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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七月半来了，让我想起
老家，回到童年，回到那个
大热大忙、多姿多彩的七月
半世界。 我的老家桐村镇，
过七月半与众不同，是祖先
福建带来的闽南风，别的地
方都是七月十五过月半，而
我们这里七月十二就开始
过月半，接着十三、十四、十
五连续四天都是过月半，只
是不同人家而已。所以我们
的七月半好像马拉松、好像
接力棒运动赛，把一个七月
半分作四段、 四天来进行，
所以每个村庄都有人不同
日子过七月半。

全镇最早的七月半，就
是七月十二的黄石村；一个
村分出三四个月半的是严
村村和王坂村；严村村的陈
家、 李家月半在七月十三，
傅家、戴家在十四，其它杂
姓众家都在十五。王坂村的
的郭家月半在十二，下苏家
在十三， 蛇形胡家在十四，
上苏家等氏族都在十五。这
样特别有趣的风俗，它是怎
样产生、怎样形成的呢？ 原
来是为祭祀祖宗、一种民族
道德风尚引起的，据前辈人
的口传， 说是因战争动乱，
百姓流离失所，不能如期如
愿、在七月十五鬼节里供奉
祖宗大人，无奈中只得改变
日子，也就是说，哪一天有
祭祀机会，哪一天就算过月
半了。

明末郑成功抗清起义，
清康熙年间耿精忠叛乱，这
是迫使福建先民离乡背井
最大的两次历史事件，百姓
们在逃难中，什么东西都舍
得丢，唯有祖宗灵牌和家谱
不能丢， 哪怕历尽万水千
山， 人的生命在它就在，一
旦能安家，必首先安顿祖宗
位，这种人生理念，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正是
这种品德和信念，遗传在我
们桐村镇七月半的四个日
子里，生动地诠释了福建老
祖先民们、孝敬祖宗的坚强
意志。后来也有在新徙居地
遇到十五月半买猪肉很难，
而改变日子过月半的说法，
但都同样是为了祖宗祭祀
大礼的目的而产生的。

七月半的意义在祭祀，
因此历来被称为鬼节，子孙
们对祖宗大人孝敬程度如
何，都要在七月半这个考场
上晒一晒成绩，妇女们也要
亮一亮各自的烹调厨艺，功

课就定格在祭祀的供品上，
要求做到一全、二美、三香，
那一全， 就是要求供品三
牲、五味、蔬果缺一不可全
到位；二美是要求供品色泽
光鲜漂亮、 摆盘样式美观，
三香是要求供品浓香扑鼻、
熟嫩可口而上味。供品中的
猪肉、鸡、鱼代表三牲，加蛋
和豆腐干而称五味， 千层
粿、气糕、代表蔬果，外加香
纸、火炮，才算供品齐全合
套。 流传这种祭祀盛况，较
有代表性的还有严村村陈
家，他们每逢七月十三日下
午，族人们就要安排一场隆
重的祭祀仪式， 时间一到，
在宽敞明亮的祖厅大堂上，
摆开桌子，整整齐齐地摆满
宗亲们奉上的供品，然后族
长率领大家向祖宗鞠躬敬
礼、致词，礼毕后，叫一个个
小孩点香瞌头，跪拜祖宗。

只有七月半，族长才关
注，要讲话，一开始他先向
列祖列宗行使大礼，再介绍
供品， 说肉是当天的肉，鸡
是当天的鸡，粿是当年新米
粿， 请祖宗大人先品尝，子
孙大家而后尝，说到当今的
肉，这话使我们感触到十五
月半买肉难的现实问题，所
以改换日子过月半的原因。
（严村陈家， 还有一个从前
有现在没有的祭祀程序，那
就是在祭祀大典将要结束
之前，由族长向列祖列宗报
告现在本族多少户、 多少
人，男丁、女丁各多少；谁考
到秀才、谁做了官，并叫辈
份最少的人，和刚出世的男
小孩出来报名拜祖、相认）。
然后鸣炮、谢堂， 各人供品
端回家。

晚上，全村进入七月半
的第二高潮，所有百家姓人
民，才轻松地坐下来，开始
享受下午祖宗品尝过的一
切三牲五味，这时候，七月
半才算真正回到人们的家
庭中来，这就是七月半特别
之处，白天反而让鬼魂过时
节，人间活人要等到晚上才
好过时节， 但这确是件好
事， 增进了人民尊敬祖宗、
缅怀先辈的观念，培养了一
种莫忘初心的感情。七月半
的传统影响力，和七月半的
千层粿、气糕一起，将永远
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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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咸淳十五年（1265 年），
马金姚氏始迁祖姚嗣兴， 听说马
金的包山书院很有名，朱熹、吕祖
谦等大师名人曾在这里讲过学，
因而举家从西安（今衢州）石塘迁
到开化马金，在金溪村奠基居住。
姚嗣兴共生有五子， 其中小儿子
姚宝， 在马金村的东面创建了普
鉴寺。

后来姚宝踏勘马金、 金溪村
（又称姚家） 庄四周的地理环境，
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
武”的风水理念进行分析：马金四
面环山，中间一马平川，有数干亩
田畈；东向（属青龙）有天童山（较
高）， 山脚有九里坑流过来莲溪
（今为杨和溪）；西向（属白虎）有
包山， 山脚奔流着马金溪； 前向
（朱雀）是马金街、星田村，再前向
便是七里垅头，山上有文塔；后向
（玄武）便是金溪（姚家）村庄，村
后是龙脉山。 姚宝脑袋一拍，好地
方，如能到马金溪引水，到姚家村
前造一个大池塘，岂不妙哉！

