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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全图

本图按现在的习惯南北倒置了，可倒过来观看 。

康熙八年 (1669 ) …… 烽 i侯分筑在绍兴境域沿海各

地，由西向东依次有航坞山烽喉、乌峰山烽坡、马鞍山烽

坡、蒙池烽坡、宋家注烽堆、周家墩烽坡、桑盆烽坡、西海

塘烽坡、楝树烽坡、胡家池烽坡、搓浦烽棋、荷花池烽坡、

夏盖山烽坡、赵吞烽棋、乌盆烽堆、庙前烽坡、罗山烽坡、

i四门烽坡、方家路烽坡、道塘烽墩、周家路烽坡、徐家路

烽坡、沥山烽坡、眉山烽 i侯、浒山烽坡、撮屿烽堆、胜山烽

坡、蔡山烽坡、吴家山烽坡 、 西龙尾烽喉、总台烽棋、瓜誓

烽堆、向头烽坡、新浦烽坡、古窑烽坡、龙尾烽堆、施公山

烽坡、高山烽坡、龙头烽堆、石塘烽喉 。 每一烽坡之顶均

筑有高二丈三尺之睐望亭 。 以供哨兵瞻远，有军人五人

守之 O 有警则昼举烟，夕举火 ， 以为验 O 编立传烽歌 ， 发

更筹，每夜二转备御戒严 。



凡例

一、宋家楼村志本着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

态度，为这片消失的村落，打造乡井、乡土、乡情、乡愁的

精神家同 。

二、记述时间以公元纪年为准，引文中的旧式年号，

在括号中加注公元纪年。

三 、因居民点迁移，大量资料散失 。 除梢j引旧史旧资

料外，采访事件上限至 1949 年 5 月 7 日 (绍兴解放) ，下限至

2014年 12 月底 。

四、本志以述、记、志 、传、图、表、录等体裁叙述 O 分

章、节、目个层次构成。 除引文外，均运用现代规范语

言叙录 。

五、除成语、名称外，其他数字计量 ，均用规范的阿

拉伯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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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收录的人物，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编篡 。 人

物名录和其他篇章以事系人，生卒并收 O

七、资料来源为《绍兴市志》 、 《绍兴县志》 、市民l 书

馆、市城建局档案馆、市土地勘测规划院以及有关人员

回忆录 O

八、志名宋家楼为最后行政村名，其余如送驾楼、合

作大队等等，指的均为不同时期的同一地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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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宋家楼位于马山镇的西北角，而马山镇位于绍兴市

的北端偏东 。 这么说来，宋家楼在绍兴市的北面 O 不

错，宋家楼与其西邻的斗门镇三江闸，在绍兴市的正北

面，与绍兴市相隔 10公里 。

据明万历十五年( 1587H绍兴府志》刻本《海防图》

记载，两处提到宋家楼 O 在三江所城东面的一块字幕

说"宋家楼地方要冲，嘉靖三十五年倭寇登犯，曾设兵

船于蛙浦港防守因水浅沙硬，议将前船改泊烈港哨

防 。 "在三江所城西面的一块字幕说"三江所冲耍，嘉靖

三十五年，倭寇突犯攻城，敌退，春汛派发临山营左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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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二哨，共二百员 ， 各分哨宋家楼等处 。 "

看《海 防|到》我们才知道 ， 专 门:闸两岸的北面是 ←.~ rr. 

巡司， 三江闸的东岸才是 -.1丁卫所 。 气江所的北而是宋

家楼烽喉。=气江巡司与宋家楼烽;喉隔江港杆l望 ， 与南

面的三江所成椅角之势 。 门:卫所就是设在江 lìpJ 东

岸的宋家楼一侧 。

这在又一张明万历十五年( 1587)的 《 气汀-所城阁 》

中看得更明向，位于江应衍闸东宋家楼地方的 专 门:

