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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里的常山之牌坊
赵 军

常山县城有个地方叫牌楼底，它位于
法院街，东接横街、直通大东门，西连龙门
口，南面有几条巷道通往大街，早年县城
菜市场、猪仔墟都聚集牌楼底，曾经是常
山老城最热闹的街区之一。传说严嵩赴
京会试，潦倒在塔山庙中，被詹家太婆救
起并资助他赴京赶考，后来，严嵩功成名
就官至首辅，为报答詹家太婆的救命之
恩，在常山城内后直街，也就是现在的法
院街东侧，建造了一座跨街牌楼，并规定
文武百官经过此地必须步行，加之此处还
有几座牌坊，老百姓称之为牌楼底。

牌坊是古代官方的称呼，老百姓俗称
它为牌楼。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
坊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
存在了。《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
以栖迟。”“衡门”是以两根柱子架一根横
梁的结构存在的，旧称“衡门”也就是现在
所说的牌坊的老祖宗。后来，“衡门”被运
用到城市中各个居民区之间的“坊门”
上。从春秋战国至唐代，我国城市居民区
都采用里坊制，“坊”与“坊”之间有墙相
隔，坊墙中央设有门，称为坊门。起先，这
种坊门就像“衡门”那样，由两根立柱架一
根横木构成的，只是柱侧安装了可开合的
门扇。

其实牌坊与牌楼是有显著区别的，牌
坊没有“楼”的构造，即没有斗拱和屋顶，
而牌楼有屋顶，它有更大的烘托气氛。但

是由于它们都是我国古代用于表彰、纪
念、装饰、标识和导向的一种建筑物，而且
又多建于宫苑、寺观、陵墓、祠堂、衙署和
街道路口等地方，再加上长期以来老百姓
对“坊”“楼”的概念不清，所以到最后两者
成为一个互通的称谓了。

历史上常山曾经有过很多牌坊，可谓
牌坊林立。万历《常山县志》记载，各种牌
坊四十九座，分布在全县各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县的牌坊不断增
加，《嘉庆县志》记载的牌坊有112座，《光
绪县志》记载的牌坊有120座。除了县志
有记载的牌坊，还有一些没有记载的牌
坊，如魏氏节孝坊、五谷殿坊等都没有记
载。

牌坊表彰是中华特色建筑文化之
一。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
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万历《常山
县志》记载：“《书》曰：旌别淑匿，表厥宅
里。故时制，于凡举人、进士俱官给价值
为牌坊，公署亦或有之。”《雍正县志》也记
载：“建坊民表宅里，先王民为勤学兴贤、
扶进人心之具。是故，乡会闱获隽者，官
给坊仪价值。”

宋、元以来，全县出过一百三十二名
进士，特别是在南宋嘉定十年，一榜就中
了九名进士，当时传为佳话。江景房，常
山源口人，累官殿中侍御史，吴越国镇海
军节度使判官，江景房为苏民困、冒死沉

籍的义举，为后人所称颂，其后人更以“一
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倍受赞誉。汪
韶，常山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官至吏部尚
书、集贤殿学士，其三子汪杰兴，累官至中
书侍郎（副宰相）。汪氏家族尚学崇儒，宋
代至明代，“一门十八进士”，使宋畈成为
远近闻名的“进士村”。王介，常山芙蓉章
舍人，北宋进士，世誉为“贤良第一”。王
介家族以“一门九进士”而闻名。所以，在
这些牌坊中有不少是为了表彰科举、功
德。表彰金源王家一门九进士的世美坊；
表彰佥事詹莱、工部主事詹在泮的父子进
士坊；表彰刑部主事詹思虞、詹思谦的兄
弟进士坊；表彰御史徐同爱立和刑部主事
徐瑶的绣衣坊和桥梓联芳坊；表彰樊莹的
世科第坊和尚书坊；表彰佥事詹莱、按察
使詹在泮父子祀乡贤的崇祀济美坊；被贬
退居故里为当地兴修水利而受尊敬的宋
御史郑昱的光振坊、司谏坊和进士坊；明
代开国元勋之一、户部尚书徐恢的名臣
坊；表彰浙江第三名何永芳的鼎魁坊；表
彰亚魁詹绍的魁辅坊；表彰第四名徐龄的
经魁坊。

在众多的牌坊中节孝与孝子最多，有
43座，节孝坊，是旧时旌表节孝妇女的牌
坊。除此之外，还有表彰义民徐德裕出谷
助赈的旌义坊、尚义坊；为草萍军营助威
的两浙雄镇坊；反对伤风败俗和激扬贞肃
的肃竂、贞度二坊；纪念办学兴儒的儒林

