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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源信息
古山厂房转让

6986 古山永东一线边有
厂房转让，占地 12000㎡
可 分 割 。 联 系 电 话 ：
15868962708，387778

厂房转让
7081武义城区一万多平方
米，可分割13906795439

厂房出租
7101 黄棠工业区厂房出
租11505㎡15058659668

世雅厂房出租
7129 一幢五层 5436㎡，
交 通 便 利 。 徐 523540，
13605893663

厂房出租
7193永拖路新标厂房 1
至 2 层 ，1500 ㎡ 出 租 。
13868993082，646750

厂房出租
经 济 开 发 区 二 楼 厂 房
3500㎡出租18164584266

商铺别墅转让
7111永康香格里拉珍藏
商 铺 、别 墅 低 价 转 让 。
徐 女 士 13758999908，
13857959526

厂房低价转让
7111 武义百花山厂房。
联系电话 13967934686，
18367952031

房屋转让
7253 龙川东路店面屋转
让13705897440，797440

西溪西山厂房出租
7272 一层钢棚 1250㎡出
租。15268674706胡

欢迎刊登分类广告

● 上谢村

谢
上

中福在线永康销售厅
特约刊登

地址：五金西路102号
电话：87186789

永康村名探秘
市民政局、永康日报社主办
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协办

距 永 康 城 西 5 公
里，宽阔的永武公路穿
过一片广袤肥沃的土
地。这片土地上分布着
许多风景秀丽的村庄，
上谢村就是其中之一。

位于城西新区的上
谢村古俗称“紫燕窝”，
因东、南、北三面环有小
山峦，酷似燕子窝，得此
称号。目前，上谢村居
有 450 个人口，以谢姓
为主。

□记者 章琛

避水患而居 六棱石柱护后人

村民姓楼村前塘多 故称楼塘

塘
楼

冬日的暖阳下，有
人塘边闲聊，有人晾晒
洗衣、有人闲适漫步，有
人 逗 趣 孩 童 ⋯⋯ 不 远
处，火车呼啸而过，新旧
交错的房子里，笑声阵
阵，犬吠声声⋯⋯6 日，
记者来到城西新区楼塘
村采访时，看到的就是
这样和谐温馨的一幕。

