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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为指导，记叙史事力求翔实。

二、上限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发源，下限写至一九九九年底，个别事件延伸到定稿之前。

三、收入本志的古今人物，历史人物以卒年为序，今人以生年为序排列。

四、民国以前^含民国一沿用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志内称啷解

放k、

嘲建国cl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岛旧时b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

五、度量衡以适、厘历史和本地习惯灵活运用。

六、资料来自宗谱、磐安县志、乡、村档案，以及村民提供的书面和口头资料，力求真实一
七、村民家族史，以行政村为单位，诸姓并写，不搞串宗联族，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万苍叠翠，玉屏巍巍，群山环抱，

q蜂儿榧k香。斐湖村素有q小桃源k美称，源远流长，根
深叶茂；代有人杰，人文荟萃。自始祖几伍公于元朝从新昌徙此定居以来，生生不息，绵延发展，

迄今已七百佘载；历经二十六代人的繁衍生息、辛勤耕耘、艰苦创业而日益昌盛。先民勤劳、淳朴

而刚毅的风尚、美德，代代相沿，弘扬光大，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春风化雨，政通人和，物阜民安；山村巨

变，日新月异，生机盎然。

兹当盛世龙年，欣逢世纪之交，村三委高瞻远瞩，组织村里志士仁人，合力编篡((斐湖村志)》，这显然是一件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好事、实事，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

义，实为明智之举。

历史长河，浩浩瀚瀚；世事沧桑，往来成古今。

I|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k。
顾先辈贤者，曾屡修谱牒，对斐湖的渊源沿革，历代人文，均有所记略。抚今追昔，使现辈村民得

以了解当年先辈艰辛的创业历程和丰富的文化积淀；德行留芳，激励爱国、爱乡之情。

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k，修志目的也就在于我们了解过去、建设今天、开拓明天。更值得提



出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刚刚迈步过来的半个多世纪，是斐湖村有史以来社会、经济空前发展的辉煌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百业兴旺，蒸基一日上，村民告别饥寒交迫，走向殷实富裕，向着小康

快奔；村容改观，村貌一新，琼楼栉比，大道新宽，旧貌换新颜。

际此春江水暖，山花烂漫，实现历史大转折的时刻，我们编篡((村志))，将这半个多世纪里革故鼎新村事巨变、发展历程以及光辉业绩，载入史册，不仅可以避免斐湖村发展史上的断层，而且

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深远意义，它必将推进斐湖村的两个文明建设。

编篡((村志)》，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建设工程，从内涵到形式，目前尚无规范可循。况上要溯源，横要到边，涉及家家户户，关系每个村民，面广量大。然而，编委一班人，却能齐心协力，本着部存史、资治、教化b原则，发扬唧业精于勤c8、迎难而进的精神，倾注心血，深入探索，认真研究；吸收了古代谱牒的精华，并按照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诸多方
面拓展了新的领域，囊括了从历史到现状、从自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广采博取，传、记、

录、图等并用，熔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炉。既和着新时代的脉博，又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

由丫。
，彳

((斐湖村志))即将面世，村党支部书记偕秉初、秉强等好友一专程前来请我作序，我才疏学浅，推诿之佘，盛情难却，更为他们热心于这一崇高事业的精神所感动，故也乐而从命。书之片



言，权为序。

旬长江后浪推前浪|j，愿斐湖村父老乡亲8，致富思源，富而思进cl；鉴古观今，开拓未来，为

建设美好家园，同心同德，共展宏图，谱写新篇，再续青史。

韦、水甘

二ooO年五月十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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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志告竣之际，主编周老先生几临寒舍，嘱我写篇序言。自知才疏学浅，难当此任，未敢牟然献丑耳。然思及吾之养父周公炳星对我之教养宏恩，况吾幼年也曾多次随其参拜用氏祖先，与周姓有

其深厚渊源，情理难却，只得应命。谨书是言，弁之其端，以襄盛事。是为序。

本乡莲塘后学马深培谨撰

公元二oO一年元月上浣于莲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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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湖村位于磐安东北边陲，身处玉山台地，离县城安文镇约九十余华里。为万苍最大的自然村，列入全县
十五个大自然村之列，因而尚称知名。尚尖公路沿村旁穿越，东隔枪旗岭与天台县境相邻。北连东山行政村，五丈岩水库近在侧旁，接尖山镇。西距乡政府所在地雅庄约五里之遥。辖桥亭、山岗、横路、长蛇头四个自然

