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房四宝 布局精巧

苍坡古村背依笔架山，以“文房四宝”

为理念布局整个村落，演绎着中国农耕文

化中的核心概念：耕读传家。

走进村落大门，一条笔直石板道主街

纵贯全村，如一支笔通往笔架山；街边的长

条石，便是“墨方”；四四方方用鹅卵石围筑

的村子，从空中俯瞰，宛如一张铺展开来的

“纸”；村落里有两方莲池，就是“砚”。

笔架山、墨池、砚台、笔街、纸村，整个

典雅村落就如同文房四宝静居山水之

中。漫步其间，细细体味这“文房四宝”的

独特总体设计，感受浓郁的人文意蕴，不

由叫人浮想联翩。

苍坡古村现存的格局基本保持了南宋

时期的规划原状与建筑风貌。历经千年风

雨沧桑，古村中仍能看到大量宋代的古建

筑痕迹，寨墙、路道、住宅、亭榭、祠庙及两

棵八百多岁的古柏，处处可见当年风韵。

村中有牌楼式样的苍坡溪门，始建于

南宋，全由木料构筑而成，六层斗拱没有

用一枚钉子，屋顶为重檐悬山式结构，古

朴而端庄。

从苍坡溪门而入，古村落就在眼前。

村内有“三试阶”，取意县（府、院）试、乡

试、会试，是古时读书人入仕为官的必由

之路，紧接“三试阶”是长约 20 米的“进士

坦”。古时官员到了进士坦后，文官下轿，

武官下马，再步行通过七级台阶。

参与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浙

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

长助理、MBA教育中心主任

姜新旺教授曾对苍坡古村

落的经济社会变迁进行

深入研究，在他看来，作为古村落的苍坡

具有这些特点：历史悠久，遗风犹存；规划

严谨，自然和谐；建筑类型丰富，风格朴

素；文风浓郁，乡俗淳朴；宗族文化突出。

“楠溪江流域是个难得的独立文化

圈，且较完整地保留至今，苍坡也是典型

的‘宋庄’。一个小小的山区村落，拥有如

此丰富的文化内涵，确实难得，所以深刻

挖掘这些东西，可以保护弘扬我们的乡村

传统本位文化。”

