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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人视水为财富的象征，水在村落
中得到了最大化地应用，九曲水、玉带水、
御街水、环抱水……松阳人将水流改造成
各种吉祥的形状，幽暗的水色变得明亮，波
折乱象的水流变得弧度饱满，水的变化暗
喻风水的魅惑。

南岱村先人利用地势在溪流两岸修建
了近两公里长的堤坝，全部以块石、鹅卵石
垒砌而成，高度从一米到五米不等。他们
将溪流改造成弯弓形，溪流由西向东呈弧
形流淌过村落南侧，形成风水上的“腰带
水”，被冠以“玉带缠身”的吉祥寓意。弯曲
的水流在风水上又象征着财源滚滚。先人
在山溪上游至下游两公里长的地段，利用
地形连续修筑和改造了二十八道堰坝，这
是笃信风水的先人刻意而为，象征着吴氏

家族如天上二十八颗星宿光照千秋。村民
开门见水，一道道的埠头延伸到溪里，村民
洗涤、取水非常方便。南岱村桥梁相连，碇
埠相接，堰坝重重，流水轻吟浅唱，组成了
别具韵味的高山水乡风貌。

南岱村水系从形式上貌似渲染风水，
事实上是先人在参透了自然规律后利用自
然和改造自然的经典范例。南岱溪属于山
涧激流，落差较大，特别是山洪暴发时流速
急、流量猛，弯弓形的河道是防洪的科学措
施，有效地减缓了溪水的流速。从水利的
角度来看，反弓水位置的河岸会被不断侵
蚀，而居住在腰带水位置会相对安全，这也
是南岱村在数百年来很少遭受水灾的一个
重要原因之一。修筑堰坝实际上是为了在
枯水期蓄水，溪水在台阶式的河床上流淌，

水流缓慢，水得到了最大化利用。这样的
村落在松阳比比皆是，松阳村落在风水改
造中，水的功能被成功运用，最大化地体现
了实用价值、景观价值和风水价值。

松阳多山而缺水，但是身在松阳你会
误认为身处水乡，水口、水圳、水沟环连，水
井、池塘密布，仿佛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天然
关系。黄岭根、下田、大竹溪、界首、松庄等
村的水系相当发达，静态的水调节得动态
丰仪，松阳先人以风水的名义将生机勃勃
的水景观揽入村落的怀抱。

这些凝聚着前人心血和情怀的传统村
落恍然如昨，成为古人安放在松阳大地上
的一把把风水机关，向今人揭示着一张张
神秘的风水图景。

（鲁晓敏）

生机勃勃水景观

浙江松阳古村落——

高山水乡暗藏风水密码
松阳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隐藏着一百多

座保存完整的传统村落，其中50座入选“中国
传统村落”名单，位居华东首位！它们外表大
多不甚惹眼，其实个个暗藏乾坤大象。在山水
构架的蓝图中，迷踪一般的道路、重重叠叠的
马头墙、瑰丽壮观的宗祠、威仪赫赫的大门、惟
妙惟肖的雕刻……都密布风水的痕迹，如同一
道道暗语，是解开宗族观念、人居方式、建筑格
局等古村落文化的密钥。

南宋建炎三年（1129），北宋最后一个状元
沈晦调任处州知府（浙江省丽水市）。在处州
下辖的松阳县，兴致勃发的状元写下了一首五
绝：“寒流穿曲岸，支径入翠微。山深古木合，
林静珍禽飞。”诗歌描述了松阴溪两岸的迷人
景色。由于眷恋这里的美景，他在致仕后最终
定居在松阳。与宋代时期相比，松阴溪的景观
并无太多变化。作为瓯江上游最长的支流，松
阴溪还有 30 余条小支流，数以百计的传统村
落就隐藏在高山峡谷中。古村袅袅人间烟火
沿着溪流升起，与两岸青山峡谷构成了迷人的
画卷。

2005年的一天，我到山下阳村张帮亮家
借阅《张氏族谱》。山下阳村从一开始就展现
了神奇的一面，一条条密如蛛网的小巷在脚下
开岔，数不清的丁字路和断头路伸展开来，我
在其间瞎转了半天，仿佛陷入了八阵图之中。
隐隐觉得村落藏着莫大的玄机，我下定决心要
破解它的迷局，经过几十次实地勘察，翻阅族
谱和资料，请教上了年纪的村民，终于揭示出
它的秘密——这是一座以传统星象布局的风
水村落！

登上后山，环视山下阳村，村后的五阳山
仿佛一把巨大的靠背椅，对应“玄武”；右侧的
天马山则沿着村庄呈条状侧卧，对应“白虎”；
一条人工开凿的水渠从村东流过，弥补了左侧
空缺，形成了水“青龙”；“朱雀”所在的南方属
火，所以村前设置了一块月形水池，用来镇火。

月池后紧挨着四方形的地坛，周围三座老
房子的门楣匾额上分别刻着“南极照临”“祥纳
启明”和“瑞映长庚”，正好对应南极星、启明
星、长庚星。围绕月池挖有七口水井，组成“七
星捧月”图。除了方便生活用水、消防和美化
景观之外，风水上还有聚气的功能，整座村落
水圳环绕，水流注聚到月池，也汇聚到荷花塘，
水流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生气，也代表着村落源
源不断的财气。