坊、育贤坊、美教坊、步蟾坊和纪念通路开
航的会通坊、通化坊、定水坊等等。

树牌坊也是古代政府为表彰功勋、科
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的一种行为，据记
载知县李溥在位时在县城就立了宣化坊、
进士坊、育贤坊、澄清坊、进士坊、育民坊、
步蟾坊、儒林坊、旬宣坊、来远坊等11座
牌坊，肃竂、贞度二坊是知县傅良言重修
的牌坊；两浙雄镇坊是知县王锡为草萍军
营助威而建立的一座牌坊。

随着时代的变迁，牌坊逐渐退出了历
史台舞，成了文物，但是它的文化思想源
源流传，几千年来，祖先一直记录我们的
历史，讲述我们的故事，这里的每一座牌
坊都凝聚前人的心血和智慧。人们世代
守护，薪火相传，让精神的血脉延绵至今。

县内现存的牌坊还有9座，而有记载
的牌坊只有世美坊和尚书坊两座，一座世
美坊位于金源底角，建于宋，明嘉靖十七
年重建。高6.5米，柱间跨距4米，石坊刻
有阴文楷书“世美”两字，宋朝王氏家族九
进士的榜文牌坊，字迹清晰，旧《常山县志》
记载：世美坊，在县东上源，为王氏世科
立。另一座尚书坊位于何家樊家，明嘉靖
二十五年建，为纪念樊莹而立。系木质坊，
柱上有“天顺甲申进士樊谥清简，大明嘉靖
丙午重整”“景泰丙子科浙江第十名樊莹，
乾隆十六年重整”等字样，旧《常山县志》记
载：在县北绣溪。为刑部尚书樊莹立。

富足山村的传说

林华

紫港街道富足山村，位于县城东偏南
2 公里。富足山一名由富竹山演变而
来。据谱载：“富足山即苦竹山，与挂榜山
相对，俗人厌苦而爱富，故称富竹要其名
殊饶雅韵，特饬居民多种竹以副之。”
1965年由谐音演变成今名。詹兆基于明
嘉靖末年（1566）由常邑之西彤桕（今球
川常州）迁此；王五德于清康熙四十年
（1702）从安徽歙县，杨光宗于雍正十二
年（1734）由县城仁里坊和李先贵于乾隆
四十七年（1782）由江西南丰陆续迁此。

据传，很早以前富足山盛产的竹子属
一种苦竹，因毛笋苦味浓，人们厌食，于是
好多竹笋都任其长成竹，竹林葱郁，是一
道独特的风景，因此很早以前叫苦竹山。
后因忌讳“苦”字，改名为富竹山。据说上
世纪五十年代初还可见斑斑点点的竹园
痕迹。后来因村庄建设，竹子逐渐消失，
在上世纪60年代改为富足山。富足山村
因临常山港，经历的变化较大，但历史以
来，富足山村民纯朴善良的风气渊源流
长。

助人是最大快乐

富足山村的村民助人为乐，古道热
肠，侠肝义胆，将帮助别人当作是最大的
快乐。据说在该村的詹姓、王姓等大姓中
都有这样的好风气。

以前富足山至对面朱家渡有渡船两
艘，是东门数十个村百姓到县城的必经之
道。东门百姓到县城须经朱家渡乘船到
富足山，然后步行经紫港浮桥到县城。以
前两艘渡船往返来回，每天经过富足山的
行人不断，络绎不绝。在明、清及民国时
期，常有穷苦人因饥饿少食，走到富足山
时因体力不支晕倒路边。而此时只要富

足山的人看到，定会出手相助。
民国初期的一天，一位中年乞丐瘸着

左腿，拄着拐杖，艰难地上了渡船。然后
他找遍了几个口袋仅有2分钱，于是对船
老大说：“我只有2分钱，还差1分能否通
融一下？”撑船的船老大是个姓王的富足
山人，他看这乞丐衣裳褴褛，可怜兮兮的
样子，说：“算了，2分钱也不要，免费载你
便是。”乞丐千恩万谢，将2分钱放进内衣
口袋里。船老大看乞丐步履不稳，似乎很
饥饿的样子，于是从小灶上的锅里拿了两
个焖番薯递给他说：“拿去充饥吧，你肯定
很饿了。”乞丐不停地说：“谢谢！谢谢”，
然后他边吃边对其他人说：“这船老大真
善良，这个村庄的人都是好人，好人定有
好报的。”

