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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遍山原白满川，
子 规 声 里 雨 如 烟。”近
日，记者来到舟山镇端
头村，天空正下着蒙蒙
小雨，乡村掩映在云雾
间，犹如桃花源般。

来到端头村，无法
抗拒的自然是随处可见
的美景，然而村民告诉
记者，这个村最可贵的
当属“孝义”。这个主要
以俞姓、项姓居民聚居
的小村落到底流传着怎
样的故事，今天，让我们
一同去探寻一番。

西津吟风

头

端
简 介：舟山镇端头村位

于我市东南方向，距离市

区 约 23 公 里 。 全 村 有

146 户，共 400 多口人，

土 地 面 积 844162 平 方

米，耕地面积 304911 平

方米。

●

先祖守坟建村 孝义世代相传

端头

□记者 程高赢 胡颖 通讯员 俞海

俞氏先祖靠守坟发家

据《永康县地名志》记载，端头村位

于庵基山之东，舟山溪西畔，始居村民

姓俞，在此守祖坟发家，初称庵头、塘湖

庄，后因讳“庵”，改称端头。

说到端头村的先祖，这其中有一个

感人的故事。据宗谱资料记载，明嘉靖

三十四年（1545 年），俞汝成卜居“公鹅

头”为先祖俞敬守坟，在端头繁衍生息，

有了俞氏一族。

俞敬（1463 年-1545 年），现石柱

镇俞溪头村人。从小文思敏捷，个性刚

正，在县学读书的时候，就以勤奋、悟性

高而受到瞩目。弘治元年（1488），25

岁的俞敬和他的弟弟一起师从吴文山，

并成为其最得意的门生，两人文章知名

一时。9 年后，俞敬兄弟俩回到老家，

创办了回光书院、金堂书院，收徒讲学，

学子成众。当时的俞溪头，可谓“山涧

石室传朗朗声，竹影婆娑现学子吟”。

弘治十八年（1505 年），俞敬高中

进士。嘉靖初年，俞敬任后军都督府。

因朝廷“大礼议”之争，20 余名大臣惨

遭杖击入狱，群臣怕引火烧身不敢出

声，俞敬却向明世宗谏言，最后以他的

胆略和睿智，使一些大臣得到体恤。

5 年后，俞敬转任知云南永昌军民

府。嘉靖十年（1531 年），明世宗下诏

表彰俞敬守边陲固疆土，为缓解民族矛

盾作出突出贡献。万历初年，朝廷为表

彰俞敬兄弟的功绩，赐“历朝科甲”匾

额，这块匾额至今悬挂于俞溪头俞氏宗

祠内。

俞敬死后，葬于“公鹅头”，守坟的

俞汝成是俞敬的后人，逐渐在此繁衍成

村。

项氏先祖从明朝迁居此地。清朝

嘉庆年间，有项氏先人项周定，字平之，

号直夫。他性格豁达，身体强健，勤俭

治家。后来家庭富裕，他仍然节朴，待

人接物有理有节。最让人称道的是，项

周定对法律诉讼有智慧和见地，被称为

“土律师”。周围的人碰到纷争狱讼之

事，他总会慷慨无私地帮助。

至今，项氏后人中还有口口相传的

一个诉讼故事。有一名村民上山砍柴，

因踩到石头致使石头滚落。不巧的是，

滚落的石头刚好砸到路人致死，一场官

司不可避免。

此事在村里一时议论纷纷，项周定

送给肇事者四句话，这位肇事者为此化

险为夷，赢了这场官司。这几句，端头

村许多村民都能脱口而出：“脚踩飞岩，

手攀霉桩，自命难保，难顾下山。”项氏

后人口口流传这个故事，以先人的智慧

为荣，更有感于让人萦绕胸间的那份

“义”。

邻里之间有什么猜嫌，项周定一定

会相助排解。有什么地方需要捐资捐

力 ，他 总 是 慷 慨 出 手 。 同 治 元 年

（1862 年），贼寇在永巢居，缙云乡民和

端头村乡民派出义民，驱逐贼寇。项周

定率领端头村义民合围攻击，却多日没

有攻克，死伤惨重，项周定也为此殉

难。多年后，通过补报省城总局，项周

定入忠义祠，受百世崇敬。

项氏先人是远近闻名的“土律师”

端头村有过许多为孝为义的故

事。古有俞美材（1766 年-1820 年）创

办塘湖书院培养子孙，邀请芝英应兆亁

执教，以“读诗书、明大义、孝父母”为教

学宗旨；俞六如乐善好施，造桥修路。

今有孝义五兄弟，轮流陪护父亲。

“你们看，这是我们村的忠孝井。”

端头村党支部书记俞海指着前方一口

修葺完整的水井说。之所以将水井取

这个名字，是受到了村里无名兄弟孝敬

父亲故事的启发，也是为了勉励其他村

民向他们学习。

俞海所说的五兄弟的家就在“忠孝

井”边上。2012 年，村民俞金东的妻子

到池塘边洗东西，可能是风太大，也可

能是凳子没坐稳，不慎掉进了池塘，等

救上来时，她已经去世了。俞金东和妻

子的感情一向很好，说好回来做午饭的

妻子，却突然走了，这让俞金东无法接

收，终日以泪洗面。

五个儿子看在眼里，虽然内心悲痛

万分，但逝者已去，如何帮助老父亲走

出丧妻的悲痛成了五兄弟的心头大

事。“晚上一个人睡觉时，很容易躺在床

上胡思乱想，不如我们轮流陪爸爸一起

睡吧。”最终，五兄弟讨论出了这个方

法。从那以后，五兄弟每天晚上轮流陪

父亲睡觉。

这样暖人心的故事，在这个有着

“孝”和“义”传承的村庄里时有发生，老

年食堂已办了许多年，因为办得用心得

到好评，市里还给了奖励资金；端头村

的村民要去城里，坐车需要转车不是很

方便，只要有私家车回城的村民，都会

主动捎上他们⋯⋯村民之间互相关爱、

彼此照应，如同一个大家庭。

“忠孝井”激励后人

忠孝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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