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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文化

由西南向东北延伸， 一道连绵 5 千余米的山峦
横亘在龙游县与兰溪市之间，宛如一条长龙，被称作

“青龙山”，属千里岗山脉，为龙游、兰溪分水岭。由于
青龙山，在龙游县横山镇志棠一带演绎了一个“砚山
太子”的传说。

一个传说透露的秘密
青龙山之东北端有座山峰名“砚山”，砚山之下

住着一户农家，家主有感于民生凋敝、百姓困苦，便
酝酿起兵造反。朝廷一位大臣观察天象，获悉这个极
其重大的隐患，急忙上奏当朝皇帝。 于是，皇帝下旨
派出大队人马火速赶到砚山， 将这个准备造反的农
夫抓获，押解到京师凌迟处死。 这个农夫死后，被称
作“布衣天子”。孰料，“布衣天子”的一个儿子在官兵
前来抓捕的时候，逃上青龙山躲进茂林之中，翻山越
岭、披荆斩棘地潜至志棠，藏身在一块莲田里。 斩草
要除根，官兵一路追赶一路寻找，到志棠后却不见了
“布衣天子”儿子的踪影。正茫然无措之时，官兵们突
然听到一棵树上有鸟在叫：“太子躲在荷叶底！ 太子
躲在荷叶底！ ”一只大公鸡也飞上一户人家的屋顶，
伸长脖子朝着“布衣天子”的儿子躲藏的方位大喊：

“喔喔喔，在那里！ 喔喔喔，在那里！ ”
决心继承父亲遗志，肩负改朝换代、改天换地重

任但“鸟缘”“鸡缘”都不好的太子这下子活不成了，
官兵们照着公鸡和鸟的指点将莲田团团围住， 朝着
密密麻麻的莲荷射出密密麻麻的箭， 结果太子被射
死在莲田里。

新宅一位正在耕田的农夫听说官兵到志棠抓太
子了，他当即把一头大黄牛夹在腋窝下、把耕田的犁
插在头髻上， 上了田埂心急火燎般地一路狂奔赶往
志棠，企图救护太子。然而，当他赶到志棠时，太子已
被杀。 农夫悔恨不已，急火攻心地奔上了青龙山，一
头撞向一块巨石，化作了一道山岭。

这位农夫姓鲁，是与“布衣天子”合谋造反的重
要成员，因力大无穷，人称“鲁千斤”。 他死后化成的
山岭被当地人称作“将岭”，后又被衍为“蒋岭”。《梓
塘邵氏宗谱》录有《蒋岭樵歌》诗一首，云：“层层岭嶂
接天高，满望荆薪尽可樵。 频调入云朝去早，清歌载
道暮归遥。 一声出洞梅初落，三叠随风树亦号。 莫道
贾臣空晦迹，古今谁不重英豪。”砚山属兰溪辖区，山
上现犹有太子庙。该庙的存在，似乎表明“砚山太子”
的传说不只是传说，而是坐实了确有其事。

这是个不知起始于何时的传说， 但很显然在这
个传说中志棠一带已然出现了莲荷。当然，传说中提
到的“志棠”“新宅”地名是后来才有的，并非传说产
生之时所固有。根据蛛丝马迹可搜寻到的资料，志棠
一带种植莲子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南宋时期。

邵氏迁居引来莲子种植业
北宋末年，皇帝昏庸，奸佞当道，社会动荡，民不

聊生。 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处于内忧外
患、风雨飘摇之中的北宋王朝经不住金国猛力一击，
帝国大厦轰然倒塌，徽、钦二帝与 3000 多王公大臣
及逾 10 万百姓被掳北去。 在“靖康之难”中，宋徽宗
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康王赵构侥幸逃脱，万
千臣民随之南渡， 嗣后以杭州为行都再复建赵宋政
权，史称南宋。 南宋政权的建立，促进了南方经济的
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这其中包括造就了惠及一方数
百年、享誉遐迩的志棠白莲。

宋高宗赵构南迁时， 有邵氏一族由河南开封随
之南下，其中一支后来卜居建德寿昌梅林。至宋度宗
时， 梅林邵氏尚一公娶妻于兰溪太平乡二十四都徐
巨室之家，他常往返于寿昌、兰溪，需途经志棠。 志
棠，原称“梓塘”，因一口水塘之畔植有梓树而得名。
尚一公名斗，字应奎。 据明代嘉靖年间编撰的《梓塘
邵氏宗谱·梓塘邵氏本源》： 邵斗“平生善明风水之
理，因阅梓塘山川之美，遂默契于心。 ”梅林地处偏
狭，而志棠“四面山插玉笋，一溪水漾金鳞，前有金壶
山高耸于云汉之中，俨若纱帽而堆玉案；后有湖州山
发脉于基址之后，浑如金带而横贵人之腰；左列笔架
山三峰而屹屹，书空于万古；右缓拖蓝一水而滔滔，

