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姐妹山：亲情下的悲壮
姐妹山原来称“紫薇山”，因南北朝

紫薇黄门侍郎孙瑶葬于此，故名。它位
于越石庙西面江心中，官船埠正前方。
传说明朝末年倭寇入侵，烽烟遍野，民
不聊生。有一天，大兵过境将一农夫强
征拉去当兵，留下的两个年幼的妹妹痛

哭悲号，哭了两天两夜。哭声传到了哥
哥耳朵，第三天，哥哥跳进了正在涨潮
的钱塘江，两个妹妹也在这个时候双双
跳入富春江。等潮退了去，江心忽然出
现了一大堆岩石，兄妹三人的尸体静躺
在那里。从此，人们就称为“姐妹山”。

罗家山：被填平后成为杭派民居的田园背景
村南有山叫罗家山，山南有垄叫高

垄，山西也有垄叫泥糊垄。上世纪七十
年代，东梓关村进行了搬山填沟和平整
土地的工程。全村男女老少不分昼夜
上阵，通过一个多月时间，靠锄挖肩挑，

搬平了罗家山，填平了高垄、泥糊垄，新
造出100多亩标准良田，与山北平地连
成一片，称罗家畈。“最美回迁房”建在
罗家畈后面，罗家畈的田园风光与杭派
民居相映成辉，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许春和药房：长塘西端的金字招牌
许春和药房初名为“许春和元号”，

店址在长塘西端。店屋坐北朝南，白墙
黑瓦，雕梁画栋，马头墙气势恢宏。屋
前铺青石台阶，踏上台阶即见“进内交
易”金色匾额。店堂内两边摆抓药柜
台，柜台内靠墙边是百阁柜，盛药的陶

瓷罐、掏药的石臼、碾药的铁船等工具
一应俱全，药店后院是养鹿场和制药
坊。为扩大经营规模，在药店旁边还增
开了“许春和亨号”，后在桐庐县城、窄
溪镇、横山埠和富阳汤家埠等地开设了
分号。

西洋楼：达官贵人、商人巨贾的聚集地
“西洋楼”是东梓关许十房在长

塘边建造的一幢二层楼房。一楼用
百叶门，二楼用百叶窗，窗棂柱子扶
梯都油漆得锃光瓦亮。门台上雕刻
着“近水楼台”四个圆形大字。由于
它用材讲究，结构新颖，被称为“西洋
楼”。“西洋楼”是当时方圆几十里内

玩扑克牌最早的场所，来这里娱乐的
都是些达官贵人、商人巨贾。到了中
秋佳节，这里又是一处赏月佳地，东
梓文人许廷耀曾题《长塘月夜》诗一
首：“万籁无气夜气凉，长塘景色拟河
阳。更阑徐待冰轮上，逐队随游乐未
央。”

复大昌糕饼店：与“震远同”相媲美
由许氏三阿太许秉石开创，糕点选

料很讲究，有专人严把质量关。制作的
浇切糕、百果糕、麻酥糖、椒盐糕、松子
糕、酒酿馒头深得食客的喜爱，周边兰
溪、桐庐、建德等地的店户专门坐轮船

来复大昌南货店批发糕点。由于复大
昌诚信经营，加上糕饼质量上乘，名气
越做越大，时有杭州、上海等地大户人
家，派人专程来购买糕点，都说复大昌
可与湖州著名品牌“震远同”相媲美。

查家凸头：没落富豪人家的遗址
早前，村里有一查姓家族，居住在

东梓关村西面欧家溪入江口，溪对面是
赵家村。查家原来非常富有，号称“查
百万”，墙内有小花园、古井等。后来家
道败落，查姓后裔因人丁减少，后搬到

东梓村闹处，原来的房屋逐渐被遗弃，
现已无人居住，房屋也已全部坍塌。因
为原址建在江边突出的一块空地上，
所以人们叫此地为“查家凸头”。

陈家后埠：1897年私人投建民商两用的埠头
陈家后头沿江，村民常在此挑取生

活用水。但每次退潮后，江边就会很
滑，给村民带来不便。1897年，许家大

院介如公出资建成陈家后埠，既便于村
民挑水，又利于商轮停泊。

缸爿山、洋瓦基：由缸瓦废料堆积成的山包
原名陈家山，明朝中叶前，东梓关

有一陈姓富裕人家，因无子嗣，许家一
子入赘陈家，陈家山便是陈家产业。不
知何时，在山上陆续开办了缸窑厂、洋

瓦厂，富阳砖瓦厂的前身也在此地。几
百年来，这些厂生产的缸瓦废料堆积在
旁，逐渐形成了新的山包，陈家山变成
了缸爿山，东边苦槠山变成了洋瓦基。

道院山：从道观到木业社到供销社再是宗教场所
道院山位于朱家弄堂南面，因山上

有道观而得名，西侧是道院畈，北面有
水塘为道院塘。山中长满了高大的松
树，风景十分秀丽，有诗为证：“长松偃
骞不知年，绝似仇池小有天；听得风声
林外起，多情浑欲醒龙眠。”新中国成立

