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湘南，与湖南无关。它位于杭州萧山
湘湖的南面，是义桥镇所辖的一个行政村。
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村一样，它由数个自然
村落构成。在这美丽的湘湖之畔、三江渔
浦，借着之江潮涌，湘南村，打造了一幅亦工
亦农宜游宜居的乡村自然画卷。

我是因着一次萧山融媒体中心和萧山
区音乐舞蹈家协会组织的采风活动，在初冬
雾气还弥漫在村落田野之间的时候踏入湘
南村的。

湘南是自然的，生态的。在那个似乎比
湘南更有名气更有来头叫峡山头的自然村，
低矮的山丘也是互相呼应，山丘间是蜿蜒迂
回的小河流和金黄色的稻浪，有早起的垂钓
者，几乎以一个凝固的姿态等待着鱼儿的上
钩，偶尔有提一下杆子的，也是不急不慢的
那一种。成片的将要被收割的稻田边缘，零
星的空地上是被闲不住的村民见缝插针种
下的蔬菜，正是绿油油生长最旺盛的季节。
再过半个时辰，这地头还带着呼吸的蔬菜就
会出现在村里镇里的农贸小集。

湘南是变迁的新生的。大概在十多年前
的2008年，因为要在湘南村建造群建变电
所，所以我是到过这里的。那时，这座110千
伏变电所的建筑在周围很是醒目，可现今它
已被周围的小楼和各种建筑淹没，以至于我
要走到近前，才能看到它原来的模样。群建
边的建设见证了这里村办企业的兴旺发展轨
迹，湘南村受人称道的发达的村级经济，就得

益于这不断健康发展的工业基础。
湘南更是历史的人文的。目前的湘南

村，虽然是在2005年才由峡山头、牌轩、后
坛三个村合并，只有二十年的时间。但即将
及冠的湘南村却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这尤
其以位于峡山头村的韩氏宗祠和於氏宗祠
为代表。韩氏宗祠的兴建据说有近900年
的历史，后虽经几代重修重建，几经更迭，但
祠堂的规模和庄重以及它蕴藏的韩姓历史
和文化的沉淀，着实让人肃然起敬。祠堂至
今保存着近代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和周易
藻的书法真迹。从宋朝以来的近900年来，
湘南的韩氏更是人才辈出，成为萧山的一大
姓氏和望族。有记载的进士就有十一人之
多，在当代有原浙大校长、中科院院士，中国
电力科学的杰出人物韩桢祥，就出生在义桥
的湘南，其故居至今保存完好，韩桢祥故居
也成为湘南美丽乡村观光游人参观游览的
好地方。

在湘南当然还有很多为人乐道的地
方。其文化礼堂和首个“巾帼反诈主题公
园”，成为这山水田园里的一道独特的风
景。在湘南，村民们享受着丰富的文化体育
活动。从田野里出来，从车间里出来，来一
场痛快淋漓的篮球比赛，也成了村民平常的
快乐生活，因此也吸引了周围邻村以及城里
的篮球爱好者们。

湘南，这自然是萧然的湘南，是渔浦义
桥的湘南。

湘南处处有看点
■陈雄

走进湘南，可以看到阡陌交错
的河流，蜿蜒起伏的山峦，秦砖汉
瓦的古墙门，饱含历史人文的祠
堂，让人感叹这个村庄历史的厚
重。这个历史古村落人杰地灵，群
英荟萃，汇聚了韩祺、於士达、王
熙、韩祖德、韩登安、韩祯祥等先
贤，以及当代的韩泉欣、韩栋等名
人大咖。

走进於氏宗祠，我仿佛看到了
一位清代的湘南先哲於士达先生，
他布衣麻鞋，徒步走遍了湘湖山
水，用脚丈量湘湖的一草一木，计
算出湘湖水系的精确数据。然后
挑灯伏案，书写出那部具有重要价
值的地理著作《湘湖考略》。《湘湖
考略》，记述了湘湖成型600年来，
几经毁建的历史，以及修筑湖塘的
经验、湖区的地形地貌、湘湖的水
利功能和灌溉区域，对18个放水霪
穴的原址及变迁情况进行了深入
的调查，还记载了十多位湖贤的事
迹，手绘了湘湖全貌图，是湘湖的
重要水利文献。对于今天湘湖的
保护开发仍具有积极的参考作
用。而於士达作为湘南的先贤名
载萧山水利名人史册。

来到韩祯祥故居，我的脑海里
仿佛浮现出与韩祯祥院士的对
话。2007年的早春，我们来到了韩
祯祥先生的寓所，他热情地接待了
我们。作为浙江大学的老校长、中
国科学院的院士，他是蜚声国内外
的电工、电力系统及自动化顶尖专
家，是萧山第一位院士。他虽然日

理万机，但还心怀家乡的教育事
业，详细询问了义桥的学校建设，
学生的就学情况。我聆听了他对
故乡教育事业的寄语，及对家乡教
育事业的美好祝愿，他还欣然提
笔，写下了“努力办好教育，为社会
建设和经济发展作贡献”的题词。

