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螺星塔相对应的螺星潭

看过螺星塔，我把车停在了村口，步行往
村里走。在云溪村，除了这个直插而上的螺星
塔外，村里还有一个老一辈人所说的“倒螺塔
古井”，与螺星塔相对应，是雌雄相配。

走了大约十几分钟，“倒螺塔古井”就出现
在了眼前。“倒螺塔古井”俗称螺星潭，原是云
溪村的一个大水池，也被村民称为缸湖潭池
塘。现在的“倒螺塔古井”已经进行了修建，新
建了亲水平台、玻璃护栏、廊架及古井景观绿
化等设施，是村民日常休闲娱乐的场所。采访
那天，螺星潭的水满满的，看不出水池的造
型。据了解，水池造型像一只“倒螺”，上圆下
尖，直径15米，最深处12.5米，用卵石块砌筑
潭壁，顺时针分6层盘旋而下，自上而下逐级
缩小，像是插入地底的螺蛳。随着水位的下
降，村民一直可以用最底处的清水，而且大旱
不涸，“倒螺塔古井”的名称由此而来。

一个塔向上，一个潭向下，样子都像螺蛳，
真是令人称奇！有人曾经航拍过云溪村，云溪
就像字母“S”，从螺星塔和螺星潭中间穿过，正
合“阴阳八卦”的太极之象。

云溪村为什么会建有螺星塔、螺星潭？当
地还有一个传说：明代初年，云溪村中常有山
洪旱涝，为庇护子孙，汪氏先祖请了当时宁波
延庆寺有名的风水大师目讲僧察看风水。目
讲僧认为“山口朝北，煞气太盛”，提议建塔镇
守，于是就有了螺星塔。建完塔后，目讲僧又
指导云溪村民在村中挖了一口螺星潭与螺星
塔相对。目讲僧认为，“螺星塔”指天，象征男
性，“螺星潭”向地，象征女性，两者相互辉映，
可谓阴阳相合，天人合一。

几百年来，螺星塔、螺星潭就一直守护着
云溪村的一方百姓和水土。

一祠供奉二姓的云溪祠

穿村而过的云溪，让云溪村多了几分灵
气。近处，流水潺潺；远处，鸟鸣划过天空。
午后的云溪村，当地村民三三两两坐在家门
口，或闲聊或边晒太阳边磕瓜子，好不怡然自
得。

慢悠悠地走啊走，竟来到了云溪庙。据
《汪氏家谱》记载，云溪庙始建于清朝同治元
年，十几年前重修，2010年列为宁波奉化市文
保点。据传，云溪村的这一支汪氏，是黄帝的
直系子孙。云溪庙内祖堂上端坐的就是汪氏
族人引以为豪的“封邑三千户”的唐代武德至
贞观年间“越国公”汪华，他死后谥忠烈王。

再走几分钟就到了云溪祠。云溪祠始建
于北宋初，重建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不
同的是，这座祠堂供奉的除汪氏历代先祖外，
还有当地应氏的祖宗。据传汪氏太公乐善好
施，为人宽厚，不管何姓人士，到了汪家都乐于
接纳，所以才有了一祠供奉二姓，这在其他地
方并不多见。云溪祠内还保存着古戏台一座。

这一路走走看看，竟已过了两个多小时。
走出云溪村，才发现村口还有一棵百年老樟
树，树龄已达220年。树枝、树叶犹如一把大
伞，遮盖了小半个天空，想必夏日，此处一定是
村民乘凉歇息的乐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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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溪村：
村里有座神奇的螺星塔

在网上，位于奉
化区萧王庙街道的
云溪村以螺星塔而
火出圈。如何找到
这座塔，网友们给出
了具体的线路，导航
“凌云亭”或者直接
导航“螺星塔”。百
闻不如一见，冬日的
午后，阳光正好，决
定去一趟云溪村，实
地观赏螺星塔。

□记者 贺艳 文/摄

镇邪保太平的螺星塔

从宁波鄞州区驾车出发，跟着导航，一
路不紧不慢地开着。云溪村，是一座千年
古村，因紧靠自南向北流入剡江的云溪而
得名，2020年被列为“浙江省2A级景区村
庄”。

云溪村由上汪村、汪家一村、汪家二
村、潘岙村、棠村五村合并，村里有十多个
姓氏，主姓为汪，因此又名汪家村。据《云
溪汪氏宗谱》记载，云溪汪氏始迁祖延皓
公，于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发现这里
的山和老家的卧牛山十分相似，故从古徽
州汪口（今属江西）迁来居住，将村后之山
名为“卧牛山”。对了，奥运冠军汪顺的老
家就是云溪村。

云溪村依山傍水，景色自然是极好
的。螺星塔很好找，就坐落在村口，颇具异
域风情，怪不得能成为网红打卡地。螺星
塔由褐色的石块垒建而成，形状就如一只
巨型的螺蛳。该塔有一条小小的螺旋状石
路，游客可以沿着该石路一直走到塔顶。
越到高处石路越窄，看似不高的塔身，真到
了顶上，还真有“会当凌绝顶”的感觉。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历史上的螺星塔
是云溪村汪氏先祖为了镇邪保太平而建
的。建造时，取棠云溪中的乱石砌成，逆时
针盘旋而上，高十三米，历数百年而不倒。
眼前的这座螺星塔是新塔，重建于2006
年，由上海同济大学专家指导，按原样重
建。塔的底部直径约20米，高16.2米，共6
层。还有一种说法，虽然螺星塔看上去就
一普通建筑，其实包含深奥的力学原理，建
造成功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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