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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锡春

新街是老城区中心的一条老街。它紧临老城

区最繁华热闹的解放路，过了“县前桥”，绕过照

屏，就是古县衙。此处不幽僻，却也谈不上什么气

势，只是一条很直的街，没有一点转弯抹角。街坊

木楼清一色的杉木板门和雕花木窗棂，跟整齐的屋

檐一道延伸远去。还记得有几家象征着富裕人家

地位的有着砖雕台门的院落点缀在楼群中，白墙灰

瓦的围墙与木楼形成了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独特

街景，显得和谐而宁静。

只闻说：“明嘉靖十年(1531)六月因火灾，燔及

180 余家，后新拓县前桥正中段，习称新街至今。”

它的历史和现实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长，

就像门前的那条石板路。新街当初称衙前街，因为

它位于县衙正南面。新街北起解放中路，与东、西

小街交汇，南至太平桥通会文里，与屏星街交汇，长

120 余米，宽 3.5 米。

新街北端原来有一座石拱桥，跨架在县前河，

南北走向，南通新街，北临解放路，直对古县衙，名

太平桥，而人们习惯称它为“县前桥”，建于南宋绍

熙三年(1192)，长三丈七尺，阔二丈五尺。石构筑，

单孔拱形，两旁有石栏杆。在这座被誉为“岘城河

畔桥梁多”的古老水城里，这样的石桥触目皆是，它

的工艺谈不上精湛，取材也无奇特之处。然而，它

是老城内唯一的一座拱式石桥，桥面宽，两侧设有

石栏杆。桥两侧都有河埠，它们借地利倚在桥堍

边。北岸宽，走水路的物资多从这里上岸，南岸窄，

可供人们洗涤。

一种罕见的自然景观，由一棵横斜逸出在桥正

中，西侧栏杆外拱顶上的古榕展示出来。树身大半

倾向河面，它的根已深深扎入拱顶的石缝中，漫延

在桥拱下，长长的气根有的飘洒在河面上，有的附

着桥拱底和树根交叉密织，谁也分不清哪是主根，

哪是气根，在桥拱下盘根错节，形成一个个窟窿洞

儿。人们惊讶这树怎么生得这般奇伟？感叹它几

经沧桑？谁也说不清它是怎么来的，只知道很久很

久前，它就已经飘洒着长长的胡须，伸展着虬曲的

臂膀站在那里了。

在榕树上那些蝉儿拉开嗓门死命地嘶叫的傍

晚，阵阵凉风从水巷深处习习吹来，这时是人们乘

凉的好时机。不论离桥近的还是离桥远的街坊，都

会往这里凑，聚在一起，或唐尧虞舜地神侃，或下象

棋、陆军棋，于是一阵阵笑声、骂声便在这里飘了开

来。女人也聚成一堆堆，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当

星星缀满蓝缎般的夜空，还有人不舍离去，坐在栏

杆上，依在栏柱上，听在绿幽幽的河面上荡来荡去

的来自河边埠头的浆洗声，和湿稠稠的黄昏里晃晃

悠悠的船家摇橹划桨的欸乃声，直到夜深。

石 桥 、桥 上 的 古 榕 树 ，如 此 风 光 了 许 多 年 。

1970 年，县前河被填，桥被推倒了，那榕树也在劫

难逃，倒在了斧锯之下。

这里除了街东有几户小康人家的小院落外，就

是临街的连檐木构楼房。虽然没有官邸豪宅，但街

西的一座卓公祠就足以让街坊引以为荣。

卓公祠,即忠贞祠，祀明侍郎卓敬。卓公祠原

建于西岘山，明万历元年（1573），神宗朱翊钧“有诏

褒录建文忠臣”，时御史屠叔方奏建卓敬祠。万历

癸酉，邑令杜时登奉诏重建。丙子，以风坏。庚辰，

邑令齐柯迁建新街。卓公祠是座合院式建筑，占地

面积大，东起新街，西至浦后街。

卓敬（1348～1402 年），字惟恭，瑞安卓岙人，

为“瑞安四贤”之一。明初著名才子，少时聪颖绝

伦，博学多才，诗词宏丽，文章奇拔磊落。明洪武二

十一年（1388）进士，廷对第二，官任户部侍郎，生性

耿直，智虑深远、大节经天，曾密疏建文帝朱允炆，

徙封燕王朱棣于南昌，可惜未被采纳。后来燕王朱

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卓敬因反对朱棣，被

其诛杀，夷三族，抄家之日“一室肃然”，金银财物一

无所有，唯有书画数轴而已。身居朝廷要职，掌握

全国财政大权，竟然如此清廉，就连朱棣也不得不

深为赞叹：“国家养士三十年，不负其君，惟得一卓

敬！”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孙诒让于卓公祠

创办瑞安学计馆。孙诒让创办的学计馆,是浙江近

代最早的一所新式学校,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瑞安

学计馆初名为瑞安算学书院,聘请林调梅为总教

习，专修数学、物理、化学等西方学校新式课程，为

瑞安开办新学之始。张之洞手书“学计馆”匾额。

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项湘藻创办的瑞安方言馆

合并，建立瑞安普通学堂（瑞安中学前身）。光绪三

十二年，改名瑞安县公立中学堂，从卓公祠迁至县

学校士馆（今市实验小学）。宣统三年（1911），学堂

迁回卓公祠。1931 年秋，在西门节孝祠承天宫设

立分部（老瑞中校址）。1956 年春，瑞安党校迁入

卓公祠。现在为玉海中心小学西小街校区。

明清时期的新街，与当时的县前街、市心街、大

沙堤均是古代城厢内的主要商业区。这里引用许

希濂老师的一段话，他说：民国时期，新街尤为繁

荣，当时颇有名气的店家，诸如外科医生张氏膏药

糖的药店、伯威照相馆、阿林丝线店、姚氏父子裁缝

店、小旦元旗儿店、万森发豆腐店、阿桃酱油店、哑

佬布鞋铺等。这种繁荣局面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

立初期。直至 1956 年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商店并

入生产合作社及集体企业后，大部分店铺作为住

宅，新街成了一条宁静的小街巷。

瑞安城古街老巷

【浦后篇

】

新街

街内还有两口水井，一南一北分布在街的东

侧，人称“龙眼井”。街巷内凿井为的是方便街坊

日常用水，而在这里或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消防。历史上在这里曾发生过几场大火：

明嘉靖十年（1531）六月，这里曾遭一场火灾。焚

店铺、民房 180 余家，成一片焦土。清乾隆四年

（1739）正月十七日夜，大火从大沙巷燔至济民桥

东南又蔓延至新街、浦后，居民数百家遭殃。历史

上的这几场大火让人心有余悸，毕竟街面的重重

木构楼房，稍有不慎都会直接威胁到街坊四邻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防患于未然，这就是它们存在

