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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县城“善应堂”史话
笙徐进科

松阳县城的善应堂，是个古来有之的地名，也是千年
古城地标性的一大建筑， 位于现人民大街桶盖亭下路段
与市墈头东边通往猪行路的交叉口。 在这个古建筑毁灭
之后的地方，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重新修建起一座带有
三间店堂、有 20 多米进深的大房屋，名称仍为善应堂，就
是如今人民大街 154 号破旧显见的建筑。 2019 下半年，
县政府将这破旧显见的建筑拆除， 连同店堂前面的空地
一道，扩建成焕然一新而又素朴古典，集中医、康养、茶
室、展览和民宿为一体，名为“乡伴”的中医药馆，成为松
阳“中医药复兴之地”一个新的标志。

善应堂是有悠久历史的古建筑， 与佛教传入松阳密
切相关。 据有关史料，佛教于南朝梁时传入松阳，梁普通
二年（521）在当时的县治（旌义乡旧市，今古市）南五里建
妙善寺（后改名净因寺）以及现樟溪乡的灵岩寺（后名法
昌寺）；后陆续在紫荆村（今西屏街道）建立开善寺（后名
法善、善因教寺）以及紫荆村西五里地的云龙寺（后改名
延庆寺），当时松阳全县建有 12 个寺院。 隋唐以后，佛教
经久不衰，佛寺广筑。 据《松阳县志》（1996 年 2 月版）记
载，至清时，佛教在松阳最为兴盛，佛教寺庙达 89 座之
多，禅院 11 座，庵堂 52 座。

以上史料所载的善因教寺， 据乾隆三十四年（1769）
《松阳县志》载，建于梁大同四年（538），旧名开善寺，位于
县西十五里，宋时改名法善寺。 佛教讲究善有善报，因果
报应， 因此， 元代年间又改名为善因教寺。 唐贞元年间
（785～805）县治从旌义乡旧市（今古市镇）迁至旧市以东
二十华里地的紫荆村， 为在新的县治传播和扩大佛教的
影响，善因教寺也随县治的迁移，在新县治以南二华里地
修建了善因堂。此时，与现人民大街形成丁字型东西向的
市墈头和荷田岭下一带，是大溪（即松阴溪）的堤岸埠头，
新建的善因堂坐北朝南，北面紧靠县治紫荆村，南面朝临
清波荡漾的大溪，风光秀丽，佛音袅袅，尤其是做佛事时，
为黎民百姓传来佛主保佑的佳音， 因而民间称善因堂为
“善音堂”。

古代我国各地的佛寺大多伴有塔的建立。 塔是宗教
建筑物， 我国建塔是从佛教传入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建
筑类型。 佛教源于印度，塔也是从印度传来的。 塔是用来
保存埋藏在佛教徒看来至高无上的神圣之物———舍利的
建筑物。 为了表达对佛的虔诚信仰，信徒们争相供奉，于
是保存舍利的建筑物———“塔”就应运而生。 经过长期的
历史演进，中国的塔有着特定的形式和风格，在用途上也
有了许多发展和变化，超越单纯佛塔的限制，除了登高望
远、瞭望敌情、导航引渡和作为地区象征等等作用之外，
民间还将其视作镇妖邪、镇水灾、镇天灾的神灵建筑。 由
于在松阳县治紫荆村西面不远处有座始建于北宋咸平二
年（999），历五年才建成的延庆寺塔，因此，善因堂僧人们
也有此强烈的愿望 ， 四出募捐筹建 。 明代洪武年间
（1368-1398），松阳知县王彝（北平今北京人）在黎民百姓
的捐助下，回应了善因堂僧人的要求，在善因堂西门外的
空地上修建了一座“高数寻”（寻，是古代的长度单位，八
尺为“寻”）的砖塔，民间也称善音塔，与明清以来陆续建
成的状元坊塔、仁寿坊塔、五福社塔、白塔、赤塔、延庆寺
塔、青云塔等，形成松阳县治内外颇为壮观的“塔林”，佛
教在古代松阳辉煌昌盛的情景可见一斑。

乾隆三十四年（1769），知县曹立身（山西平定人）编、
潘茂才（钱塘今杭州人）纂的《松阳县志》其中所列的“松
阳全境图”标有“善音堂”和“善音塔”的图案，直到同治末
年松阳知县支恒椿、丁风章等纂的光绪元年（1875）刊行
的《松阳县志·卷四寺观》记载中才改为善应堂。所载文字
摘于此：“善应堂在城南善观铺，道光二十五年毁，二十八
年僧南昆募建”。

