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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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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章琛

华溪之南 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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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蜜梨之乡”的
西溪镇寨口村位于永磐
公路旁，全村有 567 户，
1500 余人。有黄、陈、
颜、周等姓。其中，黄姓
占97%。

据《永康县地名志》
记载，该村建村于上岩
山老鸦翼南麓，东北狮
象守门、西南皆山，东溪
绕 流 村 前 ，形 势 险 要。
据传古时农民首领老荷
曾在此驻过兵、扎过寨，
故名寨口。

黄香后裔
寨口蜜梨声誉四方

秀才举子盛驮牵
不值一个伯端仙

□记者 章琛

●寨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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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口村全村群峰聚秀，呈环珠抱玉

之形胜。村中有一绿水，名为“寨溪”。

它由东往西将村庄分成两部分，溪上有

五桥横跨，溪旁处处是香桂绿柳，旧宅新

楼各具特色。有诗云：“一溪清流浮半

月，五桥会意嬉来龙。堂屋画栋存古韵，

大道高楼尽争荣。”

《黄氏宗谱》里提到，寨口村黄姓一

族为上古颛顼子孙。周武王分封诸侯

时，将颛顼曾孙陆终的子孙赐封于黄国，

黄姓子孙开始繁衍。

73 岁的村民黄兴然介绍，永康黄姓

始祖名叫黄文简，是汉章帝年间尚书令

黄香的后裔，是宋朝元祐年间进士，官拜

国子监丞。宋哲宗元祐三年，他因直谏

被贬谪永康，居三眼井。后来，他的第七

世孙黄灿文（进士）析居胡库。到了黄灿

河南一村位于东
城街道，据《永康县地
名志》记载，因地处华
溪之南，故名河南。

这 个 南 依 焦 山 ，
北临华溪，距城区仅 5
公里的村庄，有着悠
久的革命历史，迎来
过滚滚的工业浪潮，
如今开始向众人展示
新的面貌。

姬周苗裔 罗川王氏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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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一村有 681 户人家，1700 多人

口，以王姓为主。《罗川王氏河南盛常族谱》

记载，河南王氏“溯其先，本姬周苗裔”。

相传二千五百多年前，太子晋因直

谏触怒了周灵王，被废为庶人，避居于平

阳。至北宋年间，太子晋后裔江苏溧阳

六十一世孙王枞时任金华郡侯，深受百

姓爱戴。他任期满后，百姓攀辕卧辙。

辞官卸职后，他定居金华。六十四世孙

王登任永康县丞，定居永康，择居罗川祖

地高坵（罗水桥与下店午之间），繁衍后

裔，成为了永康罗川王氏始祖。

族谱记载，河南王氏始迁祖公为王

尧 淳 ，字 彦 德 ，也 是 河 南 村 大 祠 堂 太

公 。 他 的 祖 父 王 熙 由 高 坵 迁 居 葛 塘

下。传说有一年发大水，王尧淳走上焦

山尖，向下看，只见四面汪洋一片，只有

河南这块地方高出水面。他认定那里

是一块极好的阳基，就把全家从葛塘下

村迁居到河南村。

经济发展 多方振兴乡村
河南村历经风霜，于1986年正式确

定为革命老区村。村中有一块镜匾，匾

上书“发扬老区精神，振兴永康经济”12

个字，是时任县长葛敦禄题写的。

改革开放后，河南一村经济快速发

展，华溪之阳的山背，厂房连片崛起，人

流、车流络绎不绝。而位于该村村口，

连接华溪东西的老桥已过于狭窄破旧，

不堪重负。据悉，该桥最初为木桩石板

桥，由该村盛常太公立四公于 1645 年

前后创建，它解除了当时人们徒步涉水

的痛苦。此后三百多年，石板桥多次被

洪水毁坏，屡毁屡建。虽然1973年重新

建起 4 米宽的岩石浆砌土桥，但因为岁

月的风蚀，老桥再不复当年模样。

2007 年仲冬，长 40 米、宽 8 米的新

桥举各方之力建成。如今出入河南一

村，道坦如砥，通行无阻。

目前，华溪旁老工业区的厂房已陆

续拆除，30 多亩原工业用地已变为农

田。华溪与农田之间，新建了游步道，

成为了村民平日休闲的好去处。

此外，2012年，河南一村重修了立

四公祠。该公祠大约建于清朝后期，

是河南王氏盛常裔孙奉祀立四公的纪

念建筑。现在，公祠被改建为文化礼

堂，用以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

“我们村的老胡爷山嘴遗址，是永

康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出土的

时期推断，旧石器晚期、新石器初期，

就有古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村支书

王学杰说，未来该村将深入挖掘新石

器文化和农耕文化，实现乡村振兴。

“秀才举子盛驮牵（永康方言，表示很

多），不值一个伯端仙”是寨口村流传至今

的一句古话。据黄永德介绍，话中的“伯

端”全名黄伯端，是该村有名的才子。

相传清朝年间，象牙山南边，寨溪庄

群山环抱 古时驻兵扎寨

文的四子黄景（县尉），又迁居柏岩，其孙

子黄复（省祭）最后定居寨口。

寨口村村民不断进取，依靠该村山

林资源发展经济。从1995年开始，该村

创建了2000余亩黄花梨、翠冠梨等蜜梨

基地，举办了多届蜜梨文化节，成功帮助

八成的村民脱贫致富。

都说开山容易守山难，该村村民齐

心协力守护绿色资源。目前，植绿工程

已初具规模。“爱绿护绿还得深谋远虑，

我们要争取让绿化工程向高品质发展。”

村支书黄永德说。

上，有一处叫上家的地方，黄伯端便生

活于此。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

又才思敏捷，常常为村中穷家佃户仗

义执言，所以为人称道。

有一年，邻近村庄有三家佃户无

法交租。财主们不仅上门揭锅拆屋，

还要状告县衙，告这些佃户谋反罪。

他们请黄伯端来写状纸，黄伯端连夜

就写好后，财主们差仆人将状纸送到

县衙。

财主们连等了一个多月，都不见

县衙有什么动静，就让仆人前去打

听。县官让仆人将信带回。财主们拆

开信封一看，只看到三张黑纸，就质问

黄伯端：“为什么你写的状纸全是黑

的？”

黄伯端不慌不忙地回答：“你叫我

连夜写状，不是叫我写黑状吗？我是

照你的话去做，错了吗？”

财主们气得说不出话来，佃农们

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黄伯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