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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月无边是枫林
枫林古村坐落在离永康城东南十

五公里处的前仓镇公堂山西麓，开阔的
缓坡地带赋予村居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几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源自山里，自
东向西穿过村庄，汩汩注入村西的一方
大池塘——大迪塘。

关于大迪塘的形成，有一个故事很
有趣。相传有三位神仙下凡要造福于
民，想选择福地，造塘积水，为百姓滋润
禾苗，方便日常洗涤。经过考察，决定
分别在金华、义乌、永康三地造塘（金华
湖海塘、义乌蜀墅塘、永康枫林大迪
塘）。三位神仙选好日子，定了一个吉
祥时辰，并以鸣炮为号，商定造塘以先
完成为胜。负责义乌造塘的神仙，出了
一个馊主意，提前一天鸣了响炮，惊醒
了还在睡觉的永康造塘神仙，由于准备
未充分，神仙随即一翻身，一蹬脚，结果
就成了现在的大迪塘。塘有大脚、小脚
之分，塘腰上有一口井，形似肾，顶部有
凉亭似的神仙之头。从此，大迪塘就是
神仙惊醒之后匆忙而造的模样了。

在大迪塘的东北角有口“木勺井”，因井的形
状如木勺而得名，据说是大迪塘神仙的脚印。井
水甘甜清冽，且常年不干，即便是遇上大旱的年
份，井水依旧充裕。解放后，有村民曾把井填埋
了。时隔不久，村里就发生了火灾。众人道是填
井之故，村民又把井恢复原状。因此，村里未曾发
生过火灾。“木勺井”似乎很有灵性。

大迪塘有多大，枫林村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
事。有一天，大迪塘边的一户村民杀猪，路过的客
人看到大迪塘碧波荡漾，流连忘返，问这大迪塘有
多大。杀猪的人家说：“你从我们家开始烧汤到杀
猪，再到烧成猪三腑的这段时间内，绕大迪塘一
圈，若能够在这段时间内回到原地的话，我就分你
一碗猪三腑。”结果，客人绕着大迪塘走了一圈，回
到杀猪人家，杀猪老师早已打道回府，猪肉已送到
肉铺，猪三腑也已凉了。

据说，枫林村因村里有一片枫树林而得此
名。但这片枫树林何时消失、为何消失，已经不得
而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
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那种意境，大概
也只有枫林村的先祖们能够享受的了。

农耕时代，江南一带的村落大抵依山而建，傍
水而居。最早在枫林定居的，是李姓人仪十四讳
法，他于元贞乙未(1295 年)由善塘迁此。据说曾
经住在前仓善塘的这个李姓祖宗，他放养的牛跑
过了“善塘岭蔡”进入枫林地界，一片嫩黄的青草
吸引了牛群，经过几次放养之后，牛群就干脆不听
主人使唤，赖着不肯走了，李姓祖宗见此处风景秀
丽，枫林茂盛，也就在此搭了几间草房住了下来，
在此繁衍后代，就取此地名为枫林。

明正德年间，周伟公看到枫林地方好，便也从
后处（周姓由璋川移到后处）移到枫林村。从此，
枫林村就有了李周二姓。周伟(1458~1510 年)，字
仕奇，周家当时为永康最殷富之家，仕奇承父业，
乐善好施，琴棋书画，诗酒论文，富而好礼，性素仁
慈。最可嘉者，自永邑达台州之孔道，长达十里处
无凉亭茅舍，周伟公出资在仁和岭中造寺院一座，

名为“仁和庵”，为往来行人提供中途饮食或歇宿
之便，方圆人士均称之为“周善人”。

枫林风光秀丽，山水宜居。任姓始祖任洗公
仕宋，封为光禄大夫（官名）开国侯康州团练使赠
德军节度。至宋淳熙年间，乡荐科任仲达公授职
于闽(今福建省)延平府判，卸任后回归永康华溪
东城。相传至任元公（字乾初）举家迁入四十四都
大路任，效仿湖州始祖，把此处命名为窖川，至清
康熙年间应显公（字汝圣），从窖川移居四十一枫
林。从此，李、周、任三姓氏在枫林繁衍生息。

