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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三塘村的相识缘于一个真
实的故事。

去年 10月，宁波老年大学摄影
研究会的毛会长在鄞州东吴镇的三
塘村采风，回家后发现他拍照的三
脚架丢了。几天后他到现场寻找，
正好遇上三塘村的村官小章，请求
帮助。小章立即查看了当时的监控
录像，同时在群里发布寻物启事，15
分钟就有村民回复，三脚架找到
了。听到这个消息，毛会长很感动，
特意去店里做了一面锦旗，上写“全
国文明生雨露，拾金不昧树新风”一
联，并约我同去三塘村赠送锦旗，以
表谢意。

10月 16日下午，我们驱车来到
三塘村，从村口走进村委会，把制作
好的锦旗交给村里的陈书记，并与
陈书记交谈，从他那里知晓这个全
国文明村的历史变迁。

在村委会办公室，陈书记向我们展示了
有关陈哲垚等人的史料。陈书记还介绍了
今日三塘村的变化。经过治理整顿，三塘村
旧貌换新颜，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我们随村
官小章和挂职博士实地走访了村里村外。
村外，绿水青山，远山如黛，近水含烟；村内，
道路通畅，村容整洁，垃圾分类规范，一个新
三塘扑面而来。

今天，三塘村既保留了历史文化的根
脉，又与时俱进，在新农村建设中面貌一
新。2018年，三塘村被命名为浙江省3A级
景区村庄；2019年，三塘村入选浙江省高标
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2020年，三塘
村被授予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2021
年，三塘村被命名为浙江省卫生村；2023
年，三塘村被命名为浙江省“红色根脉”强基
（基层党建）示范村。

离开三塘村，我和毛会长从毗邻三塘村
的天童寺回宁波。从天童寺回看三塘村，三
塘村犹如梵王宫下的一个桃花源。当年，王
安石曾在鄞县任知县。一个春日，他从少白
岭来到天童寺，沿途的风景和天童寺的壮丽
引发了他的诗兴，他把天童寺比作“梵王
宫”，信手写下了《天童道上》一诗。诗曰：

“村村桑柘绿浮空，春日莺啼谷口风。二十
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这是一首宁
波人耳熟能详的古诗，生动地描绘了三塘村
周边乡村古松夹道的美丽景象。不过，王安
石还写过另外一首诗，名为《天童山溪上》：

“溪水清涟树老苍，行穿溪树踏春阳。溪深
树密无人处，唯有幽花渡水香。”今天，诗中
写到的“溪深树密”和“幽花渡水”的景象依
然在三塘村周边可见，并焕发出新的气象。
同行的毛会长为此作词一首以记之：

南山滴翠，望岭听风禅意近。古道生
烟，尽日浓荫甘露边。

门前生态，留住时空心自在。枝上莺
啼，邀约人家月下迷。

三塘村位于太白山麓和天童寺脚下，周
围几乎被群山包裹，只有一条路可以进村，
山脚下的小山村显得十分幽静。1962年，
三塘村分上下两村，分别叫上三塘和下三
塘。2004年两村合而为一，称之为三塘村。

三塘村原本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地方，虽
有车辆往来，但交通还是不太方便。后来开
通了一条从宝幢地铁站到三塘村的微55公
交车，改善了公共交通出行的问题。因此，
现在到三塘村还是比较方便的。

三塘村的村名由来已久。传说很久以
前有人来此定居，但无法考证其姓氏。在村
东的野猫坑涧水汇集处，村民先后用人工挖
出三只水塘，用以蓄水，久而久之，人们就把
村名叫做“三塘村”。

村子最南端的山岙里有一个水库，当地
人管它叫三塘山塘。这个水库面积不大，三
南环山，湖水碧绿，静谧而美丽。水库大坝
下面有一个出水口，水从出水口流曰流曰地流
出，成为村民们生活用水的一个主要来源。
水坝旁边有一座双子凉亭，建在山谷之中。
坐在凉亭里既可以观赏村庄的美丽风光，也
可以仰视天童岭古道的景色。

沿凉亭直上，有一条小路，从这里往前
走就是天童岭古道。天童岭古道一头连着
三塘村，另一头连着北仑杨岙村，整条古道
都隐藏在竹林和松林之间，翠竹葱茏，松林
繁茂，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竹林里的溪沟，
溪水潺潺，溪深林密，青山叠翠。秋天，树叶
黄了，一片金黄。秋冬之际，落叶满地，风景
优美。如今，这条古道立了牌坊，已改造成
为一条登山步道。

这条古道曾经是北仑杨岙村去往天童
必经之路，也是杨岙村和三塘村两地居民通
商往来、维持生计的主要交通干道。除了密
密匝匝的翠竹，古道两旁还有许多高大的树
木，据说都是当年两地村民们亲手种下的。
如今小树长成了大树，不但成为古道两旁的
风景，也成了两地往来的历史见证。

三塘村的风景，还有南山景区和小盘山
弥陀寺。据史料记载，天童禅寺的开山祖师
义兴和尚和继承者密云和尚都对三塘村境
内的“南山”很感兴趣，认为这里是风水宝
地，把它作为自己的身后塔园。后来，这里
便成为天童十景之一——南山晚翠。据说
南山历来是人们祈福长寿的福地，现在有一
个巨大的南山寿星雕像，门前放置香案和烛
台，供人们参拜。

三塘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唐宋时
期就有人居住，清朝时期有比较详尽的历史
记载。比如清朝光绪年间村子里的章梦生先
生曾开设蒙馆（小书房），虽未应考入仕，但在
家乡教书育人，是乡中的秀才。章梦生还善
于行书，写得一手好字。他的书法端庄苍劲，
一向受人尊敬，享誉天童。其书法作品现留
存在天童寺。

另一个名人是陈哲垚。陈哲垚原名陈哲
海，11岁遵父嘱到天童寺当童工，后经主持推
荐随富商石崇孝到上海边打工边学习建筑工
程。陈哲垚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业务娴熟，并
与人合资创办新成记营造厂。历经20多年打
拼，事业兴旺发达，积累了丰厚的资产。

陈哲垚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每遇乡人有
难，总是出手相助，慷慨解囊。1904年，他出
资修建陈氏家族祠堂，将原祠前八分低地累
石填土，筑高夯实，并筑长垣两道约10余丈，
广植荫树为屏，如同城郭。后来陈哲垚又将
祠后道路改造拓宽，使祠堂更加壮观。1927
年，陈哲垚主动出资修桥数座。他还继承祖
先的遗志，以祖父的名义创建开林小学，出资
办学，为当时无处求学的孩童提供学习场地，
普及文化知识。

1934年，陈哲垚的墓地建在大岙艮山，
乡人在墓墙上题写碑文，赞颂陈哲垚热爱故
乡、尽心做善事的义举。2010年，鄞州区人
民政府将陈哲垚墓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正
式立碑。三塘村村民委员会将陈哲垚墓志拓
片、照相整理归档，编印成册，供后人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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