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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黄山村北面的石门
岗山腰上，住着一户陈姓人
家。陈姓人来自外地，南宋末
年时原在福州为官，他目睹官
场上勾心斗角的黑暗，于是，
辞官归隐，过起了农家生活的

“田家乐”。他在石门岗上定
居，开荒垦地，种植南瓜、冬
瓜、甜瓜、香瓜，尤其以黑籽红
瓤的西瓜出名。

陈姓人有一手种西瓜的专
门技术，种出来的西瓜，个大型
圆、皮薄瓤红，香甜可口，解暑
止渴，吃多了也不会觉得腻，十
分有名。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胡
须老人，年年到西瓜坪吃陈姓
人种的西瓜。每次满口称赞，离
开时还总是依依不舍。他从来
不说自己从哪里而来，也从来
不说要到哪里去，好客的陈姓
人见怪不怪，认为白胡子老人
是位不同寻常的“异人”，客客
气气地把他当成了朋友。

有一年，陈姓人种了一大
片西瓜，足足有一百多棵。可
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结
下了一个瓜。这个十多斤重的
大西瓜，陈姓人自己舍不得
吃，更舍不得卖给人家，为了
防止野兽的糟蹋，他用青草把
西瓜遮盖得严严实实，专等白
胡子老人前来吃瓜。等着等
着，西瓜熟了还是不见白胡子
老人的到来。等呀等呀，西瓜
熟透了，白胡子老人也终于来
到了西瓜坪。

陈姓人泡好香茶，热情招
待后对老人说：“同年伯，实在
对不起，今年的瓜藤长得那么
好，可是不知为什么只结了一

个瓜，再不来吃，过几天蒂落瓜
烂，就没有瓜了。”

“西瓜结得多又长得好，
怎么说只有一个？”老人反问。

“不是我小气，也没有骗
你，到瓜田里转一圈后就会明
白了。”陈姓人停了停又接着
说，“这样吧，我们一起摘西瓜
去！”

陈姓人和白胡子老人一
起来到瓜田里，只见数不清个
数的，圆滚滚、肥嘟嘟的翠绿
色西瓜，静静地躺在瓜藤丛
中，陈姓人一下子惊得目瞪口
呆 了 ，“ 这 不 是 在 做 白 日 梦
吧！”他喜出望外，高兴得手舞
足蹈了起来，当激动不已的陈
姓人摘下那个又大又熟的西
瓜要交给客人时，白胡子老人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当时，义乌流行一种高烧
不止、心惊不定、百治不灵、百
药无效的时疫，想不到这种病
人吃了西瓜坪上的西瓜，竟然
病患全除，体健如初。于是，西
瓜坪上的西瓜成了一种治病的
特效良药，也卖出了几倍于人
的好价钱。后来，西瓜卖光了，
只要扯上一把西瓜藤，用水煎
成汤，病人服用了这种“灵汤妙
药”，居然也就“汤到病除”。因
此，西瓜坪陈姓人名声大噪，成
了方圆十里内有名的良医。

石门陈氏西瓜坪人发家致
富，移居黄山，沿凰溪建村落，
世代生息繁衍，裔孙兴旺发达。

西瓜疗病的神奇传说，一
村传一村，传遍了千村万户，一
代传一代，一直传到了现在。

杨子明

神瓜疗病

《严禁谕碑》两方，其文字内容大同
小异。碑身青石打造，已残缺，文字漫漶。
一方稍好，经义乌博物馆工作人员清洗
摹拓，字迹尚清，除少数几个字不能清辨
之外，大体可认。经笔者晰辨，两碑对照，
一碑的文字如下：

严禁谕碑

署金华府义乌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
次程

为究：事据金邑生员杨企周具禀，王
千英等在埠头硬抽私税，剥勒穷民等情
到县。据此除期时谕外，合行勒碑示禁，
为此示佈，该应保甲里户市民，嗣后倘有
前项棍徒，在于浮桥埠头私抽税户勒诈，
许即扭拿赴县，以凭尽法究处，决不姑
宽，各宜凛遵。永禁碑。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 日给

一碑保存尚完好，只是断了碑底座
部分，文字基本可认。二碑残缺较大，碑
头已不存，且字漫泐，经两碑相互对照，
大同小异，其内容一致。有7个地方稍有
变动。一是“在埠头”与“在浮桥埠头”，后
碑多“浮桥”两字。二是“硬抽私税”与“处
抽私税”。三是“除期时谕外”与“除期拘
究外”，后碑为“拘究”。四是“合行勒碑示
禁”与“合行示禁”，后碑少“勒碑”两字。
五是“里户市民”与“里户人等”。六是“税
户勒诈”与“勒诈穷民者”。七是“永禁碑”
与“永示禁”。再者后碑落款处多“右知，
勒浮桥头时谕”数字。

