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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江岸村东面有一条
河，河上有座石板桥，这种

“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在
宁波乡间很常见，不寻常的
是这座桥的桥名，一侧刻着
随意乡野风的“石马塘”，另
一侧却是正经官场风的“尚
书桥”，一桥两名，这就有故
事了。

先说“石马塘”的来
历。据说，很久以前有人骑
马经过这里，突然马头坠地
石化，因此人们把这个地方
叫作“石马塘”。

闻江岸村本是塘河边
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
明弘治十八年（1505 年），
村里25岁的青年才俊闻渊
考中了进士。那一年，浙
江省一共只有 303 人中进
士，古林占了 2席，另一位
是张家潭村的张邦奇（官
至礼部尚书）。

《明史》卷二〇二《列传
第九十》记载了闻渊的事
迹，他初授礼部主事，改刑
部，以刚直著称，人称“闻夫
子”。嘉靖年间历任顺天、
应天府尹，嘉靖二十三年官
至吏部尚书。闻渊任内坚
持独立铨选，拒绝逢迎严嵩
等权臣，终因与严嵩不合而
致仕，为明代中后期少数硬
核重臣之一。

闻渊七十岁告老还乡，
居家十四年后去世，这在当
时绝对是高寿了。由于他

的地位和名声之高，闻氏后
人成为了甬上望族，于是人
们在石马塘桥栏另一侧刻
上了“尚书桥”三个字。

尚书桥在历史上不仅
是 交 通 要 道 ，还 是 当 地

“闹市区”，这从闻氏祠堂
里挂着的一首屏风诗中可
见一斑——

石塘晓市
十日三期快所求，
村多常见市人稠。
诸般货杂晨方集，
一哄声喧午未休。
烟霭亭中邻佛殿，
风腥桥外系渔舟。
哗然错认将衙报，
刺史羊公古庙留。
十天三场集市，够密集

的，足见市场之活跃。每到
赶集日，桥下货船穿梭往
来，桥上游人摩肩接踵，货
多人多，从早晨起交易到中
午还未歇市，好不热闹。

尚书桥东堍曾经是“席
行基”，也就是草席专业市
场。黄古林草席四海闻
名，当地百姓种草做席，自
然形成产销模式：河边晒
草、屋里织席、桥头卖货，
一时间连空气中都飘着席
草的清香。

尚书桥西堍有一间无
人居住、略显破败的老屋，
叫泗水亭。据当地村民说，
它原先是一座突出于水面
的水榭，为闻渊所建，专供
其母亲观看龙舟竞渡。

古林地处宁波西乡平
原，这里水网密布，自古有
赛龙舟的传统。清代万斯
同《鄮西竹枝词》曾经这样
描写古林龙舟赛——

黄姑祠下画船新，
击楫沿洄捷有神；
村户尽包新糯粽，
舟人但着短梢裈。
去年开始，古林镇重启

龙舟竞渡，今年端午期间举
办第二届，再现了“击楫沿
洄捷有神”的盛况。

闻江岸边

闻江岸村不大，干净整洁，
多处老宅保存完好。我在巷弄
里行行摄摄，感觉时光慢了下
来，那些石头墙、砖瓦房都藏着
被岁月浸透的故事。

村子里最有特色的一处
老宅叫“远山近水”，建于1912
年，历经百年风雨，墙门上的

“远山近水”四个字依然清晰
可见。我不懂建筑，只觉得这
幢房子的构造与本土民居不
太一样。陪我参观的闻先生
自豪地说，这处老宅是他的阿
太（曾祖父）建造的，自己从小
生活在这里，现在的微信名就
叫“远山近水”。

我问他，你的阿太靠什么
发财？

他说在上海做席草生意。
他还热情的请我进屋参观。在
这幢百年老宅的二楼，我看到
了一张尽管老旧但依然精美的
七弯梁床，也算是开了眼界。

《鄞西石马塘闻氏家乘》里
的“大事记要”记录了从1121
年以来的闻氏大事。上世纪一
十年代共有三件大事，两件是
关于造房子的，其中之一就是

“民宅‘远山近水’落成，三间一
弄两厢一明堂的油漆楼房，俗
称新屋”。

另一民居大工程是“1917
年，俗称‘道房’的五间一弄新
屋落成”，房主开排席作坊致
富，因有五个儿子而造房。

“远山近水”和“道房”这两
处豪宅建造时间相差五年，它
们的主人致富门路都与本地特
产席草有关，一个销售，一个加
工。宁波西乡历来有“一季水
稻一季草”“席草一甩，下饭一
篮”“水稻是米缸，席草是钱庄”
的说法，直到现在，蔺草相关产
业依然兴旺。