村．全村五百二十九户，一千五百零六人。海拔高程约五百米许，属山地性气候，昼夜温差较平原地区稍大。
村庄座落于丘陵、群山之中，依坡向阳。由于始祖迁此落户较早，近旁又无百户以上较大村庄，因而周围

田，地、山场大多成为周姓产业，经长时间开发，能与人口增长基本相适应，总面积为一千零五十余公顷。

自然条件虽较偏辟，但发展空间大，也是不可多得的特点。往昔此处林木茂密，环村层峦叠翠，林木葱

郁。松涛时起时伏，时而村中传出鸡犬啼鸣之声，更是幽静宜人，增添几许诗情画意。

iI峰势南北松东西，松

影向背云高低．I，便是当时的写照。

q山上斐湖湖上山，山村景色独一秀‘I。村落旧时依坡而筑，俯瞰形似燕子窝，数百户房舍簇拥依存，虽将进村，尚不见村舍。村民受I．阳基论‘I的制约，建房不敢越出lI阳基|l一步。解放后，村民安居乐业，新房迭起．向q阳基‘l周围山地扩展。公路修建后，村民沿路建房，前后较空旷以改善居住条件，与东山村已紧相连接。自公路行进。较远村落影子便映入眼帘。放眼远眺，青山连绵，环境优美，村落有较大改观，呈现一片

砍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此外，斐湖生态环境优异，它是可供深居开发的潜在宝藏，对村落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前景拭目可

待。



一2一

始祖光植公为避兵乱，曾徙居至新日目县彩烟，历二十余年，至几伍公眷恋故里，不愿子孙后辈远处他乡。元
代至元四年^二三一八v毅然举家返归。初结庐楼家园^离斐湖十公里v，旋即发现彼处过偏僻，难以世守。

待见斐湖境地不凡，周围无他人居住，开阔空旷，青山沃野，确为发族宝地，决意再迁，遂改此定居。榧又称玉山果，贵为贡品。为取其I，果生三代，四季常青k之吉祥寓意，宅傍环植榧树，因名q榧坞‘j。后因村中有

菱湖，久而谐音称斐湖。

此外，世代繁衍生息，艰难倡业，尽历艰辛，后代逐渐众多。忠厚传家，耕读发族。据谱牒考证，明代中期时，村落已具规模，计七十户上下，二百六十余人。正统年间，建立总厅q种杏堂‰，在玉山地区能数得上

j．巨族tl。先祖有知，亦当含笑地下。

旧时，巨姓大族常修建宗柯寺庙，以尊祖敬宗，佑福村族。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v。建兴隆庵，顾名思义，祈求丁众财旺之意。雍正二年^一七二四v，兴建周氏宗祠，村族规模愈趋完善。乾隆年问，全村约

一百五十余户，六百余人。鼎盛之际，青年书生盂珍公考中邑庠生，斐潮喜有首位秀才，全村为之增光。

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v，祖上认为条件成熬，遂与尖山、誊溪、岭头等村周氏协议分辑宗谱，自行做
谱，名为((种杏堂周氏宗谱v，成为玉山周氏较大支派。此后，士鹏、士泮二公竟然同科入泮，有宰、有华、

有声三兄弟先后考中秀才，可谓喜事接踵而至，书香门第有增无已。至清末计有岁进士一人，秀才十四入之

多，殊不多见。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oo

v，全村一一百来户七百左右人丁，房舍三百余问，村落大，人丁众，断文识字人

多，远近知名。

民国元年一一九二1)，东阳县设议会，邑庠生周春芳以学识才能不凡，当选为县议员、省议员，名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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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五年，桥亭周火伦与近旁活动的工农红军相处，参加革命活动，成为东阳县早期的共产党员之

种杏堂小学创办于一九二八年，为玉山地区八所学校之一，

人，为培养教育后代青少年起积极作用。

至一九四八年，转为乡第二中心小学。百年树至土改时，人民喜庆翻身解放，人口急剧增多。据资料统计，六十年代初，全村计三百十一户，一千一百一十四人。十年问，增长率各为百分之四十点七二、百分之四十一点一八，创历史记录。贯彻执行q计划生育‘I国策以后，增长速度始见放缓，但由于基数过大，成为民族沉重包袱，少生晚育，提高人口素质，为振兴