奏瑟于四时。”如此胜地，邵斗每经志棠，总因其山川
之美而流连，于是动了迁居之念。

在《梓塘邵氏宗谱》里记载着一个邵斗迁居志棠
的故事。有一回，邵斗从兰溪通过青龙山羊肠小径返
回梅林途中，在志棠歇脚。正在四顾览景之时，有位樵
夫上前搭话：“我看你经常来到志棠， 来了就好像不想
离开，这肯定有原因吧？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不跟我说说
呢？ ”邵斗回答说：“我老家地狭人多，我想把家迁到这
里来。 ”樵夫就说：“这里清幽，正适合居住呀！ ”樵夫介
绍志棠无“四害”而有“四善”：所谓无“四害”，乃是“财
狼所不到， 旱涝所不及， 势豪之所不夺， 胥吏之所不
侵”；所谓有“四善”，则是“有田可耕而足以供食，有山
可樵而足以燎灶，有水可渔而足以供馔，有木可伐而足
以构居。 ”樵夫鼓动说：“这么个‘世外桃源’，你还犹豫
什么呢？ 既要迁居，这里正是上佳之选。 ”邵斗抚掌大
笑：“你的指点，正合我意啊！ ”于是择日雇了一群工匠
在志棠建了几十间房屋以及祠堂， 将全家从梅林搬
迁而来。 自此，邵氏族人在志棠繁衍生息。

据《梓塘邵氏宗谱》，旧时志棠有八景：东峰笔
架，南岳金壶，西山抱翠，北水拖蓝，泉溪鱼钓，蒋岭
樵歌，横坂农耕，志棠儒读。 岁月更替，时代变迁，而
今志棠更有莲荷簇拥之盛景。志棠莲子产业之兴起，
即与邵斗有直接关系。邵斗学问渊博，于经史、医道、
阴阳风水卜算之术无有不通。当地有此一说：某年仲
春的一天，邵斗闲暇时信步田野，偶见一水田田埂之
下长有几株才露尖尖角的莲荷。 精通医道的邵斗当
即下田， 用双手小心翼翼把莲荷植株连同地下莲藕
挖了起来，如获至宝护送回家，郑重其事将之移栽到
自家庭院里，以期结出莲子作药材。

之后，莲子种植业在志棠渐至发展、兴盛起来，
乃至 700 年后志棠白莲成为名特产而声誉鹊起。 志
棠莲子种植业的缘起， 在当地口口相传还有一种说
法：随“高宗南渡”的邵氏族人中有医生名世金，他在
杭州开医馆多年，后听说有族人定居志棠，便从西湖
中挖出几节莲藕送到志棠栽培种植，之后，莲子种植
业便在志棠扎根落户。上述二说，都说明志棠白莲与

“高宗南渡”后的邵氏族人密切相关。
志棠村位于龙游县之北端，其东与金华兰溪诸葛

镇周边村村接壤，北与杭州建德大慈岩镇陈店村毗邻，
海拔 51米至 560米，四周山包连绵，地势北高南低，土
质肥沃，水源丰沛，适宜莲子种植。延至明代，志棠莲子
种植已颇具规模，乃至成为当地一个标志性产业。迄今
志棠村仍留存有一座八角莲花台，如同八瓣莲花，台高
1米余，台面直径约 1.6米，莲花台旁还摆有长条形石
桌。“瑶池映月莲花台下话沧桑”，这是志棠村前些年
仿古修建的街道入口处的一句联句。

数百年来， 此莲花台为祖祖辈辈的村民会聚之
所，乡亲们在此闲坐喝茶、谈天说地，围坐一起说着奇
闻异事、交流着生产生活心得以及各种信息。莲花台还
具“法庭”功能，村民间有了矛盾纠纷也在此分辨是非、
听从族长剖析公断，“到莲花台说理去” 成了志棠人的
惯例，理亏者甚至往往因心虚而怯步，在走向莲花台的
途中便逃之夭夭，使得矛盾纠纷化解于无形。

莲子药食两用，具保健功效，历史上建德、兰溪
等周边地区用药需莲子，即到志棠采购。 据传说，早
在清代乾隆年间，志棠所产莲子成了皇家贡品，志棠
白莲自此名声叫响。志棠及其周边地区种植莲子，到
如今已形成一道蔚为壮观的“十里荷花长廊” 风光
带，而天池村则是此风光带的核心区。

