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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岩后
岩后村现属方岩镇，全村人口不到 500 人，距

永康城区约 20 公里，北近方岩山，西濒灵山湖。山
环水绕，钟灵毓秀。

岩后建村祖为应德通，建村历史可溯源至唐
太和年间（827～835 年）。应詹的八世孙应智玑迁
居可投应，为可投应祖。应智玑的四世孙应彪，唐
长庆年间任明州刺史、靖国节度使，留居宁波。长
子应自和，进士，迁居仙居。唐太和年间应自和的
长子德镕与次子德通从仙居回迁可投应，后德通
选择灵岩山后居住，取村名为岩后。

岩后为双溪交汇之地。发源于鼓峰大山的古
峰坑溪从西村流经井头，再流过胡桥头至牛屙岭
脚，穿过来龙桥，至门前山脚。发源于峰岘岭南山
坑的杏桐园溪，流过新桥、望东桥、归龙桥、回龙
桥，从老村中穿过到门前山脚，与古峰坑溪汇合。
两溪交汇处有一古井，叫“两龙抢珠”，交汇后称为
岩后溪，故村名又叫双溪。岩后溪向西经安国公
祠，过双溪桥，蜿蜒绕过灵岩山脚注入杨溪水库

（灵山湖）。
古时候的岩后交通发达，两条驿道在村中十

字交叉。一条自西而东，从芝英越峰岘岭，过石门
槛至岩后，翻过牛屙岭，入壶镇到仙居、临海、黄
岩、台州；另一条自东阳南马至金城坑过方岩穿岩
后，通石柱往处州、温州。随着解放后公路网建设
完善，悠长的石砌古道，已不见当年官宦商贾往
来、车水马龙的热闹。古道终于完成其历史使命，
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渐渐淹没在萋萋荒草丛
中，尘封于岁月的深处。村中古道上，一息尚存的
凉亭，仿佛在诉说着当年南来北往的故事。

1969 年世雅至新楼的公路建成，纵贯岩后村，
与省道相接。这条名叫双舟线的公路取代了当年
的古驿道。井头往岩后有一石桥——“胡桥头”在
修建双舟公路时拆掉，被现在的公路桥所取代。

村中保存至今的还有几座明清古桥，它们继
续默默无声见证着岩后村的岁月变迁。

村东的来龙桥是市文物保护点，立有石碑文；
桥东西走向，为三折边八字拱桥。它建于明正德
甲戌年（1514 年），至今有 500 多年历史，构造牢
固，保存完好。桥全长 7.8 米，桥面宽 1.14 米，桥孔
净跨 6.61 米。由三块并列石梁铺面，两端落坡呈
喇叭形，均无踏跺。

村中的归龙桥，建于清早期，单孔折边八字形
石拱桥，桥体完整，现已被村中的水泥路面覆盖。
回龙桥，单孔折边八字形石拱桥，建于清中期，原
为平桥，1922 年改建加宽。

村西的双溪桥也是市文物保护点，清道光二
十一年（1841 年）建造的单孔石拱桥，东西走向，长
11 米，宽 2.8 米，矢高 4.5 米，孔净跨 8.5 米，拱券条
石纵联九节并列砌筑，桥面横铺石板，桥两端各设
踏跺，券脸石刻“双溪桥”及“道光二十一年岁在辛
丑冬立”字样。昔日方岩至灵岩南来北往的客人
都经过此桥。

村北的望东桥，单孔折边八字形石拱桥，建于
清同治八年（1869 年），桥貌完好。

从村东来龙桥到村中的归龙桥之间，曾经分
布有医院、粮站、初中、兽医站、公社、邮电所、信用
社、乡镇工业办、食品站、供销社、电影院、道班站
等，那是 1977 年 8 月，永康开始建造杨溪水库，岩
后村无私奉献几十亩良田，供库区搬迁到村里的
各单位建设使用，岩后村当年成为周边区域的政
治、经济、文化、医疗中心，是岩后乡所在地。到了
1992 年 4 月，因“撤区扩镇并乡”，岩后乡并入方岩
镇。虽留有岩后管理处，但不久也撤掉了。其他
各个单位先后撤销或合并后搬走，岩后又恢复往
日的宁静。因岩后村地处山区，又是水源保护区，
不宜发展工业，许多村民只能外出经商、办厂、打
工，家里的老屋闲置，老村成了空心村，大多的日
子村里显得沉寂冷清。