在牌轩自然村，在那片老房子
里，还藏着好多故事，金石界泰斗
人物韩登安先生是西泠印社的重
量级元老，他1932年加入杭州西
泠印社，曾任该社总干事、兼龙渊
印社常务监事。新中国成立后，为
浙江省文史馆馆员。韩登安先生
作为一名艺术大咖，一生以篆刻一
门最为人所称道，从艺时间近50
年，作印章达二万余方。他的篆刻
以浙派为根底，上下求索，是现代
篆学印坛的代表人物。沙孟海对
他评价很高。诗人沈禹钟《印人杂
咏》也赞叹道：“洗眼西湖老倍明，
奏刀常对众山青。正宗爱效琅琊
法，穆穆忧存旧典型。”视韩登安为
得篆法正宗的印人。记得那年我
们去拜访韩登安先生的弟子俞正
先生，他回忆起大师的风貌，无不
感慨。俞正先生送给我的那册先
生的印石谱，从中可以窥见韩先生
的品性，于方寸间见神妙，刀刻中
寓风骨，精严方竣，刚劲峭拔。

独步寻幽逢宿哲，一壶浊酒对
斜晖。湘南是一个具有厚重历史
的村庄，在湘南你可寻找属于那份
宁静的历史沉淀，去追寻先贤留下
的灿烂印记。

在湘南呼吸也带着翰墨的恬静

■黄坚毅

在湘南与先贤对话

之七

峡山而居，溯水而行
远古的水告诉我们，这是个宜居的地方
走进湘南，我们感受现代乡村的愉悦
在这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不时接受厚重的历史密码
勾画出清晰的旧事轨迹

官船潭和残剩运河的水依旧荡漾着
依稀弥漫着诗的味道
沿着古人的足迹，我们寻觅魏晋唐宋
事与物消隐于旧时光
埠头也渐渐地隐失于旧时光
青山已墨，故人相继离场
唯有那大院寂静如初，在民宅的围合中
独自坚守着风雨沧桑的旧模样
这里的解释词彰显着知识的荣耀和力量
家族的芦苇在吹笛，点缀了时空

岁月包浆，星辰纠缠于屋檐
五彩缤纷的轮回，越过千年
静卧的家谱，我们听到典藏的呐喊
享受有关爱情的故事和源远流长的诗韵
透过历史的空隙
杀伐的角力，有了江湖英雄的民族性
来自遥远之境，恍惚近在眉睫，令人怦然
这里，轮番演绎着渔浦故事
投鞭成竹的黄竹林
让居于此的乡民
有了领悟朱陶公理念的先觉

湘南故事
■沈国龙

我随着“文化赋能，乡村共富”采风团，
一同走进义桥镇湘南村。

在湘南村湘建公路东侧的广袤旷野之
中，一座古色古香的白墙黛瓦式建筑巍然矗
立，墙上镌刻着一个偌大的“韩”字，这无疑
便是那久闻其名的韩氏祠堂了吧。

缓步走近祠堂，门前是一对威武的石
狮，两侧排列着12块庄严的旗杆石，这些旗
杆石，象征着显赫的地位、荣耀的家族和永
垂不朽的名声。

踏入第一进大厅，目光所及之处，是靠
壁石柱上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先生亲
笔题写的楹联；而腾空的石柱上，则是一对
韩氏23世孙绍湘公（1869-1941，号鞠生，
别号耕读堂主人）撰，萧山籍晚清文学巨匠、
《萧山湘湖志》作者周易藻所题写的楹联，这
些墨宝令人肃然起敬。我曾游历过众多祠
堂，大多数祠堂在建筑形制上力求修旧如
旧，但像韩家祠堂这样保留如此多原始物件
的，实属罕见。

我深感韩氏祠堂背后，必定蕴藏着深厚
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故事。为了揭开这层
神秘的面纱，次日，我再次专程前往韩氏祠
堂，拜访了正在整理韩氏家谱的韩来根先
生。

据《湘南韩氏家谱》记载，湘南韩氏始祖
膺胄公于1146年携带妻子周氏及三岁幼子
迁徙至此，自此，湘南昼锦堂韩氏一族便在

此地生根发芽。宋末，族人将始祖故居改建
为韩氏祠堂。

韩氏祠堂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时而
破损，时而修缮。“自宋及明，稍着于世宗己
亥（1539 年），再新于神宗之丁丑（1577
年）。”至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倾
废”。清顺治年间，韩氏17世裔孙雯博独自
捐银三百两重建，至顺治八年落成，但此次
重建的祠堂已迁至新址。“昔址在亭子闸之
东，今址在块山桥之北”。康熙五十一年，族
人再次发起将祠堂归迁于原址，并公议捐款
置义田，便于对祠堂进行修葺。祠堂中的勒
石碑文记载，祠堂置有义田60余亩。

