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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十七房村是满浦棋重点村之一，入口众多，面积宽广，

约有 4.2平方公里，东|恼东海大洋，南有工业小区陀|护. ]19 

至 329 同道线，货通慈溪、 余姚、杭州、 上海等地，北斗在湖

浦大河，扫|水东海，内河直通 "京杭大运河"。

十七房村计有 1 29 个姓氏和 l谐共居 ， 古有郑姓人始祖

公郑椅侯 ， 于南宋晚年白河南荣阳迁移定居J:fir g书沿 ， 达 700

多年之久，历代先辈耕读双重 、 艰苦创业、 事业有成 、 文化

!lli牒，故有"江南古村、商帮之乡、宁波梢之源"之美誉。

为歌颂十七房村先辈的艰苦创业精神.+七房村编篡了

一部完整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村谅，以传承用代评鉴 。

《十七房村志》为《镇海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游

浦俱备行政村编写村志的典范。

十七房村志的编写 ， 是在村志编篡委员会郑平龙同志领

导下，委托、授权村里一位老人为主编 ， 这位热心老人承接

重任 ， 在髦盏之年，耕笔耘墨 ， 做了大量细致调查、搜集、

考证工作，认真寻找历史iiE痕、查阅文献史料， 在村志中收

纳了 1-七房村的历代名人、事物、选闻轶事，对新中国成立



六 1-余年来的行政村区域变更 ， 历次各项重大运动在农村的

概况、大事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变化等一一进行拙述。 编寨人员用尽心血和汗水，经一

年多时间编篡成册，以客观、科学、求其、求实、公正的态

度 ， 潜心挖掘、创造了这笔宝贵财富 ， 其功德无量。 在此，

我对编察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敬意 。

1-七房村，源远流长， jj&!垃修志 ， 意义非常 。 《十七房

村志》小中见大地折射出一个世代的繁荣 。 !忍这部懈浦锁正

式 11\版的第一部标志 ， 能唤醒更多家乡父老的村史编修意

识，以村志为鉴，秉承先人爱国受教优良传统，弘扬与时俱

进精神，巩固民族团结成果，继往开来，振兴教育，发展经

济，再创辉煌。

是为序

叫浦锁委附i己:盏是问

2012 "F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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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二

我于 -.00六年一月，担任 1-七房村党总支书记，近六

年来在区、饭党委和l政府的领导下，团结村党、政班子成员，

紧紧依靠有二千四伯余位村民，使村级经济有了跃进的发

展，社会币业稳步推进，村民生活相应得到改善和提高。 在

这六年多米的工作 "1' ，既有经验，也有教训11 ， 尽管还有这样

那样的不足，但我己深深爱 |二了这个村， 爱上了同为十七房

村艰苦奋斗的村民，爱 t了这个社会展基层细胞的工作舞

L>. 
1=1 。

十七房村是有鲜明古代特色的风貌，臼郑姓人始祖郑靖

侯定居起， 主二 O 一一年止，已有七百四十余年历史，在这

漫漫岁月 l是河中 ， 一代一代先辈，不畏艰辛，勤奋创业， 一

个又一个的奇迹。 目前展现在我们回前，恢宏典雅的明清古

建筑群，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 ， 尤其是经过这几年的开发

修复，这一在我国江南乃最有代表性，保护最好的古建筑，

已成为宁波市重要旅游呆点之一，到访的游客无不为这惊

叹?十七房村租辈的这些聪明才智利艰苦的创业精神 ， 无疑

是我们后辈苟安学习 、借鉴和传承创业的辉煌。于是我想到·



若能把十七房村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和人，记述下

来，编写成村志 ， 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应尽义务 ， 也是供代

代传承的需要。 后经村党总支委员会研究， 决定委托同为十

七房w:孙，热心这方面公益事业的郑祥岳老先生全权编造工

作。

己处笔拳之年的郑祥岳老先生，接受这一重任后 ， 尽心

尽责， 先是多渠道查阅有关记述十七房村的历史资料，特 9}IJ

臼改革开放以来儿十年的辉煌成果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变化等等，同时寻访各方相关人士参考意见， 广泛搜集流传

