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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口和牌门的村民
以姓舒为主，所以这两个
自然村也被称作“岭口舒”
和“牌门舒”，但从时间顺
序来说，牌门村在先，岭
口村在后。岭口村的舒
氏是从牌门村分出来
的。如果追根溯源，那么
这支舒氏是来自婺州（今
金华市），至于他们为什
么会迁徙到台州宁海县，
却是因为遥远的北方一场
腥风血雨的宫廷政变。

一千两百多年前的
公元 791 年是中唐时
期。那一年在江南东阳
郡纯孝乡坦达村（今兰溪
市女埠街道垷坦村），一
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
舒元舆。813年，年轻的
舒元舆进士及第，入仕长
安，先后担任过监察御
史、刑部员外郎和著作郎
等官职，最后当上了宰
相。他的三个弟弟，元
褒、元肱和元迥，也都进
士出身在京城为官。舒
元舆文采出众，著有《牡
丹赋》和《舒元舆集》等，
有诗作入选《全唐诗》，常
与著名诗人白居易互为
唱和。他的名言“宝剑锋
从磨砺出”，是对弟弟们
的勉励，出自他的《贻诸
弟砥石命》一文，至今仍
为人们所引用。

公元835年，唐文宗
李昂不甘被阉党控制，他
以观露为名，约李训、郑

注和宰相舒元舆等官员
商量去除仇士良等宦官
事宜。但因计谋泄露，涉
事官员皆被宦官斩杀，舒
元舆四兄弟均惨遭灭门
之灾。那年长安城里被
杀戮的人有一千多，这就
是 历 史 上 的“ 甘 露 事
变”。舒元褒的儿子，也
即舒元舆的侄子舒守谦
时年26岁，是朝中的秘
书郎。他在昭应县（今陕
西省临潼县）闻讯大惊，
不敢返回婺州的故乡，而
是逃到了四明山北麓的
越州（今绍兴）余姚隐
居。二十余年后唐宣宗
时期的854年，舒元舆等
官员的冤案得到了平反
昭雪，舒守谦把父辈的遗
骨迁葬在家乡兰溪的白
露山麓。

舒守谦的后裔舒师
锡 926 年出生，那是唐
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时
期。长大后舒师锡在吴
越国担任官职，他育有
三个儿子。长子公立居
住慈溪甲山；次子公议
当过奉化官吏，卸甲后
留了下来，是奉化广平舒
氏的始祖；季子公受曾任
宁海县尉，期间喜欢上了
县域北部尚义乡的秀丽
山水。年老后他选择在
那里定居，开始了结茅为
庐、繁衍子孙和耕读传
家的生活，成为宁海尚
义舒氏的始祖。

走进岭口村，最显眼的是横
跨五市溪的阆风桥。该桥始建
于清乾隆年间，初为木桥，后来
屡毁屡建。光绪十年（1884
年），村民集资重建了一座单孔
石拱桥，为纪念“阆风先生”舒岳
祥而起名为“阆风桥”，现为宁海
县文保单位。石桥北堍有一个
廊亭，叫碧云亭。它原是清道光
廿六年（1846年）修建的一座六
间跨路凉亭，为来往台州和鄞奉
的商旅和行人提供歇脚和饮茶
的场所。2009年改造成木结构
的长亭，东侧柱子上有一副亭联
曰：“家事国事天下事，你聊我聊
大家聊”。村民常在那里休闲聊
天，因此也被称为“聊天长廊”。
那一年在阆风桥西侧的双溪汇
合处，还新建了一座六角亭子，
唤作“阆风亭”，以表示对舒岳祥
诞辰790周年的纪念。溪边有
不少古旧民居，呈现了一派小桥
流水人家的山村生活景象，显得
岁月静好。

但天公不作美。1992年9
月下旬，宁海遭遇强热带风暴
袭击，连续几天狂风呼啸，大雨
倾盆。23日晨，岭口村西侧的
荷花蕊山发生山体滑坡，雨水
裹挟着约24万方泥石，冲向山
坡下的建筑物，造成394间房
屋被毁，48户 192人失去了家
园。台风无情人有情。灾后在
各级政府的关怀下，在邻村的
支援下，岭口村民踊跃捐款捐
物，三个月内在五市溪右岸建
设了泽恩新村，让灾民及时住
进了新居。

