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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看永康之

象珠

象珠街印象
□记者 蒋伟文

象珠街从三槐里门（又称“下街殿亭”，建于明

万历年间）到上祠堂（奇一公祠）附近，总长近千

米，两边有 200 多间二层的店铺。尊闻堂、叙彝

堂、齐家堂、厚善堂、植本堂、聚星堂等古祠堂、古

民居也分布在象珠街区。

据宗谱记载，象珠街入口三槐里门建于明嘉

靖年间，民间流传象珠集市亦起始那个时期。村

里的老人说，1862年“长毛”烧毁了象珠许多建筑，

现存的不少店铺是后来从三十里坑拆下来移建

的，已有150年左右历史。

我们从高高的三槐里门走进老街，仿佛回到

了象珠的旧时光。逼仄的街巷，两旁排列着土木

结构和砖木结构的店铺，有古色古香的古玩店，有

潮流时尚的服装店；有自行车、家电修理铺，有经

营日用品的杂货铺。各种店铺，不一而足。古旧

的墙板留下风雨剥蚀的印痕，让人稍稍感觉到不

太协调的是一些店铺的卷帘门和蛛网一般悬挂在

半空的电线。

500年前象珠只有“十八处”小农家

王姓来自童宅大坑 薛氏遗孤改姓徐

据宗谱记载，王孟俊自幼贤德，家业殷实，常出资

以济贫者。明正统戊午（1438）年，饥荒肆虐，民不聊

生。当时朝廷实行薄赋政策，公家没有粮食积蓄，王

孟俊慨然捐粮一千二百十六石用于赈灾，救活近一万

户家庭。朝廷知道后发旨表彰，后县里专门为他建有

旌义牌坊，以纪其义举。

王氏家族治家有法，门庭内外肃如朝廷，训其子

孙勤俭以治，礼义立身，形成了“轻财重义、乐善好施”

的传统家风。

宗谱又载：王孟俊的后人王纶（字思纲）家资十

万，富倾一邑，视义而举，上以济官用，下以庇贫民。

嘉靖丙戌（1526）年，遇大饥荒，百姓群呼：“安得复有

王孟俊者起而活我乎？”王纶听后，非常震惊，说：“孟

俊公乃吾高祖父，若无以慰藉嗷嗷待哺之百姓，是辱

没吾祖也！”于是捐银千两用于赈灾。其后又多次捐

资建本县谯楼、宗坊，礼待贤士。其孙王楷为进士，女

婿朱方曾任云南参政，为永康著名廉吏。

徐氏家族继承祖先遗风，习武学文，经商重教，后

代虽没有高官厚爵，却不乏名崇乡里之人。生于明朝

成化年间的徐盘为人豪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为乡

里所称道。由他建造的齐家堂是永康到目前保存得

比较完好且占地面积最大的明代建筑。其他如尊闻

堂、植本堂等等保存比较完好的清代建筑堂号也充分

体现了徐氏家族洁身自好、耕读传家的美行。

象珠街东面为象珠一村象珠街东面为象珠一村，，西北依次为象珠西北依次为象珠
二村二村、、象珠三村和象珠四村象珠三村和象珠四村，，这四个村有两个这四个村有两个
大姓大姓：：王姓和徐姓王姓和徐姓。。

据考证据考证，，500500年前象珠只有年前象珠只有““十八处十八处””小农小农
家家，，王氏和徐氏都是后来从异地迁入的王氏和徐氏都是后来从异地迁入的。。似乎似乎
是命运的安排是命运的安排，，他们选择了在象珠这方风水宝他们选择了在象珠这方风水宝
地安居乐业地安居乐业，，生息繁衍生息繁衍。。

象珠街两旁的旧店铺象珠街两旁的旧店铺、、分布在街区的一幢分布在街区的一幢
幢古建筑幢古建筑，，诉说着象珠悠久的历史文化诉说着象珠悠久的历史文化，，也见也见
证了王氏家族和徐氏家族的兴衰史证了王氏家族和徐氏家族的兴衰史。。

□记者 蒋伟文

王姓始祖从童宅大坑来到象珠，比徐姓晚90年
据传，象珠镇象珠一村、二村、三村、四村的王姓

始祖王赵（字孟俊）原来是童宅大坑人。1439年，王孟

俊想离开大坑，把家搬到东阳。他和风水先生路过象

珠，发现这里有象山、珠山，风水好，王孟俊就起意在

象珠安家。

不久，王孟俊经历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家居大

坑时，他的孙子王良政睡觉不安稳，连续几夜都哭哭

啼啼的。他把孩子带到象珠，在胡大全的家里住了一

夜，孩子居然一声不哭，安然入睡。第二天回去，孩子

又哭个不停。奇怪的是，当王孟俊再次带孩子到象

珠，又是一晚安然。于是，他下定主意，于 1441 年把

家搬到象珠。

那么，徐姓是从哪里来的呢？

象珠三村 70 多岁的村民王洪堆对象珠历史文化

颇有研究。他听祖辈讲：薛氏为宋室忠臣薛枕后代，

原定居后山里（现位于象珠与九里口之间），崇文尚

武，传言他们不堪压迫，暗中谋反。元朝延佑庚申

（1320）年间，朝廷派来官兵，诛灭薛氏家族。恰巧，薛

氏两个孩子送猪三腑出门，幸免于难。后来，两个孩

子中一个由一大户人家抚养，改姓楼；另一个由外婆

抚养，改姓徐，并于 1350 年左右由上徐（现象珠镇如

春村附近）迁居象珠，成为象珠徐姓先祖。

如此推算，王孟俊迁居象珠的历史比徐姓先祖大

概晚90年。

王氏徐氏后人继承家风，乐做善事为乡里所称道

逛着逛着，一间旧理发店引起了我们的注

意。一看旧式的理发镜、椅子，就知道这间理发店

已有些年头了。但是，理发店没有招牌。

理发店的主人是徐兴江和王莲茶夫妻俩，徐

兴江今年 77 岁，王莲茶 75 岁，他们都会理发。由

于徐家祖辈、父辈都是理发匠，徐兴江从小就学理

发。理发店最早开在县城，抗战时期被日本飞机

炸毁，后来就回象珠街重开理发店，至今已有 60

多年，而镜子、椅子都是太公传下来了，已有 100

多年历史。

理发店还保留着剃刀、“洋剪”等旧式理发工

具。他们现在还用剃刀刮胡子修面，那块剃刀磨

石还是10年前好不容易在衢州买来的。

王莲茶曾听婆婆说，太公那个时候是两只手

用手剪理发的，后来用“洋剪”，当然一只手就够

了，现在用电剪理发。来店理发的大多上了年纪

的村民，理一个头10元钱，邻居仅收8元。

象珠街年纪最大的店主，也许就是91岁的胡

菊秋阿婆了。老人开了一家杂货店，店柜台古色

古香的，已经用了四五十年。胡菊秋阿婆思路清

晰，口齿灵清，据说还会包果子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