“善应堂者，供奉观音大士、文武二圣（即文圣孔子、
武圣关公），神灵显赫，由来久矣”根据史料佐证，道光二
十五年（1845）这一年，善音堂因遭特大火灾与整条街道
两边的商店同时焚毁。 三年后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寺
僧四出募捐重建，县志中“僧南昆”是指后来的寺僧四出
募捐，重建之后，仍为旧名的善音堂每年正月举办善音灯
会，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同治年间，松阳先后有 8 任知县，最后一任是支恒椿
（江苏省镇江丹徒人），任职 10 年，同治十三年（1874）在

任，根据他在任上写下的《善应堂砖塔记》（见光绪《松阳
县志》）记载：“南街善应堂门外矗立一砖塔，高数寻，相传
镇滛风焉”。 “滛”读(yin 第二声)是“淫”的异体字，古时也
说是“淫”的讹字，意思与“淫”字相同，“淫风”是一个词
汇，释义为放荡的风俗。据此，令人不意臆测，明代松阳农
耕经济发达，当时善应堂处于县治南城大溪埠头一带，经
济交往、人员往来比较繁杂，社会风气可能不太如意，黎
民百姓特别是僧人反映强烈，因此，洪武年间任松阳知县
的王彝回应善因堂僧人的要求，在黎民百姓的捐助下，在
善因堂外修建了“高数寻”的砖塔，以期达到“镇滛风焉”
的目的。古时临水的地方都是繁华热闹之地，善应堂一带
处于大溪边，也不乏称之为“滛风”的繁华绮丽之景象，据
此，笔者也认为，明洪武年间在善因堂边修建砖塔，除了
回应佛教徒的要求之外，县署还具有镇“滛风”之意。古时
民间传说，松阳县邑之东大溪两边的青云山、横山经常会
“走”在一起，造成大溪被阻断涨大水危及县邑。 因此，同
在明代 200 余年之后的万历年间（1573-1620），松阳知县
林大佳（广西南宁市隆安县人）率民众在邑东十里外的青
云山顶兴建青云塔（民间称“青蒙塔”），以此镇住“山怪”，
使青云山不能“移走”，与横山不能“会龙”，保证大溪的畅
通，也是同样的意思。

同治末年松阳知县支恒椿在其《善应堂砖塔记》中记
载：“塔顶于二百年前（笔者注：即清康熙时期）因大风飞
去，遂斜倚若醉汉，然历久不仆。 ”塔顶早已被风揭去，塔
身也早已倾斜且摇摇晃晃，200 余年之后到了同治七年，
毕竟还是倒塌了。支恒椿用他知县的笔，记述了此砖塔神
奇倒塌的情况：“同治七年（笔者注：1868）闰四月廿七日，
突焉倾圮，其地屋舍如鳞，人烟稠密，幸而适仆于街衢之
中央，以故不伤一人，不损一物，殆亦有神呵护之邑之人。
苟能谋复其旧制， 俾一邑中有贞无滛， 非至幸欤。 是为
记。”善应塔突然轰然倒塌在屋舍如鳞，人烟稠密的街市，
摇晃震裂的铃铛声杂乱哀鸣，显得格外凄惨。善应塔倒塌
得很神奇，倒塌前没有一点先兆，突然间轰然倒塌在市墈
头大街正中，不偏不倚砖块竟也未四处飞蹦，有神呵护似
的，竟未伤及一人，也未毁坏一物。知县父母官因之感慨，
也表达了他的愿望：如果能够谋求恢复修建，使县邑之中
有良好的社会风气，不是最大的幸事吗？ 可见，这个知县
对任职地松阳深有感情、也是注重教化治理的好父母官。
据有关史料，善应塔倒塌后，还出土了开元、太平、洪武时
期的许多铜钱， 县署将铜钱悉数救济给了周边穷苦的百
姓。

善应塔神奇倒塌之后，松阳民间传闻四起，百姓惊叹
于它突然轰然倒塌却未伤及百姓的生命财产，普遍认为，
是多年来信佛念佛行善的报应，因此，民间又将善音堂说
成了“善应堂”，寄寓了念佛行善、善有善报因果报应的佛
理。而在同治十三年（1874）支恒椿任上亲任纂修，于光绪
元年（1875）刊本的清光绪《松阳县志》，在其笔下代表官
方正式记载时，响应百姓的心声，将“善音堂”改写为“善
应堂”，作文时也明确题为《善应堂塔记》，而对列入县志
中的“松阳县境图”堂和塔的位置上，仍然标注为“善音
堂”和“善音塔”，可能是旧县志的沿袭，也可能寄寓着纪
念之意。

