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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新华片区，后朱村是

一个相对落后的村落。该村四

周有4条河流，将村居包围其中，

俨然形成了一个小岛。

“4条河上都有一座小桥，分

别通往塘下、上马、大典下、岑岐

等地，如果村里发现盗窃事件，

只要守住这4座桥，盗贼是绝对

逃不了的。”这些小拱桥有的还

保留了下来，桥宽1米左右，两边

没有护栏。至今，后朱村的中年

人依然记得小时候过桥时战战

兢兢的感觉。

交通受制于其他村，是后

朱村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村

里人开始办起注塑加工作坊，

才慢慢走上了富裕之路。

“现在，村里起码有七成人

从事注塑行业。”朱帮海是一家

注塑厂的老板，他介绍，上世纪

八十年代，他的父亲从一台注

塑机开始慢慢创业，如今已拥

有18台注塑机。

后朱村的注塑行业普遍

为家庭作坊式，走在该村，可

发现家家户户的一楼都放着

一台大型的机器。

2013 年 5 月，为了改变村

里交通情况，村民集资 78 万

元，修建了一条直接通往塘下

大道的道路，方便了村民的出

行，也为村里将来的发展打下

良好的基础。

■记者 黄国夫／文 陈立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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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朱村，是塘下最南边的一个村落。村里有一座建于晚清的庭
院式古宅——朱正均宅，屋里屋外各种精致的雕刻与灰塑装饰，仿佛
带你回到了古代；然而走出古宅外，随处可听到“嗡嗡”的机器声，现
代的工业气息扑鼻而来。

后朱就是这样一个村，一个古代和现代并存的村庄。

有关朱正均宅的种种说法

百年古居朱正均宅
一块青砖值一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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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后朱村，人们首先想

到的是具有江南水乡典色的庭

院式民居建筑——朱正均宅。

该 古 建 筑 建 于 清 咸 丰 三 年

（1853 年），占地面积 600 平方

米，距今已有162年。

朱正均宅临水而建，建筑

造型精巧，用料讲究，雕刻工

艺精细，具有较高的文物价

值。

朱宅大门前的围墙，由青

砖堆砌而成。仔细一看，发现

青砖之间并没有采用黏土等物

质粘连，而是镶嵌而成，衔接处

缝隙极为细小。据流传，这些

青砖是朱正均请人打磨而成，

打磨一块青砖要花掉一天的时

间，报酬是一斗大米，由此可见

朱宅耗资之巨。

朱正钧的部分后人如今

还住在老宅中，在宅子东首有

一个诊所，这里住的便是其第

9代后人。

“我祖上应该是做生意发

家后，才盖了这座宅子。”朱正

均的一位后人朱醒华早已搬出

了老宅，他说，从一些族谱记载

上推断，建宅子时恰逢太平天

国运动，朱正钧当时很可能在

做木材或是大米生意。

朱醒华介绍，朱宅后门是

塘河，宅子边上有一个被围墙

围住的码头，当时货物应该就

是从这个后门运到屋内的。

因为在那个年代，最发达的就

是水上交通，房子前街后河，

位置十分优越。

然而，关于朱正均财富的

来历，在民间却流传着另外的

说法。

相传，朱正均原本家里很

穷，欠下很多债务，除夕夜还

有人上门讨债，父子俩出门躲

债，直到除夕夜后半夜才回

家。父子俩回到家时并未进

门，而是坐在大门口。突然，

他们看到屋前不远处的田里

发着亮光，挖开发光的泥土，

意外地发现了一大笔银两。

从此他们还了债务，盖起大

宅。

这个说法极具传奇色彩，

为此有人认为这是朱正均所

得“外财”的一种掩饰。另外

还有一种传言，当时位于场桥

的双穗盐场曾遭到海盗的打

劫，官兵受命抓捕，但一直没

有收获。

当时，前池一带的百姓流

传一句话：“两三年之内塘下必

出一位大地主。”结果两三年

后，后朱村果然出现了这么一

位大地主。有人猜测，海盗把

打劫来的财物藏到了朱正均家

的农田里，他在农作时发现了

这笔财物，靠此发家。

塘下地区最早种甘蔗的村落

除朱正均宅外，后朱村另

一个被人所熟知的，便是甘蔗

和红糖。

“以前塘下没有人种甘蔗和

制红糖，后朱村是第一个，我记

得应该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村

里慢慢开始兴起种甘蔗。”后朱

村退休干部朱其光今年已经81

岁，据他推断，该村种甘蔗的历

史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而将甘蔗和红糖引进该村

的，是一位叫阿南的人。据说

阿南老师是平阳坑人，是一位

制作红糖的能手，由于和后朱

村的一位村民相识，看到该村

大片的田野后，于是商议在这

里种甘蔗，并搭棚制作红糖。

刚开始几年，所种的甘蔗

并不多，但由于做红糖的经济

效益好，村里人便家家户户跟

着种起了甘蔗，制作红糖来卖。

“当时 100 斤的红糖可以

换 700 斤稻谷，对我们庄稼人

来说，这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

收入。”朱其光说。

今年 66 岁的村民朱昌富

小时候曾跟随父亲制作过红

糖，他回忆，榨甘蔗汁用的是两

块大石板，用牛做劳力，其工艺

就像磨黄豆。甘蔗需经过3次

压榨，才能将汁榨干净。

“最多时，我们村里一共有

7个糖棚，附近村都到我们村加

工红糖。”朱昌富说，后来附近

村的人也陆陆续续做起红糖，

但是他们的手艺没有后朱村的

好，有时遇到技术上的难题，还

要请教后朱的制糖师傅。

正是由于制糖业的兴盛，

让原本贫穷的后朱村村民过上

了一段风光的日子。朱昌富

说，他家的两间老房子，就是在

制糖最红火的时候建造的。

但后朱村的制糖业并没

有持续多久，新中国成立后没

几年，岑岐办起了一个大型的

糖厂，后朱的制糖业也就逐渐

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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