古村古训 田园梦想

望兄亭、仁济庙、李氏宗祠⋯⋯苍坡

古村的每一处建筑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

事，而古村的社会结构形态，传承了自建

村以来的宗族特征，可以说是宗族社会形

态的活化石，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在姜新旺看来，这些宋代风格的建筑

与人文合为一体，镌刻着千年的伦理教化

和田园梦想。

“弟望送弟阁，兄送望兄亭。谁又点

灯去？远山明月生。”描写的是苍坡古村

的望兄亭。它与南边方巷村的送弟阁遥

遥相对，讲述了李氏第七世祖李秋山和弟

弟李嘉木兄弟情深的故事。

望兄亭初建于南宋 1128 年，在楠溪

江沿岸的古亭中，它有着少有的精致，披

檐优美的曲形弧度，檐角飞翘，十分轻柔。

两兄弟成家立业后，哥哥李秋山让弟

弟留在老宅，自己去村对面重新开基立

业。

情深义重的兄弟俩白天种地，晚上总

要一起谈心，常常聊到深夜。那时有野兽

出没，哥哥坚持把弟弟送回苍坡，而弟弟

担心哥哥安全，又送回来，送来送去，天就

亮了。苍坡村现在还流传着一句俚语：李

郎送李郎，一夜送到大天光。后来，兄弟

俩觉得每晚送来送去实在不是好办法，他

们各自在自己村里造一座亭阁，平安到达

各自的村舍，就在亭阁挂上灯笼报平安。

李家兄弟间的友爱和礼让，体现了中

国传统文化中“悌”的内涵，一直流传至

今。苍坡村的后人听着故事长大，始终遵

循着古训，将兄弟友爱的传统发扬光大。

苍坡村东池北端，有一处四面环水的

建筑水月堂，也见证了一段兄弟情义。水

月堂初建于北宋，是苍坡李氏八世祖李霞

溪为纪念哥哥李锦溪而建。李锦溪抗辽，

不幸战死沙场。死讯传回，李霞溪悲痛不

已，辞官回到故乡照顾哥哥的子女，并修建

水月堂寄托哀思。这个故事一直在苍坡村

流传，弟弟对哥哥的一片深情令人动容。

兄弟同心、互相关爱，推己及人，即便

是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苍坡村也有着浓

浓的人情味。在李氏宗祠里有一块匾额，

上面的“氏”字多了一点，这并不是笔误，多

出来的一点，代表的是村中的几户非李姓

人家。李氏先祖希望把外姓兄弟“抬高一

点”，对待他们就如同自家兄弟一样，都要

互敬互爱，这也是处理所有关系的根本。

永嘉学派 传承创新

苍坡古村始建于五代后周，李氏先祖

李岑为逃避战乱由福建长溪迁居而来。

“从历史渊源来看，五代时，大批闽人

为避世乱北迁至永嘉，而闽人也是中原迁

入，所以中原文化的进入，形成了苍坡的

‘耕读文化’，科举致仕，代不乏人。”姜新

旺介绍。

唐末开始的数百年间，北方战乱频

发，大量中原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移居

江南，被崇山围裹的楠溪江流域，作为山

水诗的发源地，吸引了大批外来的文人学

子。他们，为江畔古朴的苍坡古村带来了

崇文尚学的风气。

楠溪江的第一次大开发是在唐末五

代十国时，大批中原的世家大族赶来这

里，从那时候开始，楠溪江流域的耕读风

尚就真正形成了。

宋代之后，官府大力支持耕读文化，

开办书院，倡导捐资教育，着力选拔人才，

引领了民间的风气。

千百年来，人们在苍坡古村晴耕雨

读，文脉流淌在青山绿水间，这一方水土，

也抚育了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

永嘉学派与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

学,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永嘉学派的创

始人叶适随同父母迁居苍坡，在童年时，

他曾拜苍坡人李伯钧为师，与李伯钧的长

子李源一起读书,清嘉庆十三年，村民李

昌日率族人建“义学祠”纪念叶适，现在这

里是“永嘉学派”的展示馆。

如今，苍坡古村利用遗存的古建筑改

建了各具特色的八个文化展馆，中国农村

改革馆、昆曲博物馆、蕙风轩美术馆、林曦

明画馆等等，在这里，我们可以细读永嘉

古村文化、耕读文化、民俗文化、宗祠文

化、昆曲文化等传统文化，体验山水与文

化交融、传统与现代共存的古村落。

如果你对古村落感兴

趣，欢迎报名参加“浙

学少年团”，扫码关注

“升学宝”，点击底部菜

单“阅鹿书院”投稿，投

稿即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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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永嘉的楠溪江，备

受 山 水 诗 鼻 祖 谢 灵 运 宠

爱。楠溪江在永嘉中部，冲

出一道曲折的江湾，润泽出

一片肥沃的冲积平原，苍坡

古村，就坐落在这里。

这是一个传承了上千

年的李姓村落。南宋时期，

有位驸马李嵩邀请国师李

时日为村落做了精心布局。

借自然山水，融文房四

宝，被称为“文房四宝村”的

苍坡村，历千年沧桑，仍保

留许多宋代建筑古迹，而它

的独特“耕读文化”内涵，至

今演绎着世外桃源的模样。

永嘉苍坡古村永嘉苍坡古村

文房四宝文房四宝 南宋风情南宋风情

苍坡村位于温州永嘉，村

落格局基本保持南宋时期的

规划原状与建筑风貌，布局理

念独特，源自文房四宝。苍坡

村是楠溪江流域耕读文化最

为发达的村落之一，至今仍很

好地保留了耕读文化的具体

元素，以独具特色的人文风光

成为浙江古村落的经典之一。

古村名片

本报记者 金丹丹

◀永嘉苍坡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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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与你同行——约会千年古村落（5）

文化寻根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实

施17年来，围绕“今、古、人、

文”四大研究主题，系统梳

理浙江文脉，深入研究浙江

文化基因，推出了一批具有

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

本期活动敬请关注浙

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

《苍坡古村落经济社会变

迁研究》（姜新旺、谭万勇）、《叶

适研究》（周梦江）、《永嘉巨子

——叶适传》（朱迎平）、《浙西

南古村落形态与文化》（胡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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