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善应堂还是一座香火很盛
的寺庙，有数个僧人在此定居，每月的农历初一和十五，
善应堂举行祭拜或佛事活动， 虔诚信徒从附近的山野乡
村赶来参加，因此，善应堂内常年香烟缭绕，烛光闪烁，人
声鼎沸，钟声悠远。 至今仍立在善应堂大门右侧的“善应
堂碑”，立于民国廿一年（1932）岁次壬申小阳月，经理张

秉正、何绍周、潘学文、叶岳溪、潘少浓，立碑人为：住持僧
德祥。 石碑高 142 公分、宽 69 公分，厚 14 公分，碑额“善
应堂碑”四字为篆书，黑底石刻娟秀的楷书字体。 据此记
载：“本堂向有产业，以济香灯住持费用。先辈口口本属尽
美，无如代远年湮者有之；拨入学校者有之；有寺僧者当
后赎者又有之，此董事所以重新整顿，彻底清查，勒令僧
人将现管账簿交出。 董事再行将寺内田亩逐一踏明坵段
租额，勒石竖碑，以垂久远于勿替云尔。”此石碑详细记载
了当时以上董事经理逐一踏明后的善应堂的田亩产业及
其租额收入，以确保“济香灯住持费用”，既是旧时松阳百
姓虔诚信佛念佛的印证， 更是善应堂历经时代风雨的见
证。

民国时期， 松阳县城初设社，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社
区 ，县城分 36 社 。 民国十七年 （1928）分 4 里 ，十九年
（1930）置镇，分东南西北 4 镇，之后不久，并为南北两镇。
当时， 为了县城消防安全和为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
消防保障，县城徐汉佐（系我二伯公，族谱名徐履和，汉佐
是字，另榜名友亮，谱载：“浙江第十一中学毕业，以作岁
贡生，曾任松阳县高等小学正教员”）、潘春晨两位士绅发
起组建县城消防队。民国廿九年（1940），原有的消防组织
随之扩大，同时也随之拆分为南北两镇消防队，北镇消防
队设在仙娘殿旧址（位于现太平坊西路，老西屏人民公社
位置），南镇消防队则设在新建的善应堂内。

1944 年起，松阳县城合并南北两镇，县城正式命名
为西屏镇， 设有义务消防组织，1951 年 4 月直到松阳并
入遂昌之前，县城建有消防总队,义务消防组织和总队队
址就设在善应堂。直至 1958 年 11 月，松阳并入遂昌县之
后，西屏镇从县城降为县直属镇，重新组建了西屏镇消防
队，六十年代初期，队址由原北镇的仙娘殿旧址、原南镇
的善应堂统一归并，改设到现横街 10 号房屋，善应堂这
里就迎来了再次变身。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直到七十年代初， 善应堂从
原南镇消防队队址、 县消防总队变身为西屏镇回收废旧
物品的收购站。作为收购站的善应堂，厅堂里面正对门摆
一张半旧的办公桌，办公桌旁边放着一个称重的磅，几张
也是半旧不新的椅子，有时坐着一个装着一只假眼、络腮
胡子的中年男人，对我们小孩子来卖东西，总是瞄着那只
假眼看我们，对我们也没有好态度，好像我们小孩都是偷
来卖一样的，镇上的小孩们都不喜欢收购站这个人。而另
一个个子高高、鼻梁也高高且红红的半老头，大家都叫他
“赞赞叔公”的却很受我们小孩喜欢，我们小孩去卖东西，
如果是卖旧报纸、厚纸板，他称过后会笑呵呵地夸我们几
句，如果是卖铜锁、铁器之类东西，会问我们家里大人知
道不，我们答不上，他就会和蔼地跟我们说，回去问问清
楚可以卖再来。 这家收购站也是当时西屏镇上唯一的一
家，所以收购的废品很多，废旧报纸、厚纸板、铁器甚至鸡
毛、鸭毛、猪骨头等等都有，堆满整个堂屋，堂屋内堆放的
很满也很凌乱，有时，堂屋里堆放不下，就堆放在堂屋外
面。那时，好象也没有什么卫生城镇、文明城镇之说，收购
站如此堆放，镇上也熟视无睹，特别是年节前鸡毛、鸭毛、
猪骨头收得多了， 难免有一股股呛鼻的气味弥漫在善应
堂四周，镇上的人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可能是收购站
堆七杂八， 有时连收购站外都被收购来的物品堆得很杂
乱，在大街上毕竟不雅观，于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大
约是在 1970 年下半年，收购站搬迁到了不远处的水牵面
弄内。

