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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龙头岩下 赵匡胤为宗谱序

建村800年 村周筑黄土城墙故名

城
黄

里

□记者 应桃蕊

石柱镇岩洽村群山
环绕，古树众多，有 800
多年悠久历史。据村里
人说，几十年前，村里有
一堵由古树组成的 200
多米长的“风水城墙”，
绿泱泱的一片，将村庄
隐蔽其间。远远望去，
仿佛一处神仙谪居的世
外桃林。

岩 洽 村 现 有 农 户
170 户 480 余人。陈姓
为主姓，客姓有应、章、
周、项四姓。

赵匡胤亲自为宗谱作序

岩洽，古称岩下，因坐落在龙头岩下

得名。龙头岩原名郭公岩，因形状酷似龙

头得名。后因岩下重名多，遂改为岩洽。

据悉，岩洽村始建于南宋嘉定年

间，距今已有800余年历史。《岩洽永祥

陈氏宗谱》记载：唐秦国公节度使陈瑄

之子陈仲达，在黄巢兵乱时护驾入川复

朝，而被封为平舆侯。仲达四子仁政公

在后晋天福年间进士及第，于广顺葵丑

年（953 年）转任处州通判，任满卜居缙

云虞山，是为虞山陈姓始祖。

虞山陈氏第十一世祖陈仲恺（1164

年-1243 年），南宋时官至承事郎。于

嘉定七年（1214 年）回乡丁母忧时途经

岩洽，观此地山川秀美、民风淳朴，遂卜

居于黄冠山下，为岩洽创村始祖。

因陈仲达屡立战功，后周显德四

年，宋太祖赵匡胤亲自为《陈氏宗谱》作

序。序言中写道：“陈氏自义门昌盛，嗣

是析居江南、河北间，殆亦繁衍。”

●岩洽村

◎石柱镇

●黄城里

黄城里村位于永康
城区东入城口，永东一线
沿村而过，临近总部中
心。现有常住人口2000
多人，外来人口 6500 多
人。

据《永康县地名志》
记载，古时林氏望族聚居
于此，相传先祖林枢密
公，家财百万，村周筑起
黄土城墙，故称黄城里。

始祖曾任签书枢密院事

据《永康林氏通志》记载，宋庆元六

年,曾任签书枢密院事的林大中卸甲归

永，宁宗念其在朝为官伟绩，敕封建造梅

城（梅花之城）。此城范围较宽，西靠花

园千头龟潭庄。东至长城、大坟山沿一

带，北以酥溪、龟潭源流为界，南以城塘、

高山头为止。关于地名的由来，《永康林

氏通志》记载与《永康县地名志》略有出

入。其记载是围墙内属皇帝敕封的皇

城，故称皇城里，现名黄城里，属林大中

后裔居住。建村距今大约800余年。

林大中,字和叔，自幼天资聪颖，勤

勉好学，志向高远，27 岁入太学。南宋

绍兴三十年中进士，先后任吏部尚书、

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

客。死后追赐资政殿学士、正奉大夫，

谥号正惠。

该村现有常住人口 2000 多人，外
来人口6500多人。

曾建2.5米高进士牌坊门
黄城里村 74 岁老人林庆之介绍，

村中曾建有进士牌坊门，此门高 2.5 米，

宽 1.9 米，横梁上建有牌坊头，牌坊正中

镶嵌着皇帝敕赐的“进士门”三个大

字。整座门都用条石砌成，雄伟壮观。

相传，后宅竹房林祖铭，在道光壬午

年科举高中武举人，任江山县千总，例授

武略骑尉。林祖铭身材高大，威武异常，

考取举人后，皇帝要召见面试赐官。那

日, 林祖铭被召见时，他早早跪于丹墀，

叩见皇帝，而皇帝却训斥祖铭，质问他为

何见君不跪。在旁主簿公公奏明圣上：

“武举子早已屈跪叩拜，只因身材魁梧高

大，即是下跪还高出常人，请万岁息怒。”