的理由。

清晨，街坊还被夜色包围着，一片宁静。这时，

常常搅醒我睡梦的，是家门前井台旁的桶担撞击

声。那叮叮当当奏起的晨曲，一直伴我度过了三

十多个春秋。天还没亮，街坊的邻里们都抢着赶

早趟，木桶铅桶在井旁响成一片，朗朗的欢笑声也

在井口荡起。一直到人们担足了水，热闹的老井

才恢复了平静。

将近傍晚，老井又热闹起来了，有挑着桶、抱着

盆、拎着槌衣棒，有来洗衣裳的，也有来冲凉的。

于是，嗵嗵的取水声、哗哗的泼水声、啪啪的捣衣

声、乐哈哈的谈笑声，一部独具风格的交响曲在老

井边荡漾开来，一直延续到月亮升起。

门前这口老井，打我识事起就尽显沧桑。因时

日的久远，使得那石井栏上的磨痕，充满了一种无

法解读的灵动，印证着多少代人停留在井台上的

影子。随着自来水的普及，用井水的人渐渐少了，

井台上那取水时车水马龙的景象也就不见了，老

井和它的井水便日益淡化了它在人们心中的地

位。几个怀旧的老人偶尔还到老井边取点水，洗

几件衣裳，然而容貌已去，笑声不再，老井留下的

是一串曾经欢乐的印记。

这时候，最大的变化是这条幽静的小巷成了一

个红红火火的服装市场。改革开放之前的瑞安物

资还是很紧缺的，日用品得不到充分供应，即使

人们有购买能力也只能望物兴叹。1980 年，一些

不明来历的的手表、雨伞、三用机、布料悄悄地进

入瑞城，它的“物美价廉”，使得人们趋之若骛，争

相购买。1982 年，根据“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

原 则 ，在 南 堤 街 填 平 的 河 基 上 ，建 成 工 业 品 市

场。它给近在咫尺的会文里、新街带来商机。新

街一下子热闹多了，成了销售服装的专业市场，

这里顿时寸土寸金，别说沿街的门面房，就是一

些院落也都辟为店面，家家户户都成了商铺，就

连老井也不放过。北井旁边院子的围墙被拆了一

截，装修成一个店铺，不知在什么时候，老井上压

了一块水泥板，上面放了一大堆旅游鞋，一位老

妇人在旁大声叫卖。南井被视为有碍店家生意而

被填平了。直至 1993 年瑞安商城建成，随着工业

品市场全部搬迁到瑞安商城经营，新街也平静了

许多。

新街很规整，直直的，站在北首县前桥上一眼

可以看到南端通往会文里的太平桥。明嘉靖十年

(1531)新街火灾后，重建新街时建造，取名太平桥，

旨在祈保街坊平安，1972 年填河拓宽道路时被拆

除。太平桥不仅在桥名上有消灾保地方太平的寓

意，而且还成为一种传统的民俗载体，诸如百姓家

凡做红白喜事，都要经过太平桥，以求来年平安，

锣鼓阵阵，鞭炮连天，十分热闹。它见证过这条老

街的兴衰起伏，也承载了老街百姓的岁月人生。

艺通多门
张声道

■施世琥

新街（自南向北）

新街（自北向南）

太平桥（县前桥）遗址

民房平座拱

连檐木楼

北井

张声道（1150—1220），字声之，世居瑞安

陶山花园底村。是陶山花园底张氏第十五世。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中进士，历官朝请郎、

知永州事、莆田知府（知兴化军）、湖南提刑，最

