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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山

简 介：古山镇，距市区

约 12 公里，是我市东部

的经济、文化、旅游发展

中心。境内东永一线、方

岩大道横贯东西南北，东

永高速公路连通诸永高

速、金丽温高速，辐射直

达东阳、武义、缙云、义

乌、磐安等周边县市，交

通便利。

○
●

孙宅

初名鼓山 因村南小山包形状得名

古山镇

□记者 程高赢 通讯员 胡时华

古山镇，民国时称
古雅镇。这里是我市五
金产业的发祥地，也是
我市首个小城市培育试
点镇。

古山一名，源于南
面乌江溪畔的小山包，
因其状圆似鼓，所以取
名为鼓山。后来，为了
方便书写，鼓山二字逐
渐演变为古山。

元朝至正年间，古
山始祖胡泳公从县城东
街来此，由孙宅宗泰公
赐婚，后在此创基立业，
繁衍生息。

古井

始祖胡泳公拾金不昧被传为佳话
城区东街胡氏胡潭第八世孙胡泳

为古山村始祖。据《古山胡氏宗谱》记

载：始祖胡泳于元朝至正年间（1341

年-1347 年）从县城东街来此，由孙宅

宗泰公赐婚，拨给山、塘、田、宅，成家立

业。始居前塘沿，靠近鼓山，后来繁衍

成村遂名古山。其中，胡泳公拾金不昧

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

相传胡泳幼年外出，路经五里亭，

见亭内石桌上放着一只袋子。他打开

一看，见里面有账本一卷、银子上百

两。胡泳大吃一惊，立刻收好袋子坐在

凉亭里等失主。过了小半天时间，一位

老人匆匆赶到凉亭，看到胡泳捂着袋子

坐在石凳上，便问他：“你怎么不拿走袋

子？”胡泳回答：“这袋不是我的，我想还

给丢失的人。”老人欣喜万分，当下报出

丢失的东西数目。胡泳边听边核对，分

毫不差，就把袋子还给了老人。

这名老人叫孙宗泰，是孙宅村的大

户人家。老人从袋里拿出十两银子以

表酬谢，胡泳坚决不要。见胡泳态度诚

恳，老人最后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告诉

胡泳并嘱咐道：“以后遇到困难可来找

我。”几年后，胡泳因避战乱来到孙宅

村。老人见胡泳体貌端庄，气宇轩昂，

不仅收留了他，还把长女许配给他。

至此，胡泳在古山赘居，胡泳公与

夫人孙氏在这块古老而肥沃的土地上

创基立业，繁衍生息。如今，古山有胡

姓 人 口 8000 余 人 ，划 分 为 4 个 行 政

村。古山已成为我市东北隅经济发达

的璀璨明珠。

古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
物古迹数不胜数。

前塘沿是古山的发祥地。北岸那
几间坐北朝南的仓屋就是胡泳公的故
居。阶沿有一口古井。据传曾有一个
风水先生到前塘钓鱼，因口渴向胡泳讨
口水喝。孙氏不好意思地端出一碗水，
风水先生一看水有点混浊。孙氏安人
说：“对不起，我家没有好水招待。”风水
先生问明了缘由，在阶沿用脚一蹬说：

“此地下有好水，就在这里挖口井吧。”

果然，该处挖出来的水清澈透明，常年
取之不尽，至今仍有不少游客慕名取
水。

瑞虹桥，原名瑞龙桥，1922 年被洪
水冲毁，1927 年集资重建。现为三墩
四孔的拱形石桥。桥上铺 89 块 3 米多
长的厚石板，桥长 40 余米，宽 3 米有
余。瑞虹桥横跨在华溪之上，犹如彩虹
卧波，仿佛一个巨人挑起老街和新街，
甚是雄伟壮观。每逢集市，瑞虹桥上有
不少游人休憩观景。

后塘沿北边的古香樟，植于明万历
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原先树干胸
径约有 5 米，要 9 到 10 人才能合抱，村
民称它为“樟树娘”。早前树干东侧被
腐空为洞，里面可以藏人。随着时间的
推移，小洞口变成大缺口，洞内也不再
隐蔽，人可以直进直出。前几年，有村
民在洞内栽了一棵小樟树。现在来看，
颇有一株母子树的感觉，正应了那句古
话“老树抽嫩尖，越活越新鲜”。

古井古树古桥的故事流传至今

古山胡氏的民居颇具特色，大型建

筑群七棚头就是其中一例。七棚头是

我市规模最大、最具典型性的民宅大

院。它建于清嘉庆年间，占地 2700 平

方米，为富商胡静山所建。

清嘉庆戊辰年间，当时永康最大的

火腿经营商胡静山因其经销的三星牌

火腿畅销江浙，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

来他收购了当时苏州所有纽扣的经营

权，财富迅速膨胀，成了富甲一方的大

富豪。在 66 岁那年，他发动子孙一起

兴建了七棚头。

七棚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大宅

门。未进大门，一溜排开的七座高低不

一、形式各异的五花马头墙就映入眼

帘。七座以水磨青砖对缝砌筑的门墙，

装饰着豪华精美的砖雕，气势恢宏。据

了解，七棚头这个名字就源于这七座门

墙，当地人也称之为“七牌楼”。

七棚头坐西朝东，砖木结构，两层

楼房式。以中轴线门楼为中心，两侧每

处建有厢房、侧房、伙房，共有正房 71

间，门厅和过道 28 间，2 个大庭院，12

个小庭院，错落有致，形体完美，功能齐

全。

七棚头的砖雕细腻精致，巧夺天

工；木雕玲珑剔透，神态各异。木隔樘

缝中的龙、虎、牛、羊、狮、鹿、鹊、麒麟等

吉祥物栩栩如生；彩鸟、凤凰、梅花、荷

花的图案也惟妙惟肖，独具匠心。虽已

经历200多年沧桑，但由于静山公选料

考究，做工精致，七棚头风貌依旧，古迹

犹存。

百年七棚头风貌依旧，古迹犹存

古樟

古桥

七棚头

（古山一至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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