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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近闻名的黄山湖

“我们的祖先迁居于此，是因为
酷爱山水。”据茅忠坚介绍，原来在
黄湖村有一处远近闻名的黄山湖。

“极目含空阔，湖光分外妍。荡
开金碧水，看尽蔚蓝天。岸立株株
树，滩横叶叶船。四周清若此，一色
杳无边……”

这首诗便是形容黄山湖旧时秀
丽风景的。黄山湖始于何时？已无
从考证。但据传，在唐代这里曾是
邑贤虞世南公的戏马池，沿称虞
湖。宋嘉泰会稽志已见黄山湖之
名。清康熙邑志载：“黄山湖在云柯
二都，周一百三顷三十三亩一角二
十步，南西二面距山，东界附子湖，北
界至海塘，灌田一百顷，有奇低土湫、
大土门一、沙堰一……”据村中老人
介绍，沙堰设在庙角西首，现已无迹
可寻；大土门就是现在进入村庄的路
口，俗称堰头，既可开闸放水，又可供
船只接驳，现在古迹尚存。相传先人
在黄山和月谷山的坳口修筑了一条
横堤，拦住了山水，逐渐形成了黄山
湖。这里的青山绿水滋养了一方百
姓，他们农忙是耕民，农闲为渔樵，
而聚居于此地的多为茅氏族人。

黄山湖茅氏源自山东，后居河
南郑州，宋建炎三年（1129年）朝议
公护驾至临安，安家于绍兴绕门山，
后又迁至余姚龙泉后（今慈溪横河
镇）。元朝末年，黄山湖茅氏始祖茅
宁一乐山好水，慕名定居于黄山湖，
以耕种、养殖为业，繁衍生息，到近
代壮大到七房子丁。清康熙壬午年
（1702 年），新建茅氏宗祠“敬爱
堂”。祠堂坐北朝南，正室五楹，门
屋如之，西偏侧楹五，穴墙为月门，
以通明堂，画栋雕梁，气势恢宏，堂
皇富丽。2015年，“敬爱堂”依旧重
修，其迹犹存。清宣统元年（1909
年）6月起，族人出资创办了“茅氏
初等小学”（后改名为黄山小学），以
祠堂为校舍培育子女，直到后来并
入历山舜耕小学。

三德家训传后世

由于茅氏祖辈崇德尚贤重教，
历代文脉相继，先贤辈出。

在茅氏宗训中，记者看到有这
样的记载：“吾族人当知齐家在善、
德二字。当谨记德分三德：家德、业
德、公德。家德是为孝敬父母、兄弟
和睦、夫妻恩爱；业德是为忠诚、敬
业、诚信；公德是为遵纪守法、承担
社会责任。”通过几则茅氏先辈尊家
训的故事，可窥见一斑。

茅阶平在太学温习书文，兀兀

穷年，正应举北京，其父亲因家务繁
忙、年老疾病缠身，写家书命其速
归。茅阶平得知后毫不迟疑，离开
京城回到家中，侍奉双亲不离左右，
就养无方，只要父母稍有不适便躬
进汤药，不遗余力。于是有家训曰：

“为人子孙当以孝友为先，延师必核
其品行，非特文艺而已。”

茅萃先少时勤读诗书，立志以
此建功立业。孰料世事无常，后见
父亲家计日窘，决然废书业农。在
他的努力下，数年之后，家境慢慢好
转。他对祖母、父母极为慷慨孝顺，
有需要尽力满足，自己则衣俭食淡，
躬耕不辍。他的故事令人唏嘘感
叹，有家训曰：“人得奋志功名、显扬
父母，诚孝也，然当父母匮乏时为子
者代为拮据、代为筹划使父母终日
适志无患忧宁，非人子份内事乎？”

茅纯也家境富裕，但遗憾宗族
无谱，便慨然出资修谱，后来又念及
祀田少不足以供宗祠祭祀，遂割产
捐田，其公心与义举令后人感佩；茅
琴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不中，有感
古人良相良医之说，弃业从医。经
过多年研修成就精湛医技，医德高
尚，为远近乡邻解除病痛之苦博得
众人称赞……

近代，被茅氏族人尊崇的茅可
人（1900 年—1966 年）早年投身革
命，与中共党员楼适夷、蔡肖鸿等人
一起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剥削
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茅可人
带着家人毅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他在乡里组织民团，定期集会训
练。1939年，仅有200户人家的黄
山湖村，参军抗日的青壮年就有40
多人。于是，当时的群众有人戏言

“出了茅可人，壮丁抽干净”，茅可人
也因此遭到日寇追缉而远走他乡。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故乡养病，谢绝
了国民党的邀约，潜心修家谱。同
时笔耕不辍，留下了《堕民》、《三篙
恨》、《余姚农村的续命汤——草帽
业》等文章，并在《湖山沿革记》中明
确提出了环境保护的观点，而当时
他著此文时，距今已有70年，其意

识超前难能可贵。

茅氏后人开启新时代

纵观新时代茅氏后人中，绝大
部分都投入了创业创新领域。

有历经七年失败、矢志不渝终
成食品行业创业能手的茅笑张；有
做过农民、文物管理员、会计、村支
书，最后下海创业销售杨梅，潜心钻
研杨梅保鲜及冷链运输技术，将杨梅
销往欧洲，成为“保鲜杨梅第一人”的
乡土专家茅春苗；有20多岁开始创
业，以小小打火机占据欧洲大市场并
投入数亿支援宁夏、甘肃等地大开发
的茅迪清等人，而最为著名的莫过
于创办了方太集团的茅理翔。

今年81岁的茅理翔有着艰辛
坎坷的成长史。他在进高中之后不
久就罹患严重关节炎，双腿不能走
路瘫痪在床。为给茅家争口气，他
不屈于病魔，一边读《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增强信念，一边读《中医学概
论》自学针灸治疗，终于能下地走
路。此后，他一边与病魔搏斗，一边
创业开启新的人生。他含着止痛片
跑遍大江南北，承受了找产品过程
中车祸的痛苦，承受工厂停工、员工
出走的压力，承受遭人轻视的羞辱，
终于在儿子茅忠群等家人的帮助
下，从44岁创业初期的慈溪无线电
九厂到飞翔集团，再到如今的方太，
实现了人生的三次创业。

在以茅理翔为代表的这一批茅
氏创业者中，他们的身上有着许多
创业者的特质。而这与茅氏宗训中
的“功业”告诫吻合——建功务必兢
兢业业、踏踏实实，切忌弄虚作假、
好大喜功；立业务必艰苦奋斗、夯实
基础，切忌骄奢狂傲、盲目扩张。当
知“天、地、人”，“天”为先天条件，乃
立业之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
立身；“人”为仁义，懂取舍，讲究财
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功不在大
小，唯尽心尽力，贡献社会，创造价
值；业不在高低，唯克勤克俭，持续
发展，百年传承。

姚北黄湖古村姚北黄湖古村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余姚低塘街道
黄湖村，是姚北的
一个小村庄，但是
却因为出了方太集
团创始人茅理翔、
韬奋新闻奖获得者
茅廉涛等许多在商
界、医疗界、文化界
的名人而闻名。近
日，记者来到黄湖
村，拜访了黄湖村
原党支部书记、茅
氏宗祠管理员茅忠
坚，通过采访、查阅
茅老师等人编撰的
《茅氏家谱》，从他
们传承700年的家
风家训中，觅得茅
氏家业常青的成功
密码……

茅氏宗祠一角

余姚低塘黄山湖茅氏家谱

修旧如旧的敬爱堂

记者 张晓曦 文/摄
通讯员 茅忠坚 吴嘉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