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千年古村吴江村

晚清建筑永思堂
部分坍塌已3个月
村里说因资金问题，维修还得等等

相关链接

吴江村，又名吴江泾。
据《吴氏家谱》记载，公元
880 年，苏州吴江的乡贡进
士吴思为避黄巢战乱，携家
眷出运河避难海上，后漂流
至此处，在依山傍水的地方
建起了新家园，为使子孙不
忘故里吴江，故将此地取名
为吴江泾，意为吴江流出的
一条小河。

吴江村自建村以来就重
视教育，书香延续，人才辈
出，民国时中山舰舰长吴崇
嵎和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吴
歧等，都出自此村。吴江村
有永思堂（老祠堂）、昭孝堂
（新祠堂）、第四份老宅等历
史建筑，很多摄影爱好者喜
欢到吴江村看老宅、觅乡愁。

记者 陈爱红 文/摄

千年古村吴江村

吴江村是一个千年古村。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007
年—2011年）时，吴江村被纳入历史建筑保护名录的建筑就
有10多处，其中被村民称为老祠堂的永思堂就是其中之一，
被判断为清晚期建筑。2014年，吴江村被公布为第二批宁
波市市级历史文化名村。

前天上午，记者来到了吴江村。在通往永思堂的路上，
几处破旧的老宅敞开着门，门内厢房屋檐下挂着几件衣衫，
显示老宅里还有人居住。陪同记者采访的村民吴伟业不无
惋惜地说：“以前村里的老宅子有二三十处，后来烧的烧倒的
倒，现在留下来的也就十来处，如果不尽快修一修，过几年村

里的老房子就更少了。”
永思堂坐南朝北，占地面积千余平方米，有门厅、正殿、

东西厢房，门厅后是戏台。村民打开了永思堂的门锁，记者
进入永思堂，一眼就看到坍塌处位于正殿西南侧。阳光从屋
顶上的坍塌口直泻下来，下方地上大堆的残砖断瓦还保持着
坍塌时的状况。

永思堂的屋顶是什么时候坍塌的？村主任吴云辉说，永
思堂本来是村民办红白喜事的地方，5月的一天早晨，正殿
的屋顶突然坍塌了，幸好坍塌的地方没有人。为了防止意
外，从那时起，永思堂就被锁起来了。

屋顶坍塌，残砖断瓦堆积在地上还没有清扫。前天记者看到，在宁波市级历史文化
名村奉化区裘村镇吴江村，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晚清建筑永思堂部分坍塌已经3个月，尚
未得到修缮。

永思堂5月份就部分坍塌了，为什么不修一修呢？吴云
辉解释说，主要是村集体经济薄弱，没有钱修。

2015年，我市出台了《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市规划部门有专项资金补贴给市级历史文化名村，
吴江村当年也有50万元的专项补贴。吴云辉说，村里需要
维修的老房子不少，祠堂就有新老两个，新祠堂其实也是老
房子，在8月20日刚刚开工维修，光维修新祠堂的费用就要
130多万元，作为老祠堂的永思堂，维修只能等等了。

宁波市规划局奉化分局编审科科长徐铭告诉记者，奉化
规划部门在2014年就已经做了重点村落保护规划，要求历
史文化名村做好保护与维修工作。规划部门补贴吴江村资
金后，吴江村迟迟没有对历史建筑进行维修，规划部门多次

到吴江村进行督办。新祠堂的维修，是在规划部门和裘村镇
政府多次督办后才开工的。徐科长说，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需要全社会的合力，这不仅是政府的事情，更是老百姓的事
情。

裘村镇人大副主席童建龙不久前刚刚成为吴江村的联
村干部。他说，吴江村的老房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维修
资金，吴江村的村集体年收入也就十来万元，仅仅够维持日
常村务开销，这也是吴江村村集体领导班子迟迟不敢修祠堂
的主要原因，上面有部分下拨资金，但村里配套资金跟不
上。目前村里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党员会议，对这件事
进行了商讨，下一步，村里打算积极筹集资金并做好防护工
作，避免老祠堂的破损继续扩大。

资金原因，维修还有待时日

3个月前，永思堂屋顶部分坍塌

A07 广告 2017年8月23日 星期三 责编/任晓云 胡晓新 美编/严勇杰 照排/车时超热 线

永思堂的坍塌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