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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自汉末建县，已历一千八百多年。其间人文荟萃，名家辈出，

蜚声海内。1991年，成为浙江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名城，顾名思义，应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东阳

当之无愧。

历史和文化既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所谓抽象，是其意蕴丰富

而朦胧；所谓具象，是其丰富的意蕴表现于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街

一巷、一房一舍，具体而可感。但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人的参与和活

动，舍此，历史就会凝固，文化无从产生。

随着时间之河的流淌，历史被不断续写，文化在不断演变。在续

写和演变中，必有毁失和遗忘。有鉴于此，遂不揣鄙陋，以拙劣之笔，

将认为值得记述的东西加以整理，留诸文字，积久便有了百余篇。为

免散佚，将其中之部分裒为一集。

本书第一部分是“东阳人物”。以《东阳人素描》开篇，接着简述

东阳五府、鼎甲、进士，然后介绍其他名人。东阳名人众多，仅选本人

曾编写的十六位。由于写作时间和要求不一，因此，详略和写法并不

一致。

第二部分“老城街巷”。这部分的写作缘起，是2009年参编《红椿

巷区域旧城改造实录》，需对刚消失的街巷作整理，列述其命名、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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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建筑、名人等等。此区域约占老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是历史文

化底蕴最为深厚的街区，也是老城的精华。这部分完成后，其余内容

就相对简单了。

第三部分“老城摭零”，记述东阳老城的山水、世族、教育、牌坊及

主要街巷及建筑。以上三部分文稿均作于近几年。

第四部分“禹山风情”，采掇八面山及其周边的人文。八面山下是故

乡，人对生养之地往往怀有深情，其中的九篇文字或许能说明这一点。

第五部分“谱牒札记”，对占东阳人口 93%的三十大姓的迁徙流变

予以梳理，对几座宗祠予以介绍。

第六部分“赋铭颂记”，虽有附庸风雅之嫌，但也是对乡土的深情

讴歌。

本书所作的钩沉索隐、整理研究，大多为首创。由于写作时间不一，

在不同部分、不同角度涉及同一人、事、地、物时，为了叙述的系统和完

整，不免有所重复，敬祈谅解。囿于见闻及水平，纰缪疏漏必多，尚望不

吝赐教。本书承蒙书法家刘麒子先生题签、前浙江省文化厅厅长钱法成

先生题词、摄影家陈林旭先生提供封面等照片，在此一并致谢。

癸巳夏至于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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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阳 人 素 描

一本区域文化性格之书《湖南人是天下的胆》对湖湘人作了解读，那

么，对东阳人应当作何解读呢？明代隆庆万历年间修纂的《东阳县志》曾

说：“ （东阳）民朴而勤，勇决而尚气。俗居岩谷，不轻去其乡。以耕种为

生，不习工商。富人雅好义举。大姓重门第，崇祀谱，喜延儒硕。士人能

谈性命，登仕者多尚风节。”又说：“其民诈，好告讦以相诬；其民暴，好斗

狠以逞；其无赖者多习兵，故多盗贼。民间生女多不举，故多鳏旷。”但百

里不同风，百年有异尚，如果以隆庆志的解读观照东阳人，未免胶柱鼓瑟。

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就对上述说法进行了驳诘。即以当今东阳有多家

大型企业集团名列民营企业五百强、多名东阳籍浙商名噪华夏而言，也可

证其“不习工商”之语属于陈年老皇历。

老天没有厚待东阳人。东阳地处浙江中部，山多地少，相对闭塞。且

山无良材，地无富矿，土壤贫瘠，水旱灾害频繁。诸暨山上的石头可以烧成

石灰，东阳就不行。即使有矿可采，矿脉却在邻县。有人戏言，东阳山上的

马尾松没有永康的长得直溜。东阳的人口，南宋后期已超过18万，鸦片战

争前夕增至48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有限的土地资源与急剧增加的人

口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欲谋生存，无非是“留”或“走”。留者精耕

细作，以求糊口；走者或拜师学艺，或读书求仕，向外寻求发展空间。

留守故土者改良农作物品种，提高复种指数，套种不同作物，从耕到

收的各道程序都力求精细，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效益。东阳人精心侍

弄庄稼的代表性环节是施肥。在化学肥料尚未登场或未被普遍使用的年

代，东阳人有“三宝”—采缸胺、塞毛根及煝火坢。缸胺是粪缸、粪池、

粪桶内壁及底部年深日久形成的结晶物，肥效迅速。塞毛根是将禽兽毛、

草木灰与人粪尿拌和，摘成汤团大小塞入秧根，肥效持久。煝火坢烧焦泥

灰，补充土壤中普遍缺乏的钾元素，调节土壤的酸碱度。这“三宝”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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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费力，但对提高单产颇为有效。