清咸丰年八年（1858）逃长毛（太平
天国时一些散兵游勇披头散发专门欺压
非此即彼，人们称其为长毛），好多百姓在
长毛的追逐下纷纷欲逃过河对面，可是仅
两艘渡船根本不够用。为了帮助附近村
人逃过河去，富足山好多人卸下偏屋的门
板，让不会游泳的坐在门板上，会游水的
边游边推着门板，帮助了众多百姓逃过
河，免遭长毛的残杀。其中有一王姓村民
最后撤离，在游出离岸边仅30米左右时，
长毛赶到了，因长毛大多是北方人，望水
兴叹。于是他们用长矛当标枪朝他掷过
来，王姓村民用门板挡住长矛，然后从水
底下摸了块鹅蛋般大的鹅卵石朝长毛投
掷过去，前面的长毛头一偏，后面那个长
毛猝不及防，鼻子上挨了一石头，顿时鼻
血直流。长毛们恼羞成怒，回到村庄准备
烧房子，此时天公作美，瞬间雷鸣电闪，狂
风大作，下起了倾盆大雨。有一长毛连续
敲击火石却生不了火。更值得庆幸的是，

有条大黑狗不声不响地突然朝那敲击火
石的长毛腿上咬了一口，然后狂吠着跑开
了。长毛们恼羞成怒，放弃了烧房子的念
头，但邪恶的本性却把百姓的几头牛拉走
了。

民国期间的一个晚上，江山大陈一伙
土匪10多人到七里弄抢劫。七里弄人敲
起了铜锣，高声呐喊“打强盗”，村里50多
个壮汉立即拿起棍棒奋力与土匪搏斗。
在人多势众的优势下直把土匪赶到朱家
渡口，土匪们慌忙逃到停在渡口的船上。
船老大看他们人多，拒绝恐怕要吃亏，于
是他一边答应他们撑过河去，一边将两盏
马灯挂在船头。其实这是他向村里发出
信号，平时只挂一盏马灯，凡是两盏马灯
挂在船头上，说明船上有事了。富足山人
看到渡船船头上有两盏马灯，好几十个青
壮年马上手持武器在岸边等候。船行到
距岸边30米左右时，土匪们看到河边好
多人手拿木棍、长矛等，知道情况不妙，忙
叫船老大掉头。船老大说：“掉头，你们看
看对岸。”只见朱家渡那边也是黑压压的
人，众多火把照得红彤彤一大片，于是，土
匪们慌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土匪们
已开始内讧，他们都埋怨为首的头子，有
个土匪说：“我说今天别来，我的左眼皮跳
得厉害，肯定有事，你却说没要紧的。”他
们你一句我一句，都将矛头对着为首的强
盗。船老大却借机将船慢慢地朝岸边撑
去。看看大势已去，众土匪一起动手将土
匪头子扭推到岸上，当晚送到官府。据说
仅土匪头子被判刑坐牢，其他人通过教育
各自找人担保就放了。

救人就是做善事

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历史以来，富足山人救过多少个人命已无
法统计。据村里一些老年人说，传说中印
象较深的是，清代末的一年6月，有次涨
洪水，常山港浊浪翻滚，波涛汹涌，惊涛骇
浪中有开化上面冲下来的木头、家具，偶
尔还有猪、羊等。人们正在河边看洪水
时，突然有人说：“河里有人！”大家朝他手
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洪水中有一男子抱着
根木头，随着波浪的起伏，仅脸和嘴露在
水面上。可能他在呼喊，但弱小的声音被
排山倒海的浊浪覆盖了。这时有两人说
一声“救人要紧”，就毅然跳入水中。河岸
上有人担心，有人回去拿绳子和长竹杆，
以便协助施救。

一会儿，这两人很快游到溺水者身
边，凭借木头的浮力，两人合作斜着游到
下方近一百多米处才上得岸来。此时被
救者已十分虚弱，用弱小的声音反复说着
感谢的话。据男子介绍，他是开化华埠
人，为救一头猪不慎落水，幸好抱着根木
头，直冲到富足山这里遇到好心人把他救
上来。

上世纪四十年代，有年初冬的一天，
开化一撑木筏的人撑着许多木头到衢州，
撑到富足山这里时，因木筏上的绳子断
了，木筏顿时四分五裂。虽然这个撑筏的
人水性很好，但身上衣服多，湿了后加上
天气较冷，手脚冻僵了，只得拼命地喊救
命。此时被渡船上的人看到，马上撑过
去，大家七手八脚地马上将他救起，把他
扶到村里农户家烤火换衣服，喝姜汤。另
一部分人用绳索将部分冲到回水地方的
木头拖到岸上，尽力为撑木筏人减少损
失。撑筏的人感激不尽，连续多年正月到
富足山拜年，把富足山人当作亲戚一样，
此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