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步叶氏

石步村地处姚东一隅，旧属
慈溪金川。县志记载，石步始祖叶
世儒，字道传，“官四明教授”，因在
任职期间爱上这片山水佳致，北宋
庆历年间自松阳迁至石步。

宋时，石步村最著名的人物
当属一个从石步嫁出去的女儿，
叶世儒的孙女，史叶氏。与中国
历史上的许多女性一样，她也没
留下自己的名字，后世多称其“叶
氏太君”“冀国夫人”，曾18次受朝
廷追封。

“满朝文武，半出史门”，南宋
鄞县史家，几乎左右了整个南宋
王朝，煊赫长达百余年。论其家
族源头，便是这位叶氏太君及其
丈夫史简。作为女人，叶氏太君
堪称不幸。其夫史简去世时，她
才 25 岁，留下幼女及遗腹子史
诏。不久，幼女也去世，叶氏抱着
她大哭，凭着顽强的意志生下遗
腹子，为史家留下血脉。

得益于母亲的悉心教导，长
大后的史诏“愈自刻励，遂以学问
德业为士大夫称道”。后来史诏
以“孝、友、睦、姻、任、恤、中、和”
八行被朝廷举荐，家门渐渐兴旺，
子孙相继入朝，成就“一门三宰
相，四世两封王”的辉煌。正如宋
元方志所说，“史氏孙曾贵盛，由
夫人始”。

在今日东钱湖下水，仍存叶
氏太君墓道。墓为北宋末年所
建，该墓道是东钱湖现存史氏家
族中建造最早的墓道。2001年作
为东钱湖石刻群子项，列入全国
重点文保单位。其墓前，有一块
1936年重修碑，记录这位从石步
走出的传奇女子的生平事迹。

繁衍至今，叶氏仍为石步村大
姓，历朝历代名人辈出。叶果孟整
理过一份“石步现健在名人录”，里
面有高级机械工程师、法院院长，

也有大学教授。来自家
族的荣誉一直流淌

在叶氏后人的血
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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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步村访旧：

白云深处竹篱开

余姚三七市镇石步
村，是四明山北侧余脉中
的一个千年古村。

石步村得名自石步
山。明清《石步志》有诗，
“聚族群居山之隈，白云
深处竹篱开。前江估客
乘潮返，后海鱼盐入市
来”，点明了村落方位。

隈，指山水弯曲处，石
步村至今群峰相望，村前
清溪潺潺。石步溪水流
向南，大约10公里，直通
姚江；越岭向北，翻过大
山，便是杭州湾。前江后
海，潮起潮落，人来人往。

随着长者老去，属于
石步村的往事渐不为人
知，如今尚能讲些旧事的
还属“上门头”后人叶果
孟。秋冬时节，记者在一
个晴好日子拜访了这位
84岁的老先生，听他讲述
石步古村与石步叶氏的
故事。

革命记忆

叶氏人丁兴旺，分为两个祖
屋：“上门头”和“下门头”。叶果
孟是“上门头”后人，在他八十四
年的生命记忆中，上门头最热闹
的时候是抗战时期三五支队入驻
其间的一段时间。

人们知道以梁弄为中心的四
明山是为全国抗日根据地之一，
殊不知当年谭启龙、何克希带领的
抗日队伍，从浦东渡杭州湾上岸，
到达三北地界，先在鸣鹤、石步驻
足。当时革命队伍上四明山，石步
是必经之路，然后过姚江、经车厩，
再由杜徐岙走向梁弄。

据叶果孟回忆，1942年至三
五支队北撤的一段时间，革命军
在石步出入十分频繁。期间何克
希住上门头，谭启龙住下门头，叶
家大屋则是中共慈姚县慈西区委
的办公场所。在他的童年记忆
中，上门头原先房屋有中三间、前
三间和后三间，共有四弄；上门头
左首有面积较大的花园，另有三
只小池。

晚清上门头分为三房，大房
出了个秀才，看破红尘，不愿做
官；二房是败子，抽鸦片，与戏子
为伍，最后败光家产；只有三房还
兴旺，能干的老夫人当家，有四儿
三女。据叶果孟介绍，大儿子叫
叶东书，抗战时是个空军教导大
队大队长、随军记者，曾在叶圣陶
门下做过事。三弟叶传书在宁
波，从英国人办的太平洋工业大
学毕业，为高级工程师。小的阿
弟名叶家书，在上海第二医学院
任教。叶果孟是二儿子叶宝书之
子，新中国成立后在家务农。一
家人有此成绩同三房大女儿叶琪
瑶有关。叶琪瑶其人早年在杭州
女子中学读书，后嫁给贵州飞行
员教官全正熹，受他二人影响，兄
弟几个都好学上进，发奋读书。
1937年全正熹参与抗日，与敌机
同归于尽，被追赠为“抗日英烈”。

如今，上门头只余几楹，时代
痕迹、历史凭证唯剩追想。

离开石步村时，在石步村口
见一座建于1935年的静观亭。此
系三七市集市至石步村古道西侧
路亭，南北贯通，观音兜山墙辟筑
拱门，亭柱阴刻楹联，“万物静观
皆自得，四时佳景与人同”。亭地
石板、石凳均为原物，环顾四周，
稻香浮动，颇值停留。

飞檐马头

石步村的民居、溪坑、道路基
本保持着原有风貌和格局，具有
清代浙东村落的典型特色。村里
可寻访的古迹民居有北宋窑址、
黄公潭、叶家大屋、安雅堂、三进
堂、静观亭，以及石步溪上老桥
等。近年重建的石步庙前，有树
龄逾300年的古樟，枝分五叉，形
如五指，亭亭如盖。

在叶果孟的指引下，记者走
访了几座现存古建。村西安雅堂
原谓“叶氏安雅堂义庄”。叶果孟
表示，叶氏历来崇文重教，弘扬慈
孝，清道光年间，乡绅叶俊秀携长
子叶封建此，然二人均早逝，任务
交给了叶封的三个儿子叶维新、
叶维元、叶维翰，三人出银六万两
最终建成义庄，官府建“义行坊”
予以表彰。其中，叶维新为人乐
善好施，“济困乏无吝色，读书明
大义”，在他的一生，疏浚无择浦、
造桥铺路、修德润书院，做过无数
好事，乡人至今感念。

安雅堂现存建筑由门楼、主
楼及东西厢楼组成，主楼及厢楼
均为飞檐马头山墙，格局基本完
整，砖雕、石雕、木雕工艺较为精
湛。因“雅”“乐”方言读音相近，
安雅堂也被记为安乐堂，但村民
还是偏好前者。

我国第一代著名地质学家、
鄞县人翁文灏有《少年杂忆·石
步》诗，也提到安雅堂。诗曰：“佳
境慈溪到外家，山容树色美难
加。水从石出真清澈，步逐坡登
见曲斜。安雅堂名存往迹，沧桑
世变待新芽。犹留故泽昭然在，
雅堂款宾谊可夸。”翁文灏七岁丧
母，后母叶秀芬乃石步村人。翁
文灏曾说，后母是他一生中影响
重大的两个人之一，这首诗作便
是他对于外婆家的回忆。

三进堂结构与安雅堂近似，
这家人在光绪年间连出三位进士
故名。石步村有“上义庄的牌楼，
三进堂的门楼”之俗谚，安雅堂义
庄牌楼已不在，不过三进堂门楼
尚存痕迹，有心人可着意寻访。

记者 顾嘉懿 文/摄
通讯员 周妍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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