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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石墪（1128－1182），字子重，台州临海人。原籍新昌，石待旦

次子石亚之后，祖父石公儒避方腊之乱，自新昌迁居临海。石墪幼

小聪慧，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洋洋千言，对所读之书求懂求通。长

大以后，成为南宋著名教育家。

石墪的祖父石公孺，字长孺，对《春秋》学颇有研究，参知政事

谢克家（台州人）礼为国士。石墪出生于动荡的南北宋交替时期，

从小跟随舅舅陈良翰读书，非常用功，十二岁时就下定决心，要好

好读书，长大以后成为有用之人。绍兴十五年（1145）十八岁时，他

就高中进士，因父亲去世丁忧在家，三年后服除，授郴州桂阳主

簿。由于石墪的学问和才能卓越，得到了谪居桂阳的原参知政事

李安简的赏识，被赞为“平生阅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后调泉州

同安任县丞，当时同安饥荒，县里请求府里豁免租税，知府怒而不

许，石墪力争，终得免。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授同安主簿，因与石墪同官

而相识。石墪长朱熹 3岁，二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常相互切磋

学问。

石墪后来改任武进知县时，正好碰到郡守欲以县公款为其寓

客建造私宅，费用很大，石墪坚拒，因此触怒郡守。乾道元年

（1165），石墪请求免职，百姓得知后，数千人等候在郡守出行的路

上，遮道请留石墪。

石墪在家待缺三年后，又调任尤溪知县。尤溪地处福建山区，

县学久废，文风不振。石墪到任后，即命其友古田林用中来掌教

事，“选县内愿学者充弟子员”，恢复县学，又时常亲往讲学。由于

他对经学颇有研究，于孔孟学说的见解尤为精博，听者无不动容。

由于石墪的提倡，尤溪一时风气大变，当地士人向学之心奋发，不

仅本邑四乡学士前来求学，连周围各州各县的读书人也带粮前

来。石墪又扩建学宫，买书万卷，充实学宫藏书，置学田数顷，以助

生员膏火之费。自此以后，尤溪一带民知有礼、士知为学，莫不感

戴石墪兴学之功。

尤溪是朱熹的家乡（其父朱松曾为尤溪尉，朱熹出生于此）。

乾道七年（1171）十一月，朱熹因舅氏祝峤入葬来到尤溪。朱熹这

次回尤溪不仅仅是为了料理丧事，也是借这个机会与时任尤溪知

县的好友石墪相见，讲论学问与县学之事。其间，朱熹凭吊其父朱

松的韦斋和自己的出生地郑氏馆，为其父任所书“韦斋旧治”四

字，请石墪作《韦斋记铭跋》，刻石揭榜。朱熹直逗留到年底才回到

崇安，临走时，石墪作诗留别，朱熹则作《石子重兄示诗留别次韵

为谢三首》。此后两人仍通过书函保持联系。八年（1172）十二月朱

熹为石墪作《克斋记》、《传心阁传》。九年（1173）九月，石墪重修学

宫成，朱熹又亲撰《重修尤溪庙学记》以记其修学之事，又作《跋张

敬夫（张栻）为石子重作传心阁铭》。

在尤溪时，疫病流行，传播迅速，石墪准备了大批治疫良药，

遣县内医生分送至四乡各处，僻远村落也都送到，很快控制了疫

情，使民众得以存活，更增添了尤溪民众对他的敬仰之情。石墪离

任后，尤溪百姓为他画像立祠，永远纪念这位为民兴学、为民解

困、贤良正直的好官。此后石墪从吏部选，授朝奉郎、福建路安抚

司干办公事。丞相史浩在《经筵荐石墪等札子》中，赞其“器质纯

静，不求闻知，为邑南剑之尤溪，兴学校，礼贤士，苟有利民，知无

不为，颂声洋溢，如古循吏”。

