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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诗话

留如藩

闻悉，位于我县塘坞交界的淳安
县宋村有座古代“金銮殿”。近年，在
新农村建设中，经修复蔚为大观，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
际，会同祖孙一行五人驱车前往。

车出开化县城，往北沿衢黄高速
前行，在霞山右转经杨和直奔塘坞方
向，约一个小时越过衢州市至杭州市
界牌。刚转过一道山弯，便瞧见前方
山脚下高耸屹立的建筑物，小外孙甘
甘视觉敏锐，喜形于色地高喊：“到
了！到了！”

我们在一排浮光掠影庙宇前广
场下车。广场约 1300余平方米，全
由清一色大理石铺成，四周栽种着各
种观赏花木，中设花坛。入口处立着
一块长方形石碑，上刻“大夫家庙”字
样，两侧排列着六对石质旗杆墩，彰
显出这里古代“官宦名臣、世科甲第”
的荣耀。驻足四望，整座庙宇周围高
墙壁立，白墙黑瓦，华丽优雅。拔地
而起的马头墙，耸立高空，砖木雕刻
的飞檐翘角精巧别致，28只铜铃闪
闪发光，风摇铜铃，叮当作响，悦耳动
听。踏上横亘在山门前石块嵌砌的

“金水桥”，桥上石缝间，虽杂草丛生，
但桥下流水潺潺，别有一番山乡气
息。跨过石桥，移步在整齐结实的二
十四级台阶上，呈现在面前的是一大
二小三爿用砖块垒起的古色古香的
山门，门楼上写着“大夫家庙”四字，
左右分别是对称的“显章”“扬名”四
字，呈现出昔日的肃穆、壮严。跨过
特制的高高木门槛，进入正堂，正面
有钦赐“恩荣”盘龙竖立牌匾，下悬

“萝蔓世家”四个金字横额，左右两厢
横梁上高悬“进士”“文魁”等匾额。
大厅墙上，张贴着几幅从谱牒上复制
下来的图像及庙宇的平面结构图。
除正中框内的“尊祖敬宗收族”六个
字还隐约可辨，其它原文因年代久
远，字迹难以辨认。转眼浏览厅堂，
厅堂前有长形天井，祠庙横跨七间，
深约十余米，中有粗大硬木柱头共
40根，竖立在八角形石雕柱础上，顶
端栋梁，檩条横七竖八连接，雀替、倒
挂狮装饰，坚固美观。探视通往后院
小门，门外则是一堵围墙，隔绝了下
层两块长方形空旷的古代建筑遗址。

在环顾整座建筑时，虽感气度不
凡、壮观秀丽，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
这幢庙宇为什么号称“金銮殿”？正
陷入沉思时，忽见左侧墙上，有红纸
衬托的一张“祠堂文化”简解，文中记

载着：“余汝南，原遂安县十都宋京村
人，明嘉靖二年（1523年）出生，字时
用，号行八。他体格壮实，魁梧奇伟，
力大无穷，气度不凡，行侠仗义，生性
刚强，一旦有匪患歹徒进犯作乱，就
率众前往捍卫，由此声名大振，众口
一词，皆称他为‘八大王’。”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东
夷倭寇，对江、浙、皖、闽等沿海地区
大举进犯，时任浙江总制胡宗宪统领
戚家军抗倭，得悉遂安十都宋京村有

“行八”其人，勇猛过人，便下檄文到
遂安招募，聘任其为千兵总领，授盔
甲将服，率领千兵奔赴战场，“行八”
智勇双全，奋起杀敌，屡战屡胜，建立
奇功，誉满军中。后余汝南在抗倭战
斗中，不幸身负重伤，胡统领奏报朝
廷，朝廷赏赐金银财宝，安排其回故
里调养。时值余汝南父亲余良臣在
村里倡建宗祠，资金匮乏，余汝南见
状，慷慨解囊将钦赐金银财宝献出予
以资助。历经七载建成，整座庙宇楼
阁重重，巍峨壮观、光彩夺目，钦赐匾
为：“大夫家庙”，盛宴庆贺。时“八大
王”因伤势过重逝世，终年四十八
岁。后人为纪念“八大王”，遂将“大
夫家庙”传颂为“金銮殿”延至今日。

