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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东地区有句广为流传的顺口

溜：“一六横溪市，二七管江市，三八塘头
市，五十韩岭市。”说的是赤堇山周围四个年
代已久的集市。过去在这些集市中，塘溪镇的
三八塘头市因地理位置适中、交通便利、人气旺、货
源充足，被称为“天下市”。

旧时，因集市而繁荣起来的塘溪镇塘头老街，是大嵩
地区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据当地居民相传，约300年前，
人们最早在后沙滩盖起了二十来间草房，进行地作货交易，这
是塘头街市日的雏形。后来随着交易的频繁，逐渐形成了农历逢
三、逢八进行集市贸易的惯例，称为“三八塘头市”。到清代，集市
贸易相当活跃，尤其是农历十二月廿三、廿八，以及六月十五、十
六的一年一度稻花会，更是热闹非凡。

时光在缓缓流淌，很多年前，塘头街市日的场地已从原来的
老街搬到塘盛路，而传统集市的底色依旧没变。每当农历十二月
廿三和十二月廿八，作为年末最后两场民间迎新狂欢，四方乡民
来到塘溪赶集，一幅浓浓的年味风俗图在这里缓缓展开。

宽敞的塘盛路人流涌动，小贩的叫卖声和前来赶集的乡民
的讨价还价声汇集在一起。赶集的不仅仅是塘溪本地人，还
有隔山隔岭的奉化人，连隔海的象山人也会前来。市日
上，山珍海味罗列，各色各样的货物琳琅满目，山民的
竹木山货，渔民的带鱼、黄鱼等干鲜海产，宁波城里
的南北果品、日杂用品，还有附近乡镇的特色货
物，在集市上应有尽有。

在商品充裕的当下，传统的集市虽然
失去了一些存在的价值，但许多人还
是乐意来市日逛逛，也许在他们心
里，赶集不仅仅是一种年俗，更
多是对乡情的挽留。

记者 胡龙召 文/摄
通讯员 徐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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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货很畅销

买副对联添喜气

竹器制品大有市场

珠珠娃娃是小朋友的最爱

赶集的人熙熙攘攘

塘溪
大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