在民间的众多选闯轶事和事物古迹，然后以独特的构思， 经

过多年的广咨博孚， 1，串极思虑， 耘墨笔耕，先后初写其稿 ，

经有关人员审核后终于编篆成册 ， 奉献给所有支持和l关爱十

七房村的村民们。

人民创造历史，历史教育人民 ， 相信《卡七房村村掠》

的问世，必将为服务当IE，传承后辈带来应有的益处。

中共措辞浦锁十七房村总支委员会

~ I(\ 

二 O 一二年十月



目
丑

第- 361 历史可 kß/ l

( 一 ) 1-七房名的出来/ 1 

( 二 ) Il!li姓与主要他如:迁移/ 3

( 三 ) 村 区域变)[f情况/ 5

(四〉保甲 lW1 2

(五)文化教育，J~业演变/ 1 3

(六) 三村合并/ 15

(七 ) 习俗/ 1 5

(八)货币流通/ 22

第二 2;t 基本忻况/24

( 一 〉 三大自然村分布(二大行政村) / 25

( 二 〉并非I后概况/ 26

( 三 )历年来经济情况衣/26

(四)村民服务中心纠纷l机构/ 27

(五)党组织/28

(六)姓氏和谐/ 29

(七)分档年龄( ，.1) 表) / 3 1 

第二ZJr 恢宏的古建筑/ 33

( 二 )大祖堂/ 33

( 二 ) 三房堂前/ 33

( 三 ) jf{!j 样房/ 34



且V站。
H
口
。
Q

( pq )恒德 1元; / 34

(丑)后堂楼/ 35

(六)立房/36

〔七) 兴房大院/ 37

(八)源茂 jill|三房/ 38

。L) 郑氏祠堂文柯洽礼堂/ 38

(卡)全揽房/40

第四章历史古迹/43

( 一 )十七房村山宝/4 3

( 二 )黄公和~/ 46 

( 三 )择山 liTi/ 48

(四) n1 lJj(J~/ 48 

(Jï) 消凉亭/ 49

(六〕择山石城/ 49

(七) 三房堂前相l坟/ 5 1

(J\.) 节孝牌楼5 1 

( ;)U 衡样翠柏林/ 53

(+. )郑姓始祖坟/ 53

(十一 )大摇头/ 55

(十二 )灯鼓 1\"1155

(十三 )乱石碑头、 "小九房"两个

古典/ 56 



肌
即可H
口
。
Q

( 1咱 四) 号声;mii午，~ 1也 1il~ 草草藏/ 58

(卡五)十七房 1)< )t; )"l ( 救火会) / 58 

骂:111'r 历代知名人 |τ/ 61

( 一 )古代/6 1

( 二 )民同新 1'1 1 因 1 1-) j别名 人/ 63

( 二 )现代在职的 负11名人士/ 71

CVq) 村级 Fm~ 记述/ 74

第六市商贾名人/8 1

( - )泊中月年 间/ 8 1

( 二 )民国 11')" j例 / 84

• 

第七TE 历次豆大运动概况/86

( 一 )抗美援朝/86

( 二 )土 ITI 吹草/86

( 气 )合作化/87

CVq) 人民公社化/ 88

( 五)大跃进运动/ 93

(六) 四清运动/94

(七)文化大革命/ 94



肌ru

封。
吕
。
。

第八市改11'; JF fi.x/ 9 8 

( .) 实行 i沃产承包武任和1J1 98

( - ) 发放土地使川 ìJE/ 98

( 三 )集体企业成包剑人/ 99

0 4 )发展个体私营企业/99

( li. ) 村 民生活改善/ 1 1 0 

(ì, ) 劳保、福利事业/ 1 lO 

(七)集市贸易!L ll

(八)奖励问才生/ 1 1 3 

第 J ~ ì;'t :ìili问轶事/ 1 1 4 

( 一 )谋来风水祖坟选/ 11 4

( 二 )谷龙跟捅进大|统/ 1 15 

( 三 )填井、挖池龙!且作/ 1 1 7

(四)黄病相材不 nJ lilf./ 1 1 9 

( .h) 青蛙报恩/ 1 20

( ì , ) 活人 ll i 丧芳三公/ 1 2 1

(七) li 熙官坟被提i/ 1 22 

(八〕血贱忧花树/ 1 23

(九)郑老大戚fζ泊 /('/ 125

(十)母子材 |认在洞房/ 1 2 7

(+一 ) f~豆、倭刀来历/ 1 2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肌
「

尸

丑
。
吕
。

υ

c 1 二 )后戴人奉自卖私盐/ 1 29

c +三 )冷饭山的由来/ 1 3 2

第 1-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3 3

( 一 )缺房户批基地改革/ 1 33

( 二 ) 村 ill标准 ) )}J 1阵 / 133

( 三 )新建 1-七房村服务中心大校

/ 134 

(四)道路修造/ 1 34

(五)花木，)~;.青/ 1 35

(六)安全、卫生设施/1 35

(七)老年人休闲场 )Yr C 活动室)

/ 136 

第十一章大事 i己/ 1 37

( 一 )运用抗币/ 1 37

( 二 )受日本侵略军时期/1 38

( 三 )支前工作(支援战争前线)

