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陈培芳 袁伟鑫
白阊门、小头门、红梅院、狮子阊门

……光是一个个宅院的名字，大堰镇大

堰村就能引人驻足寻味。

在大堰村，你可以从街巷走到后院、

从这家穿到那家，狭长的街巷尽头忽见

开阔的场地，菜地周围的石头矮墙原来

是房屋拆除后的遗迹。穿街走巷中仿佛

又看到了童年：爆米花机准备“砰”的时

候所有人都惊恐而期待地捂耳注视，大

锅里烫手的土豆还没有煮熟就让人争先

恐后地品尝，石头房子中铁匠们在烧红

的铁上锤炼，倚着木柱的老奶奶缝制着

暖暖棉鞋。祠堂前小广场旁、檐廊下的

中年男女拉琴唱戏，古宅院落里村内妇

女自发组成的腰鼓队正热情洋溢地表

演。喧嚣热闹中，王钫、巴人的故居遗迹

则静默地讲述着在这里曾培育出的人

才、发生过的传奇。

搬一张竹椅，坐在农家小院的中间，

手捧一杯清茶，抬头，天空中云聚云散；低

头，小溪里流水潺潺；闭眼，鸟鸣声从不远

处传来，还有隐隐的野花香飘来。此时，若

再来一盘时令农家小点心，这难道不就是

快乐的人生吗！远离城市的喧嚣和世俗

的繁杂，拒绝外界的干扰，躲进风景如画的

大山深处，将心情随意铺开，去享受着“捧

杯棘汁胜于酒，掬把村泥化入诗”那种悠闲

自得的人生。

大堰村地处奉化江上游，村庄背倚

天台山余脉，面水而望，又是远山，是大

堰镇政府的所在地村，距离奉化城区 29
公里。全村村域面积 2.75平方公里，其

中村庄占地 750亩，村民以王姓为主，全

村有 343户农户，人口 912人，其中少数

民族 13人，耕地面积 685亩，林地面积

3607亩，水域面积15亩。

据《奉化县地名志》记载：大堰村原

名大万竹，天佑年间，时任明州节度使的

大堰村王氏太公银青太公王敬圮，奉命

来到此处平乱，期间随意插了一棵小毛

竹，不想这竹子第二年不仅存活，还生长

出大片竹林，银青公认为此处为风水宝

地，遂举家迁居至此，取名万竹。银青公

第五世孙王奭，迁居柏坑，宋初是柏坑王

氏迁居至现在的大堰村，当时取名为大

万竹，与当时的小万竹（今万竹乡万竹

村）对应。后因此处四面环山，中间平

地，形似燕巢，故改名为大燕。大堰村得

名源于北宋时，天气大旱，水稻无收，当时

的一位名为周因的县令为了解决农田灌

溉问题，在村前县溪筑大堰墈，村民为纪

念这位县令，遂改今名，沿用至今。

村子以山地为主，依山傍水、山清水

秀、人杰地灵。村内伫立的民居，桥、弄、

井、天井等颇具浙东地方风格，明代的尚

书第狮子阊门精美的门楼、清代白阊门完

整的院落，促使大堰村近期被评为宁波市

历史文化名村。山清水秀处多也人杰地

灵，这里培育了一代代名人，狮子阊门有

明嘉靖年间南京工部尚书王钫、曾任新中

国首任驻印尼大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的著名作家巴人（王任叔）以及曾任香港

甬港联谊会会长的王剑伟；白阊门有清雍

正年间任盐运使的王四佐，他的后代道光

二十四年“甲辰恩科举人”，宦游入川为官

的王鳞飞以及清末民初有名的女教育家

王慕兰等，到了近现代又有王绪亮等著名

的爱乡商人，热衷家乡的公益事业及教育

事业，先后多次捐助家乡建设。

千年的历史典故，千年的建筑遗存，

使得大堰村在千年历史长河中文运常兴，

名人辈出，它的背后是王氏后人一代代人

的接力，那种造福桑梓，助困帮贫的精神，

造就了大堰人文环境的厚重。

交通的不便给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制约，却也因此留下一方生态环境优

美的土地，成为今日原生态旅游度假胜地

的关键因素。自 2009年开始，大堰村发展

乡村旅游，优美的环境吸引了无数游客。

巴人故居是省级文保点，白阊门、尚书门

第历时五百年见证着大堰村的过去与未

来。丽江风格的大名路大溪路店铺林立，

地方特色明显。村中有迷迭香、廊桥怡

梦、花雨醉等多家风格各异的民宿，还有

乡村酒吧2家，在水一方、大食堂餐饮近10
家。现在每年来大堰村的游客有 7万多，

2016年大堰村被列入宁波市首批乡村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近年来，大堰村已被评为宁波市生态