走出“大夫家庙”，在门前遇到一
位戴红袖套的管理人员，我心直口快
地问：“庙后空旷遗址，为什么不继续
修建庙宇？”他答：“上级已拨下部分
资金，经设计资金还有缺口，还需续
报预算！”我又说：“开化有个宋村村
名，你这里怎么又有一个称‘宋村’村
庄？”他笑笑解释道，我们这个村的人
都姓余，古代称宋京村。传说很早以
前，开化、遂安（即淳安）两县县太爷，
同时到这里察看地形，两个县太爷站
在交界处争论不休，开化的县太爷
说，从河流“塘溪”名称和地势看，这
个地方应归开化县管辖，不应归遂安
县范围。遂安县县太爷说，这村村民
语言，是遂安方言，这条河虽称塘溪，
但源头在遂安境内，属遂安县管辖理
所当然。正争论不休时，山神担心，
因争执县界，会影响两县和睦，就从
山上推下一大块巨石滚落至山脚下
余村村口，于是两位县太爷以巨石为
准，分开化、遂安两县为界。开化县
县太爷，顺水推舟说：“好！好！好！
就送你一个村！”因“送”与“宋”偕音，
从此，遂安县也就有了“送村”，后来，
余家村民感到“送村”难听，就将“送”
字改“宋”字，并在“宋”字后再加上

“京”字，改名“宋京村”，俗称“宋村”。

毛宗兵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饮水思源、忆苦思甜，往事在每个
人心中总是历历在目，令人哭又令人
笑，让人激动得思绪万千，难以忘掉过
去的瞬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
村的农民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回
想起这 70多年，我觉得交公粮这一往
事的话题，更能体现农村农民生活的
巨大变化，以及国家的繁荣富强。

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出
生的农村人都有交过公粮余粮的经
历，不过基本上都是上门收购的。

听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讲，在以
前集体化时期，交公粮，全靠肩挑走
路。每次，交公粮都要挑一百多斤的
担子，走六七十里路到开化县密赛
村。有的年纪轻的村民，走路挑担都
挑哭了，年长的草鞋都磨破了。每次
一来一回，一天忙到晚，不是脚底走出
了血泡，就是肩上挑破了皮。后来，又
把公余粮挑到马金镇姚家村荷花塘的
祠堂，从瑶坑村出发，有近 20里路。
交公粮越来越多，村民挑公粮的次数
也多起来，有的村民饿了，干脆从肩挑
着的箩筐里抓一把玉米，咀嚼充饥，也
要坚持把公余粮挑到指定地点。之
后，村民们又匆匆返回，赶到田地里掰
一担玉米棒挑到生产队里，才能回家
歇工。晚上，喝一点白米稀粥，算是丰
盛的晚餐了。有的村民舍不得吃，留
着带回家分给孩子们吃。力气小、成

份差的农户，一天忙到晚，还没有十分
工。那时，十分工，还是五六毛钱，最
多年份，十分工还是一块钱左右。家
里小孩多的或身体生病的、劳力少的
农户，年年还是“欠支户”。后来，又走
路挑到马金镇(原马金区)粮站。走路
肩挑交公余粮一直持续到“分单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就是改
革开放后，国家政策发生变化，打破
了吃“大锅饭”的习惯，打破了“三天
不开会，变成旧社会”的恶习。从计
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人们的生活
水平蒸蒸日上。粮管所自动上门收
购，过了没几年，又免交余粮，交公粮
用“代金”。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出来后，取
消了粮食收购任务，农民从此不需要
交公粮了，2006年农业税被废止。

如今，可好啦！农民种田再也不
交公余粮了。以前，挑这里挑那里，走
路肩挑。现在叫人走路也畏惧，就是
付钱给他，懒得烦，更别说走路还挑重
担了。种稻谷、种油菜、种玉米，不仅
种子有补贴费，种田还有补助费，国家
对种粮大户还有奖励费，农民可高兴
了。许多村民都高兴地说：“免交公粮
就是免交皇粮。”古往今来，没有一个
朝代有这样的优惠政策，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有，为民着想，体贴农民，重视
三农。

交公粮已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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