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C YM

2024年3月25日 星期一
专刊部主编 责任编辑：龚艳 校对：熊健兵 电话：0579-8538100844

“这是我们第二批建好的房子。”如今，行走在寺
前街村的大路上，不时能见到一栋栋崭新的房屋。这
是寺前街村近年来农村有机更新工作的成效。

寺前街村党委书记丁剑锋介绍，寺前街村是中
国传统村落，受限于传统村落保护等政策原因，村内
无法进行大面积改造，以老旧房居多，基础配套设施
不完善，既限制村庄发展，也影响村民的生活质量。
大多村民希望加快推进农村有机更新。

2020年以来，寺前街村村两委班子将有机更新
列入一号民生工程，以保护传统古村落为主体，精心
规划建设一批古建筑风格民居，确保有机更新工作
有序推进。

“难度肯定有的，新房子都没建，就要先拆房子。
村两委只能反复做工作，同时加快农户选位、建房速
度。”丁剑锋说，他们村就在双林景区内，要尽快将村
子打造得更美，把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

据了解，为助力双林景区建设，位于双江湖新区
双林景区核心位置的罗汉堂村也迎来了整村搬迁。
2023年4月，随着佛堂镇寺前街村罗汉堂自然村最
后一户农户顺利签约，该村集聚签约工作 100%完
成。目前，该村已完成整村拆除，根据新的布局安排，
罗汉堂区块将打造成双林景区停车场。

在寺前街村翔凤山脚下，云黄山健康步道也
在加紧动工。云黄山健康步道是云黄山风景区综
合旅游开发的重要一环，它把云黄寺、双林寺等云
黄山景区内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从而形成云黄
山景区集聚效应。而云黄山健康步道的入口处，就
在翔凤山脚下。

跟随历史印记，感受古村一个个故事与
传说，聆听村里人踌躇满志地诉说今后的

规划。我们相信，这个一度经济发达、人
文荟萃的传统村落，很快将在双江湖
新区建设中蝶变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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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前街村寺前街村：：双林寺前探古今双林寺前探古今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文/图

因寺得名，因寺而兴。

佛堂镇寺前街村，有着与双林寺共存共生的人文历史。而这段人文历史，也让佛堂镇这座千年古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

面纱。沿蜿蜒的乡间道路，行驶至双林寺附近，古村出现在山坳之间。举目四望，青砖灰瓦、层层叠叠，故有“燕儿窝”之美称。

近年来，寺前街村先后获评中国传统村落、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在双江湖新区及双林景区建设大背景下，寺前街村坚

持保护与开发并举的理念，村落迎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佛堂镇寺前街村始建于元代以前，距离义乌
市中心南偏西12公里，离佛堂古镇2.5公里，村东
北是翔凤山，紧邻石牛山和云黄山，是双林寺所在
地。因原先村址是通往双林寺的街道，位于双林寺
前，故称为寺前街。

据义乌地方志资深专家傅健老师介绍，寺前
街村村名由来，与辖区内的双林寺息息相关。有资
料记载，傅大士得梁武帝敕建双林寺。此后，各地
前来双林寺朝拜的人络绎不绝，寺前街就逐步兴
旺起来，成为当时这一带的经济、文化中心。

当时的寺前街，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为剡
溪、青口、东朱、雅治街等村至义乌县城的必经之
路，也是陈村、石壁、塔山下、罗汉堂等村至佛堂渡
口的大路。双林禅寺兴盛时期，海内外各地前来双
林寺朝拜的人众多，都要经过寺前街。

由于交通条件所限，远者步行，必须住宿。为
过往行人和香客购买物品、住宿之便，村中商业服
务业应运而生。村民出售一些糕点食品、土特产
品，如柴叶豆腐、择子豆腐、择子粉、麻糖、凉粉、腊
肉、火腿、薯片等，手工制作的竹木制品、麻绳、草
鞋等。

狭长的街道，各个行业兴旺繁盛，民间活动众
多，呈现出一派兴盛景象。“相传寺前街西南方向
300米的街头山，有铜店18家、铁店20多家。”寺前
街村村民丁敬文说，村民在深层开挖土地时偶尔挖
到砖石基础，或古代粮食加工用的踏碓、捣臼、磨盘
等石器，都是这段历史的佐证。

另有《义乌丁氏宗谱》记载，明洪武年间，双
林禅寺扩建。丁仲明（1320—1383），行熙二，年
富力强、聪明能干、忠诚善良，被聘为监工。因家
在嵇亭前山，往来五华里，其感不便，遂迁居于
此，为寺前街村丁氏之始迁祖。如今，寺前街村
以丁姓为主。

2018 年，义乌市撤销寺前街、寺前西、下章
村等村委会，设立寺前街村村委会。如今的寺前
街村，共辖寺前街、罗汉堂、供仓、寺前西、陶
斯、上双园、雅章 7 个自然村。其中，罗汉堂、供
仓为原寺前街村自然村，陶斯、上双园为原寺前
西村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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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堂是千年古镇，明清古建筑众多，而寺
前街村就是这座古镇风貌的一个缩影。”丁敬文
说，村内共有2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点及
历史建筑。

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位于佛堂镇寺前街
128号的树声堂。树声堂坐东朝西，为前后三进
三开间、左右厢房组成的天井式院落。“整座建
筑规模较大，布局完整，雕刻精细，具有较高的
文物价值。”村民丁荣军边走边介绍，2018年2
月，树声堂被公布为义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
今，也是村里的文化礼堂。

除此以外，村里还有十八间民居、惠吉堂、
仁和堂、洛亭公祠等不少古建筑。傅健介绍，寺
前街村的建筑布局看似散落，实则十分考究。从
十八间、仁和堂和惠吉堂开始，沿街一线排列到
西南转角，又建了一座源亭公祠，巧妙对应了

“北斗七星”的传统序列。
佛堂镇寺前街村翔凤山山腰上还有一座丁

立魁墓，为义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关于丁立魁
墓，《义乌丁氏宗谱》里有《翔凤山记》和《墓图》
传世。《翔凤山记》中提到，“兆下竖造一亭，以避
风雨，额之曰‘松鹤亭’。畔又造一桥，以锁水口，
名之曰‘雀集’。”

“清风朗月闲中趣，白石苍苔静里心。”这是
松鹤亭上的楹联，该亭为寺前街村民丁立魁于
清嘉庆二十年（1815）冬月所建。清道光元年
（1821）十月，丁立魁又在亭边建了“雀集桥”。如
今，两处旧址还在翔凤山上，等待后人发掘。

整个寺前街村还散落着大量与双林寺相关
的历史遗存，堪称“双林历史博物馆”。具有
1500 多年历史的双林寺遗址就“沉睡”在村外
的双林水库中。如今的双林寺，也在寺前街村
内。双林水库旁，还有省内唯一也是我国现存最
早的铁塔——双林铁塔。

寺前街村内，不得不提的还有罗汉堂自然
村。“罗汉堂村有很多美丽的故事，都与傅大士
有关。”丁荣军介绍，村里户数无论朝代如何更
替，始终是十八户农户，与“十八罗汉”相对应。
当然，该传说已无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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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寺前街村鸟瞰寺前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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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堂村正焕新生罗汉堂村正焕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