民族之道。

一九九九年，斐湖自然村四百二十九户，一千二百三十八人。纵观七百六十余年周氏发展史，宗谱少见受难遭变故记载，经历安顺。解放以来，求学上进之风甚盛，有大学生九十二人，中专生七十八人，在外党政军

机构任职三十一人，另有各类其他专业人才，可谓泱泱大族，人才辈出。

^三v

．

套用一名俗语：q一笔难写两个周字‘8。子孙后代照理该不分此长彼短，然而社会现实贫富两极分化通例，斐湖自当难以例外。据考证，清代雍正年问之国杰公，乾隆年间之孟磕公、世耿公等，建厅堂气势非同凡响，自然可称富有。而后有元公据称富甲一方，更非虚语。农村居民在温饱之余，雄心顿起刻苦经营，为儿孙

营造目安乐窝‘I，买田、造屋而终生奋斗不已。

二家富，百家穷‘I，失去田地之辈论为雇工，为人做牛作

马，子孙后代难逃其苦。历代祖辈富户让周边田、地、山场收为已产，不意竟惠及全村后辈。



土改时统计，全村拥有习惯亩水田九百三十四亩，旱地一百五十八亩余，山林二千一百五十二田余，人均各达二噩l一分、二分、二亩二分六。．百分之八十五的少田无地，缺房贫困户受惠翻身，生活顿时基本改观，数

百年来形成的贫富不均现象相应消除。

合作化时期，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是防止以后再次两极分化最好的举措。集体生产，按劳分红，村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生产单一及其他原因，经济效益不佳，工分值长期徘徊不前，而各户收入主要靠劳动分红。据统计～九六一至～九八～年，人均年收入最低仅三十元，最高才九百五十四一兀，年均五十四元四角，大

家生活低水平，贫富之间的差距甚小。

贯彻q改革开放‘I政策以后，

i-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I，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面貌焕然一新。
广开生产门路，粮食增产，经济收入大幅度增长。身怀特长的能人，办厂、经商、当专业户，放开手脚搞活经济，全村经济发生急剧变化。一九八二至一九九九年人均年收入由一百十三兀增至一千四百三十三兀。上述数字表明逐渐较为富裕，人的精神状态也非往昔可比。解放初有i．楼上楼下，电灯电话．1的远景理想描绘，现今家庭电器虽然各户多少不一，但部分富裕户电器齐全，房屋装璜考究，过去的理想描绘怎能与之比拟?旧时最

富有的老祖宗，他的日常饮食也不能与现今的子孙相比，更不能论说其他的了，村民生活不断提高。

斐湖的集体经济较薄弱，然而村领导与全体村民有远见，即以投资七十五余万元拓宽改造尚尖公路斐湖村后山段一例，其豪情足可自傲。再如测建斐湖至葛衣尖简易公路，所提出的f，送路扶贫‘I主张，体谅小村的难

处，尽力减轻其经济负担。睦邻举措，反映搏大胸怀，对此远近无不赞许。

现今，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教育，村民进一步坚定建设新农村的信念，继往开来，团结奋进，争取更好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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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略

元

至元年问先祖光植公避兵乱自玉山迁新昌彩烟。

至元一后v四年一二三二八v光植公子几伍公自新昌彩烟徙居玉山榧坞，为斐湖始祖。

明

正统年问，明十子秋公建种杏堂。

天顺辛巳年^一四六1)，生八子之斐湖发族之祖。子秋公卒，墓葬深塘。

万历乙巳年^一六。五v，周氏重修宗谱，赐进士卢洪春撰序。

清

．

康熙三年^二<，l八四v，县清丈土地，村民周国端为粮长，周桂阳为监量。

康熙十四年^1，1八七五v，周君所御剿有功，授团练干总。

康熙二十二年^二八八三一，大早，粮食无收。村人周国端出粟以赈。督抚给匾式额日：q好义足风‘I。

康熙二十八年^二八八九v，建兴隆庵，灵溪振济撰碑记。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一，建周氏宗祠。同治九年^一八七ov扩建。