石墪的为官清正和卓越才能名传朝野，得到监察御史陈举

善、丞相史浩的先后推荐，皇帝宣旨召对。石墪面对皇帝，侃侃而

言，首先陈述为君之道与天道一样的，为君之心也同天心一样，不

可以有丝毫的私心；再历引当前时事，加以剖析佐证，言辞恳切，

皇帝为之动容。差监登闻检院。不久，任将作监主簿，旋改太常主

簿。

淳熙七年（1180），浙东大饥。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因修举荒

政有功，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来浙东赈灾，荐石墪代他知南康

军，却逢石墪在临海因丁内艰（其母去世）未能成行，熹写信托他

安抚入台的新嵊饥民，“存活数百人”。淳熙九年（1182）七月廿一

日，熹赴台州巡视，石墪已在六月病故，只能“哭其灵”了。石墪卒

葬君龙谷山云溪先茔之侧，朱熹为他作墓志铭，记下了石墪的生

平事迹及两人交往情形。县志收有朱熹救灾新昌奏章。

石墪一生，读书、讲学、治学到老不废，晚年自名读书处为“克

斋”。朱熹非常赞赏石墪的治学方法，对他在经学特别是春秋学方

面的研究成果推祟备至。朱熹在给石墪的信中，赞扬他“论仁之体

用甚当，以此意推之，古今圣贤之意历历可见，无一不合”，“心说

甚善”；“敬字之说，深契鄙怀。足见比来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气

象”，充分肯定其治学成绩。

石墪所作文，明白清切，精思明辩，一如其为人。陈耆卿谓“从

朱子游，台人始知有洛学”。可见石墪之学，源自伊洛，于二程（程

颐、程颢）的理学有发扬光大之功，对新昌和台州的学术贡献与人

文建设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石墪著有《周易、大学、中庸解》数

十卷、文集 10卷，今仅存《中庸辑略》2卷，收入《四库全书》。《中庸

辑略》是朱熹从石墪的《中庸集解》中删定出来的。《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称“是书本以阐天人之奥”；“墪辑是篇，断自周子(周敦颐)、

二程、张子(张载)，而益以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

焞之说”；“朱子(朱熹)为作序，极称谨密详审”。明嘉靖间，郡守洪

珠建书院鼓山，崇祀而表彰之。《万历新昌县志》卷 11、《宋元学案》

卷 77有传。 （唐樟荣 撰文）

朱熹好友、
南宋著名教育家石墪

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

喜爱，往往始于儿时的经历与感知，因

为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传统文化的氛围

中了。生活在乡村的自不必说，即使生

活在城市的，长辈们往往有意无意之

中将故乡的风物习俗随日常生活带到

了城市，使孩子幼小的心灵飘荡着故

乡泥土的芳香，绵延着田园生活的温

馨和从容。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人

们越来越感悟到：一个人走得再远，也

不可能走出心灵深处的“故乡”，那是

涵养情感，孕育人文情怀的精神家园。

新昌是我们的故乡，这方山清水

秀的的空间孕育和积淀了许多特色鲜

明、灿烂无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是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纪念，这些文

