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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态兴村建设新大雷

这片土地有着动人的故事，也有着
肥沃的土地。大雷村有万亩竹山、1600
余亩农地，资源丰富，是名符其实的鱼
米之乡。一年四季大雷村都有不同口
感的竹笋，特别是大雷的黄泥拱笋名扬
四海。2014年，“大雷黄泥拱”被认证
为国家地理标志。

据大雷村党总支书记汪斌介绍，一
直以来村民们“靠山吃山”，主要的生活
来源靠卖毛竹、毛笋及加工竹产品。如
今，经过几代村干部的共同努力，村貌
大为改观。村里先后投入2000多万
元，用来提升基础设施，硬化山道、治理
溪坑、清理河道，青山绿水的大雷村吸
引了不少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乡创业。

目前由村民汪宏良等人投资打造
的浙东大竹海景区已成为国家3A级旅
游景区。同时，大雷村还引进了白鹭源
生态农场、甘潼蔬菜基地、猕猴桃和蓝
莓种植基地等，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前
来游玩。

村民汪信国年轻时在外闯荡，退休
后回到了家乡，成了村里热心的文化
人。为了不让大雷村的故事断了传承，
他和几位乡贤一起，根据村里老人的口
述以及相关的史料，编纂了《史话大
雷》，记录下有关大雷村的美丽故事与
传说。
见习记者 王昱汀 通讯员 赵祎慧/文

记者 刘波/摄

“竹笋之乡”
的悠悠古韵

说起海曙区
横 街 镇 的 大 雷
村，萦绕在宁波
人脑海中的，应
该就是大雷村的
“黄泥拱”。一到
春天，就有不少
宁波市民抑制不
住雀跃的内心，
扛起锄头去大雷
村漫山遍野地寻
找钻在土里的黄
泥拱笋。

其 实 作 为
“竹笋之乡”的大
雷村，被赫赫有
名的宝藏竹笋掩
盖了光芒的，还
有大雷村沉淀了
千 年 的 悠 悠 古
韵。

大雷村起源

大雷村，是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下辖村，地处海
曙西四明山山区，距离镇所在地横街约9公里，距宁
波市区22公里，由上车门、大雷两个自然村组成，全
村人口三千余人。

走进大雷村，只见古木参天，村居错落，种满了
毛竹的山坡如同毛茸茸的巨人怀抱着大雷村，数条
清澈甘冽的溪水从山上流下，穿村而过。

记者探访大雷村正是盛夏，气象预报说当天气
温达到了36摄氏度。不过走在大雷古村之中，感受
山间凉风，清冽溪水，仰头还能看见一棵树龄超过
800年的银杏树，酷暑便消散了不少。

从古至今，大雷村所处地界都是一块宝地。山
之古名为雷山，又有一条雷溪自西向东从山上流往
山脚。也正是因为这里山水秀丽，千年之前，大雷村
汪氏始祖才被吸引到此地，在此落户。

相传，大雷始祖是汪氏第四十四代越国公忠烈
王汪华后裔，第六十世祖延霸公发源，名延霸，字本
仁。汪本仁在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为官，为官多年辞
老后，回安微黟县老家。大宋祥符五年（1012年），由
友人谢公（传说是汪本仁为官时的师爷）邀请到四明
山春游，这一游就到了谢公家乡——雷山。

汪公来到了雷山，只见青山怀抱，溪水碧清，桃花
盛开，风景优美，确如传说中的仙境一般，不禁赞不绝
口。回去后，立即携家眷几十口人，从安徽黟县迁居
至此。而后，其子孙开垦田地，织布缝衣，经几代后人
艰苦创业，到了第十三代，大雷汪氏已有三百户人家，
人口上千余口，子孙兴旺，分布颇广。

根据鄞县县志记载，那时候，汪家所处的村庄被
称为南雷村。到了明朝隆庆年间，汪氏家族中出了
一位诗人，名叫汪礼约。他与村内长者沟通后，南雷
村被正式改名为大雷村。

从一人到一族，再从一族到开枝散叶。汪氏族
人抗过台风、避过山洪、熬过大旱，在这里生根发芽，
绵延不息。

“文林第”的传说

从村会堂往公路方向行走没多久，
就能看见一座古宅，上面挂着一幅牌
匾，写着“文林第”几个字。询问村民汪
信国，他有点可惜地说，这牌匾并不是
原来的匾，不过里面却藏着汪氏族人口
口相传的故事。

相传在明弘治年间（1494年），汪氏
族人中有一位东宅公（名字已无从考
证），官居四品黄堂。东宅公为官清廉，
克己奉公，是个大清官。但后来由于一
桩误判案，他内心自责不已，辞官回了
大雷村，发誓不再做官，并把铜耙埋在
后堂门槛下以示决心。他的隐居之地
便是文林第。

大雷村汪氏族人向来重视教育，出
了不少名人志士。据村里老人说，汪氏
祠堂大门上曾有一副对联：宋室尚书
第，明庭御师家。说的就是汪氏族人
中最出名的两位先祖：宋朝后期礼部
尚书汪镗以及明朝汪玉，大雷人称之
为“都堂太公”。

在大雷村，似乎每位村民都能讲几
句关于这位“都堂太公”剿匪的故事。
汪都堂，原名汪玉，字汝成。明正德三
年（1508年）考取进士，后在朝庭做官。
他德才兼备，为朝庭平定过无恶不作的
香炉山强盗，功勋显赫。可惜49岁那
年，汪玉独自返乡探亲时，被香炉山逃
窜的强盗报复杀害。后人为了纪念汪
都堂太公，在大雷村秀山房建造了金奖
殿，后由于该殿年久失修倒塌，只留下
了地基盘石。

还有村民口口相传的童子桥的
传说。这座桥的年龄已无从考证，它离
有着“东有天童，西有甘潼”之美称的甘
潼寺仅200米远，自然就带上了一点神
话的色彩。村中长辈传说，天上玉皇大
帝的外甥与外甥女曾到桥上玩耍，故称
童子桥，后来村民把这座桥作为求雨的
场所。

可惜这座桥在前几年被山洪冲塌，
桥体重修后，变成了平桥，不复当年的
石拱桥的精美，但是童子桥留下的桥基
和石块还尚在，童子桥的故事也被村民
牢牢记着。

大雷村全貌。受访者供图

山间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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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雷村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