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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鄞州区，说起老宅，民间有“管江杜家谷，
横溪王家屋”之说。

王家大屋坐落于山明水秀的横溪镇南侧，南
控群山，北临平原，山环水抱。西边是源于梅岭、
流自金峨的古乾坑，溪水流经王家，经花石桥折
而向东。这条横亘流淌的横溪是王家先人挖掘
的风水河，意为“北水南归”。

走进横溪上街，王家大屋黑瓦白墙、雕梁画
栋的古建筑群，仿佛让人有时光倒流之感。

据史料记载，王家王氏是汉代郡守王泽之
后，原世居山西太原，北宋末年为避战乱，于南宋
绍兴8年（1138）迁居横溪。期间，王氏家族治垣
屋、设山庄、办私塾、修宗谱，耕读传家，子孙迅速
繁衍。至明、清时，横溪王家已是名闻宁波的南
乡首富。

现在的王家大屋，为清乾隆年间由进士王铨
首建，其子朝议大夫王天奇和奉直大夫王天木及
后人扩建而成；在族人中又称“安房大厅”，是王
氏的“均”、“ 和”、“安”三房中的安房后人所居。
它由前厅、中堂、后堂三进两厢构成，整座建筑沿
中轴线左右对称而筑，中间及两厢分隔着10余
只天井，大厅两厢又由多处墙门组成。大屋里精
美的窗雕和恢宏大气的建筑构件随处可见。安
房后人又陆续建起了“立房”、“得房”、“良房”等
18房大宅，与王氏宗祠珠树堂、伦叙堂以及寒岩
草堂等组成了王氏庞大的建筑群。

现存王家大屋占地近2万平方米，有明、清
及民国建筑近300间。那一个个合院式风格、风
火墙阻隔、马头墙高耸的大大小小院落，或前后
串联，或左右并列，密不可分粘连一起，令人惊叹
不已。只可惜，历经风雨侵蚀的部分建筑已严重
损坏，人们只能从它轮廓中想象古宅的原有风
貌。

一代代王家人在这里生活着，许多有关大屋
的记忆都根植于他们的内心。69岁的王德表就
出生在这里，他和老宅有种割舍不了的情感。王
德表说：“年轻人都住进新居，现在王家大屋的原
住民没多少了，老屋非常冷清。老底子晚上，大
家搬出桌子，会聚到天井吃饭。那时，还没有空
调、电视，但邻里关系十分融洽。晚饭后，孩子们
就围着老人听故事，非常热闹。”

如今，一些有关大屋的传说在慢慢远去，许
多房子租给了外来租户。尽管大屋里原有的生
活形态发生了改变，但还是有少数和王德表一样
的原住民，依然与王家大屋相依相伴。他们在这
块出生之地，闻着庭院的气息，追忆着旧日的时
光，默默地做着大屋的守望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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