后以刑部侍郎致仕。张声道不仅是两袖清风的

清官，而且还是医学家、桥梁专家、诗人。

出生陶峰

张声道，出生于陶峰（非现在陶峰村）名门望

族，科甲联绵，簪缨世家。据张家宗谱及县志记

载，自宋元丰至开禧进士及第者十三人。

陶山花园底村依山傍河，后有鲤鱼山，前有

陶山湖，有山有湖，人杰地灵。陶山湖，棹声欸

乃，风光旖旎，充满诗情画意。宋一代名臣赵阅

道有《游陶山湖》诗：“十里平湖一画船，短篙慢

桨恰相宜。”据《张氏宗谱·族居图赞》中有“鱼

峰后倚，蟹屿前凭”之描述。当年筑有东西南北

四门楼，气势磅礴，巍峨壮丽。东门“来仪楼”，

南门“瞻陶楼”，西门“御凤楼”，北门“眺鲤楼”。

张声道睿智聪颖，博学多才，器识高远，文词

渊雅。34 岁时中二甲第一名进士，金榜题名，云

程发轫，开启了数十载风雨宦海生涯。

宦海生涯

张声道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两袖清风，为人

耿直豪爽，叶适《水心集》赞曰：“为人恢疏谈笑，

放旷山湖问，其立朝治民，固当世所推。”

他每到一地皆造福一方。他在永州任上，

废黜苛税，细断民案，关心民瘼，深得民心。卫

泾尝以状荐举云：“声道早擢儒科，尝丞册府，文

采学问论所推，自去班行遣更麾节。今为永州，

留心郡政，剖决民讼，发擿吏姦。撙节空泛之

资，罢去非义之取。如零陵，旧有竹税，久已无

竹而税额尚存。声道到任採访，即为蠲放。客

旅旧苦重征，多不入城，市井萧条。声道宽其认

额，民旅遂通，又能捐俸助学，勤身卒下，岂第之

政田里安之识者谓其才。堪台阁不当卹于外

云。”

张声道在担任湖南提刑时，绝不半点徇私，

秉公执法，对腐败官员决不姑息，弹劾到底，留犊

淮南。在任上重视地方文化，著有《岳阳乙志》二

卷，对研究岳阳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他在莆田任知府，兴办书院，推进教育发

展，又一边亲自救治病人，虽然只有短暂一年任

职，他为民办事的故事却载入史册。

医学贡献

张声道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医学。他深谙歧

黄之术，孜孜不倦专研，医学著作多部，如《经验

方》《产科大通论方》等名著，泽惠千秋。他在《经

验方》最早提出秋石制作法，对于当时社会来讲

可以说是一大医学发明。秋石别名：秋丹石、秋

冰、淡秋石，属钙化合物类，主治虚劳羸瘦、骨蒸

劳热、咳嗽、咳血、咽喉肿痛、遗精等症状。秋石

研制发明乃一大科学壮举。当代文豪余秋雨先

生誉为中国古代新四大发明。

张声道对妇女疾病研究颇深，著有《产科大

通论方》，留下许多珍贵的的妙方。有医书记载

云：“昔张声道用四物汤治妇人百病，加吴茱萸煎

服。若阳脏之人，少加茱萸；若阴脏人，多加茱

萸，此善用四物汤者。”

他对于妇女血崩也有深入研究。因医学贡

献卓越，他的名字载入《中国古代名医大传》《中

国医籍通史》等大型权威辞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