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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印象中，鄞州东
吴镇天童村似乎总和暮鼓晨钟
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天童人
心里，家门口那条长长的老街，
更像是一台时光机，把往事锁
在了里面。

天童街像一条玉带，一头
系着天童寺，一头连着小白
岭。老街分上、中、下三段。自
宋代起，天童街就有远近闻名
的街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是

“东乡十八街”之一。
旧时，整条天童街是用鹅

卵石铺成，路面两侧略倾斜，并
筑有排水沟，能做到小雨不湿
鞋，大雨不积水。当地有句老
话：“天童街也勿坏，一埭溪坑
一埭街，解开包袱换新鞋。”

在公路交通尚不发达的年
代，象山港的海产品、鄞州瞻
岐、北仑三山等地的农副产品
向外销售，大多是经天童老街
到东吴镇小白河埠头，再通过
水运进入宁波城，天童街自然
成了鄞东水陆商品集散地之
一。

一位85岁的徐姓老人说：
“老底子老街有个施茶亭，位于
太白庙的斜对面。春、夏、秋三
季，亭内都备有用山泉烧开的
水，供过路客商、香客和村民饮
用。施茶亭旁边有块田，属天
童寺所有。当时有个不成文的
规定，那户人家轮到耕作那块
不用交租的田，烧茶的善事就
由这户人家承担。”

天童老街很有特色，就是
在街道溪坑边，每隔百余米就
有一口古井。村里装上自来水
后，古井开始慢慢冷落下来，但
井水依旧清澈如故。

如今，当年的卵石路已改
成水泥路。但还有几位难得的
老手艺人，他们不管世事变幻，
依旧怀着初心，合着老街的节
拍，干着干了几十年的传统活，
仿佛在证明老底子曾经真切地
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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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童街

应根香阿婆在家门口做针
线活，她说再过六个月她就一
百岁了。

李寅君说，他的钟表修理店是和改革开放同年开张的。

太白庙石墙下，老人在聊着老街的旧时模样。

街弄的石墙见证着岁月变迁。

徐家大墙门两边的坐板有百余年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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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的一处老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