化遗产虽历经沧桑，却依旧能绵延千

年，长盛不衰，那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新

昌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是任何外

来力量都无法摧毁的生命纽带。

我们新昌虽然是山区小县，但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却极为丰富，即使

一个处在深山中的小山村也有其独特

的文化遗产。譬如城南乡丁家坞村就

有一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是民

间舞蹈“马灯”。“马灯”又称“舞马”，为

灯具舞。此舞历史悠久，相传始于南宋

末年：朝廷有位丁姓兵部尚书，为人刚

正不阿，憎恶奸佞。因触犯皇上而遭

贬，举家逃生到新昌县小将镇南洲村，

其后人又于元代时迁移到城南乡丁家

坞村。据传，他一手创编了舞蹈《马灯》

调，还组织了马灯队，赴四村八乡表

演。《马灯》的主人公选集了汉、三国、

宋各代忠良以示歌颂，并将卖国求荣

的毛延寿作为奸佞代表严加贬斥，人

物形象一正一反，爱憎分明，受到老百

姓的欢迎。因而历经元、明、清、民国代

代相传，至今未绝。1985年被编入《中

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省绍兴

卷》。

马队扮演者为 15岁以下少年，农

闲练习，新春（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八）

赴附近乡村巡演，年年如此。1958年

后被禁演，1963年，由丁家坞村村民

丁全昌、丁洪昌两人为首，再组建马队

授艺，并请学校老师改写马歌，内容参

照时代背景，很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

色。文革期间曾停演。上世纪 80年代

初，丁洪昌和丁焕仁（丁全昌之子）带

头复兴马队，曾多次参加县、市演出，

广受好评 。授艺人丁洪昌（1947年出

生，已故）也以著名艺人称号被市文化

局登记入册。

马灯又称调马，表演在锣鼓和唢

呐交响的《骑马调》中开始。表演者分

为马群甲、乙二组，马夫甲、乙各领一

组，旗牌手四人分二行，双手将旗牌擎

于胸前，在音乐声中率先上场，马夫甲

乙，穿黑打衣，头包红巾布，脚穿黑色

平底靴，以两个小翻斗率先上场。随后

是马群甲、乙两组分别亮相：甲组依次

为王昭君、双阳公主、关羽、诸葛亮、赵

云等；乙组依次为：单阳公主、刘备、张

飞、狄青、毛延寿等。个个匹配马灯，似

骑马状，表演者跃马扬鞭，平步行走，

时缓时急。唯毛延寿花脸谱，表演各种

丑态。旗牌手率领二组在音乐伴奏中

边唱边串阵表演，队形转换多变，有

“香烟曲”、“元宝阵”、“剪刀阵”、“绕四

角”、“破十门”、“里盘龙”、“外盘龙”、

“踏五方”、“转三角”等等。伴唱为马灯

调，歌词有“天下歌”、“十香袋”、“十妆

台”、“十采茶”、“十记锣”等等民间游

歌，内容多为借古喻今，颂扬忠良，贬

斥国贼，寓意深刻。如今的唱词也与时

俱进，已改为歌颂农村的新气象及各

种新鲜事物。

马灯表演熔舞蹈、戏曲与串阵为

一炉，表演形式灵活多变，马队人物可

多可少，演出时间可长可短，伴唱词可

根据需要选择或改写，既适合在操场

表演、也可以舞台演出。

丁家坞村的老老小小几乎人人都

会唱马歌，马灯成为全村家喻户晓的

民间表演艺术。如今丁家坞马灯队表

演者均为 15岁以下少年，小小少年挥

鞭跃马，机灵敏捷，边舞边唱，可看性

很强。

（张秋萍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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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坞马灯

梅渚张家店张家祠堂，堂号世德堂，位于梅渚镇张家

店村中。为祭祀世迁祖昇山公，由张氏族人集资建于民国

十九年（1930）。建筑坐北朝南，前临太平塘，依次为门楼、

戏台、正厅及左右看楼，占地面积 375平方米。据当地老

人述说，整座祠堂的设计图纸，由张载阳先生（新昌人，陆

军上将，1922年任浙江省省长）从杭州带回并依此建造。

建筑保存完整，雕刻精致，2009年 11月公布为县文物保

护点。 （图 /文：县文管办 丁红霞）

【梅渚张家店张家祠堂】
溪西何家祠堂，堂号敦厚堂，位于镜岭镇溪西村。建筑

坐北朝南，由照壁、门厅、戏台、正厅及左右看楼组成。门厅

面阔三间，明间后檐接单檐歇山式戏台，内顶旋叠菱角牙子

藻井。正厅面阔五间，明次间为抬梁式，山面为穿斗式。左右

看楼各五间。据《溪西何家宗谱》记载，祠堂建于清咸丰年

间，目前保存较好，格局完整，做工考究，2002年公布为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

（图 /文：县文管办 丁红霞）

【溪西何家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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