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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从奉化溪口西南进入一条迤逦的小道，然
后拐入一个山谷，见四周竹林叠翠，云雾缭绕，谷
底则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在哗哗作响。草木丛
里，不时有鸟儿穿梭。把目光所及的景色组合在
一起，给人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顺着溪边山道
再往前行，一个深藏于大雷山南麓的石门古村映
入了眼帘。

石门村历史悠久，这里几乎所有的村民皆姓
毛。这个毛姓很有来头。相传，东晋时，江南毛氏
的第一代始祖毛宝随司马王室南渡，战死沙场，其
子孙遂居三衢一带。毛宝第八代孙毛元琼（字公
远、号清漾），于梁武帝大同年间迁入衢州江山的
石门，那里便成为江南毛氏的发祥地。其居住地
因毛元琼的号清漾而得名，江南清漾毛氏成为毛
氏家族中地位最尊、影响最大、支派最繁的盛门，
距今已有1400多年。

唐朝末年，衢州江山石门镇清漾村出生的进
士毛旭，宦游到宁波，娶了奉化一女子为妻。在游
玩大雷山时，看到此地群山青秀、土地肥沃，宜开
垦种植，就住了下来。据家谱记载，为了使后世

“不忘祖根”，毛旭将此地命为石门，与江山的石门
同名。

石门村有条穿村而过的小溪，溪边有几棵参
天大树非常耀眼。村里的民居皆面溪依山而建，
鳞次栉比的建筑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老建筑。
在一些古宅里，依稀可见“大夫第”、“登科”等匾
额。这些历史遗迹足以说明，在久远的年代，石门
是个重诗书的村子。

村头有座桥，名为梯云桥，当地人又叫五洞
桥。梯云桥桥面是个小广场，几乎看不出桥的痕

迹。若往桥底下一看，方
知此桥奇妙，下面是用卵
石有序地排列着的五座
紧密相连的拱桥，其工艺
之高超，令人惊叹不已。

据75岁毛信芳老人
介绍，相传先祖为进出村
口方便，先建了座木桥，
取名梯云桥。但木桥屡
建屡毁，不是被大水冲
走，就是被火烧毁。后来
就凿开山岩，叠石为桥。
像梯云桥这样的古桥在
石门村还有许多。因此，
有人把石门称之为“古桥
博物馆”。

时光荏苒，毛氏在奉
化大雷山世代繁衍，人丁
兴旺。后来，有一部分围
绕着大雷山散居，也有一
部分逐渐外迁到岩头、班
溪等地。

如今，石门村是奉化
最大的村，在册村民有
3280人。近年来村民外
迁增多，现在常住人口只
有上千个，村民主要从事
毛竹的生产和加工。

居住在这里的村民，
春季挖笋，夏秋季加工竹
制品。一种叫“不求人”
的挠痒痒的传统家什，成
了当地人靠山吃山的一
条致富途径，村子里有
200 多 人 从 事 这 一 行
业。整个山谷弥漫着竹
子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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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梯云桥桥底看，旧时工匠的手艺令人惊叹不已。

90岁的婆婆在家门口编织毛衣。

村民在加工“不求人”的挠痒痒的传统家什。

溪边参天大树非常耀眼。

老宅虽已破
败不堪，但历史
痕迹依稀可见。

石桥、流水、老宅、山峦组合的石门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