所，向东延伸即东海塘，向两延伸即阿海塘 。 这个宋家

楼，南栽嘉禾，北抗倭寇，东西海塘而拒钱塘江湖i 沙，实

在是太重要了 。

除了前面所述的明嘉靖三十五年( 1556 ) 倭寇犯境之

外，民国三十年( 1941 )4 月 16 日，日寇又经宋家楼再犯绍

兴。 由此可见 江、宋家楼实在是绍兴城的海防北大门 。

宋家楼除了人们以谐音体现宋时对康王赵构的传

说的认同， 写成送驾楼之外， 其实一直称为宋家渎 。

1950 年在组建农民土地改革委员会(简称"农会 " )时，

因为村子太大，分成了合作和北向两个村。 1953 年民主

建政成立村委，改成合作一村和l合作二村， 1955 年合并

建立宋家楼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o 1958 年成立马山人

民公社，宋家楼为第气管理区一连和二连 。 1961 年称合

002 



概述

作人民公社宋家楼生产大队 o 1 962 年至 1 980 年地名普

查时为合作公杜合作大队 o 1983 年又恢复为宋家楼生

产大队 o 1 986 年为宋家楼村 。 全村有土地 1703 亩 ， 其

中水田 1 427 面 。

宋家楼 |主| 地处平原水网地带，一直以来以水上交通

为主，陆路不能通车 。 要到进入新世纪以后，才有了可

以通汽车的公路。

尽管如此，水上交通的便利，同样有利于经济文化

的交流 。 四通八达的江河湖泊，形成水网连接了南北东

西，使得这块濒海 l恼江的土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 新

中国成立以来，宋家楼人在国家、省、市、县以及乡镇政

府部门工作的不少 O 除了曾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

宋汉良外，还有的担任了省级部门，市、县区的主要领

导 。 更有许多担任教授、研究人员的 ， 如大学教授宋洪

义，兵器工业了程师宋桶康等 。

在经济上，宋家楼新中国成立前在外经商、办实业

的也不少 O 最著名 的是宋庚初，在上海、香港都拥有属

于 自己的商业街。 宋庚初在新中国成立前去世，其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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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裕、宋家泰及他们的妻子，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 曾 以

九三类人员改造回队。 在北京的宋家佑，曾创办北京美

大洗染厂，后因年老，由其堂内侄马和尚接任经营 。

宋汉良同志的父辈，曾在武汉创办玻璃厂 。 故二十

世纪 40年代，宋汉良 8 岁时，才离开故乡去武汉 ，后在外

读书、工作 O

宋家 i委农贸市场

在当 时，南北村

道上 一个公社中心

校， 一个农贸市场，中

间是村委、会场 、乡镇

企业 。 每天市场交易

十分活跃，四面八方

的村 民、居 民都到这

里买卖 ，还有饭店、小

吃，热闹非凡 。 这个农贸市场，从二十世纪 70 年代起，

到 2015 年拆迁，这 40年上下的时间里 ，乡企职工、农村

社员、外地打工者 ，杭南高速及 329 国道的建设者，高速

服务站， 三江路与高速之间所有工厂企业的工人们，居

住人口从 2268 人缴增到约 5000 人，都在这里进行每天

的生活必需品交易 ，或者就干脆在这里请客 、用餐， 真可

以说是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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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我们在卷首提供的宋家楼村地图，也仅是宋家楼民

居的主要部分，如西边的伙伏楼，已经被拆建成了越王路

旁企业厂房 。 而国道 329 东西横穿建成后，宋家楼村便

在其北与江路以南的区域成了目前袍江工业厂区了 O

所有过往的繁华，都不存在了 。

宋家楼村进入城

市发展序列以后，逐

渐被征用、拆迁 O 至

2014 年以后，已基本

上被全部征用，准备

开发建设成新的

市区 O

村委以西，远处是

\ 
\ 

三』工路上的村名指路牌

拆除房舍以后的废墟，近处是建筑垃圾转运场 。 眼前是

将要大立之前的一番大破景象 O 在获得了赔偿以后的

村民们都知道，这是值得庆幸和高兴的事情 。 他们都已

经住进了宽敞、亮堂的城市新区 O 而他们曾经生活过的

地方，也将要耸立起高楼大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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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 家 ，主

326公交站名牌

现在留下宋家楼

遗物的，只有三江路

旁的"宋家楼"指路牌

还在 。 326 公交站上

的站名牌，已经改成

了宋家楼高速服务

区 O 是 的，杭南 高速

在这里设了个服务

区，因此，才在这服务区前面，冠以宋家楼地名 O

人们也只是希望 ，在将来建成的新市区里 ，不管是

工厂区、商业区或是居民区，不要忘了宋家楼这个地

名 O 便于为这片士地做出了奉献的人们，永久的、深深

的怀念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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