“民国”十三年，祠堂又因白蚁蛀蚀而倾
坍，韩氏23世绍湘公发起重建。为避免木
质廊柱再次遭受白蚁侵蚀，这次复建，柱子
全部采用了坚固的条石，并请吴昌硕和周易
藻在石柱上题写了楹联。能请到当时文化
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撰楹联，当时韩氏族人
在文化界的人脉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了。

70多年前，祠堂前二进曾夷为平地，但
旗杆石依然屹立，前大殿的四根石柱子依然
高高地矗立在旷野之中，如同历史的守望
者。1986年，湘南韩氏祠堂被列入萧山县
文物保护单位名录，2004年被列入杭州市
文物保护点。2003年，韩氏裔孙发起对宗
祠的再一次修缮与复建，从此，这座古老的
祠堂恢复了其昔日的辉煌与庄严。

韩氏祠堂里的春秋
■来永祥

看山，苍翠欲滴；望水，碧波轻
荡；进村，赏心悦目；入户，别致静
雅……初冬时节，走进义桥镇湘南
村，乡间道路两旁依旧郁郁葱葱，
干净整洁，农家小院优美宜居，一
块块整齐的苗木方阵，如迎宾队伍
般站立道路两旁。难怪杭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和杭州市农业农村
局评定浙江省AAA级景区村庄名
单出炉，义桥镇湘南村名上榜。

因为从事绿化事业，我对苗木
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敏感的审美标
准。恰好湘南村完全在我的审美点
上。红叶石楠球、红花檵木球、金森
女贞球，红的、黄的、紫红的，三个颜
色点缀了村里的各个角落。文化礼
堂前面的三棵黑松一定是精挑细选
的结果，各有姿态，各有灵气。特色
茶梅，竞相开放，也是冬日里的一把
火……花卉苗木种类多、规格高，有
榉树、香樟、悬铃木、无患子等200
多个树木品种。道路及公共绿地、
山丘营造了多树种、多层次、多色彩
的森林景观，提升了城乡颜值，促进
了生物多样性保护。

屋舍俨然，绿树成荫；田园阡
陌，花开满径；溪河静静流过，一池
碧水随风荡起波纹；清澈的池塘宛
如颗颗明珠散落，在阳光下耀眼夺
目，一眼望去，与蓝天白云相映成
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风景
画。2023年3月，湘南村被认定为
2022年度“浙江省善治示范村”，确

实是实至名归。
环境好了，村子美了，游客也

多了起来。湘南村立足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基础，做大做强乡村旅
游，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
家、美在农家的美丽乡村建设，探
索形成了“旅游+服务+创业”等多
种增收模式。村内有湘南韩氏宗
祠、前坛庙两个市级文保点。都已
经成了全国有名的网红打卡景
点。2022年10月，2022年淘宝村
名单发布，湘南村上榜。

村主任自豪地介绍说去年亚运
会，很多杭州主城区的道路上，都有
湘南村苗场提供的花卉绿植。在湘
南村面临花卉绿植滞销的时候，村
里通过招兵买马，建立了一个合作平
台，启动电商产业园基地项目，推动

“线上+线下”“网络+实体”多形式销
售，让花卉苗木卖得出、不愁卖。村
主任自豪地告诉大家，如今苗农们的
订单越来越多，大家都夸湘南村的花
卉苗木就是“免检产品”！

暮色渐近，翠色的小镇沉醉在
夕阳里，晚风吹来泥土的芬芳，远
远望去田间如同田字格般整齐。
到处是一个紧挨一个的苗圃，各种
各样的树，各种争奇斗艳的花卉，
珍藏在一个个大棚里。偶尔还有
几个在劳作的苗农，也有一辆辆在
装苗的准备运往工地的货车……

一切都是这么生机勃勃，充满
希望。

■高萍

沉醉在翠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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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位于湘湖之南，一个充满诗意的美丽村庄，是义桥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古村落。近日，萧山区融媒体中心文化志愿者走进湘南村，

用文字定格这个小村之美……

高架徽墙旧景融，云楼耸立探星宫。
横塘故里黛妆浅，落日胭脂牛埭红。
片片丹霞天际闹，潺潺碧水寿山风。
乡村美色媲西子，黄菊余香橙橘丰。

赞湘南
■邵兴良

其一
峦翠青峰湾岭山，碧波微漾浦河潭。
楼台烟雨百花艳，疑是蓬莱飞湘南。

其二
渔浦波光接碧天，承传佳句谢苏篇。
韩於族裔源流远，才俊名家文武全。

湘之南

“文艺赋能 乡村共富”
文化特派员黄立在介绍

湘南秀
■周加庆

湘渚风烟秀色佳，地灵人杰才华绮。
韩於宗庙敬先贤，寺宇前坛供明祀。
院士名流荣故乡，众星闪耀鹊声起。
高堂学府闻清誉，和美家园赓续史。

■韩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