楼塘村东南方临金
温铁路，西与王慈溪村
毗邻，全村约 520 人，
以楼姓为主。

大禹嫡传子孙
与塘结缘建村

据《楼氏宗谱》记载，楼塘村楼姓

是大禹后裔。周武王克殷追封禹皇裔

孙为杞国国君，赐号东楼，自此改姒姓

为楼姓。至东汉,重玉公官拜太师，随

驾江西崩于南昌，御葬乌伤（今义乌）

香山。重玉公次子良 公建庐护墓，

于是成为了义乌蕃族。

唐朝中和年间，良 公裔孙永贞公

官拜宣义郎，先游学武川（今武义），后

在永康许村（许码头）建宅定居讲学，不

久之后，转徙惊秋塘（今金秋塘村）。

约明永乐年间，大禹后裔宏三十

八豹公带领兄弟从惊秋塘迁居于附近

一高阜地带。《永康县地名志》中提到

村名由来：“村民姓楼，村前塘多，故称

楼塘。”楼塘村今已有 590 余年历史，

呙呙马马

呙呙马马

楼氏宗祠重修
保留旧时痕迹

楼氏宗祠位于金温铁路不远处，

记载着楼氏的历史变迁，距今已有100

多年历史。村民祭拜祖先、议事宴饮

发展至今，村民有楼、徐、应、丁等姓，

楼姓占70%左右。

楼塘村旧时以农耕为主，水源对

村庄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解放前，

楼塘村水利条件较差，主要靠几口池

塘水灌溉。遇到大旱天气，楼塘村常

遭受旱灾。农业合作化时期，村民建

造了石大塘、杨塘两座小型水库，村子

的水利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现在，两座小水库已不在，但整治

后的池塘仍然孜孜不倦地灌溉着楼塘

的农田。

□记者 章琛

●楼塘村

都在这里进行。

宗祠内梁柱雕花栩栩如生、十分

精美。可是随着岁月的风霜洗礼，年

久失修，宗祠不复当年的精美。去年

10月，村两委决定重建楼氏宗祠。

宗祠并没有完全推翻重建，它保

留了原有祠堂的石柱和基础部分。该

村村委会主任楼天伟表示，旧宗祠里

有村里几代人的美好回忆，新宗祠建

设好后，将集中展示楼塘村的历史文

化，并添加一些现代的旋律。

75岁的村民楼宝财就住在宗祠旁

边。平时，他喜欢坐在家门口的木凳

上，看建筑工人一点点地将宗祠重新

搭起来。他从房间里拿出厚厚的宗

谱，给我们看楼氏宗祠的老照片。“明

年再来我们村，宗祠就修缮一新了。

到时候，你一定要用相机记录下那一

幕。”楼宝财满怀期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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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姓先祖因水患迁居

据《柱国谢氏宗谱》记载，上谢始祖

公名谢良开。宗谱里关于建村时期的

记载较为简单。近日，村中 72 岁老人

谢瑶琪为记者讲述了他从老一辈人那

里听说的有关谢良开建村的故事。

元大德二年（公元 1298 年），世居

黄岩长明（在今台州黄岩市区）的谢良

开时年 20 岁，由于不堪当地强权势力

压迫，他毅然出走，来到永康，寻访叔

公谢方禹的后裔谢灼。谢良开在永武

交界地的桐琴落脚，以挑卖小百货谋

生。因桐琴是块溪滩，屡遭水患，后见

栋下泷十里芳草地，两侧小山峦树木

葱茏绣错，遂选卧虎山之西、金宝桐园

小山峦之间建房而居。这个地方就是

现在的上谢村。

上谢村因东、南、北三面环有小山
峦，一面有缺口，被人叫做“月亮弯”，
又叫“紫燕窝”。“月亮弯”这个名字虽

然顺口，但村民觉得加入姓氏更有特

色，所以更名“谢村”。

谢良开子孙谢景铭分家时，将村

子易名为“上谢村”，属八都二图。

朱雀在此百无禁忌

上 谢 村 卫 生 室 前 ，有 一 六 棱 石

柱。石柱最上方有一只展翅的朱雀，

睁着丹凤眼，虎视眈眈地朝进村的方

向观望。朱雀目下的柱身一面刻有

“朱雀在此百无禁忌”篆书八字，另一

相邻面则刻着六棱石柱重立的时间

——2016年。

很早以前，上谢村村口就矗立着一

根六棱石柱，犹如保护村庄的卫士。谢

瑶琪说，六棱石柱的来源与谢良开的三

个儿子原善、原远和原厚有关。

三子已到不惑之年，可是家中子

嗣单薄，只有一个女娃，令母亲颇为着

急。一日，原善和原厚从田地回来，走

到马凳桥，见一游方道士醉卧在石桥

上。原厚正欲抬脚跨过去，忽听道长

断断续续地说：“跨不得，跨不得，你们

若 是 跨 身 而 过 ，家 中 的 小 丫 又 要 去

了！”

两兄弟见道长说话蹊跷，便将他扶

回家中，好生招待，请道长指点迷津。

道长指出有一条白蛇爬进了紫燕窝，他

横卧在石登桥就是为了阻止蛇妖进入，

保护小孩不受蛇妖伤害。

蛇最怕朱雀，于是一家人商量在进

村路口竖上一对朱雀，日夜守护村庄。

因村面对西南方，即面对朱雀和白虎，有

凶有吉，所以竖六棱石柱，让朱雀居高临

下，既有守势又有攻势，能逢凶化吉，岁

月平安，保证子孙后代繁荣昌盛。

金 温 铁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