/ 138 

( 四 )龙山区公所在后堂楼/ 1 39

(五)码头工人下放安宜/ 1 39

(六)五三年农村三大任务/ 1 4 0

(七)支援宁夏建设/ 141



肌
即可H
E
O
Q

按144二万 -

, 

(八)飞机 ffi 虫1 1 42

(九)大 n~ -1- III 平稳1 1 42

(十)大搞兴修水利1 1 43

( ←| 一 )移民安置工作1 144

(卡二 )水库工1" ，1拆迁户安置1 1 44

(+二 )历次获 f~~荣誉称号1 1'1 5

(+四)成立商会1 1 55

(十 71 )文化研究会成立1 1 55

(卡六)并村后村级选举1 1 55

(十七)新主g十七1万村文化中心1 1 56

第 1- 二章开发旅游* \1~/ 1 57 

( 一 )郑氏 1-七。j旅游投资开发布限公

ToJ 成立1 1 58

( 二 〉拆迁户交到‘1 1 58

( 三 〕第二则开发旅游工程1 1 59

(四)景区开放旅游1 159

l毛卢1 163

后记1 1 68



塑蛙 十七房村村奇在 量塑h

第一辈 历史写述

十七1万村 ， 地处句:海北懈沛锁商丽 、 329 国道以东 ，

约占地 4.2 平方公盟，现有总人口 2400 余人，居住有以去r~

姓人为多，古称 1-七房郑家 ， 现称其r~ 氏十七房 。 次有陆姓、

戴姓、童姓、召I~姓等 ， 共钉 1 29 个姓氏，现有

i皆共居 。 \
-1 七房村，历史悠久 ， 文化璀琛，向南升甜J弘郑妇 λ

，佟Ti干， =" 
始相 l定居以来 ， 经元、 明、消各代至今 ， 已有七，Er四斗才明E

历程，有关历史人物、 商贸名人， 在本志中芳:五 、 第六TE另

作写述， 现把姓氏迁移简述一下 。

第一节十七房名的由来

有说郑史t祖先创三村。 郑姓始视公 . }.反先在春秋战国

时期，有 关r~国 ， 其!~恒公娟传第七十四代世孙主!{靖候 ， 肚居

河南荣阳 ， 在南宋成淳三年， 丁 9P年 ( 1267 年).为逃避战

荒， 其r~靖侯则携带全家，徙迁南下， 奔走浙江沿海地区 . 1展

ç;，;'ð..J吾Q -A 



塑塑量 十七房村村琵 组些h
终到达现时的M浦之商 ， 一座小山 ， 登上山顶，主i主同眺望 ，

见南有一条宏伟、壮观的大海塘(和尚搪)， 大塘西边有一

块环洞的荒草闲地，塘外东边有大批泌涂滩地， 均是可以开

垦的一块处女地。 郑珩侯本是"识风生n7K"的行家 ， 认定这

块闲地实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共f!靖侯就在此处安家卡居。 后

人称 "郑靖侯登山择宝地飞全家人就此辛勤劳作， 奋发图

强， 艰苦劳累，挖基地、 垦海地、丰I'fl币粮、牧牛羊，奋战儿

十个春夏秋冬， 创业发家， 先后建起了一处古代式二层楼房