据其碑文字体分析，当为地方匠人
所刻，在书法上无多大意义，属普通刻
石。为何两碑会在一起发现，估计当时应
立在江北江南的浮桥头，各立一处，后不
知何原因江北之碑移到了江南一起被当
作垫基石埋在地底了。据2017年重建万
善浮桥工程动工时，在江北桥头往内十
米余堪挖桥基，被洪水冲击后露出过江
北码头的红石垒成梯级步墎，码头造型
漂亮，呈 U 型。根据发现时的堆积层判
断，码头应是清乾隆时期所建。可惜因毁
于水未能得到保护。两碑有一块立江北
码头是有可能的。

考文字内容大扺可知：自万善桥建
成以来，有地痞恶棍王千（子）英等在浮
桥头强行向贫弱百姓或客商巧取豪夺抽
私税，有当地绅士杨企周者为解民怨向
义乌知县据事禀告，知县程遂决定对王
千（子）英等人按法处究后，告谕民众并
在浮桥头刻石立碑，对今后尚有抽私税

者绳之以法，决不轻饶。此碑一立，百姓客
商欢欣鼓舞，从此后万善桥两岸通走自由，
来往无阻，百姓平安，佛镇更加繁荣。

此碑立于乾隆四十七年冬，离万善桥
建成通桥已二十二年。期间正值乾嘉盛世，
佛堂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很快，佛堂物阜
民丰，商埠兴盛，依仗万善桥和埠头的交通
便利，市镇发展很快，被誉为“小兰溪”，迅
速成为浙东四大商埠之一。

据碑查核考证，王千（子）英其人已无
从查考。当时义乌知县应为程嘉缵，于乾隆
四十七年署义乌知县，四十八年离任。安徽
徽州府绩溪县人，监生。

杨企周：据《金华龙山杨氏宗谱》载：杨
镇纭，字企周，官讳文琩。傅村杨家人，邑庠
生。乾隆庚辰（1760 年）秋，见金义之津要
渡佛堂，民苦病涉，甚是痛心，恰逢吴周士
等倡建浮梁，遂捐资三百两以建，于乾隆辛
巳（1761 年）冬竣工。乌伤侯杨春畅表于
记。乾隆庚子（1780年），二十年后，万善桥
漂毁于洪水，杨又义捐银四百两，助肥田五
石二斗，以资管工及修缮不缺。清乾隆丁卯
（1747 年）科举人楼锡望，义邑西乡人，也
在《文学杨企周公传》中记其事。“后以桥埠
近市，奸猾征税。公又请勒石碑永禁之。其
信而可征。”从建桥起始到嘉庆年间重修，
为万善浮桥的修缮管理倾注了极大心血。
嘉庆乙亥（1815年）邑俟诸自谷赏其匾曰：
泽被稠川。

此次发现的第三方碑保存完好，用绿
石刻勒，碑体长约两米，宽约六十厘米。文
字漂亮，碑首横书“万善桥碑”四字，碑右
竖刻“重修万善浮桥捐钱芳名开列于后”，
碑左竖刻“龙飞大清同治丁卯年季冬月
立”，中竖刻近二百余人的捐款人名和数
量，与如今许多寺庙不记事由，只留芳名
碑石相同。碑刻立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
冬月。

万善浮桥自1760年建成通桥以来，至
1871 年，已有一百一十一年，期间浮桥因
洪水漂毁和船腐漏等原因有过几次大修，
但都未有立碑留记，唯同治十年大修刻碑
立石。从碑文名字和捐款数量来看，万善桥
名副其实，行善资捐者众，皆民也。列前首
者，也为佛堂地方有名望之富绅豪士。中有
丁义我、丁成利、王必进、沈太和等。如王必
进（1806-1872 年），为义乌凤林蒲潭王氏
后裔，一家数代在佛堂经商发家，五代同
堂，一百多人口同锅吃饭，是佛堂镇的一大
儒商，著名的古建筑“利记”就是他创建的。
沈太和也是佛堂街上著名的一家药铺老
板。等等。

王春平 文/摄

北宋时期，战争不断，百姓
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为谋生
计，宗泽祖辈携一家老少择地
而居。他们来到南山脚下，见南
山气势不凡，山高林密，山脚溪
水清澈，潺潺而流，十分宜居。
且后山有取之不尽的柴薪，门
前有清澈优质的山泉，如此依
山傍水之地正是做豆腐的良好
所在。于是宗家就在此结庐安
家，繁衍生息，村名宗塘。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这
一年，宗泽十三岁，正是农忙
季节，学馆放假。宗泽从小懂
事，为父母分忧。他大起早就
挑着一担豆腐串村过户细声
叫卖。人们见宗塘的小伙子声
音甜又懂礼貌，争相前往购兑
（用豆兑换），眼看即将卖完。
这时，豆腐担旁站着一个六七
岁的小孩，眼睛直直地瞪着豆
腐不肯离开。

宗泽问：“小弟弟，早饭吃
了没？”

小孩用手指着豆腐，呜呜
地哭着说：“妈妈病，三天没
吃！”

宗泽闻听，鼻子一酸，滚下
眼泪。赶紧捧了一块豆腐送到
病人床前。“大嫂，趁热吃。不要
急，病慢慢会好的！”