在枫林村民的口中，这里流传的不仅仅曾经
拥有一片枫树林，还有一个名存实亡的大同寺。

相传宋景定年（1260~1264 年）间，肇始祖师
是中原南下的武僧（法号、生卒无考），路过此地，
见大迪塘东岸公塘山形似结跏趺坐瑞相，座前左
钟（殿山），右鼓（孤山）似胁侍伫立，便击杖发愿在
此住锡。建寺后，习武骑射，独树一帜，趋之者
众。元代大德初年（1297 年），大同寺僧人逐渐增
多，有数百来人，香火甚是旺盛，引起了官府注
意。达鲁花赤（元代永康镇守者）来到寺庙，警示
减僧、弃武，但寺僧依然如故。达鲁花赤便以“整
肃释籍贯，止绝眩惑流俗”为名，派军将大同寺围
困，瓦解了寺僧，废除了寺庙。

大同寺肇创到查废仅数十年间，但寺规模宏
大，从遗址到山门小石桥、大雄殿前左侧珈蓝殿大
马坊台基、西侧的寺井、演武场等就占地数万平方
米以上，至今仍然可见残缺的部分遗址。

枫林村建有李、周、任三姓祠堂。最早建的是
李富十公祠，始建于约 1500 年，当时称“逸庵公特
祠”。清朝 1861 年，倭寇所毁，光绪 1875 年重新修
建。1942 年至 1947 年，从文山脚小祠堂迁到公堂
山西麓山脚重新建造。解放后，1951 年，因村里办
小 学 需 要 ，改 建 为 枫 林 小 学 ，直 至 2000 年 止 。
2012 年，李姓村民筹款 300 余万元，重建李富十公
祠，李姓后人的根便又有了去处。任成高公祠始
建于公元 1853 年，周伟公祠始建于 1927 年。

在枫林村周氏后人中，有一位从少将到和尚，
历经跌宕人生的周章宏（字若谿，雷行 47），非常值

得一提。抗日战争期间，周章宏在国
民党国防部和军需处任职，授少将军
衔。虽身居高位，但为人谦逊。他在
重庆邂逅一位永康年轻人，说是来重
庆找工作，周章宏帮忙引荐，安排其做
勤杂工。谁知过了不久，这位永康老
乡竟在国防部内张贴中共地下党标
语。

国防部是军事首脑机关，出现这
种事情非同小可，引起保卫部门高度
重视并介入调查。上级部门怀疑是周
章宏介绍的这个老乡所为。周章宏忙
把老乡叫来询问此事，他矢口否认，但
是没过几天，永康老乡就离开了。这
事自然和周章宏脱不了干系。周章宏
本来对官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奉承
拍马那一套看不惯，于是趁此提出辞
职，在重庆慈恩寺削发为僧，起法名释
戒智。周章宏的墓碑上所刻的“乾坤
容我静，名利任人忙”也许就是他一生
的写照。

枫林村除了三座古祠，村口还有几株元末明
初的大香樟，树干遒劲有力，需几个人才得以环
抱，偌大的树干、虬枝上爬满了青苔，让人顿觉枫
林古村有一种历史厚重感。枫林村内的房前屋
后，有从山上流下的泉水经过。也有贯穿南北、纵
横交错的鹅卵石铺就的村道。早年李姓家族为便
于村民出行，从殿山脚经李氏古居“下车门”，至文
山小祠堂，取名为钟鼓路，至今遗存完好，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

祠堂是宗族文化血脉延续的精神领地。在枫
林村，三姓族人各自修建祠堂，祭拜自己的先祖，
让后人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三姓族人
彼此和睦相处，繁衍生息，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
有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认同，那就是——善行、包
容、利他。一个村落的形成、兴旺和发展，不仅仅
需要良好的地理环境，更需要有共同的价值文化，
那就是我们的根。所谓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
者其光晔。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枫林村积极响应兴修水
利的号召，在村南修建了莲塘水库，既解决了农田
的基本灌溉，又与村边的大迪塘相互辉映，为村居
平添了更多灵气。

近年来，为打造美丽乡村，村里进行三清四
改，修造大迪塘护栏、村口长廊、埋设自来水管道、
修缮祠堂、创建文化礼堂，为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
和提升乡村文化设施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如
今，将近 600 来户的枫林村，人口已经有 1500 多
人。村民经商的经商、办厂的办厂、务农的务农，
他们各自相安、丰衣足食，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
但都是知足常乐，怡然自得。

在崇尚回归自然、怀古念旧的今天，枫林村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丰厚的乡村资源优
势。据村党支部书记任武介绍，如今在村庄通往
莲 塘 水 库 的 路 边、村 庄 旁 ，都 已 经 种 下 大 片 枫
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欣赏到杜牧《山
行》那霜叶红枫的迷人盛景，抑或在大迪塘畔的
某一阁楼，偷得半日的清闲，品茗、抚琴、观山、听
雨、看枫林。

□应春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