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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2 3 位 鄞 州 本 土 作 家 写 的 关 于 高 桥 的 散 文

集，他们的笔触伸向江南大地上最小的行政单位——

村，寻找散落在村里的文化碎片，表达出对地域文化

的热忱和价值判断。如今付梓成书，是高桥文化工作

中的一件喜事！

　　一年前的春天，一群鄞州作家走进高桥镇，勘探

史料文献的零珠碎玉，揽阅先贤名流的沧浪往事，聆

听现代城镇的华彩乐章，用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

耳所闻的“三亲”精神，写就了26篇文章。从俊林秀

木、小桥流水到亭台楼阁、街巷阡陌，作家们把对高

桥的情思提升到对历史的精细考量及对当代经济文化

的独特深思，高桥这座文化名镇的历史内涵因此得以

被重新歌吟诠释，作品文质兼美，可圈可点。

　　高桥的历史悠久绵长，人文渊薮，高桥的今天大

气包容，繁荣富裕，在见山见水忆乡愁的书写中更显

丰富多彩。在这部散文集中，我们读到了江山代有才

人出的过去，一代名臣余有丁及周应宾、清代状元章

鋆、当代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中国地震预报宗师翁

文波、钛专家翁心梓、医学专家翁心植，这些被高

桥和鄞州铭记的人物，术业各有专攻，声名传播宇

内，不仅是高桥镇的骄傲，也是鄞州的文化名片。我

们也读到了历史风物、民间传说散发的人文气息。一

序

 ■  沈剑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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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水土的文化来自于时间与空间的共同积累和作用。在

高桥这块土地上，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成为两种

共通共融的灵魂底色，战败金兵的高桥之战使高桥有了

金戈铁马入梦来的骄傲记忆，飘然千年的梁祝传说又使

其倍增柔媚之风，刚柔相济的城市品格和一脉相承的精

神气质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融入5万高桥人的精神血脉之

中，启迪智慧，鼓舞干劲，既把事业做细做精，又把发

展做大做强。我们还读到了乡村记忆和城镇蓝图昭示的

乡恋情怀和创造激情，觅得高桥镇在时间流动中凝聚的

个体情感和集体记忆！

　　可以说，这是一本集聚地域特色与美学价值的

书，也是一本怀揣历史道义与人文情怀的书。这本书

让我们看到了高桥镇传神的历史写照和活泼的当下图

景，能让我们又一次仰先贤之高风，慕名流之亮节，了

解高桥镇这颗镶嵌在鄞州西乡的明珠的昨天，展望它的

明天。

　　祝愿高桥镇在向历史鞠躬的同时，能站在新的起点

上，以提升质量品质为主线，切实加快都市工业经济

圈、文化电子产业园、梁祝文创产业带、新型都市村庄

群建设，让文化发展事业与经济建设交相辉映，有着更

加深远的眺望未来的目光和更加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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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鄞西高桥镇，给人的第一印象，这是一块正在急剧蜕变的土

地。崭新的小区，宽畅的道路，已建成的高架、轻轨。当然，还有待拆迁

的农舍，田园的风光，记忆中的村落。这里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十分

优越，东接宁波市区，南临栎社国际机场，西濒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北

枕蜿蜒的姚江水，杭甬高速公路和省道甬梁线横贯全境。全镇有20个行政

村，5.03万人，还有1个渔业社和4个居委会，镇域面积53平方公里，是宁

波重要的蔺草、蔬菜基地，享有“中国蔺草之乡”的美誉。

底蕴与发扬
■  天　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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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灵之地必出人杰，高桥也如此。有“一门三院士”之

称的石塘翁家，有“一村六进士”之称的新庄，在古今高

桥的历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让高桥名扬四海的，还

有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作为中国四大

民间传说之一，梁祝在海内外拥有无数的“粉丝”，有许多

专门研究梁祝文化的专家。高桥，作为梁祝故事的发源地，镇

域内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梁山伯庙。宁波地区流传有“若

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之说，表达了对幸福婚

姻的向往和祝福。

高桥，是独特的。

独特于你走进任何一个小村庄，就能收获飘荡在时光

星空里的那一缕馨香。

比如蒲家村的乌纱漕头，那位神秘的看风水的胖和

尚，“红盖板铁顶头”、“一代做官九代穷”，蕴含着很深的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近千年的悠久历史，史上曾出过七十

位名人的新庄村，一个村庄分明就是一本书。高峰村的“村

姑救康王”，让我们想起了“浙东女子尽封王”的典故，对

机智的村姑留下深刻的印象。民乐村的“姜太公与钓鱼

山”，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与古人的距离。望江村流传的明朝

叶正顺的人生故事则充满了悲剧色彩。还有新联村始于南

宋的“高桥会”、建于宋朝的“国宁寺”等等，无不生动奇

趣。2009 年夏天，在宋家漕村马家宗谱里发现的著名大提

琴演奏家马友友祖先的相关记载，震惊海内外。

高桥，又是内敛的。

她的文化底蕴需要有一颗安静的心去慢慢品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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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你目光所及的一棵参天大树已历经了千百年的风

霜；村头角落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寺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宋

代；看似普通的碶闸，隐藏着人性的善与恶。甚至连一床

草席，也跟历史上宁波军民战败金兵的高桥之战有关。

一个小小的乡镇竟然承载了如此厚重的历史文化，这

不由得让我们对高桥另眼相看。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快速

推进，如何继承与发扬沉积于这块土地上的宝贵精神财

富，成为一个严肃的命题，并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走进今日高桥，走进这个新旧嬗变的乡镇，有一股力量

正在蓄积，有一种愿景期待迸发，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经济

的。我们以自己的视角来打量这些村庄，打量历史深处蕴含

的人文气质，于今天有着独特的意义。

祝福高桥，明天更美好！

天　涯　本名沈珈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由撰稿人。已

出版散文诗集《无题的恋歌》《再见钟情》《只为你开花的树》《蓝

的情人》，长篇小说《夜半残梦》《无色冷唇》《再爱》《陌上花》，诗

集《今生有约》，散文随笔集《恣意天涯》，报告文学集《新鄞州

人》《风过堇地》《地质之魂》《苍茫海天路》，短篇小说集《栀子

花开》等。作品入选全国多种选本及高中语文读本。散文诗集《无

题的恋歌》被评为“中国当代散文诗优秀作品集”。报告文学《地

质之魂》获浙江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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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千年古桥（励军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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