与平房 ， 继后又建筑了祖堂前， 名为"通德堂"(后称东房) • 

从此就有了这个古村落 ， 为十七房村母早的郑姓宗族 ， 郑靖

侯亲自定名为"塘路沿"，这就是共I!姓第一村。 这座山就取

名为 "择山 "

先是郑靖侯次子道二公 ， 因塘路沿已无地基 ， 因而向

外迁移， 创建"庙基头" 一一郑魁，第二村 。 庙基头郑姓第十

三世孙郑天治发家始建"全战房(承德堂)气全且在房世系四

房文四公又分居创建"后新屋(通德堂)"。

塘路沿道三公世系 ， 东房系到1姓第六世孙郑东沧

( 1522-1622 )，排行 1-七 ， 尊称十七太公，外J移主t时创建

"大祖堂(辅德堂)" ， 郑东沧育有五子，分立一至五房 ， 大

房文蜒， 二房文艇 、 三房文瑞、四房文充、五房文;焕， 其中

三房文瑞早期考举为宫，其后三房最旺盛发家 ， 先后ill筑了

句，
& ~-t，.s<d 



塑塑量 十七房村村话

三房堂前"钳i仪堂 "， 继后又建造了东弄、大弄、 四份头等

宅房 ， 行成一处较大的村落， 为纪念郑东沧十七太公的劳苦

创业， 该处宅群(村落)定名为"+七房"，郑姓第三村，

这就是郑姓祖先创三村的古传 ， 十七房名亦由此而来。

二三FZ主-_ .... -. 

第二节 陆姓与主要他姓迁移

据传民h姓祖先原是三国时期 ， 一位雨阳袁术大将军之

友之子陆续之世世孙陆庆本 ， 在南米崇定元年( 1276 勾斗，

G司1〈系Q '3 



塑瞠 十七房村村蒜 望塾
自河南南阳迁徙浙江沿海地区 ， 最终圭IJ达锁北蟹浦择山之

雨， 和尚塘西北河套中一块基地定居开发，经IL十年艰苦奋

斗 ， 创业成家， 就此ill造了古代式二tlF楼房、平房 ， 相继又

m起陆姓堂前， 名"环桶堂飞 行成一处小宅群， 自称"陆

家(老陆)气 又经多代奋发图强， 先后向西择地扩建了宅房 ，

定名"新陆"， 祖堂前名 "光裕堂飞 现仍存。

童姓 ， 居住处称"童家" 门看，坐落在后戴

东首 ， 在消乾隆五十五年 ( 1790 年)由宁波庄桥， 童、姚、

马 、 泾四姓村中的童姓， 有人迁移到此定居开发，后发展十

户 ， 主要泥工木工， 现下代子孙不多 。 十七房窒家已失传。

戴姓，居住处称娥家(俗称"后烛"lM名) ， 消顺治十

四年， 丁四年(一六五七年) ， 由奉化肖王庙戴家，戴史t人

迁移定居 ， 继桥里戴之后 ， 故称后娥， 后娘人有奉旨实私盐

的传统行业，现有一百六十户 ， 人口三百六十人。十七房浦

路娥，古称浦涂溅，座落在蟹浦大河南边 ， 与邻村桥里戴同

族， 于消乾隆三十五年， 庆寅年(一七七 O 年)迁移于此，

后发展二十多户 ， 现全部拆迁娃筑"古村新韵".

-4 -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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