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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大里村位于浙江省宁海县西北部，有村民７００多户，２０００多人口。在秦汉

时，就有鄞县大里黄公之说。千百年来，这块土地自是地灵人杰，英才荟萃。大

里村曾经是乡一级政府所在地，在宁海历史上有过重要地位。遗憾的是，我们

一直没有把祖先们的辉煌业绩形诸笔墨，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为了追溯

村庄历史，记录村庄变迁，传承村庄文化，在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

领导和支持下，由王任伟等一批老同志发起编撰《大里村志》活动。编写人员四

方奔走，寻访族人，在尘封的历史记忆中、在老辈人的传说中探寻有关大里村

星星点点的资料和故事，辛劳四年，终于完成了这本《大里村志》。

《大里村志》从村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说起，举凡与村庄有关的事项，

如自然地理、村政村务、农林牧业、工商交通、文化教育、宗教民俗、人物传记、古

迹传说、家族谱系等，全都梳理有序，准确详细地记录。一册在手，大里村的历

史和现状历历在目。

《大里村志》体现着一种浓厚的乡土情怀，读来备感亲切。村志是全村人一

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走出家乡远离故土的人们认识家乡、了解家乡的一份特

殊礼物，也是后辈缅怀先人、寻根觅祖的可靠依据。而今，这古老的村庄正处于

一个新的历史变革时期，有许多事物正在势不可挡地诞生与降临着，也有许多

事物正在无可逆转地衰落与消逝着。再过几十年，村庄将会走向何方，实在难

以料定。然而不管未来如何，有一部村志在，村庄的根就已经留住。从这一点

上说，《大里村志》的问世更有一种特别深远的意义。若干年后研究２０世纪农

村的变迁，村志当是最宝贵、最准确、最有价值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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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载历史，传承文明。古人云：盛世修志，旺地修志。社会变革，纷繁复杂，

若不及时修志，时过境迁，后人记录会很不准确。进入２１世纪，随着经济发展

和印刷技术的进步，宁海县编写村志及家谱者日益增多，《大里村志》的问世，为

宁海县的史志文库又增添了一份宝贵的内容。

我们代表大里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向所有参与、关心、支持这次修志的各级

领导、专家和学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共大里村党支部书记　王才国

大里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王琪邴

２０１２年６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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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前段时间，回了一趟位于宁海北乡深甽镇大里村老家，村里人告诉我村里

正在撰写村志，我说很好，想不到他们就要我为该村志题写序言，我推辞再三，

他们一定要我写，无奈我只好应允。

当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置于案头的时候，我相信无论是走出家乡远离故

土的游子，还是天天坚守在这片古老热土上的父老乡亲，都会为之心潮澎湃。

因为悉心研读，见微知著，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感受人情世事沧桑，感知吾村变

迁历史，感悟现实生活启示，而且可以从一个村的发展轨迹中看到一个国家向

前跨越的矫健步伐，听到一个时代进步的厚重足音。本村志既是留给每位子

孙后代的珍贵史料，也是献给每位想认识大里村、了解大里村的同仁们的一份

特殊礼物。

人生有家，家居有所。大里人乃古贤书圣王羲之后裔一脉，迁居于大里，五

百多年来繁衍生息，遂形成现在吾王氏村落。

大里村山水绚丽，文化绵长，景致独特，百姓勤劳，民风淳朴。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吾族先辈在这方热土上辛勤耕耘，成家立业，为建设

美好家园奉献智慧和力量。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大里人筚路蓝缕，不竭追寻，探索过很多农业农村新路。

修水利、造新田、兴茶业、办工厂，充分显示出大里人锐意进取的勇气和精神。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大里人继承祖辈聪明能干、勤劳肯干、踏实会干、埋头

苦干、善于巧干、诚信实干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之际，借改革开放的和煦春

风，走上发家致富建设新农村的康庄大道。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大里人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积淀下厚实的

历史和多彩的文化。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文风鼎盛，这是人们对大里村的概
·３·



括。一批治学名师，行政栋梁，兴业良才，志笃意诚服务于社会，这是生于斯长

于斯的每一个大里村民的荣耀。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史志是一个区域历史的真实写照和理性总结，《大里

村志》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大里村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历史变迁，并突