雍正四年^一七二六v，周国杰旷怀祖德宗功，于菱塘之西畔建厅堂8，旷怀居‘8。建后于咸丰，同治、光

绪年问屡遭火灾，屡次重建。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v又毁于火灾，遂未再重建。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v孟珍考取邑庠生，为斐湖第一个秀才。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三三v，周孟琏建鸿绪堂。户部主政陈木书赠

i_古道照人tl匾额。

q鸿绪堂k匾额，礼部尚书曹秀先书赠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v，斐湖周氏与尖山、咨溪、岭头诸村派分辑宗谱，纂修种杏堂周氏宗谱。赐进

士叶蓁撰序。

嘉庆六年^一八o

f)，周世简深塘墓葬，掘到周氏第六世祖子秋公墓碑，系明墓，遂立碑建墓。

嘉庆十年^一八。五v至二十年^～八一五v，同胞兄弟周有宰、有华、有声三人考取秀才。

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v，重修种杏堂宗谱。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v，斐湖艺人周荣煦、周岩林等创办q斐湖徽班k在东阳、仙居、天台、新昌等县

．

演出，是为县域婺剧之始。

“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Ov，重修种杏堂宗谱。

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v，冬，金华太平军进军台郡，道经玉山，以数万之众，停留数日。

同治九年^一八七ov，桥亭木桥圯于洪灾，村人劝捐架石为桥。

光绪二年一一八七六v光绪七年^一八八1)

，监生周乾荣、儒童周德昌于防剿天台土匪滋事案内办团出力，赏给六品顶戴。

，重修种杏堂宗谱。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一，周朝斗考取岁进士，登q岁进士|I匾额和竖旗杆光宗耀祖。

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v，五月，洪灾。冲毁堤坝、农田无数，水下岭桥圯于洪，村人捐资重建。

光绪二十年问，耗资白银三十五两，鸠工三百多工，建前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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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v，周际酉最后一个考取邑庠生。

光绪二十六年一一九oov，火灾j全村二百多户三百多问民房悉毁于火。

是年，从夏至秋未下滴雨，严重旱灾，粮食九成无收。

中华民国

民国一兀年一一九二1)，重修种杏堂周氏宗谱。
是年，县设议会，周际酉当选为县议员、省议员。

民国五年^一九二<)，创办种杏小学，校舍在周氏宗祠。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v，村人达左、达京、朝瑾、朝阶、际玉、际怀、用兑、用可、用亮、用根等人组织q永安会‘I集资银元百元，置办消防设备水龙一把，村大常输资置办水龙一把，并备齐水桶等消防配套设

备。

是年秋旱，玉米无收。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民国二十二年一一九三四v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v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v

湖，在村演出五天五夜。

春，团练周用亮等勇擒土匪，缴获白郎电木壳枪一支。

，大旱，虫灾，粮食减产九成。夏，接佛祈雨；冬，迎案送佛。

，工农红军数员驻村境，进行革命活动，桥亭周火伦发展为共产党员。

，越剧表演艺术大师袁雪芬、杜杏花等。主演的上海越剧团转移大西南途经斐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Ov，铁店村的嵊剧戏班来村演戏，

逐。警察惊慌逃窜，呜枪误伤后随同伙。

宣传抗日。玉山区公所派警禁演，村民聚众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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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v五月，日侵略军途经玉山，

是时，村民周丁汝，勇缴一落伍日兵步枪一支。

一路奸淫烧杀抢掳，村民循匿深山，数日不敢出。

是年六、七月，四明山游击司令部驻斐湖，继而嵊绍师管区某部，

七月，水灾，山洪暴发，前坑沿溪水田受淹。

民国三十五年^～九四六v，续修种杏堂周氏宗谱。

民国三十六年^～九四七v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v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九五。年

唱凯部队军需处又先后驻村十至半月。

，周永富从上海带回斐湖第一台缝纫机。，种杏小学批准为万苍乡第二中心小学。

八月，斐湖乡人民政府成立，驻斐湖。

八月初，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某部进驻斐湖，协助剿匪。
斐湖村农民协会成立。民兵、自卫队、妇代会相继成立。

冬，开办冬学，村民参加文化学习一百二十多人，后转为常年民校。

一九五一年

一月，土改工作队进村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反霸分田，至七月土改完成。

二月，周士门、楼福喜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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