皇帝听后，恕其无罪，让他起立。皇帝细

观林祖铭相貌，果真见他高大威武，犹如

金刚天神。皇帝龙颜大喜，当即赐他为

武进士，敕封“进士门”三字，授予武略骑

尉，放任江山县千总。

自 2012 年启动农房改造工程以来，

黄城里村按照“一户一宅、限额安置、货币

找差、自愿拆迁、违章不计”的总原则，巧

用优惠政策，制定了拆迁安置方案。

村民也积极配合，仅短短半年时间，

黄城里村就完成了评估、确权、公示等一系

列工作，将原村集体自留地建成新农村。

黄城里村的新农村建设改善了村民

的居住环境。旧村区块整体搬迁后进行

综合开发，壮大村集体经济，解决了失地

农民的生计问题。2013 年，时任金华市

委书记陈一新到我市调研工作听取汇报

后，用“黄城里速度”概括该村独特的发

展模式。

黄城里村以“人”为中心，着力构筑

和谐的生活环境；充分尊重地域文化，

以 科 学 合 理 的 规 划 布 局 ，打 造 环 境 宜

人、景观优美、设施齐全、生活方便的新

型居住区。

创下“黄城里速度”

陈门四子曾拜师朱熹

“问道先生高隐此，烟霞想象仰真

颜。”岩洽村是一座充满人文气息的村

庄，从祖辈流传下来的勤奋好学之风深

深影响着陈氏后裔。建村 800 年来，岩

洽村涌现出的进士及第者就有 10 多

人，受举荐为官者 10 多人，拔贡、入庠

者60余人，受郡、邑表彰者40余人。

关于岩洽村优良学风的由来要上

溯到宋代。据村史记载，南宋淳熙年

间，理学大师朱熹在缙云独峰书院开坛

讲学。岩洽陈氏第十世祖邦机、邦衡、

邦錀、邦铨四兄弟当时都是太学生，闻

讯后立即前往拜师求学。朱熹见他们

“天资英敏，趣性高洁”，就收他们为徒。

过了几年，陈氏四兄弟成了声震

婺、处二州的学士。邦机、邦衡追随朱

熹成为一代儒学名家；邦錀受处州府举

荐官拜武冀大夫、东南第四正将；邦铨

历任国子监丞、平湖学正等职，为岩洽

村留下了陈门四子的佳话。

群山环绕，古树众多

根据岩洽地形，村史中对岩洽地形

有如此描述：“龟蛇守口，狮象镇关，两个

鲤鱼跃龙门。蛟龙沐浴，岩洞仙迹，赵发

仙师坐柏岩。”

岩洽村群山环绕，有山后坑、溪滩

山、大凹口、郭公岩等山峰；古树众多，有

樟树、枫树、苦槠树、松树等树种。在村

里的碾米机旁生长着两棵巨大的樟树，

枝杈交错生长，树根亲亲密密地纠缠在

一起，仿佛生来就是一体。这是该村最

出名的一对“夫妻树”，树龄有515年。

曾在村里担任村干部的陈兴奎介绍：

“这对夫妻树可恩爱着呢！社会上有这么

多公婆闹离婚，但它们永远不会分离。”他

说，村里流传着一个关于夫妻树的说法：

要闹离婚的夫妻到这两棵树下坐坐，会想

起恩爱的往事，就不会离婚了。

古时候，农村流传着认“樟树娘”为

娘的习俗。在岩洽村，拜“樟树”为娘的

村民也不少。这棵 515 年树龄的“樟树

娘”伫立在陈氏宗祠旁，树冠丰满，遮天

蔽日。每逢过年过节，村民就会向“樟树

娘”祭拜，祈求一家人来年顺利安康。到

了近代，岩洽村废除了焚香祭祀的礼仪，

但是对“樟树娘”的敬爱依然留在每个村

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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