1971 年元月起，善应堂由此变身为国营西屏中西药
商店。西屏镇唯一的这家药店，原是中药、西药分设的，上

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公私合营”之后到六十年代中期，在
太平坊下现人民大街 97 号（现志远牙科诊所）二间和下
面隔一扇门户紧连的一间现为香发廊共三间店面， 是纯
中药店，店名就叫国营西屏中药店。六十年代后期在此中
药店稍往下不远、现太平坊下人民大街 105 号（现小杨五
金店）二间和下面紧连的大运金行一间，共三间店面开设
西药店。 直到七十年代初， 中西药两店合并搬迁到善应
堂。从大门进入略显正方形偌大的厅堂，柜台的摆置是倒
凹字的格局：厅堂左边为西药柜台，右边和中间为中药柜
台，厅堂后面也比较宽大的屋内放置一些药材，同时也是
切药的工场。原来的经理、军转干部赵瑞松“靠边站”（“文
革”时的俗语,意为虽未打倒却已被夺权），药店雇工出身
的程龙根时为负责人，主持了搬迁。

国营西屏中西药店搬迁到善应堂之后不久，正是“文
革”动乱过后社会秩序渐趋恢复的时期，当时城乡普遍缺
医少药，“坐堂医师”“土郎中”“土中医”作为“封建余孽”
被取缔，代之而起的是“赤脚医生”，作为新生事物，受到
格外的重视。 各级各地“革委会”大力贯彻落实毛主席：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
高”和“用心寻找当地群众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
广”的指示精神，普及中草药知识，推广中草药的应用，推
进合作医疗和在城乡普遍实行“赤脚医生”为当地百姓治
病，一时成为上级的要求和全社会的热潮。 七十年代初，
遂昌县也成立了 “遂昌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卫生办公室
中草药研究推广小组”，根据上级要求，国营西屏中西药
商店负责筹办善应堂中草药推广服务部。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 从紧邻善应堂药店南侧
的一蔡姓人家租来店面正朝人民大街的三间店堂 （即现
在的淑慧理发店）， 开办了 “善应堂中草药推广服务部”
（松阳百姓俗称“善应堂草药店”）。 善应堂中草药推广服
务部开了三年左右，可能是善应堂药店店堂比较宽绰，为
节约房租开支，关门退租，关门却不歇业，继而在善应堂
药店最中间的位置，开辟了草药专柜，推广普及和为百姓
提供草药的服务。这样，善应堂药店就形成了左右两边仍
分别是中西药业务，中间是草药业务的格局，又成了西屏
镇唯一的集中药、 西药和草药为一家的药店， 店名改为
“国营西屏中西药综合商店”。

1978 年下半年，“国营西屏中西药综合商店”改名为
“遂昌县医药公司松阳商店”。 直到 1982 年春季，松阳恢
复县建制之后，在松阳医药商店基础上，组建松阳县医药
公司。在西屏镇区钟楼路以北、人民大街以东，有 10 余幢
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字结构的二层砖墙建筑，是原
遂昌县商业局属下的百货、医药、食品、土产等公司的松
阳仓库，松阳县医药公司组建时，就将建在这里的仓库改
建成公司的办公场所，公司临大街的店面（现人民大街日
用品批发商店）开设药店，由国营西屏中西药综合商店经
营，原在善应堂药店工作的所有职员，属国营编制悉数到
此工作，而自从七十年代初以来开设在善应堂的药店，改
为集体所有制性质，由新招进的集体编制的员工经营，之
后，承包、改制，继而转为个人承包，经营性质虽历经变
化， 而善应堂药店始终在松阳百姓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
位。

改革开放以来，药店和其他各类市场经济主体一样，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如今的松阳县城药店远不止善应堂
一家独有，不同名称的药店已有几十家，而善应堂药店尽
管从人民大街 154 号搬迁至人民大街 129 号， 始终是松
阳古城医药行业中的金牌老字号； 与之伴生的善应堂草
药店，虽然早早淡出人们视野，其在推广普及和为百姓提
供草药服务中，曾经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在松阳
县城如今遍布涌现的草药店、草药铺中，似乎也足以得到
印证。

善应堂药店和古来有之的善应堂地名， 几乎成了同
一概念，是松阳古老县城极富地方特色文化底蕴的所在。
如今，善应堂药店拆旧新建为松阳中医药馆，充分体现了
松阳古老文化和历史悠久的中医药业的传承， 当为之点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