出解放以来的机构变革、经济建设、自然风貌、风俗习惯、文化教育、人才辈出的

深刻变化。体现“薄古厚今，古为今用”，力求“公正、事实、全面”。村志引经据

典，印证过去，广采博录，拾零整合，漫笔纵横。本村志内容丰富，体例编排科

学，类目设置合理，资料翔实可靠，行文规范流畅，做到略古详今，图文并茂，雅俗

共赏，体现了较高的编撰水准。它凝聚着以王任伟等为代表的一批编撰者的无

数心血。无论是查阅资料，史海钩沉，还是爬山涉水、调查走访，抑或伏案书写、

胪列明析，他们呕心沥血，淡泊名利，其心可鉴，其情可嘉，其精神与志书共存。

观史思治，修志谋远，本村志融思想性、资料性、知识性于一体，还原大里村

的历史风貌，揭示了生命延续、荣枯变迁的历史规律，为今人乃至后人了解、研

究大里村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借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村志的问世，

相信一定能够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等多重作用，培根基，清本源，克振家声，

德传万古，我相信其意义深远而无穷矣。

大里是我的家乡，也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仰望先贤，我心生无限豪气。

今天，沐浴着祖宗的恩泽，我默默地行走在天地之间，默默地在工作岗位上奉

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无论走到哪里，我永远都是你的赤子，无论走到哪里，

大里永远是我的根和源。我愿常常听到家乡人熟悉的声音，看到家乡人亲切

的脸庞，我愿为家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能以赤子之爱，回报生我养我的家乡。

我祝愿大里村代代相续，历久不衰。祝愿我的家乡和家乡人更加精诚团

结，更加奋发进取，更加富庶繁荣。

《大里村志》编成之际，编委会嘱我写序，深感荣幸，爱书数语，是为序言，以

待来者。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团长　王成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

·４·



序 三

初夏，欣闻在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村民的支

持和一些有识之士的鼎力相助下，《大里村志》终于编撰成书，即将付梓，这是全

村村民期盼已久的大好之事，必将对大里村今后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作为

大里儿女的一分子，此时此刻，感慨万千，在此叙说几句，以作志序。

盛世修志传文明。国有国史，以史为鉴知兴替；村有村志，以志为鉴知祖宗

创业之艰辛。村志作为全面记述经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传承

乡村文明的纽带，也是展示当代社会风范的一个重要载体。

村志是记述一个村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

性文献，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主要记载地理环境、气象变化、溪流走向、山

塘水库、人文历史、社会贤达、民情习俗、善人好事等，古时有“一方之全史”之

称。因此，千百年来，村志编修代代延续，连绵不衰，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意义

深远，是一部难得的乡土教材。

大里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依山傍水、宜居宜耕的好地方。两千多年前，各

姓氏族于此定居，繁衍生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村落。《史记》中提到，秦汉时

期，“鄞大里黄公”，这是最早记录大里村黄公事迹的史料。

王氏孟衤青公自西店铁场迁徙至大里，始才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为了改

造环境，祖先定心长住于此，迎父尸葬于西洋山观音尖之颠，美其名曰“风吹罗

带”。

愚公曰：“余有三子，子能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改造斯中山水，何患其

不成？”自孟衤青公后，王氏子孙谨记此训：改造沿溪堤坝，填溪以造田，扩大耕地

面积。今夕之大里村，前傍蛙水，后倚龙山，为商家贸易集散之地。
·５·



说到此，不禁使我想起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继《史记》后，几乎所有的史料、

书籍很少提及大里村，致使大里村历史留下一片空白。村史、家谱均零散，记录

不详，史料稀少，给编撰村志带来了空前的困难。

２００８年，王任伟同志策划和发起编撰《大里村志》，这是大里村的一件头等

大事。历时４年，在有关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王任伟同志竭尽全力挖掘资

料、查阅史料、访问老人，反复核实考证，终写成此志，功不可没。同时，在村志

的编撰过程中，还有其他很多人也给予了莫大的帮助。在此，我对所有为《大里

村志》辛勤付出的人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寅饯桥、老祠堂、蛙蟆石、银杏古树……这是家乡的风景、家乡的文化；水

利、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这是家乡的变化、家乡的历史。”这部村志以记事

记实为主线，略古详今，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全面反映了大里村两千余年的

历史变迁，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了历朝历代大里村民勤劳勇敢、民风淳朴、热爱

家乡、团结奋发的精神。村志体例完备，资料翔实，文笔流畅朴实，具有很大的

存史、资政、励后价值。

村志即将付梓，衷心希望《大里村志》充分发挥地方志在经济社会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为我大里之兴旺奠定坚实基础。衷心祝愿大里村的精神永续传