东阳人崇尚的还是向外寻求发展空间。如果一辈子猫在那点田地上

刨食，往往被认为没本事，被讥为“ 货”、“田乌龟”。东阳有句俗语“离

乡则贵”，而且，你离家乡越远，说明你越有本事。春节过后，人们之间最

多的问候语是“你昧日（哪天）出门？”“今年出门到昧扣（哪里去）？”平

常而无意识的问候背后蕴含着提醒和催促。外地人多称东阳人为“东阳

昧”，东阳方言“昧”等同于普通话“哪”，是常用的问询之词。集体下意

识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促使每一位成年男性向外发展，倾全力开拓进

取。昔时将刚成年的男性有出息称为“出山”，出山者，走出东阳之重山

也。因此，植根外地的东阳人，遍及四海五洲，数倍于在东阳原籍的人。

原籍的东阳人，也有一二十万人长年在外打拼。东阳男人在外打拼，养老

抚幼、耕种纺织的重任则落在留守女子肩上。东阳女子以其贤淑、坚韧和

勤朴成为最优秀的女性群体之一。

在外打拼的最大群体是手艺工匠。东阳民谚“千钱万贯，手艺防

身”，强调一技之长的重要。过去东阳女子择偶，一看男方有没有“笠帽

斗”（喻房屋），二看男的有无手艺。手艺人在成年男性中比例极高，以致

形成许多石匠村、泥水村、木匠村、雕花村、棕匠村等等。东阳拥有建筑之

乡、木雕之都的称号实非偶然。

读书无疑排在三大出路的首位，被认为可以改变个人乃至家族的地

位和命运，读书有成被看作是人生的最大成就。旧时书院林立，私塾遍

地，宗族公常设养贤的田地山林对读书人倾力资助，凡读书取得功名者，

均能得到精神和物质的鼓励，从而形成强大而持久的推动力。东阳教育

因此长盛不衰，享誉四方。元代县志云：“ （东阳）名贤辈出，孝友隐逸之

儒、治民将帅之才、文章之彦，汇见于史。巍科执政，踵相接也。”东阳古代

有三百余文武进士，当代有十名院士、千名博士、万名教授，都是崇尚读书

之果。

然而，不论何种出路，都离不开勤奋刻苦。留守故土者须勤奋刻苦方

能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中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远赴他乡者须勤奋刻苦方

能立足扎根，埋头学业者须勤奋刻苦方能考场得意。勤奋之外，尚需节

俭。霉干菜、土布衫精神，其核心在于勤俭。东阳人不以貌取人，也不以

衣着取人，看的是他挣下了多少家业。如果某人衣着素旧，但经营家产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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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效，就会受人尊重，称其“会撑家”。反之，如果衣着光鲜，而在创业

上毫无建树，甚或躺在祖宗的遗产上坐吃山空，就会被讥为“败子”、“叫

花子”而遭人鄙视。

东阳人宗族观念颇强，好聚族而居，万人以上的28个姓氏占市内人口

的九成，形成里外托、卢宅、李宅、斯村、西宅、楼西宅、巍山、白坦、吴良、古

渊头、蔡宅、厦程里、林头、郭宅、湖溪、后山店、泉府、安恬、防军、东南湖、

安儒、横城、王坎头、黄田畈、陆宅、许宅等以一姓为主体的千户以上的大

村落。东阳人爱面子，节衣缩食而祠堂居室必竭尽财力使其高大华美，自

奉俭约而待客必菜肴丰盛礼数周到。东阳人好夸饰张扬，炫奇斗艳，“东

阳哄”之称其来有自，俗谚有“镬灶前后无实信”、“东阳哄，三日不哄断

侬种”。而大龙身、大蜡烛、大纸马、大方旗等大得令人瞠目。但东阳人

骨子里还是相当务实的，地瘠民贫使东阳人形成较强的功利观念。急功

近利固然能促人奋斗，但若仅限于此，则缺乏远大的目光和持久的动力，

难有恢宏的器识和雍容的气度，这也是东阳的人才群体虽然庞大但缺乏

影响历史的顶级人物的原因。东阳人勤奋刻苦、坚毅刚烈、务实尚绩、精

打细算、精益求精，在建筑、雕饰、火腿、席草、箱包、缝配、影视、制药、金

银丝、药材种植、磁性材料等众多行业独树一帜，在经济、文化、教育等诸

多领域表现不俗，但性情狷急，习惯自顾自，喜欢吃“独食”，容易窝里斗。

郑绮《东阳土俗论》曾云：“居市井者多夸诈，处田里者或粗鄙。尚气健

讼，趋利苟得。智欺愚而富虐贫，强凌弱而众暴寡。女生不育，惧乏赀装；

男壮出分，竞争家产。婚失其礼，故轻诺致讼；丧失其礼，故厚宾忘戚。”

古人的评价或许片面，但某些陋习依然渗透在有些东阳人的血液里。就

以造房子为例吧，你造四层，我必得造五层；即使同样的层数，我也得地坪

比你高，进深比你长，装饰比你强。这种无谓的“尚气”—攀比和较劲

在兄弟、妯娌和邻里之间尤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环境是影响性格和习俗的重要因素，在与

邻县人作比较时，东阳有许多民谚。旧金华府辖下，东阳只与义乌、永康

毗邻，因此老拿这两县对比说事。如“东阳只有直侬（正直之人），没有直

松；永康只有直松，没有直侬；义乌只有穷侬，没有 侬”，“东阳人灵气，

义乌人忠气，永康人小气”，“东阳昧，义乌佬，永康鬼，金华牛”，“东阳笔

头，永康炉头，义乌拳头，兰溪噱头，金华派头”。民间谚语往往褒己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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