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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塘溪镇梅溪水库大坝下，有个叫沙
村的古村。站在水库大坝上俯瞰，坐北朝南的
沙村竹林围绕，形状如大鹏展翅。从横邹线上
远望，沙村三面山脉像一把太师椅，而沙村就像
一位老人坐在这里，安静又深沉。

沙村的历史悠久，据民国《鄞县通志》《梅溪
沙氏忠房派下大岭头支谱》《沙宜州事辑》等史
料记载，沙氏太祖系定国公沙承霸（三世孙）由
蜀迁吴至明州，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很久以前，现在的沙村是梅溪边上一处荒
芜之地。据传，沙氏第四代太公带着家人和一
匹白马从宁波来到塘溪，他们最初落脚在塘头
街的沙河塘，在此开荒种地。有一天，放在田野
上的白马到晚上还没有回家，于是，沙太公和家
人四处寻找。在梅溪边上，沙太公找到白马，见
马儿在月光下安静地吃着青草。从那以后，白
马会经常来到这里吃草。后来，沙太公发现，此
处山水宜人，四周青山环绕，岙中溪水潺潺，而
且还可垦田。想想这么一个风水绝佳的地方，
将来必宜子孙繁衍生息，他当机立断，就把家从
沙塘河迁到了这里。从此，沙太公和家人在这
片桃源之地，过着垦荒种地的日子。因为太公
姓沙，就把村名叫作沙村。

沙氏先人历来有崇尚自然的风气。沙村离
象山港不远，每年夏季台风来时，风力很大，为
此沙村太公在村东南筑起长堤，沿堤种植树木
以挡狂风。

沙村村口有棵300多年的樟树，樟树树干粗
壮，遮荫避日。樟树是沙村的标志性景观，即使
现在村里建起不少楼房，但从远处依然可以看
到樟树高大茂盛的树冠。这棵樟树和位于村庄
最高处的一棵100多年银杏、村中半山腰一棵
500多年的圆柏，被村民称为村里的宝贝，它们
默默陪伴着沙村人的清晨和日暮，也见证着村
落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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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沙村的许多遗存和传说已随风而
逝，但有的留存至今。宁波第一农村党支部（农会）
陈列馆、鄞州农村党史馆、沙氏宗祠、沙氏故居、沙
耆故居等建筑，沙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
文度（沙氏五杰）以及沙耆等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为古老的沙村抹上了浓重的人文气息。

和许多古村落一样，现在的沙村人气寥寥，年
轻人都搬到城镇生活，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但夏
日的沙村并不寂寞，黄昏时光，吃完晚饭的村民，相
约来到梅溪水库的大坝上散步，山风夹着库水的微
凉，驱散了一天的酷热。村口的大樟树下，坐满了
聊家常的人，老话新语 ，飘散在晚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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