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
篱
瓦
舍

2024

年7

月15

日

星
期
一

责
编/

李
菁

审
读/

邱
立
波

美
编/

张
靖
宇

三
江
月

A11

□任瑞光 文/摄

上街进
三十多年前，我们全家曾居住在

当时的横溪区校，刚好与上街王家隔
河而居。同事告诉我，王家远近闻名，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管江杜家
谷，横溪王家屋”，听后，就有了想去
一探究竟的冲动。星期天，我特地走
进了王家弄，第一次见识了青砖黛瓦
马头墙，从石库门往里张望，幽深莫
测。心想，何时才能堂堂正正跨进石
门槛，一睹王家大屋的真容？

直到今年仲春，我才有幸走进了
上街。

A 上街村村名由来已久，历史上横溪
镇南北向有两条街，东边一条叫老街，
西边一条叫直街，直街中间有座花石
桥，桥北叫中街，桥南叫上街，当地人也
叫上街头。久而久之，村以街名，上街村
也就叫开了。

上街历史悠久。据《横溪王氏宗谱》
记载，王氏先祖系汉代郡守王泽之后，
世居山西太原。北宋末年，金兵进犯中
原，王泽后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
避难逃到上街，繁衍生息。明末，社会动
乱，先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后有清兵入
关，王氏一族由盛转衰。直到清康熙年
间，社会逐渐安定，王氏宗族重又兴旺
发达起来，于是，始奉壁公（明代万历年
间人）为始祖，并重修王氏宗谱。

两百年后的乾隆年间，王氏六世祖
士球公（安房）高中进士后，在当典弄南
乾坑溪东首建，其子朝议大夫王天奇
（圣房）、奉直大夫王天木（贤房）扩建而
成的宅邸，人称“进士第”。在族人中又
称“安房大厅”、“王家大厅”。

与此同时，士球公的大哥士瑚公
（均房）、二哥士琏公（和房），也在当典
弄一带兴建宅第。以后，王氏后人又在
进士第附近及南面不断续建，渐渐形成
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

由于进士第和周边宅第在建筑格
局、用料大小和做工的考究诸方面均超
过均房和和房，所以后人把它们称为新
王家，把均房、和房及和房北面的仑房
称为老王家。未过几年，王氏后人又重
建王氏宗祠伦叙堂（上祠堂）、珠树堂
（下祠堂），以及寒岩草堂，连同新老王
家18房，统称王家大屋。

王家大屋共有清、民国建筑300多
间，大多宅邸以中轴线为中心，前后左
右对称布局，四合院，上下两层。

王家大屋全部用青砖黛瓦，外墙墙
基一律用四五块长条石打底，高四五
尺，上砌砖块，既牢固又能防水，墙嵌镂
空的石窗，砌三级或五级马头墙。室内
是清一色的福建松木或杉木，花格门
窗，青石板天井，宅第与宅第之间或用
楼梯弄相连，或有曲折狭窄的石板巷道
互通，骨肉亲近在建筑上得到充分体
现。

2015年12月，上街被宁波市人民
政府命名为第三批历史文化名村。

走

B 进士第是王家大屋中的标志性
建筑。它的建筑格局与众不同，不是
四合院式，而是把主要建筑放在中轴
线上，宅邸坐北朝南，三进两厢组成。
依次为大厅、中堂和后堂，每进三间，
各有小天井。纵深60米，宽20多米，
整个邸宅显得阔大幽深。

进入门楼，就是前天井。东西两
面是照壁，有壁画，可惜年久已难辨
认。第一进是安房，是族人举行福禄
寿喜事的地方。杉木立柱，画栋雕梁，
间与间之间由大隐门阻隔。每当族人
举行喜庆典礼时，只要脱卸隐门拼装
成戏台，三间成一个大间了。厅内高
悬着“诗礼传家”等黑底金字木匾，正
中靠墙放八仙桌，墙上有牡丹图，两
边挂“华堂来紫气，乔木倚青云”对
联，壁上还贴有族人得功名、立军功
的褒奖状。中堂是圣房，是族人举办
丧事的灵堂，内供历代先人牌位。第
二进与第三进之间隔着高高的照壁
和马头墙。与照壁平行的两边厢房屋
檐下各有一道石库门。这样设计有两
个作用：一是关上两扇石库门，外面
两进成了族人举行婚丧喜事和议事
的地方，为外宅，里面（即后堂和两边
贤房、德房）就是眷族生活和起居的
内宅了。二是因为宅第内大多使用木
材，万一发生火灾，照望与两道门就
成了天然的隔火墙。果然，七十几年
前的一场大火，把大厅、中堂、连同大
厅东厢房焚烧殆尽，却保住了第三进
后堂及两边厢房。

从后堂的东北角穿过楼梯弄，就
是文房，从文房中间弄堂向北走，是
武房。都是四合院，正房六间一楼梯
弄，东西是三级马头墙。

从进入进士第门楼，一直走到武
房，才算走完了这个较大的建筑群。
总之，无论你走到哪里，处处都表现
出王氏家族的气派和荣耀。

这时，陪同人员自豪地告诉我，
自乾隆至光绪年间，仅安房一族就涌
现出了一名进士、23名国学生、18名
郎官、7名大夫级官员。近代又走出
了一个科学大伽——中国科学院院
士、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工程常务副总
设计师、卫星发射总指挥王建宇。此
外，上街王氏在近代和现代也是人才
辈出。听后我惊叹不已，一个只有三
百来户的小村，不但有如此多的历史
遗存，还有如此多的名人乡贤，真是
钟灵毓秀之地。

C 江房在王家大屋中名不见经传，
连当地好多村民也不知其所在。但江
房的主人王兴邦先生在当地，特别是
在知识界是无人不知、尊为先贤的。

在张小奇老人陪同下，走过弯弯
绕绕的石板弄，我来到了江房。东边
正中是天井，三间正屋（堂前）坐西朝
东，六间两弄南北厢房。房子已经油
漆剥落，年久失修，堂前两边厢房光
线阴暗。兴邦先生兄弟三户人家以前
就居住在这两边厢房中。

王兴邦（1904-1951）是江房王詠
沧长子。1931年8月至1934年7月，
当正始中学附设于宁波高级工科中
学（简称宁工）时，先生任主任，并襄
理校务。1934年8月，“正始”独立后，
被选为校董。1937年七七事变后，兴
邦先生倡议迁校横溪。1947年，为建
校舍，他以家族名义捐良田30亩，翌
年又多次赴沪募款，得旧币四亿多
（折稻谷 15 万斤），并捐上自己全年
薪谷一万斤，建成“始一所”。为了正
始，兴邦先生年年捐资，数目为全校
之首……

天高云淡，风和日丽。当我离开
上街时，又一次回眸眼前这一批高大
雄伟的王家大屋，心情仍难平静。我
深知，上街不仅仅只有这些古建筑，
还有不少像南山书院、伦叙堂、珠树
堂一样的古遗址，甚至还有如圣旨碑
文、《修竹山堂记》等文献。这些深藏
着千年历史的厚重文脉，静待我们去
探究、疏理，去保护并发扬光大。

进士第后堂

江房正屋及天井

穿村而过的乾坑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