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山赤水 幽谷奇观

在村子的东北角坑底，
有一座石拱桥，它横跨在赤
水溪上，故曰“赤水桥”。它
是旧时通往樟村、鄞江、宁波
的必经之处。清咸丰九年
（1859 年），柿林村的沈云章
先生捐钱在这里造了一座小
桥。至 60 余年后的 1924
年，柿林村村民建起了现在
规模的单孔石拱桥。这桥高
10米，跨度12.8米，桥面宽
5.08米，用红褐色块石对缝
砌成。桥面正中铺一块刻有
荷花莲蓬图案的石板，两侧
均有石雕护栏，并用榫卯衔
接，正中刻“赤水桥”三字。
整座桥设计合理，工艺精湛，
就地取材，现被余姚市列为
重点保护建筑。

在赤水桥边、险峻的丹
崖之上，宋徽宗的瘦金体“丹
山赤水”摩崖石刻，至今仍吸
引着无数人前来观瞻。传说
此地是古代仙人杀羊的地
方，岩壁都被羊血染红了，当
地人称为“杀羊岩”。其实这
里的山体属火成岩丹崖地
貌，峭壁呈褐红色，遂称作

“丹山”。在这峭壁之下流淌
着一条溪水，丹崖倒映在溪
水中，溪水也呈红色，故名

“赤水”。“丹山赤水”之名由
此而得。

沿着赤水溪往下走，一
路上山碧如洗、群峰斗娇、
古树参天、竹林蔽日，尤其
是水溪撞击溪中巨石发出
的哗哗声，在幽谷中回荡；
撞击激起的水雾，在山谷中
升腾，形成迷人的幽谷奇
观。

丹山赤水风景区，把大
自然赋予它的江南山水的
灵秀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
岩峻谷深，石赭溪碧，竹密
林茂，境幽气清，并有成群
的千年古树点缀其间。柿
林村还有许多景点，如“风
凉洞”“御碑亭”“古戏台”“梦
溪续梦”“秋雨碑”“莲峰庵”

“四明第一党支部旧址”等。
的确，柿林的美是多层

次的，既有散发着山乡文化
的古村落之美，也有灵秀的
山水之美，同时还有浸润着
革命火种的红色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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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山赤水
柿林村
□黄志昌 文/摄

柿林村位于余姚市大岚镇的东
南部，距余姚城区约 50 公里的路
程。村庄坐落于四明山腹地的赤水
溪旁，建在山间的一块高地上，海拔
约550米。周边都是高耸的山峰，悬
崖挺拔，有着“第二庐山”的美誉。

青山环抱 古风扑面

站在山头望柿林村，整个村
庄仿佛悬挂在山腰间，被山间茂
密的树林掩盖住，一片乌黑的瓦
房，密密地挨在一起，乍一看，很
像一把古老的“太师椅”：背靠青
山如椅背，平整的村庄像座板，
四脚向下延伸，直至悬崖下的谷
底。沿着“椅背棱骨”缓步而下，
说它“棱骨”一点不假，都是用赤
褐色的石块铺成一级连一级的
台阶，顺着山势，在密密匝匝的
竹林间蜿蜒而下，直通村内。

进入村庄，村内一切都透着
沉甸甸的岁月的痕迹。黑瓦白
墙，古弄悠悠，都是明清时期的
房屋。其间没有一处夹有现代
化的“洋楼”，即便是装修，也都
在“内部”进行，就连村里的办公
大楼都是仿古的，透着古色古香
的韵味。当你漫步在狭窄的弄
堂里，看着脚下用数以万计鹅卵
石铺就的漂亮路面，一直延伸到
望不见的尽头，心里真是惬意足
了。再瞧两边的墙体，都是用岩
石破块堆砌而成的，密密层层，
整整齐齐，很像那种“千层饼”，
让大家一饱眼福。几位劳作归
来的山民，扛着收获，跟着狗，牵
着羊，走在弄堂深处，还不时与
游人打招呼、指路当向导。那些
城里来的游客，一边走一边啧啧
赞叹：“咱从来没看到过保存这
么完好的弄堂和老房子，第一次
见，算是大开眼界了！”

瞧那古风扑面的房子，除了
石块、木头和黑瓦，几乎没有太
多的附加物。一幢幢青灰色的
木结构“畚斗楼”，长的十几间，
短的六七间，围成许多“四合院”
或“三合院”。卵石嵌成的天井，
平整而有规则。房前大门外往
往是一条檐廊，一个个用防水柏

吊红之乡 耕读传家

早先，当地人叫它“峙岭”，
是因为整个村庄被周边的两大
片高耸的岩峙包裹。后来，因为
当地曾出过科举官吏和文人雅
士，百姓便把这里叫做“士林”
了。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这里
种了大片的柿子树，盛产“吊红”
柿子，远近闻名，村名也就改成如
今的叫法——柿林村。柿树村里
村外、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据村
民说，每当晚秋时节，红柿吊挂枝
头，像无数的小红灯笼。“红红瓶，
绿绿盖，人人见了人人爱。”这“吊
红”柿果与村里各处垂挂的大红
灯笼相映生辉，显示出柿林人生
活得红红火火、圆圆满满、喜气洋
洋，怎么看都是一卷独特的山乡
风景图。

柿林村人大多姓沈。据史
料记载，周文王第十个儿子封于
沈地，故后裔以沈为氏，柿林始
祖系《梦溪笔谈》作者沈括的传
人，至今已有650余年历史。柿
林素有崇教之风，留存至今的明
清建筑墙门头上还依稀可见“耕
读传家”等字样。

我们走进了沈氏宗祠，见到
悬挂着的柿林人引以为傲的“文
肃世家”“钦旌节孝”“忠清堂”等
匾额，它们是历代对村中人的表
彰。村里读书人多，仅恢复高考
后就有近百人考上大专以上院
校。柿林村充分利用本地丰富
的山水、人文资源优势，因地制
宜，2002年成功开发了“丹山赤
水”风景名胜区，从2003年起每
年成功举办柿子节。全村现有
农家乐饭店和民宿几十家供游
客休息用餐。

油涂成的廊柱，像列队的士兵，
彰显威严与气派。廊柱上部缠
有一圈一圈的白藤条，白藤条上
方是雕花的“蝴蝶头”，顶着上面
的桁条。门窗是黑色的，大多镂
有“花格子”，屋上的瓦棱一条一
条排列整齐，看上去美观、古朴、
大气。檐廊里、弄堂处和柿树上
还悬挂着一盏盏透着喜庆的大
小不一的红灯笼……

游客徒步于柿林村的院子、
弄堂里，一边赏景，一边和那里
的村民闲聊。好多村民正在忙
碌地用手工揉搓新茶。走廊前、
弄堂开阔处，有一些老人在叫
卖自产的农副产品，或毛笋，或
鸡蛋，或茶叶，或笋干，或烤芋
艿……都是农家自产的东西。
村子中央一口清澈的水井一眼
能望到底。就在人们议论夸赞
的当儿，一位老伯作了介绍：这
叫“同心井”，是始祖沈太公所
挖。井虽不大不深，其实只是
个“冷水潭”而已，可无论旱涝，
井水深浅相差无几，四季清澈
甘甜。古井十分奇异，“大井水
满要天晴，大井水浅天落雨”，
这一规律有预报天气的功能，
给村人留下个谜。就是这口
井，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柿林
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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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里的弄堂

柿林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