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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湾寻古
□张剑波

千百年来，在人们思想烙印中，状元桂冠代表着一方人文才华最高
贵象征。在古今中外各领域名人名才中，宁波人之众，与宁波文化名邦
的深厚积淀，也与当地的状元文化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自隋唐至清
代以来，共有1300年的科举制历史中，我国共出过592位状元，浙江省
有60位，其中宁波人就有12位。有关宁波籍第一位状元是姚颖（祖籍
鄞县云龙镇姚家浦），还是张孝祥（祖籍安徽历阳乌江镇），几百年来在
官方与民间不少文史著作中，各有不同的论据。经笔者几十年来论据
与实据的考证，在古籍姚氏宗谱中，切实载有姚颖状元遗像、宋皇上敕
令、姚颖世表排行，并姚颖状元坊旧居遗址曾是笔者童年时代的旧居
地。由论据与实据证实宁波籍第一位状元是姚颖，其实际故居就在宁
波姚家浦村旗杆墙门，又称锣鼓墙门。而张孝祥无相关实据可证，故在
史料和考古论据中缺乏说服力。

姚颖，字洪卿，号苍辰，生于宋代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宁波姚
家浦村人，在5岁时就能过目不忘被称为神童，在淳熙五年（公元1178
年）考中状元。无论在朝廷或地方任官，上下官民都很崇敬他。他也是
历史上592位状元中德才最杰出的一位状元。很值得现代官民学习。
在平江府（苏州）任官期间一次灾害抢救工作中，由于连续昼夜劳累，病
逝在平江府官署中，时年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故姚颖的墓址相传
有两处，一处在苏州，一处在宁波鄞县阳堂乡延寿山（旧称）。当时为纪
念姚颖，宁波的街楼名开始有了状元巷、状元坊、状元楼，及状元红
（酒）、状元糕、状元装及状元歌谣等的状元冠名，并在海内外广为流传。

姚家浦村，古村名姚浦，又名姚家畈，现在宁波鄞州区云龙镇的西
侧，地形境左绕云龙碶，右弯铜盆浦，前列九曲河，后座嘉墩山（现已成
平丘）。这里原是历史上文化悠久的姚氏大族居住地，在村的远近周围
也有多个姚氏隶属自然村，如村东近徐前的姚朗桥，村西近钟公庙的姚
家村，村南近横溪的梅林，北延宁波大梁街小梁街。历代各隶属村地的
姚氏子孙，每逢过年过节都来到姚家浦的祖先祠堂祭祖。姚氏基业的繁
荣昌盛自姚氏七世姚颖起，姚家浦就兴旺发达，各类文化学堂渐增：如状
元坊大院西的南轩书院、村东侧的鄞县小学等。历代姚家浦村有一庙四
堂一旗四杆之称，即三圣庙，一本堂、惇叙堂、德尊堂、拜经堂和黑底黄龙
的族旗及祠堂门前的二柱旗杆与状元坊墙门前的二柱旗杆。在原姚家
浦村的拜经堂内，曾设有姚颖塑像。上述格局在国内也很罕见。

由史志宗谱记载，姚家浦历代曾出过多位大名人，如一世的贡元姚
子雅、二世兵部员外郎姚世仁、三世户部侍郎姚允让、四世进士姚希、五

世扬州判官姚撝为、六世名臣姚伯伦、七世状元姚颖、八世进士姚元股、姚
元哲、九世进士姚梦荐、十世太守姚守鸾等等。如单以姚颖一族就有进
士名臣十多位，整个村历代进士将近二十位，仅次于全国有名的走马塘
进士村。以姚氏宗谱十二个字历代祖训的“全忠孝、勤耕读、守礼法、积
善良”与十二字历代家训的“父子亲、兄弟睦、长幼序、男女别”为品德守
则，姚氏村内如有小辈子女媳妇不尊敬长辈父母公婆或学生不尊重老
师，或有道德败坏行为，严重的要受到“开祠堂门”在祖宗像众人前受族
长教训。又如在村内有不规矩不文明打架吵骂，或在路上或河中乱丢
垃圾都会受到众人的指责。

