的枫杨树甚是吸引

人，据传上世纪 80年代时，村前村后还是古

木成群，蔽天遮日。后来为改善村民生活，把

树群砍了用来造房子、做家具，现在只剩下村

口村后两棵大树。村后那棵是高高的香榧

树，村口就是那棵枫杨树，树龄均超过 350
岁。村的北面是针叶混合林和茶山，南面是

连绵竹林，西为层层梯田，东是幽长山路，我

们就从东面蜿蜒而来。

时至晌午，家家户户开始做饭，偶见袅袅

炊烟从屋顶缓缓升起，与蓝天白云融为一

体。这亘古不变的中国山村景色和井然有序

的生活，想想也让人激动，发思古之幽情。路

过一户人家，由于周末，子女都回来看望父

母，一家人正堂屋里围了一桌吃饭，一派其乐

融融的景象，闻到饭菜香，正发愁自己的午饭

如何对付时，家里的女主人却热情地迎了出

来，让我受宠若惊：“是外头来这里玩的吧，村

里没地方吃饭，你要不嫌弃，来我家凑合一顿

吧。”不等我拒绝，便拉我进了家门，麻利地往

桌上新添了一副碗筷。盛情难却，加上确实有

点饿了，便也“厚脸皮”地蹭了一顿饭，小菜不

多，却极具农家特色，卤汁豆腐笋干汤，土鸡蛋

羹，清炒豇豆，红烧肉，拍黄瓜，盐水煮花

生······都是自家食材的，尤其那香香臭臭的

腌苋菜梗，入口即化，让人回味至今。

由于交通不便，相对闭塞，韩学士村还保

留了较多的农耕文明传统。比如婚丧喜事都

在祠堂里办，一家来客，众人问候，而且还会

毫无保留地拿出自家的菜，用来招待，友好朴

实。尽管村里的青壮年大都下山发展了，但

种田、挖笋、砍竹等农活未被耽误。据村里人

讲，村民不管年纪多大，只要胳膊腿能动，每

天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少年过八十的

老人，都能上山下地，精神十足。

作为古山村，韩学士有良好的自然环

境。除了梯田和茶园，这里最多的是竹山，共

有 1700余亩。这竹山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收

入来源：冬天时村民上山挖冬笋，年节好的时

候每斤价格 30多元，虽然“卖相”不是很好，

可甜润嫩白，加上是不施化肥的绿色产品，所

以很多人是上门抢着收购。春天则漫山遍野

产春笋，虽然价格不高，但量大，依然有一笔

不小的收入。到了秋天，砍成熟的竹子出卖，

也有不少人家用祖传手艺在自家门前加工

篮、篓、扫把等竹器，整个村庄弥漫着竹子的

清香。

据村干部韩荣扬介绍，这韩学士村还与

举世闻名的宋氏三姐妹有很深的渊源，2005
年重修的《韩氏宗谱》里，宋氏三姐妹也在其

中，据传，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又名宋

耀如，宋耀如初期并不姓宋，而是姓韩，名教

准。宋庆龄祖父韩宏义是个农民，韩教准（宋

嘉树）是第二个儿子。由于家境贫寒，韩教准

12岁时就飘洋过海，到美国找堂舅父谋生，

舅父姓宋，是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经

营丝茶生意的侨商，他没有儿子，韩教准就被

舅父收为养子。从此改姓宋，名嘉树，别名耀

如。说出这段历史的时候，村书记颇为自豪，

想不到这地处偏远深山的小村庄，还有这样

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忽然想起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描述的景

象：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桑竹。阡陌交通，鸡

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这正是多年

来韩学士的写照。

韩学士：深山藏古村

小名片

韩学士村地处奉化大堰镇西南高

山，村域面积2.5平方公里，与新昌、宁海

交界。全村有 225 人，共 78 户，以韩、董

两姓为主。韩姓是原住民，董姓村民是

因为周围的山林大多为山下董家产业，

为便于管理就住在这里，以后定居下来，

慢慢地就变成与村里韩姓旗鼓相当的大

姓。多年来两姓都能和睦相处。现在村

里常住的不足百人，以老年人为主。村

有山林2000余亩，其中1700多亩的竹山

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来，村里

利用良好的自然环境，开始进行香榧种

植，目前已形成150余亩种植规模。

村内道路干净整洁

院中旧缸甏门前石捣臼老屋马头墙

田中稻草人

伏波庙戏台

锦溪穿村而过

村前绿色田野 进村牌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