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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塘下·塘河风10

凤胜村

■记者 张洵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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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走进塘下镇凤胜村，就听见不远处的祠堂里有些热闹。闻声而去，20多位老人正聚在此处，或

下围棋，或听鼓词，或闲聊。“我们村村名原来不叫‘凤胜’。”“有些村民还是唐朝宰相的后裔呢！”“据说村

里还有人当过官呢！”……听闻记者前来采访，老人们你一句，我一句，聊起了凤胜村的悠悠历史。

据了解，凤胜村已有600多

年历史，面积 1.5 平方公里。从

新中国成立前的 90 多户人家，

发展到如今195户856人。

该村村民以“董”姓和“陈”

姓居多，董氏原籍江西，是最早

迁移至该村的。后来，一张姓人

家迁来此村。200 多年后，陈氏

从永强一带迁来。关于陈氏迁

移而来的时间是经过考证的。5

年前，村民在该村马金盔山上发

现了陈氏的墓碑，经市文保部门

鉴定，已有400多年历史。

尤值一提的是，当时，迁移

而来的张氏虽只有一户，且人丁

不多，却是村里的大户人家，在

村里有好几座大房子。“村里有

条河还是张家的呢！”该村村委

会主任董荣成说，从前在工业新

街至盛昌路一带，有一条小河，

名叫“建堂河”，属于张氏人家院

子里的河。后来，张家衰落，门

可罗雀，一座座大房子被拆毁，

只剩下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

100 多年前，村里修路，便也将

此河填埋了。

尽管小河已不在，村里仍留

下了不少张家人房子的锁盘。

董永娒记得，30 多年前，他在村

里种地翻土时，曾见到过这些锁

盘。“锁盘是方形的，长宽约七八

十公分。锁盘越大越多，象征着

这户人家越有钱。”董永娒说，后

来村里建新房，这些锁盘便被埋

在了土底。如今，村里仅剩下两

兄弟是张氏的后代，他们后来随

亲戚改姓“刘”，之后村里再无张

姓人家。只有那尘封的锁盘，还

“记”着张氏人家曾经的辉煌。

悬挂于祠堂的“跃龙门”牌匾（张洵煜 摄）

凤胜村始祖董良能（张洵煜 摄）

一对青石“马蹄脚”（张洵煜 摄）

村民最初以卖黄衣、红粬和生姜为生

听老人们说，凤胜村原本

叫寺庄村。新中国成立后，为

讨个好兆头和新气象，改名为

“凤胜村”。当时，勤劳聪明的

村 民 发 现 市 场 上 生 姜 货 源 不

多，便开始种植生姜，或从文

成、永嘉等地批发，做起生姜

的买卖。

当时，村里一半以上的村

民 都 以 卖 生 姜 为 生 。 直 至 今

时 ，仍 有 20 来 户 村 民 贩 卖 生

姜。今年 70 岁的村民董永娒

以前就卖过生姜，“清明前后，

在附近的里岙山上种下姜种，

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培育，冬

天收成，然后担到山下叫卖。”

董永娒老人回忆道。

村里另一半村民则卖起制

酒的原料——黄衣、红粬。“黄

衣是做黄酒的原料，红粬是做

白酒的原料，将大米蒸熟，放

置 发 酵 一 周 左 右 ，再 曝 晒 一

天。”村民董顺贤说，也不知村

里是谁最先制作这些原料，因

收益不错，手艺也就渐渐流传

开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卖起了

黄衣和红粬。

如今，承载着村民记忆的

叫卖声早已消逝在凤胜村的街

头 巷 尾 ，该 村 不 再 以 农 业 为

主 ，而 是 借 着 改 革 开 放 的 春

风，逐渐发展。据了解，上世

纪 90 年代以前，凤胜村是凤山

乡的小村庄，经济较落后。后

来 ，瑞 安 北 高 速 出 口 落 在 该

村，便捷的交通为凤胜村打开

了发展大门，现多数村民经营

汽 摩 配 和 鞋 子 外 加 工 ，还 有

100 多人走出国门务工创业。

董姓村民是唐朝宰相后裔

在凤胜村祠堂里，挂着一幅

老者的画像，上面写着：始祖良

能公。“这是我们的老祖宗董良

能，官任户部尚书，是唐朝宰相

的后代！”该村党支部书记董学

峰自豪地说。

董学峰口中的宰相名叫董

晋。据古籍《唐书·董晋传》记

载，董晋字混成，原籍江西，抚州

府临川县董家屯人，官拜秘书省

校书郎，翰林院翰林，淮南府判，

祠部郎中，在唐德宗登基官授太

常卿，右散常侍御史，任中丞转

任华州刺史，升左金吾卫大将

军，转升尚书左丞，贞元五年（公

元789年）拜相。

对于该村董姓人家是宰相

后裔的说法，村里人早已口耳相

传，成为佳话。据说，明朝时，晋

公后裔董氏四兄弟从江西搬迁

而来，四人分别来到梅头（今海

城）、温州双门、温州渔溪和寺庄

村，从此在这四处定居。凤胜村

的董氏即为其中一兄弟的后裔。

“不仅我们的老祖宗是宰

相，村民猜测村里还出过当官的

人。”董学峰说。村民的说法并

非没有证据。在凤胜村祠堂的

两侧台阶处，有一对由青石雕刻

而成的“马蹄脚”。每每拾阶而

上，就可看到这对有着精致花纹

的青石。“这对‘马蹄脚’历史悠

久，想必是古时当官人家所有，

普通老百姓哪有马呀，更别提这

么好看的‘马蹄脚’了！”董学峰

说。

另外，在祠堂大厅的上方，

悬挂着写有“跃龙门”繁体字样

的牌匾，据族谱记载，这是明朝

期间，浙江都察御史到此地时提

笔赠送的。后来，该牌匾被意外

烧损，1991 年，村老人协会照着

原来的字样又重新定制了一个，

悬挂于祠堂。至于为何提字“跃

龙门”，已无从可知。

村民主要姓“董”和“陈”

瑞安北高速出口就在凤胜瑞安北高速出口就在凤胜村村（（陈立波陈立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