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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枫林村，首先印入眼帘的

是一口大水塘。水塘四周绿化非常

不错，村口还建有长廊，称为“风

厅”。据说，夏天坐在长廊内休息，

凉风习习，耳朵能听到风儿吹过的

呼呼声。水塘中建有凉亭、小桥，站

在亭内可见鱼儿在水中嬉戏。塘后

有青山迭峰，树茂荫盛。山峦倒印

在水塘中，山水相映，碧波荡漾。

村干部周金林告诉记者，水塘

叫大迪塘。天晴的傍晚，成群结队

的村民会围着大迪塘散步健身。虽

然大迪塘的水面面积不能与水库水

面面积相提并论，但比一般的水塘

大很多。它的正常库容为 8 万立方

米，是一口以灌溉为主的水塘，被列

为“我市2012年度中央财政小型农

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进行了综

合整治，才能看见眼下的美景。

关于大迪塘，还有个村中妇孺

皆知的美丽传说。相传很久以前，

天上三位神仙比赛挖塘，以锣鼓声

开始和结束。他们分别找到了自己

中意的挖塘地点。在枫林村挖塘的

神仙见比赛迟迟没有开始，就想小

憩一会，可不知不觉睡去了。当他

听到第一声锣鼓声时猛地醒过来，

以为自己贪睡错过了比赛，就恼火

地用双腿蹬土，结果就留下了双脚

印迹的大坑。另两位仙人挖出的塘

分别是芝英的油川塘和舟山的引擎

塘。

“水塘真正的来由《村志》上没

有记载。”该村党支部书记任武说，

上了年纪的村民猜测大塘的形成可

能与以前烧制缸、罐之类有关。听

说，枫林村的泥土非常适合烧制缸、

罐，一些烧窖厂来此挖土运走，久而

久之形成了现在的大迪塘。大迪塘

与枫林村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以前大伙都靠务农为生，有大塘

在，农田就不用愁灌溉用水，农业总

能有个好收成。所以尽管那时枫林

村在“山窝窝”中，可村民娶亲不用

愁。

枫林村：大塘涌细浪 湖光山色美

大迪塘一角□记者 周灵芝

每天早上刷朋友圈，心中的感慨就是:“他去游山了”“她去玩水了”，怎么能发现山清水秀而又游人稀少的休闲好
去处呢？五一小长假近在眼前，是不是也该好好盘算一下去哪放松放松？

别急，近日本报《发现》栏目记者就找到了一个不用花钱、风景又美的好去处。这好地方就是前仓镇枫林村，离城
约 15 公里，距前仓镇 4 公里，那里群山环抱，山清水秀。枫林村始建于元朝泰定年间（约公元 1325 年），现有 1500
多人，古樟、古井、公祠是难得的看点。

枫林的村民以任、周、李三姓

为 主 ，村 里 有 三 座 祠 堂—— 任成

高公祠、周伟公祠和李富十公祠，

分别代表着三个姓氏。其中任成

高公祠和周伟公祠属文物保护单

位，李富十公祠则是拆除后在原

址上重新修建而成。

任成高公祠始建于咸丰四年

（公元 1853 年），雕龙画凤，栩栩如

生。任武说，近几年，村民将祠堂做

为大家的共同财富保护完整，只是

前些年被人偷走了两只“牛腿”，只

能用其它的方式修补，看上去明显

不如从前的雕刻，非常可惜。祠堂

中建有拜厅三间，正中挂着“敬和

堂”横匾。横匾上方有一块写着“钦

奖议叙”的四字竖匾，写于咸丰丙辰

年，保存较好。

周伟公祠创建于民国十六年

（1927 年），占地 750 平方米，三进

式砖木结构，左右两厢坐北朝南。

祠宇构造十分考究，雕梁画栋，朱

漆油画，气象巍峨。周伟公祠建成

不久，枫林初级小学由周九如宗祠

（即睦常祠堂）搬进本祠内，至 1951

年搬至李富十公祠止，二十多年来

公祠对枫林村的初级文化教育事

业作出了贡献。

1951 年，李富十公祠改建成为

枫林小学，至 2000 年止办学，前后

有 50 年。2012 年拆除后重建，村

民自发捐款，共筹资 280 万元，于

2014 年完工,建筑宏伟，完好如初。

发现二：古樟、古井、石子路是枫林的“老底子”

发现三：公祠办学，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枫林村村民觉得村里最吸引

人的要数村中的 7 棵古樟树、一口

古井和一条贯穿整个村庄的鹅卵石

小路。

这 7 棵古樟树中，最老的古樟

树已 703 岁，最小的也有 193 岁。

其中一棵“住”在大迪塘旁，一棵

“站”在村委会办公楼前，另五棵在

村口“列队”欢迎各位市民，树龄有

676年。

不过，村民最衷情的要数一棵

“编外”的“古樟树”，它就在大迪塘旁

古樟树边约 5 米的位置。这是一棵

“小樟树”，说它小是因为无论从树龄

还是枝干，的确有点小。树龄不超过

10年，树干直径约10厘米。可实际

上，它也能称之为“古樟树”。周金林

介绍，这棵古樟树曾“死亡”多年，为

防止大风大雨天气会砸到行人，村民

就把樟树的枝杆全部锯掉，只剩一个

树庄。可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人发现

这棵树的根部又抽出了新枝，并茁壮

成长。每当村民在生活中受挫，就会

来这棵树边转转，能悟出不少人生道

理。

随着自来水的普及，枫林树的

许多井已不复存在，不过村民对木

勺井爱护有加。木勺井因井口像长

长的木勺柄而得名。井口长约 3.5

米，宽约1.2米。井边还有下井的阶

梯，取水不用绳，十分方便。今年

94 岁的村民李金招介绍，他小时候

木勺井就有了，那时他母亲忙着洗

洗涮涮，他常被母亲带到井边和小

伙伴一起玩耍。井水甘甜，常年不

干，即使干旱的年份，井水也依然充

裕。关于这口井，《村志》中也找不

到记载，据传是挖塘仙人留下的一

只大脚印上围彻而成。

在李金招童年的记忆中，印象

最深的要数家门口那条长长的鹅卵

石小路，小路贯穿整个村庄。

“那时候多数村民家生活拮据，

为了省钱，许多人都会光脚走路，踩

在铺满鹅卵石的小路上，脚底痒痒

的，夏天的时候踩在上面特别舒

服。”李金招说，鹅卵石的小路上没

有车，承载着他许多美好回忆，那时

他和小伙伴们在鹅卵石的小路上跳

着，笑着，欢快地度过了童年时光。

如今，夏日里依然有人会光着脚在

鹅卵石路上踩一踩，就像有人在足

底按摩一样。多年前村里铺设污水

管道，大家都舍不得破坏鹅卵石小

路，就在小路中间挖了一部分出来，

管道铺设好后中间用平板代替，两

旁还保留着原样。

村中还有一座小山坡，叫鼓

山。相传是仙人跳担子赶路时不小

心从后筐上落下的，从担子前面筐

落下的叫钟山，钟山和鼓山南北相

对。现在鼓山已开发建设，上山可

拾级而上，山上修有凉亭，那是村民

晨练的好去处。站在凉亭内可看观

枫林村全貌。钟山旁是一座库容为

180万立方米的莲塘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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