村、宁波市文明村、宁波市卫生村，获得了

奉化市三星级民主法治村，奉化市计划生

育星级服务村，奉化市先进党组织、奉化

市巾帼示范村等多项荣誉。镇亭山下的

这片热土如同一块未曾雕琢的美玉，等待

你我去发现和品鉴。相约大堰村，品人文

之蕴味，赏山水之大美。

尚书第唯存的门楼下老人、孩子和狗

在歇凉，这里之所以让人感觉到舒适，是

因为在其中我们能看到这里鲜活的日子，

看到日复一日却十分真切的生活。

大堰村：

在这里，一眼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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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培芳
去年 6月曾读到了一篇报道，名为《徐

氏家族出了 13位进士 12位举人，还形成

奉化的一个美丽山村》，徐氏家族所在的

美丽山村，便是大堰镇的徐家村。听闻那

里有宋代古桥、皇帝阊门、旨封潭等颇具

传奇色彩的古迹。是什么样的村子，会如

此尊贤崇教，人才辈出？她又和皇帝有什

么渊源？一个个疑问萦绕在心中挥之不

去，奈何徐家村山路蜿蜒，一直未能成

行。前几日恰有好友相邀，故欣然前往。

一路风尘赶到徐家村，此刻已是隆冬

时节，山里显得清冷，因为有阳光，倒也不

觉寒冷，空气里更是有一种山里特有的草

木清香。从外面进入徐家村，必定要经过

两座桥。徐家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村

东的登溪和村西的后坑溪从北往南静静

地流过，溪水似玉带般围绕着徐家村。在

两溪的交汇处，分别横架着永安桥和无名

桥，两座桥呈直角状排列，相距不到 1米，

一步就可从此桥迈入彼桥。双桥被村民

们随意地称为“子孙桥”，两座桥都是一孔

石拱桥，没有桥栏，没有桥墩，没有任何雕

饰，古朴苍劲，据传已经有 800年的历史

了。桥面由鹅卵石和长形条石铺成，行走

在桥上，不禁联想，这 800年的岁月沉浮，

它们穿过了多少的风霜雨雪，见证了多少

世事沧桑，它们上面走过了多少顶吹吹打

打坐着新娘子的花轿，又有多少母亲在桥

头翘首盼望游子归家。

一直耿耿于怀，为何这两座石桥要如

此建造，寻问了好几位村民都不得而知，

正在失望之际，却意外遇到了一位参与过

徐氏宗谱编撰的大哥。据他介绍，旧时的

人大多讲究风水，村子东西两面有水环

绕，徐氏先祖当初决意在此安族时，为了

祈求后世的风调雨顺，建村时严格要求族

人按照船的形状建设房屋，不可超越一分

一毫，并集了族人之力，在村口建了这“子

孙桥”，比作缆桩之用，又在村尾栽种了一

棵形似桅杆的大松树。如今大松树已不

复存在，而“子孙桥”却依然倔强地守在村

口，它们依旧能唤起人们对一个久远时代

的回忆：当初，这儿一代代徐氏子孙们怎

样走过唯一的出村通道去闯荡天下的。

走到村口的古树下，遇到村里一位老

人，穿着虽旧却干净整洁，和他打个招呼，

不等我们发问，老人就颇自豪地讲起村子

的来历：徐家村徐氏是东汉年间丹阳侯徐

饶之后。南宋初年，徐氏后人徐善转由新

昌榉根至奉化大堰的马站为官。他的第

五个儿子徐琰，也就是徐氏第八十六世先

祖，被后人尊为大堰徐家村徐氏始祖。

村子里的房屋，都是就地取材，建筑

样式有浓重的南方韵味，让人恍如地域变

换，时光倒流。村里有许多老人留守，年

纪基本在 60岁以上，他们不肯随晚辈搬出

村子，成为这徐家村的守护者。不远的将

来，年迈体衰的老人，最终会在这片土地

上叶落归根，永远留在这里。

走在穿村小径，两边是朴拙原始的古

旧民居，以粗木为框架，土石垒墙，这里的

建筑大半保存还算完好，由于常年没人居

住，院子里、房顶上被荒草侵占，满目荒

凉。路边的一棵苦楝树上，几只麻雀跳跃

嬉戏，不停地叽叽喳喳，倒使村子多了点

生机。脚下的石板路，瓜蔓似的蔓延，布

满整面山坡，每一户人家都像是瓜蔓上的

一颗果实。我想，这个比喻应该是恰当

的，徐家村人的繁衍犹如瓜蔓的延伸，果

实就是家户的形成，世世代代，经久不衰。

在登溪畔，有一座雕龙绘凤、金碧辉

煌的阊门门楼，这便是赫赫有名的“皇帝