“有教养，真懂事！”小孩母
亲强撑身体，目送宗泽离去。

有一天早晨，天刚放亮。宗
泽挑了一担热气腾腾的豆腐到
青口一带叫卖。走着走着，突
然，听到路旁刚收割完稻谷的
田里传来一声声轻微的呻吟
声。仔细一瞧，发现一堆湿漉漉
的稻草上倒着一位奄奄一息的

老婆婆。宗泽放下担子，连奔带
跑到跟前，大声问：“老奶奶，怎
么了？哪里不舒服？”

老婆婆睁开微弱的眼睛，
有气无力地说：“饿、饿…昏…”

宗泽环顾左右，渺无人影，
急得团团转，忽而想到豆腐。

“有了，您等等！”宗泽飞快地奔
向豆腐担，切了热气腾腾的鲜
嫩豆腐，一块块慢慢地喂给老
婆婆吃。

“小伙子，谢谢你救我！”老
人有气无力地说。

一顿热豆腐下肚，老婆婆
慢慢地恢复了体力，神志也较
清醒。问其为何会倒在路旁。原
来，老婆婆早年亡夫丧子，一生
孤寡，无依无靠，近已断粮三
日，饿得头昏眼花。今日早起想
到野外采点野菜充饥。步履艰
难，摇摇晃晃，一下倒在田边的
稻草上。要不是宗泽路遇得救，
极有可能就醒不来了。

宗泽用手轻轻梳理老婆婆
的头发和拍掉身上的泥土，又
找了个干净的地方扶她坐下，
等待过路之人帮个援手，将老
婆婆送回家。这样折腾了两个
时辰，早过了卖豆腐的黄金时
段，眼看生意无着。

这时，过路之人渐渐多了
起来，见闻宗塘豆腐如此神奇，
又听闻宗泽的救人善举，都翘
起大拇指一个劲地称赞，纷纷
掏钱购买豆腐。

从此，细腻、鲜嫩、味香、口
感好的宗塘盐卤豆腐在方圆百
里闻名，其独特的加工工艺留
传至今。

蒋英富

宗泽豆腐救人命万善桥的沧桑往事
——《严禁谕碑》考

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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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

稠江发源吴宁，自东而西，与瀫水合，
达于钱江入海。即古之乌伤溪也。江势若
建瓴，非桥梁莫济。距县治之西三十里有
佛堂市镇，其地四方辐辏，服贾牵车，交通
邻邑。而旁据水道，汇合绣津、画川，水势
浸涨，民苦病涉。里人王以琳、王禹德等谋
建浮梁，而有志未逮。爰恳吴生周士者主
其事，吴生亦毅然任之，首捐白金四百两。
一时慕义乐助者，若丁尚庆、王士宇、杨启
周、楼德运、戴盛岳、丁宏铨、王成周、鲍期
颐等，皆踊跃争输，共襄厥事。经始于乾隆
庚辰季秋，落成于辛巳仲冬，自此舍舟而
步，如履坦途，民咸称便。桥成而以万善
名，记好善之多也。

岁壬午，予卸东嘉篆，补授兹邑，见陆
无不陂之泽，水无不梁之川，颇幸此邦风

俗犹为近古。其明年夏，乃以斯桥之绩来
告，计费金三千五百有奇，而吴生功成身
退，各董理丐予言以垂久远。予维桥梁一
事，亦王政肇端也。夫辰角见而除道，天根
见而成梁，经书垂训，先王所以广德施于
兆民者。余莅兹土，凡兴废举坠，悉予之
责，况利涉大川，藉手以告成功，得不鼓舞
劝勉，以勖将来于无穷耶。因取总籍盖印，
一存公所，一给董事，俾按籍收其岁入，除
输赋及守桥工食外，积为后来修葺之费。
其桥屋桥田，并注征册，钤发执据，并将施
助诸姓名勒诸贞珉，以垂不朽。所赖诸董
事正直公忠，实心经理。撙节而保护之，后
之人守厥成功，永久勿替，尤予之所厚望
也夫。

乾隆二十八年七月记

万善桥记
清·杨春畅

链接>>>

前不久，佛堂古镇浮桥头，在改造旧房过程中，挖出了三方石碑，两方为《严禁谕碑》，一方为《万善桥碑》。有关万善

浮桥的资料，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很少，在清嘉庆《义乌县志》中，载有乾隆年间义乌知县杨春畅的《万善桥记》，记述的是

万善桥的建筑始末，有很大的史料价值，除此之外，有关万善桥的历史资料就很少了。根据古代的记事勒碑方范，《万善

桥记》也应立碑，但是世事沧桑，碑毁或湮没都有可能，苦于没有发现，只好揣测了。这次发现的三方石碑，十分难得，它

给我们讲述了发生在万善桥头的一些故事，也是岁月流变留下的一段尘封往事吧。

《严禁谕碑》一碑。

《严禁谕碑》一碑拓本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