承，祝愿大里村的明天更加美好！

是为序。

原宁海县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王秋芬

２０１２年６月

·６·



重修大里王氏宗谱序

圣有经，贤有传，国有史，家有谱。谱者，载世系，记人事，追源流，别尊卑，

赞贤孝，明经纬，生命之延伸者也。吾以为，将相贤哲者终属少数，大千世界，芸

芸众生，晨昏操作者居多。日复日，年复年，流光易逝，老死牖下，似无瞩目业

迹。细思之，实为人类文明之奠基者、创造者也，可死后与草木同朽而无名。唯

有族谱乃为劳力者志书，详实记载。贵贱无欺，虽凡夫俗子，亦名存千古，斯其

得民心之真谛者也。

稽吾王氏宗族，源远流长，乃周灵王太子晋之后，逸少公苗裔。只为世系未

载，派系不明，难以取信。为此族委尔尚与吾，过剡溪，访嵊州，至金廷，谒先祖

羲之公墓。为核实计，又走访嵊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终无定论。于是又拜访

东林九祠，其古迹尚在，谱牒已毁，无从考稽。为追源溯流，遂上天台黄雾，得王

氏族昆昌尧之助，才得其真材实料。

盖吾等远祖黄帝也，轩辕氏生二十四，赐姓十二，吾宗得姬姓。历唐、虞、

夏、商、周，至灵王，凡四十一世，灵王失道，太子晋直谏，被废为庶人。其子宗敬

为司徒，请命姓王，封山西太原，此谓王出姬姓者也。传至十九世，祖讳元者，避

秦时乱，徙山东琅琊（今临沂市）传三十四世，晋王右军，始创业于会稽。其伯父

导公字茂宏，晋时三朝元老，官居丞相、大司空、太傅等职。传至五十世，宏公，

官青州刺使，其子奕，字谋道，宰浙江钱塘，定居阎桥泗水巷。越六世，祖宜试

公，徙居天台黄雾，又四世端礼公坐寇莱公党，谪监临海大田。端常、端仁两兄

与于难，端义仍居黄雾。端常公之子子华公字庭美，授册墟路钤官，遂卜宅于西

店王家是也。端仁公之子子耀公，徙居黄岩宁溪。子华公居王家传十世有孟
·７·



衤青者，徙居大里，为吾族一世祖，相传迄今十九世矣。

考王氏世系，历历在目。源远流长，枝繁叶茂，距上届修谱迄今六十年矣。

甲子一周，年事已半，苍海桑田，人事全非。续修新谱，已成众望，今有锡相、奕

庚为首，合族诸君，深思熟虑，广集资金，组织采访，发起修谱，诚吾族之贤者也。

吾族之后裔居众本地居多，外徙者亦不少，有信址者则信访，无信址者委任明

走访，走南闯北，虽暑而不避其热，走东过西，遇雨而不殚其湿，联外徙者于谱

牒。后虽年远，亦不致失落。使其后有源可考，论其规格，仍继旧谱之传统，加

载溯源之世系。记羲之公略传，体男女平等之精神，蕴国策于字里行间，族中大

事当一一记之。以备后世考证。

夫荣宗耀祖，非封建之陈词，实乃激励后辈奋发图强之铭言，凡吾王氏苗

裔于政绩、于科研、于工农、于贸易，赫赫然有成果者，皆吾王氏之誉，希共勉之。

为之序。

大里王氏十五世孙王任藏拜撰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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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１）《大里村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全村

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２）本志贯穿古今，略古详今，上起公元前２２２年（秦始皇二十五年），下限

２０１０年，部分事例延至志书出版时期。

（３）本志根据挖掘、取材难易，可详则详，难详则略，篇章安排按具体资料而定。

（４）纪年：古代及民国时期沿用旧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月系农历。１９４９年１０

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本志称“共和国”。１９４９年７月５日宁海县解放

之日起，称“解放后”。

（５）人物：限本村籍人士，以宗谱为依据，按迁徙情况酌情而定，以出生年份为

序。以“生不立传”为原则，生者只记业绩。

（６）度量衡：个别用旧制外，一般按现行法定计量。

（７）记事和统计数字按２００５年原大里自然村为主，农业按１９８２年１０月承包

到户、林业按１９８３年承包到户的统计数据为准；人口按２０１０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

查大里自然村数据为准。

（８）本志谱系按现行法律，人人平等，做到各姓氏一视同仁，既增本族之亲情，

亦有利于各姓之团结，互助互勉，共同繁荣。宗支世传，必须体现男女平等，女可继

承，婿可作子，改变过去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９）本志资料来源各姓宗谱、馆藏之档案、史志、专著、古碑、报刊、调查采访，当

事人、知情人口述，书信、电告，虽经复核鉴别，亦实难臻完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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