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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宁波帮捐建的“磬裁第五桥”
在江苏茅山被发现
“包邮区”这些桥亭都由他而建

近日，江苏省
常州市传来消息，
百年前宁波帮人士
陈磬裁捐建的“磬
裁第五桥”在该市
金坛区茅山脚下
被发现，至今保存
完好。

陈磬裁，宁波
市鄞州区姜山镇陈
鑑桥村人，民国“水
泥大王”、慈善家，
以出资捐建“十桥
十亭”闻名。因相
关记载不全，“十
桥”中之前有四座
下落不明。

除了“十桥十亭”
陈磬裁可能
还建过“十堤”

鄞州区文保中心工作人
员李本侹告诉记者，作为著
名慈善家，陈磬裁留下“遗
产”众多。

而今，姜山镇陈鑑桥村
仍有陈磬裁故居，钢筋混凝
土两层楼，规模宏大。最有
特色的是平顶上修了两座亭
子，亭上各有一只白鹤，俗称

“白鹤亭”。
门楼里侧，存“家训”石

碑，立于1924年，用白话文写
就，告诫后人如何为人儿女、
公婆、夫妇、兄弟姐妹、姑嫂妯
娌、亲戚、邻居，读来发人深省。

陈磬裁的墓地位于横溪
镇金溪村，墓地附近供拜祭的
后人休息的坟庄保留完整。
外观、廊柱带有明显的西洋风
格，屋顶采用“雉堞”式，门楣

“陈氏磬裁山庄”“民国二十一
年（1932）造”等字样清晰可见。

在镇海招宝山，有陈磬
裁 1927 年所建上天竺“登云
路”牌坊。

“除了‘十桥十亭’，陈磬
裁生前可能还造过‘十堤’。”
李本侹表示，“磬裁第九桥”
即东阳五孝桥虽已不在，但
当年桥建成时，东阳人马福
田曾在江西景德镇定制一批
碗碟以作纪念，上面印有五
孝桥的图案和数行黑字：“陈
之所建，此为第二堤第六亭
第九桥”。

这是目前所知陈磬裁可
能造过“十堤”的唯一证据。

如果您还知道陈磬裁所
建桥、亭、堤或其他资料，欢
迎留言补充。

“磬裁第五桥”
现存情况良好

上周，记者联系上发现古桥的
常州市金坛区茅山民俗文化研究会
会长王群，他表示，“磬裁第五桥”是
他们在今年1月中旬进行民俗田野
调查时发现的。

该桥位于金坛茅山脚下的薛埠
镇西旸村后阳庄自然村东，当地也
叫“后阳桥”或“后阳庙桥”。桥身一
面刻有“磬裁第五桥”，一面刻有“古
名宏济桥”字样，两边都刻有建成时
间“癸亥孟春”，即1923年春天，距今
已近百年。

王群表示，该桥采用钢筋混凝
土结构、中西合璧式样，“早几年，该
桥桥东修建省道，当地老人呼吁保
护老桥，促使有关规划绕行。该桥
现存情况良好，未遭毁坏。”通过实
地走访和资料搜集，王群了解到，

“磬裁第五桥”位于当地民俗“上茅
山，回九里”的必经之路上。茅山是
道教名山，九里则指镇江丹阳市延
陵九里季子庙。当地流传上茅山进
香，需回九里“还愿”，才算“功德圆
满”一说。

地处往来要道的“磬裁第五
桥”，自建成后一直承担着重要的交
通功能，桥两端过去均曾有条石铺
路，直至2019年265江苏省省道通
车后，才处于闲置状态。

目前，在茅山旅游度假区工作
的王群已将此桥相关情况向金坛文
物部门作了汇报，百年古桥有望被
公布为当地文保单位。

资料显示，“磬裁第五桥”
捐建者为清末民初上海滩有
名的宁波帮人物陈磬裁。

陈磬裁（1874-1958），又名
陈宏福、陈德富，宁波鄞州姜山
人，年轻时去上海学做生意，后
靠做水泥生意和从事建筑业发
家，人称“水泥大王”。他致富不
忘造福百姓，出资捐建“十桥十
亭”以惠乡里。因是做水泥生意
起家，他对水泥情有独钟，所造
桥亭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经对比可知，茅山“磬裁第
五桥”的桥型与宁波现存的几
座“磬裁桥”基本相同。比如位

于鄞州塘溪镇梅溪水库的著名
“水下桥”，即“磬裁第三桥”；鄞
州区云龙镇保存完好的“黄昏
晨桥”，即“磬裁第十桥”；还有
位于海曙区蜜岩村、废置的第
四桥和第八桥残桥。这几座

“磬裁桥”建造年代相近，桥型
相仿，同属于“磬裁桥家族”。

传说，陈磬裁共捐建过十座
桥，均位于江浙沪“包邮区”。除
了已知位于宁波地区的四座，还
有上海浦东一座，浙江东阳有一
座已毁的五孝桥为“第九桥”，加
上常州茅山新发现的“第五桥”，
现在剩下三座下落未明。

十座“磬裁桥”已发现七座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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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顾嘉懿

据王群介绍，陈磬裁与茅
山颇有渊源。除了新发现的

“第五桥”，茅山还有一座“磬
裁第二亭”位于镇江句容茅山
区域（抱朴峰山偏东，盘山公
路右侧）。

早些年，李燕津撰写的
《善人陈磬裁》一文曾介绍该
亭称，此亭位于镇江茅山风
景区，名“磬裁亭”，“为一钢
筋混凝土方亭，亭顶建成印
把形，北面墙上刻有‘磬裁第
二亭’5字，为1922年商人陈
磬裁捐助”。

2月13日，王群再次造访
“磬裁第二亭”，发现该亭已被
改造。“从柱身残损部分看，原
亭身外覆盖了石片，亭柱上的
楹联和牌匾则1∶1复刻在新亭
之外。”亭北柱柱联云“古今
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
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南柱
柱联云“善为至宝，一生用之

不尽；心作良田，百世耕而有
余”，字体仍为旧貌。

王群表示，“磬裁第二亭”
当地人俗称“歇脚亭”，因其处
于登茅山顶峰大茅峰的半路
之上，过去山道难行，可在此
歇息，现已成为土地庙。亭正
面（东面）额题“赤龙蟠玉印”，
意喻此亭外形为一方玉印。

此外，在茅山当地，还流
传着“陈磬裁捐建拜殿”的故
事，被收录在《茅山乾元观传
说》一书中。王群听乾元观老
道长说，乾元观复建时，曾发
现地基铺筑的混凝土坚固无
比，传说地基所用水泥即为
陈磬裁从上海运来。如今，
乾元观还留存着陈磬裁法名

“常宝子”的石刻，嵌在该观山
门右墙。

王群表示，远在江苏茅山
的一桥一亭，说明陈磬裁的义
行善举曾惠泽苏浙两地百姓。

除了“第五桥”，还有“第二亭”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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