姚家浦村与姚颖状元的不少历史古迹和原村的地理风貌美景，如
今已大都变样。特别是姚颖故居旗杆墙门、状元坊大宅院，原貌都已残
缺。当今在姚氏惇叙堂祖堂上的有在南宋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时的
状元姚颖像，在姚氏德尊堂祖堂上的也有太守公姚守鸾像。最近新建
的姚家浦状元历史文化礼堂内也均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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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去远方寻找风景，却常忽略了身边的风景。
总是去发现别人的亮点，却常忽视自己身上的亮点。
殷湾，东钱湖旁的一个村落，小时候去过那里几次，印
象中有些脏乱差，后来每次去东钱湖总看烟波浩渺，
遗忘了这个可以见证这一湖天地的长者。直至有一
次无意中再次走进他的怀抱，才发现那里遗存着老家
的味道。

是在一个夏末的午后来到殷湾的，面前的景物竟
然有些陌生，整洁的街巷，错落有致的建筑，有白墙黑
瓦的老宅、水泥裸坯的二层楼房，还有青砖木构的矮
房，仔细搜寻着童年记忆，依稀重叠出儿时印象。

殷湾很静，很多门户都闭着，偶尔见几个老者，有
些蹒跚着走过，有些坐在门口发呆。终于见到了一
大拨人，那是在郑氏宗祠，在大门口的石凳、石阶上
聚着唠嗑，对于我们的到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相
当友好的热情，管理祠堂的一个郑家人甚至打开道
道锁封的门户，一路陪同我们参加。里面真大，依次
分布着石栅栏、正门、门厅、东西厢房，其中门厅和正
厅两侧又各有偏房及跨院，廊厦错落，怪不得有“九
进十明堂”之称。管理人介绍说殷湾郑氏宗族第一
代始祖本籍河南荥阳，距今已600多年历史，迁移至
东钱湖殷湾遂选址殷湾西村建祠，后几经改建修造，
终于造就了郑氏宗祠。告别时给管理人在正厅门口
拍了一张照片，他淳朴温厚的笑容印刻在相机和我
们心中，这是郑氏族人的精神传承，是让祠堂不朽的
力量源泉。

除了郑氏宗祠，殷湾还保留着石鼓门、走马楼、通
德堂、天德房等，都是晚清至民国所建，很多是中西合
璧的风格，雕饰精美。按宁波地方传统，村以下为族，
族设“祠堂”，族以下是房，房设“堂前”，一房的事情在
堂前里办，旧时堂前基本为操办婚丧事宜使用。殷湾
可以说完整呈现了当时殷实富足的村落全貌，只是如
何能在那些动荡的年月中保存下来，却不得而知了。
因好奇去查阅了史料才知道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
殷湾因交通便捷，渔、工商业都很发达。村里曾办起
了全乡第一家民办布厂——钱湖布厂，还以酿造黄酒
而闻名县内外，所以村里家境殷实的人家多，当时这
一带流传着“陶公山一山，不如殷家湾—湾”的说法。
这里还曾是东钱湖旧十景之一的“殷湾渔火”，《鄞县
志》关于“殷湾渔火”有这样的记载：湖北殷家湾，旧时
渔户糜集，渔舟泊岸，每当夜色朦胧、星月无光之际，
有渔火闪烁、渔歌吆喝。昔人有诗写其景：“水阔烟深
望渺然，霎时渔火满前川”。

殷家湾的地理位置很好，背山面湖，山顶还有一
座居士林，想必是当地人的精神栖所。居高望下，能
一睹村湖相接的全景，湖水平镜，村落静谧，没了机器
轰鸣，没了渔火璀璨，只有老幼相趣，鸡犬相闻，时光
在这里仿佛是凝滞了，流动得很慢很慢。同行的好友
说：“庭院深深深几许。”这深深院落，藏着多少无言的
往事，曾经将几辈人的青丝熬成白发。然而，人老了
总是想着叶落归根，水泥钢筋的建筑物太过冰冷，没
有儿时的记忆、祖辈的气息，只有这些老宅，一砖一瓦
皆记忆，才是真正可以让心安放的归处。

姚家浦惇叙堂内姚颖像。记者 张培坚 摄

姚家浦村口。记者 张培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