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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塘古村位于鄞州区姜山镇南面，与奉化区
相毗邻。它始建于北宋时期，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据考证，从宋代到明代，走马塘陈氏共出了76名进
士，是古代科举家族的典范。因此，走马塘被誉为

“中国进士第一村”。
走马塘离城区不远，村中明清建筑众多，河道

纵横，民风淳朴。古色古香的村落和村民的生活形
态，无论在哪个季节，都会散发出别样的韵味。

夏天，走马塘的黄昏时光要用脚步丈量的。当
夕阳西下的时候，侧逆光勾出了整个古村的轮廓。
行走在古村的小巷，你会发现各种植物在青砖灰瓦
及梅园石的缝隙中竞相生长，新生和旧物生发出一
种时空交错的美好。

弄堂里，三五成群的老人坐在“嘎吱嘎吱”的椅
子上，聊着过去和现在。吃早夜饭的村民会先在家
门口洒上一盆清凉的水，以驱散夏日的热浪。稍
后，他们摆开桌子，呡几口小酒。饭桌上，菜不多，
多是田里自种的，于他们而言，生活的滋味尽在杯
中。桌子下，看家的狗安静地趴在主人身旁，看着
主人细嚼慢咽。

村民的家门大多没上锁，都是敞开着的。古宅
与古宅间相互连通，弄堂里吹着夹着野花香味的凉
风。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让走马塘原住民的性格
里多了几份风淡云轻。

村口有处荷花池，此时，正值荷叶田田、一涵碧
绿。荷花池中央有两条石砌的桥，人走在桥中，犹
如飘在荷花中间，颇有几分仙气。据传，陈氏以耕
读传家，取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与“刚直不阿”之
喻，要求子弟以荷为做人的规范，故在家门前挖了
水塘，盛植荷花。后来，族人为传承美德，还把荷花
作为村花、族花，这在村居氏族中也并不多见。

荷塘边的民居保留着青砖粉墙、飞檐翘角的古
典建筑，是走马塘最具代表性的景色之一，也是村
里人气较旺的地方。晚饭后，荷池边的石板路，成
了村里的“信息港”，大家以乘凉的名义聚在一起，
摇着扇子，海阔天空讲大道，一种久违的生活原味
扑面而来。

夜幕降临时，走马塘显得更加宁静，只有树上
的蝉鸣和荷池的蛙声，与悬挂在天上的月亮谱写了
一首夏夜奏鸣曲。

古老的走马塘似乎与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在隔
空对话，它像一位老人，一边眺望远处拔地而起的
高楼，也打量着霓虹闪烁的繁华，而它仍坚定、从容
地守着历史沧桑，也保留了从前的慢。

文化已成了走马塘人的一种内蕴的气质，这种
气质至今仍在陈氏家族中延续。也许，走马塘的黄
昏情味，是宁波人老底子的真切模样。那鲜活的样
子，随时光流逝，显得悠远而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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