一个看似普通的村落，有“四方神兽”拱
卫，暗藏阴阳五行，又有内外星象遥相呼应，水
景观应用得浑然天成，让人赞叹设计者的用心
良苦。村落公共建筑成一条中轴线排列，张氏
宗祠在前，月池和地坛居中，香火堂和私塾殿
后，村落夹承风水、呼应天地，意在祈求风调雨
顺、家族兴旺、子孙腾达。

那么，设计村落的风水大师是怎样一个神
秘人物？

山下阳村盛出风水师，第一世张聚英、第
四世张公杰、第七世张重富都精通堪舆术和羲
文画卦，是松阳出名的风水师。 张氏族谱告
诉我们，张聚英完成了村落的选址，他在今天
村落的核心区块安家入户，将住房建在香火堂
后。但是族谱并没有交代清楚山下阳村的风
水布局是不是由张聚英统一设计规划而成。
也许张聚英只是一个初步的设计者，后人不断
加入了新的方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我越来越好奇，这些外表不起眼的村落，
其实个个精致圆熟，座座暗藏着乾坤大象。带
着诸多的疑问，我开始了漫长的“寻村记”。当
我走访调查了松阳300多个村落之后，一些村
落渐渐在我面前呈现出了历史的隐秘：“五龙
抢珠”布局的杨家堂村、“魁星斗踢”布局的黄
岭根村、板凳形状的吴弄村、倒钟形的周山头
村以及“鸟形村”后湾、“莲花村”章山……还有
许多不显山露水的村落沉睡在大山的各处，等
待人去唤醒。

这些村落虽然方圆不等，特征迥异，却千
篇一律地以风水布局。松阳先人费尽心思设
计出来的风水村落中，以船形村居多，在一个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为什么会出现众多
的船形村呢？

山村布局依星象

松阳许多村名与水有关，比如象溪村、
雅溪村、桐溪村、力溪村、阳溪村、樟溪村、
新溪村、溪口村、港口村、黄埠头村、黄公渡
村等。它们有个一致性，全都坐落在松阴
溪及其支流两岸，依山傍水，村落与溪流已
经完全融为一体。

但与那些充满水色光华的名字相比，
界首无疑是一个黯淡的村名，但它在历史
的过往中遗留有多个时尚的称谓：赤溪、清
溪、佳溪。不难发现，界首村名在演变过程
中，曾经一直离不开水。界首人充分享受
水带来的惠泽，除了款款而过的松阴溪，村
中还保留着一道古堰渠。界首人开门见
溪，低头遇水，整座村落如同漂浮在明晃晃
的水流上。村落堤坝由大块的鹅卵石砌
成，围墙、墙基、拱桥也由卵石和蛮石垒砌，
那些一排排、一列列、大小均匀、整齐而美
观的卵石如同一群群刚从溪中畅游而出的
青鱼，鱼鳞上还闪着水渍。整个村落以这
样的气势铺排下去，非常壮观大气，让人感
受到了一股源自水的力量冲击。

界首成形于宋代，明中叶经过了大规
模的改造，基本奠定了今天的格局。站在
高处眺望，村落形状恰如一艘停泊在溪边

的航船。村落中间大，两头尖，船头是西北
方向的张氏宗祠，船尾是东南方位的禹王
宫，一棵古糙叶树拔地而起，充满着向上的
力量，如同一根船篙深深地插在船尾。村
中一条长约500米的古驿道是船的龙骨，
横向的小巷是船的骨架，块状屋宇正好是
一块块拼接的船板。随着村落不断地扩
张，如今船尾延伸到了张公祠，由于地形的
限制，界首整体形状未有大的改变。

界首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又是松阳、遂
昌两县的交界，一直是松阴溪上游繁华的
埠头，旅店、南货店、盐店、酒店、豆腐店、中
药店等连片的商铺旧址印证了那段历史的
辉煌。界首是一座由松阴溪船帮托举出来
的商埠，由于财富的巨大积累，整个村落能
够在各个时期得到扩建和修缮，从而保证
了村落格局的完整统一。

沿着松阴溪一路寻找，一座座船形村
浮现视野——靖居村宛如一艘扬帆出海的
航船，弯曲的溪流就像一根缆绳将船系在
水口；下排茶村周边群峰围出一处平静的
港湾，而村落如同刚刚靠岸的船舶；还有古
市、南岱村、赤寿村、象溪村……船形村布
局大同小异，局部设计别出心裁，村头种一

棵笔直的乔木取意竹篙，村中心植一棵樟
树取意桅杆，村头密布一排红豆杉或者樟
树，把它们想象成系缆绳的木桩……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船形村落坐落在
松阳的山水之间呢？

松阳村落大都依松阴溪水系而建，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松阴溪是松阳的符号。
客观上，松阳多数村落地处两山夹一沟的
狭长地带，船形设计既是最合适也是最无
奈的选择。松阳人对船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和寄托，松阴溪在崇山峻岭中打开了一道
缺口，满载大米、烟叶、茶叶、山货、木材等
货物的船只从松阴溪出发进入瓯江，船将
他们与外面的世界维系在了一起。这些依
山傍水的村落希望以航船的布局避免水
患，希望以水为动力推动宗族的蓬勃发
展。同时，这些带着“扬帆起航”“一帆风
顺”“乘风破浪”“满载而归”吉祥寓意的船
形村落承载着家族心愿，为松阳经济发展
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随着公路运输的发展，松阴溪水道已
经隐入沉寂，沿岸的埠头、渡口也彻底退出
了历史舞台，这些船形村落失去了前行的
动力，成了一艘停靠在历史长河中的航船。

村形如船泊溪旁

松阳县村落一角

松阳县景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