迷幻天池成了硕大“莲池”
天池村位于志棠村之西， 群山环抱着 15.45 平

方千米区域，犹如一个硕大的盆子，新宅、下店、儒大
门、杨家、毛家、鲁家、邵源坞、溪东、塘边、杨垄里、大
坟头坞等 10 余个小村落散布其间。

天池村旧称“廻源”，以其四面山脚皆有小山溪
环绕而得名，又以明代在东面村口建有城门，被称作

“廻源城里”。 一个村庄建城门，这为龙游县所仅见，
此也可知天池村地形之特征：把守住村东村口，可保
一村安宁不受外界骚扰。 群山卫护，土沃水丰，天池

村是种植莲子的理想之地。“宋室南渡”初期的绍兴
年间，即有徐氏族人迁居于现称作儒大门的自然村。
儒大门原名为“徐大门”，后因王氏族人迁入致地名
演变。 儒大门之东约 500 米外的山脚下之溪东则在
数百年来一直为徐氏族人聚居之地。 之后又有杨氏
一族迁入。据《廻源杨氏宗谱》：南宋末年，严郡（今建
德市） 太守杨宗明为避战乱而至几近与世隔绝的廻
源，“见涧水萦回，峰峦环抱，时有郁葱之气，因即其
地而居焉。 ”徐氏、杨氏族人定居廻源之初是否便种
植莲子，无考，但因具地利，莲子产业终究在此地蓬
蓬勃勃发展起来。 数百年来，每至农历六月至十月，
廻源一望无垠皆是莲叶、莲花，令人觉得南宋杨万里
的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是为
廻源写的。

在徐、杨氏族人卜居廻源前后，又有王、鲁、叶、
赵、季、毛、金、商、吴等氏族人迁居于此。 天池村系
2008 年 4 月由新宅、下店、杨家、儒大门 4 个村合并
而成的行政村，全村超 2800 人口，以王、杨、徐、鲁为
四大主姓。 天池村之东、西、北三面大山分别与建德
市大慈岩镇梅塘坞村、大店口镇赵家村、李家镇狮山
村地界接壤， 除了掩映于荆棘杂草中的山间崎岖小
径，整个村庄唯有村东一条道路与外界相通，至志棠
继而达兰溪。

“天池”村名之由来，缘于村庄北面有座海拔逾
560 米的天池山，而“天池山”之得名，则缘于此山上
有座“天池”。 天池山上这座天池是座长 10 余米、宽
约 7 米的长方形石池，池水清澈，虽遇大旱而不枯。
民国《寿昌县志》载有一个传说：早年有个吴姓村民
上天池山砍柴，在天池里见到一条龙，于是乘坐上龙
背飞升而去。 某夜，该吴姓村民托梦乡亲，说：“如遇
旱，至池取水，呼我名，当得雨。”此后每遇旱，乡亲们
按吴姓村民梦中所嘱求雨，果然灵验，故而当地流传
着这么一句话：“池中有龙，旱亦无忧。 ”

在天池村又有仙女与莲花的传说： 有一年农历
中秋之夜，皓月当空，七仙女偶尔俯视下界，但见一
座山上有一片碧玉泛着亮光， 山下又有无边无际的
点点繁花，颇感欣喜，便从天上翩翩降临这“人间仙
境”一游。 仙女们先去探看山上的“碧玉”，却是一方
水池， 池水清澈洁净， 于是便在水池里尽情戏水沐
浴，之后飞降山下摘莲蓬、采莲花，嬉游尽兴之后返
回天宫，将莲蓬、莲花敬献给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按
说七仙女私下凡尘是犯了天条要受惩罚的， 但玉皇
大帝、 王母娘娘品尝了香甜的莲子和观赏了娇艳的
莲花后，不但未处罚七仙女，竟降旨要七仙女每年中
秋时节都去天池采摘莲子、莲花，还派了天狗保护七
仙女。 从邵源坞自然村上天池山，在一个被叫作“天
门”的山口矗立着一块形似狗的巨石，当地人说这就
是那条保护七仙女的“天狗”。

天池村的莲子， 在当地祖祖辈辈流传的故事中
跟清朝乾隆皇帝也有结缘。话说某年初夏时节，乾隆
下江南来到龙游，听说志棠一带广种莲子，便来到志
棠游览。其时正值莲花盛开，乾隆一行循着莲田一路
向西，不觉间走到廻源。他来到廻源西边山脚下站立
在一座小石桥上，看到几个村姑在莲田里采摘莲蓬，
那碧绿的莲叶、鲜艳的莲花、娇美的村姑，恰如一幅
绝美的风景画。 乾隆看得心醉神迷，一时忘神，竟然
一脚踏空，掉到石桥下的水沟里，结果浑身粘满了泥
浆。 陪同的官员们慌了，连称“微臣该死”，并把当地
主事的乡绅族长叫到面前大声责骂要给予惩罚。 乾
隆大手一挥，说：“美景不可罚，培育了美景的乡民亦
不可罚。”乾隆离去后，龙游县令即拨出专款，将小石
桥加宽加固新建了一座桥，取名“白莲桥”。

“宋室南渡”与志棠白莲的缘起
◆徐金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