然而， 要想引马金溪水到姚
家村前造池塘， 必须要在马金溪
中造拦河坝、引水渠才行，但这是
很大的工程， 需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按当时刚来奠基不久、姚氏
家族人丁不多的实际来说， 是难
以做到的。 而此时的马金畈，只有
东面一部分地， 引莲溪（即杨和
溪） 水灌溉为水田， 而莲溪水是
“易涨易退山溪水”，汛期水汪汪，
平时水量很小， 因而当时马金畈
大部分为旱地，只能种六月豆、玉
米、蕃薯和麦子、油菜等旱地农作
物，一遇大旱，粮食歉收。 而当时
的马金附近，已有夏、严、黄、张、
江、陈、汪、华（本为程姓,明代部分
复程姓）等众多姓氏人口居住。 于
是乎， 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便在姚
宝脑中形成： 何不利用大家的力
量，在马金溪中造坝引水，既能使
马金畈的千亩旱地成为水田，又
能使姚家村前造大池塘的设想成
为现实。 于是姚宝一方面召集各
姓氏族长们商量和勘测造坝引水
建设方案； 一方面率普鉴院和尚
们化缘募款， 为造坝引水工程筹
措资金。

元朝元贞元年（1295 年）金
秋， 马金溪造坝引水工程破土动
工。 工地上的民工，既有马金附近
在族长的指派下而来的， 又有远

近做善事的信佛香客。 经两冬春
奋战，造坝引水主体工程峻工，人
们为感激姚宝的功德， 将此拦河
坝命名为“和尚坝”。

接着，金溪村的姚氏族人们，
在村前修建了一个 1000 多平方
米的大池塘，从“和尚坝”引进水
来，种植莲藕并养鱼，平时供村妇
们洗涤之用，难时供防火之急需。
夏季荷花盛开，鲤鱼跳跃，成为当
时姚家的一大美景， 因而该大池
塘被姚氏族人们命名为“荷花
塘”。 说也奇怪，这荷花塘象一方

“砚台”， 东南向的七里垅头山上
的文塔，像一支竖直的“毛笔”，上
午，太阳照射的文塔影子，居然能
一时影射到荷花塘边， 就象一支

“毛笔”架在“砚台”。 后来，姚家村
人丁兴旺，成为近千户、二干多人
口的旺族。

“和尚坝”建成后，金溪姚家、
马金（含上村、村前、西村、仁路）、
莲塘（今明塘坞）、星田等村庄的
村民们，一边将马金畈、星田畈的
旱地整改为水田；一边兴修从“和
尚坝”经姚家村、穿马金老街到星
田畈、 长达 2000 余来长的水渠，
不仅能灌溉近 2000 亩农田，又为
姚家和马金老街数百户居民洗涤
之用。 此后， 该渠也就成了马金

“八景”中的一景“渠水流清”，有
清马金街名士华锦文诗云:

活水源头百里长，
村流绕绿满川洋；
水晶浪动观鱼跃，
褴影波沉漾藻芳。
灌润田畴干亩秀，
迢遥市井一浤光；
滔滔昼夜如斯逝，
不息兴人体自强。
后来,“和尚坝”改为“八甲坝”

的情形，《开化水利志》 就有明确
的记载:“八甲坝位于马金镇姚家
村马金溪上。 初名和尚坝，元朝元
贞元年（1295），由普鉴寺僧人姚
宝募化兴工修建，故名之。 后毁于
洪水。 清康熙十八年（1679）重建，
长 287 米， 高 2 米， 灌溉面积达
1700 余亩，为开化县有名的圳坝。
民国 8 年（1919）再遭水毁，适逢
知事郑业韵来马金公干， 获知此
事， 立即召集地方绅士协议重修
此坝，并成立董事会，推举林复隆
为主事，按保甲制规定，每甲 100
亩， 每亩摊派银元 6 圆， 折稻谷
200 斤，姚家、马金、星田划分为八
甲,共集资银元 4800 国,即开工上

马。 新坝建成后遂改名为八甲坝。
民国 35 年（1946）该坝引水渠漏
水严重，马金名士林则瑞（时任军
政部第三被服厂厂长）， 奔丧回
乡，得知此情，慷慨解囊，出资打
造石板砌水渠两壁， 并设法运来
洋灰（即水泥）100 桶， 计 500 公
斤，用于抹壁缝，堵绝漏水。 ”

1956 年,马金的湖头、姚家一
村、姚家二村、上街、下街、星田、
明塘坞等七个村,联合兴建了开化
县第一座水电站, 于 1958 年元旦
发电。 当时，建造电站时，因缺水
泥，人们将原《包山书院》和《崇化
书院》遗留的几十块石碑，用着电
站水渠、机房进出水涵洞的盖板，
而埋入地下。 2009 年至 2010 年
春，马金渠进行“三面光”整修，曾
在原马金水电站机房出水涵洞
口，挖出几块石碑，其中有两块很
有价值的石碑， 一块是《崇化书
院》的院碑，碑上刻有“重建崇化
书院记”的碑文，另一块为重建崇
化书院的捐款资助名单和数额。

2014 年, 马金老街列入了浙
江省历史文化街区。 最近,老街人
们正在筹备, 将已于上世纪 80 年
代覆盖了马金渠的水泥路面的老
街,重新恢复青石板路面,并恢复
马金渠“渠水流清”的景观。“吃水
不忘挖井人”， 我们现在的马金
人，应记住当年姚宝僧人倡导、募
化造坝引水的功德。 尤其是姚氏
家族的后人， 更应了解和不能忘
记当年倡议、募化造“和尚坝”、马
金渠、荷花塘的和尚，是自己的老
祖宗———姚宝公。

风情独特的
桐村镇七月半
江香麟

八甲坝与马金渠的由来
张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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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老街桐村千层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