后，山上建起了东图木业社，有木匠、漆
匠、篾匠、棕匠、铁匠等手工作坊，木业
社还有个大礼堂，当时公社的很多活动
都在此举办。搬迁后，道院山变成了东
图供销社收购部和食用菌基地，现在是
耶稣堂。

官船埠：寻祖而来，停靠过官船的埠头
朱家是东梓关村第二大姓，朱家弄

堂向北直出有一水埠，原名关前埠，又
称朱家埠。这里还流传着一个故事，相
传古时东梓朱姓有一后生，性格不羁，
善经商，独自一人到外闯荡，在广东定

居。他的孙子辈中有人做了大官，乘官
船来东梓关寻访，但朱姓族人无人应
答。官船停靠数日后只得返回，不再往
复。后来村民将这个停靠过官船的埠
头，改叫官船埠。

经堂山：曾经的曾经已不复，仅有樟树迎风屹立
村西南有山名为“将山”，早年在山

的北边建有一庵，名静安寺。此处风景
秀丽，是欣赏夕阳的绝佳地。有诗《龟山
夕照》云：“夕阳斜照景犹圆，画景潜消认
翠寰；数处烟光多著树，一轮落日半衔

山。”静安寺是尼姑庵，香火旺盛。新中
国成立后，先后改建为富阳六中（初中）
和东梓小学的校舍，山名改为“经堂
山”。现在所有房屋都已坍塌，仅剩一棵
樟树依然迎风屹立，记载着曾经的沧桑。

越石庙：始建于清代，为纪念吴越国“石将军”
越石庙位于富春江边庙凸头，建于

清代嘉庆十八年（1813年）。据说是为
纪念五代十国时镇守东梓边关牺牲的
吴越国“石将军”而建。道光六年（1826
年），在许十房的筹划下，扩建了庙宇。
道光十七年（1837年），在村民许廷谨、

许秉瓒、王兆汶的资助下，庙宇得到较
大规模修缮和整改，庙内增设戏台，并
设神龛神像，供奉东梓关孝子许彧为土
地神。新中国成立后，越石庙被先后改
建为东图粮站办公场所、稻谷加工厂。
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为庙宇。

继善亭(亭子岗）：“许十房”先祖“七十寿亭”
村南约 500 米处岔路口有一座凉

亭，是东梓关“许十房”子孙为先祖许廷
询建造的“七十寿亭”，名为继善亭。许
廷询，生于清嘉庆年间，娶三妻，生十
子。许廷询虽然富有，但生活节俭，在教
育和公益上却从不吝啬。在69岁做寿之
时，许廷询告诫儿孙在山上建凉亭，为百

姓做点实事，不要拘于做寿这类小事。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子孙遵循许廷
询遗志，建造了“继善亭”，在石梁上刻有

“遗命建亭”四个大字，并刻有“先考许公
讳廷询七十寿亭”等字样,后又刻116字

《亭记》。2015年，区政府为传扬中华传
统美德，将继善亭修缮一新。

富春小地名 富阳区抢救小地名试点成果展

孙波波/文

在乡村，每一座小山、

每一块田、每一个水塘......

甚至一条短短的田埂，都拥

有自己的名字。这些散发

着泥土芳香的乡村小地名，

往往附着了一个村的历史

文化信息，它们与乡亲乡

音、山水花鸟紧密相连，不

时撩拨起人们的缕缕乡

愁。不过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不断加快，大量的乡村小

地名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或被遗忘。

为保护乡村小地名，

2022年，区民政局在场口镇

开展了小地名抢救试点工

作。在场口镇政府的全力

支持下，整一年里，区民政

局在各村召开了28场座谈

会，将各村收集的小地名一

个一个地校对，实地察看、

入图标注、影像采集、方言

录音、挖掘故事，每一个环

节都非常繁琐，但地名之事

来不得半点马虎，区民政

局、场口镇政府、各村都在

尽力将小地名的历史碎片

拼凑完整，为后人守护好乡

村记忆。寒来暑往，最终在

24个行政村采集了4058处

小地名，召开了专家评审

会，建立了小地名数据库，

并以手机端展示、挂牌立

碑、建立地名命名更名储备

词源等方式来推广应用小

地名。

从今天开始，本报将开

设“富春小地名”栏目，来展

示和介绍这些地方。今天

展示的是场口镇东梓关村

的小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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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山

东梓关村“藏”着的189个小地名
东梓关村位于场口镇西部，地

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成为
富春江南岸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加
之人文迭起，素有富春江“东流第
一关”之称，是富春江沿线知名的
千年名村落。到了民国初年，东梓
关集市更趋繁华，五花八门的店铺
鳞次栉比，每天都有官船、商船、渔
船夜泊东梓关埠头。 如今的东梓

关成为了美丽乡村的示范点，是
“最美回迁房”、江鲜节举办地、郁
达夫笔下的古村落、网红打卡圣
地，旧时的繁华印记涅槃重生。

东梓关村由东梓和屠家两个
自然村组成，共收集了189个小地
名。这里，我们选取了部分小地名
同读者朋友一起看看东梓关村的
前世今生。

扫一扫二维码，进入“富
阳区小地名展示平台”，可以
浏览东梓关村的全景、视频、
小地名地图等。

查家凸头

复大昌

安吉祥

道院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