西店街道和岭口村村委会
重视新农村建设，他们结合村庄
的人文历史，在多处临街农房的
墙壁上喷绘了舒岳祥的诗词和
生平简介，让人们感受到阆风故
里浓浓的诗文气息。在村子南
边的山坡上，舒岳祥曾经十分钟
爱的篆畦园也得到了重建。园
子里竖起了他的塑像，建起了仿
古的廊道和亭台，还有国学、书
画和诗词讲堂，成为开展诗歌交
流、研学活动和游客前来观赏游
览的一个好去处。

阆风故里
岭口村□舒云亮 文/摄

尚义乡因为山清水秀和崇尚诗
文，被当地人誉为“阆风里”，南边的
香岩山也被称为“阆风山”。阆风有
世外桃源的意思，传说是仙人居住的
地方。

南宋末年，舒公受的第十世孙在
短短的二十年间有同辈三人高中进
士。先是舒斗祥1247年进士及第，
继之是1256年他的胞兄舒岳祥，然
后是1268年他们的族弟舒履祥。

一时间，尚义舒氏因一门三进士
而声名鹊起、风光无限。舒氏进士三
兄弟中，最有名气和学问的当属舒岳
祥。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舒
岳祥（字景薛，一字舜侯）出生在宁海
县尚义乡。他自幼聪慧，语出惊人，七
岁能作诗文，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宝
佑三年（1255年），36岁的舒岳祥在台
州府乡试中举。为孝敬父母，第二年
他在阆风山麓修建了篆畦园。那是一
个精致的私家花园，内有亭台楼阁，种
植了许多名贵花草和中药材。

景定元年（1260年），舒岳祥代理
昌国（今舟山市）知县。后来在宁海
老乡、右丞相叶梦鼎的举荐下，舒岳
祥入朝担任文字官。因遭当朝权臣
贾似道的排挤，舒岳祥毅然离京返
乡，执教阆风里，自号“阆风”，寄情山
水田园。1279年南宋灭亡，舒岳祥更
是潜心教学和诗文创作。元初，进士
胡元叔等人在雁苍山吉祥寺东侧修
建了一座学堂，以先贤罗适的名号为
之命名“赤城书堂”，聘请舒岳祥为堂
长。赤城讲堂名声大噪，吸引了明州
和台州两地优秀学子的争相入读，在
浙东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晚年时虽然政局动荡战乱频
仍，但舒岳祥笔耕不辍，著有《史述》
《汉砭》和《补家史录》等220卷，统
称《阆风集》。他的诗文与王应麟齐
名。公元 1298 年，舒岳祥去世，享
年80岁，荣获“阆风先生”或“舒阆
风”的美称，阆风里的文学声名更
甚，成了诗词之乡。

到了明朝正统年间的1440年左
右，牌门舒的一支迁徙到村子西侧两三
里地的杉树岭下安家落户，是为岭口
舒。到了清代，岭口村人丁兴旺，反倒
是牌门村渐渐衰落。但不管怎么说，两
个舒氏村子的读书风气绵延不断。清
末出生的舒上第和舒汝辉两人都是太
学生出身，他们淡泊名利，无心入仕，专
心在家乡办学，坚持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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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靠近奉化区的宁海县北部，有
一个叫岭口的山村，由岭口和牌门两
个自然村组成，面积约为 7.5 平方公
里，有户籍人口 1560余人，另有外来
人口600余人。一条清澈的溪水，从
南边的长洋岭墩蜿蜒流淌过来，在岭
口自然村折向东北，继之流向东南，经
香石、洪家、溪头和樟树村后，在西店
附近注入象山港。这就是五市溪，因
为它流过的是曾经的五个集市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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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风桥和聊天长廊阆风桥和聊天长廊

绿树掩映下的岭口村绿树掩映下的岭口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