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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渐行渐远的村子一个渐行渐远的村子

初看村名，很多人会误以为是这是个四明山上的村
子。其实，这个村子坐落在四明山脚下。1949年之后才
被命名为四明山村。而且和余姚四明山镇并无关系，而是
海曙区集士港镇属下的一个行政村。

记者驱车从市区出发，汽车行驶约40多分钟，便来到
了这个依山而建的村子。这里的地理位置绝佳，村东一望
平川，村西四明山脉重叠，是一个美丽的古村落。根据海
曙发展特色小镇、改善生态居住环境需要，四明山村将全
部拆迁。

驶到村口便可以看到四明公路改建记的石碑和路
牌。记载着多年前，村里建设马路的历史。村口的菜市场
也已没有昔日的繁忙。

走进村子里，不见车水马龙，却有蝶舞花香；不闻人声
鼎沸，但听蛙鸣鸟叫……仿佛时光比外界慢了许多。村子
不算小，细问当地的居民，才知此地有三个自然村组成，分
别称茅草漕、盛家汇、眺头。而现在三个村子已连在一
起。村里有斑驳的老屋、令人怀旧的人文，以及青翠的风
景。

进入村子记者发现，绝大多数村民已经搬离这里。冷
清的街道，残缺的老巷，透出一股沧桑的味道。不少村民
搬出民居后，植物已经爬满了墙头。

村里偶遇一位还未搬离的谢老伯。他告诉记者，去年
年底以来，上百户村民陆续搬离了四明山村。目前还剩下
十户左右村民还留守村中。老伯的言语中透露着不舍。

“住了这么多年了，不舍得离开，再多住几天。”

这是一个典型江南水乡这是一个典型江南水乡

从地理位置上看，四明山村处于鄞西平原的边缘，往

西便是四明山山脉。村子周围有大幅的沃土，村中央有条
溪流经过。清澈的河水映着绿叶，呈现一种江南水韵之
美。

村子周边种满了蔺草、水稻等农作物。村里有溪流
从附近的西岙水库而来。不少民居便沿着溪流水而
建。溪流旁还有不少石阶，石桥。据村民介绍，从前村
民自此搭船去宁波城里，是村里的主要交通要道。溪水
非常干净，清澈见底。溪边还留有古桥留下的遗址。这
些遗址所积淀的历史遗存和人文情怀，成了这里特有的
文化符号。

在唐宋之间，原曾有过烟波浩渺的广德湖。四明山村
便是"广德湖"的一部分。至今四明山村和附近的村子流
传着一句话，“金山隔银山，洞桥十三眼；前后千亩畈，杨柳
十八湾”的民谣，意指这一带的富饶和美好的景色。而洞
桥十三眼指的便是附近的十三洞桥，全长53.31米，宽2.2
米，由13个桥洞组成，是宁波孔数最多的塘河桥。

附近的山可登高望远，集士港平原一览无余。据村民
说，在夜晚，这里甚至看得清远方宁波城区的灯火闪烁。

砖墙青瓦留下古村的印记砖墙青瓦留下古村的印记

村里的墙头，乡道小路，老房子，见过多少人与事，又为多
少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收藏着他们的记忆……无人行走的村道
上结满了青苔，配上灰墙黑瓦，更让这里的老屋显得年代久远。

人去楼空的村子显得更加幽静。走在斑驳的老巷中，
恍若沉浸于旧梦。据有关记载，这个村里的人多为清代时
迁入。村里有一个钟家凉亭系民国时所造，这也是四明山
村的标志性建筑。旁边的金鸡山上曾发掘出不少宋以下的
古墓石刻。

村里有不少被称为“十八间头”的楼屋。偶尔可见有
村民开车到老屋里取东西。还有四合院农居，也即将和村
子一起进入历史的长流里。

曾经的村口是村民的聚集地，如今只有小鸟在屋顶鸣
叫。村口里的河埠头，爬满苔藓的村道，木质结构的老房屋，
承载了村里人的欢声笑语，一扇扇门窗背后，曾经上演了一
个又一个时光故事，述说着古村美好的回忆。 记者 鲁威

又一个即将逝去的山水古村又一个即将逝去的山水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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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间的村落，孕育了浙东文化的睿智，也深
藏着江南水乡的秀美。但时过境迁，有些古村落悄悄老
去，她们变得残破，甚至面临着消逝……

这些古村深藏深闺，民风淳朴，建筑独特，坐落在四
明山脚下的四明山村便是其中之一。

近日，记者前去实地拍摄，为其留下最后的底片，把
村民的记忆收入行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