阊门”，不禁好奇，这普普通通的深山小

村，有何底气敢竖立如此张扬的门楼。门

楣悬挂着的那方赭黑色的长约一米、宽约

半米的木匾确是解了我的疑惑，“恩赐世

家”四个金色大字书于匾上，旁边鎏金小

字记叙这阊门的由来。相传，南宋建炎三

年(1129)，宋高宗为避金兵追杀来到明州，

当时，徐琰的哥哥徐珍国而忘家，其余诸

兄也都在外。年方七岁的徐琰不得已而

至明州以见宋高宗。宋高宗奇其颖异，乃问

曰：孩童年岁几何矣？对曰：臣七岁。皇帝

又问曰：何以至此？对曰：因差役马站至此，

得见陛下。宋高宗为此就出了个上联：七岁

孩儿当马站。徐琰即对曰：万年天子坐龙

床。宋高宗大悦，诏赐官币，建宅一区，作养

读书。

恍惚中，耳边突然传来“一二三、一二

三”的号子声，循着声音找去，不想却来到了

徐氏宗祠，只见七八位 40多岁的村民，正在

合力架起一根横梁。经询问方才得知，这徐

氏宗祠修建于百年之前，经历了百年的风吹

雨打，已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骨，呈现出朽

腐之态。宗祠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有着非比

寻常的意义，它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传统，

是家族的圣殿，所以有着强烈家族自豪感的

徐氏后人，对这徐氏宗祠更有一种特殊的情

感，即使生活再困苦，祠堂也一定要修建起

来，让它能世世代代守护这个深山里的家

族，这一声声齐心协力的号子声，恰恰体现

了徐氏族人凝心聚力的家族感情。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民宅虽破旧仍在，其主人焉在？

“我买个房车可以到处去旅游，这车

就是我的房子，我到哪儿都可以住下，不

用住旅馆，我觉得挺好，看看风景，看看

祖国的大好山河。”来自北京的“房车族”

张迎春说。

今年 58岁的张迎春跟老伴儿一起

踏上房车之旅已有3年时光。“3年来，我

们已经走了大半个中国了吧。”张迎春

说。这一站，他们来到了广西桂平西山

泉露营地。

房车露营在欧美国家盛行已久，近

年来才在中国兴起。作为一种门槛低、

灵活性强的旅行休闲方式，房车露营在

中国越来越受中老年人追捧，与房车露

营相配套的营地建设也在迅猛发展。

据了解，中国汽车（房车）露营大会

自 2014年举办以来，一直以推动汽车

（房车）露营地规范化为目标，以带动星

级营地落地建设、促进举办地“体育＋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为目的。目前，全国一共

评选出 256家汽车自驾运动营地，评定认

证了14家星级营地。

作为五星级营地，桂平西山泉汽车露

营地既提供了标准房车营位、汽车旅馆等，

又提供了观星帐篷、稻田帐篷、溪谷木屋等

露营住宿形态，更有攻防箭、笼式足球、真

人 CS、水上运动区、无动力乐园等户外体

验项目，还拓展了自然课堂等培训功能，提

供自然学校、自然草堂等课程体验空间。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表示，以汽车

（房车）露营为核心的户外运动产业在未来

将会井喷式发展，下一步还将把汽车（房车）

露营和装备制造结合起来，用智能化的思维

和方式，发展房车、帐篷等户外运动性价比

高的装备，满足普通老百姓的消费需求。

据腾讯网

带着“房子”去旅行

中国房车露营市场日渐走俏

徐家村：

遗落在时光边缘的深山古村

小名片：徐家行政村是徐马站片村

之一，有徐家和青厂两个自然村组成，位

于大堰镇万竹西北约 3公里，环境优美，

民风淳朴，全村共有 167户，467人，村民

以徐姓为主，另有汪、王、邢、毛等姓，山

林面积 1800亩，耕地面积 295亩，因地处

偏僻，青壮年外出求学打工，村里留守老

年人居多，村内有皇帝阊门、宋代古桥等

历史遗迹。

旅游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