转个弯，眼前是一间很普
通的民居，陪我参观的另一位
村民说，“关门打虎”的事情就
发生在这间屋子里。

打虎？我有点半信半疑，
老虎是森林里的独行侠，闻江
岸地处平原，离这里最近的山
林也在几公里之外，怎么会有
老虎造访？

他说是真的，1950 年冬
天，下着大雪，一只老虎闯入村
庄，被姓水的转业军人打死，这
是一只雄性华南虎，有四五百
斤重。

这件事在《鄞西石马塘闻
氏家乘》的大事记里有记载，我
后来翻阅《鄞县志》，发现野生
动物篇里提到“1950年，蜃蛟乡
闻江岸村射死一只华南虎，后
再无发现”。那时候，人们保护
野生动物的意识不强，老虎进
村，自然被视为祸害。

总的来说，闻江岸村历史
上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事情，
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
平静安宁的生活，记录在家乘
里的小村大事其实也大不到哪
里去，但是对闻氏后人来说，这
一件件一桩桩就像陈年佳酿，
历久弥香。

闻氏宗祠的显眼处挂着
八块屏风，每一块都有一首七
言诗，分别是石塘晓市、瓜漕
夜渔、三潭印月、双桥夹水、柳
岸莺啼、荷池鱼戏、洪沟春雨、
隔田秋稼，从标题上可见描写
的是村庄及其周围田野风光。

诗作者名叫闻庭萱（1785
年-1856 年），字北堂，清代秀
才。《鄞西石马塘闻氏家乘》里
有他学生写的一篇《北堂公
传》，说他满腹经纶，出口成
章，可惜考运不佳，屡试不第，
后来得了眼病，只好在村子里
安心教书，乡里凡是聘请教书
先生的人家，都以能请到他为
荣。闻庭萱威望高，村里有麻
烦事，都找他定夺，把他说的
话奉为圭臬。闻庭萱还爱写
诗，有《胡芦诗草》手稿一册。

闻氏家谱里收录了历代
文人描写闻江岸村美景的很
多诗文，咸丰十年（1860 年），
族人选定闻庭萱的八首诗制
作屏风挂在祠堂里，供后人学
习欣赏，可见他的诗才在当时
是公认的。现在的屏风是
2023年重新制作的，朱红木配
金字，高端大气上档次。

屏风诗中描绘的八道风
景现在大都还能看到，比如
《隔田秋稼》——

四面俱高此独低，
农人每岁枉加泥。
春来只道田同石，
秋至谁知稼满畦。
耞板声传湖泊外，
笠蓑影聚石塘西。
丰登有庆叨田祖，
报赛村村荐只鸡。
闻江岸村地势比较低，这

首诗描绘了村民在一块低洼
田地里春种夏耘秋收的景象，
虽然“耞板声”“笠蓑影”等传
统的劳作方式已经被现代化
机械作业代替，但是“稼满畦”
的景象依旧。

诗的最后两句，是说秋收
后，为了感谢田祖神的保佑，
每个村子都用一只鸡当祭品
来酬谢神灵。这不就是当年
的农民丰收节么？我蓦然想
起去年9月22日，第七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宁波主场活动就
在距离闻江岸村不到一公里
的未来农场举行，现场宁波汤
圆、慈城年糕、冰糖甲鱼等传
统美食一一亮相，喜悦写在每
一个人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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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古林镇闻江岸自然村是一个被蔺草和
水稻环绕的小村庄，古桥、老树、乌篷船点缀其间，
漫步村内，目光所及，每一帧都是“诗画江南”的生
动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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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马塘桥又名尚书桥。

古民居古民居““远山近水远山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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