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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村内老街话当年

村内有条老街，东西走向，全长约
一公里，与斤岭古道相连，通鹿亭乡晓
岭村。因此，当地百姓称之为“晓岭
街”。

晓岭街与所有的老街相似，街面窄
窄的，只有三、四米宽。早先的路面都
是用鹅卵石铺嵌，故有点凹凸不平。

晓岭街两旁都是砖木结构的房屋，
南北两边面面相对，形成街面。老街门
面大多用杉木板装饰，楼上开窗“吊
口”，楼下店铺装有可以脱卸的“牌门
板”。店铺虽然简朴，却样样俱全。有
酒肆茶楼、客栈牙行，有南北百杂、山货
竹木，还有裁缝铺、铁匠铺、理发店、豆
腐作坊等。

旧时的晓岭街，虽古朴简洁，却也
显示出热闹繁荣。除了本镇人逢市赶
集，还有许多的山里客，他们大多来自
晓岭、茭湖、鹿亭等周边山区。年关腊
月里，山客们带着自产的农副产品来此
销售，换取钞票，再在老街店铺中购置
需要的年货回去。

如今，随着商贸不断发展，新的街
道扩充增建，晓岭街失去了往日的繁
华，留下的只有那份抹不去的记忆。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旧址
位于晓岭街3号“小源和”内。抗战时期
这里曾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军事
指挥中心。司令部内设作战科、参谋
科、侦察科、人事科、通讯科及电台、门
诊所等。该旧址坐北朝南，前后两进，
前进系平房，后进为重檐硬山楼房，两
翼为左右厢房，中为天井。整个建筑典
雅静穆，气势庄重。

梁弄大糕大多产自东溪村，“大糕
一条街”贯穿于村子中央。梁弄镇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馆就在村办公楼的斜对
面，馆内陈列了“梁弄大糕、瀑布仙茗、
花轿迎亲、木杆秤制作技艺、掼彩瓶和
掼酒甏”等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

古韵流长东溪村
□黄志昌 文/摄

东溪村，因村沿东溪而得名。
位于余姚市梁弄镇东部，距余姚市
区约20公里。由原斤岭下、金子岙
和大池头3个行政村组建。村东面
有九姥山和道院山，村南的东岗山、
白云山峰峦起伏、竹海茫茫。村内
宅院深深，街弄悠悠，池水盈盈，可
谓绿水青山烟火袅，老街宅院韵味
长。

朱熹讲学九姥山

九姥山位于村东首，山之南有九姥山
庙，旧称“四明山祠”，民间俗称“大王
庙”。宋徽宗政和年间，道院、道观遍布四
明山各地，九姥山庙亦改为道院，是重要
的道教活动场所。

黄道贲为四明黄氏十六世祖，是宋代
梁弄著名乡贤。他崇尚道学，归隐四明
后，出任院主讲学论道。深受朱熹思想影
响的他，精于理学，将所悟心得广为传
播。南宋淳熙八年(1181)，黄道贲陪同理
学家朱熹在九姥山道院一起讲学。

朱熹此次讲学不仅推动了理学在四
明的传播，而且直接影响了儒学在梁弄的
发展。此后有众多学子在科场脱颖而出
走入仕途，成为四明大昌于宋的代表人
物，使这一穷乡僻壤成为一处文化高地。
朱熹讲学不仅使理学得到弘扬，而且还发
展了一批门徒，促进了浙东怡偲书院的兴
建。宋端平年间，修职郎孙一元在九姥山
西侧、九姥溪与西溪交汇处创建怡愢书院
崇祀朱熹。

宅第大院记春秋

耕宽堂，位于村内大池头北首称为
“大园”的地方，即是孙嚞故居。为三合院
式，有前厅后堂、两边厢房，中有庭院，栽
种花木，墙门台阶两侧饰以硕大石质抱
鼓。因孙嚞号耕宽，故名为“耕宽堂”。

孙嚞（1212—1287），字崧卿，号耕宽，
宋四明乡（今梁弄镇）人。嘉熙二年（1238）
进士。初授庆元府鄞县尉，改临安府仁和
县监税。淳祐十年（1250），差嘉兴府魏塘
中酒库。咸淳五年（1269），迁常州知府，
晋阶朝议大夫，人称孙常州。

村内还有一座大宅——务本堂，墙门
口竖有一对旗杆，所以也叫“旗杆墙门”。
宅院分墙门、大厅、前堂、中堂、后堂共五
进。两边厢楼绣房对称布局，马房、畜场、
花坛、果园安置有序，宅内各处共有水井
九口，整座建筑气势非凡，占地20余亩。

务本堂落成于清乾隆年间，这座举人
府第是明代孝子黄骥后裔的聚居地。黄
骥是明代嘉靖贡生，朝廷旌表为孝子。黄
骥后裔黄大梁中恩科举人，赠儒林郎，官
直隶州知州。于是，大兴土木建造举人
府，以显示门第、光宗耀祖。务本堂成为
村庄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孙氏宗祠敦睦堂是村里的另一座老
宅，又称乌墙门祠堂，重建于清同治四年
（1865），规模甚大。正门门楣上方高悬匾
额一块，上书“敦睦堂”三字。这里曾是孙
氏族人祭祀、议事及重大庆典之场所，在
20世纪50年代以前，每年必有两到三场
宗族活动在此举行。

“金子岙”之名由来

村东首有个自然村，名曰“金子岙”。
村庄虽小，然而“金子岙”这个村名却非同
一般，传说是800多年前的南宋皇帝特赐
的，这就引出一段奇妙史话。

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攻占
了北宋都城开封，只有王子赵构逃了出
来。金兵大元帅金兀术亲自率兵，一路追
赶，赵构无心恋战，一路南逃。逃着逃着，
就来到了东溪村东面的小山岙里，他们本
想从这里翻越斤岭去明州（宁波）。可是，
身后追杀的金兵紧随其后，想活捉宋朝王
子，报功领赏。此时，有位随从大臣向赵
构献上一计：把随行所带的金银珠宝全撒
在身后路上，诱引金兵捡钱拾宝，他们趁
机而逃。赵构认为这是良策，可以一试。
结果，金兵见财眼红，一路抢金夺宝，哪顾
得上追赶，果然中了宋计，故赵构一行人
马得以虎口逃生。

几年后，赵构登基当上了皇帝，定都
临安，史称南宋。事后，他没有忘记这个
曾用金子换取生命的小山村。他赏赐许
多的金银分送给每户农家以示答谢，并把
这个小村庄赐名为“金子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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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溪村村貌一角。

孙氏宗祠敦睦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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