古村依山傍水，错落有致。面朝绝壁门前山，
风景优美，绿树掩映，溪水清澈见底，时有小鱼游
动，好不悠闲自在。小溪清流自北环绕老村往西
而去。溪西是老村，村中的老建筑，多为清末民初
时期的建筑，因风吹雨打、年久失修而多有塌废，
已看不见昔日的华盛。斑驳的黄泥墙、别致的石
头墙老房子随处可见，依稀还能看见几段鹅卵石
砌就的古道。村里保存最好的青砖灰瓦民居是

“十三间”，是目前看来最像样的老宅子。袅袅炊
烟从屋顶上冒出，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应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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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后素称钟灵之地，历代文风鼎盛，人才辈
出。宋代在灵岩设有“濂洛正学书院”。

应材（1136~1180 年)，字伯良，岩后应氏八
世祖。他是南宋抗金名臣、理学家、翰林大学
士。绍兴二十七年（1157 年）王十朋榜进士，授
衢州教授。此后潜心钻研理学，造诣甚深。孝宗
隆兴元年（1163 年），朝廷下诏求贤，应材升任兵
部 架 阁 文 字 ，掌 管 账 籍 机 密 文 案 。 乾 道 元 年

（1165 年），任 赡 军 激 赏 酒 库 监 察 。 乾 道 七 年
（1171 年）湖南州县荒旱，应材措置协济有功，皇
帝下圣旨诏告天下表彰应材，双转两官。淳熙初
年（1174 年），应材积极主张厉兵秣马，励精图
治，伺机北伐，克复中原，由此得罪了朝中的议和
派，深受排挤。淳熙四年（1177 年），应材为阁门
舍人兼同主管左右春坊，总管东宫内外庶务。而
后孝宗皇帝命其前往荆襄参谋军事，应材战守部
署 得 宜 ，几 年 内 ，边 境 平 静 安 定 。 淳 熙 七 年

（1180 年）应 材 病 故 于 军 中 。 淳 熙 十 年（1183
年），皇帝下旨赠应材为安国公。

应材的夫人夏氏，为子孙后代的安危着想，
要求子孙后代不要再去当官。应材的两个儿子
看破南宋官场黑暗腐败，辞官回家，以教育后代
为己任。

应淮，明代早期，师从金华进士叶伯恺，学成
后在缙云白竹表兄卢宗友学馆任教二十余年，为
卢家培育大量人才，桃李满天下。

应恂，明代早期，字子孚，号纯朴翁，著有
《警族箴》《纯朴子集》若干卷。从小在缙云白竹
卢家长大。明正统九年（1444 年），应淮、应恂父
子回岩后建学堂。周边大姓家族争相把子弟送
来学习，学生多得学堂都挤不下。学生中出类拔
萃的有都谏赵艮、宪副程銈、芝英应尚道、大司冠
卢勋。

应恂次子应康，字克济。弘治十四年（1501
年）举人，始授广东河源教谕转衡府纪善。

应清，字静之，号弘斋。他与叔叔应玺，应
珍、应高、应玺及其儿子应仲篪，在五峰书院讲
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据传从北宋方腊起义到清朝太平天国运动，
岩后周边历经有记录的战乱有十多次。

宋末元初，时代动荡，战乱纷起，不管是去打
仗经过的还是战后归来的兵和匪，都给古道边的
岩后应氏族人，带来灾难性的打击。这种经历，
自然给岩后应氏后人留下了深刻烙印。孔家、卢
山、大户、塘滩、胡桥头等区域，大量瓦砾砖头瓷
片散落，可以断定历史上那些地方有过民居，只
因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追溯考证，但消失的原因跟
战乱一定有很大关系。

元初，岩后应氏族人参加反元抗元斗争，被
蒙元兵多次烧杀抢掠，人口急剧锐减，岩后村房
屋被烧光，祠堂与家谱也没能幸存下来，许多珍
贵字画书籍资料永远散佚消失了。村庄被毁，田
地荒芜。少数幸存的族人只好躲在灵岩山洞中
居住，到明朝初才下山，生息繁衍。

直至明朝立国后，极少数幸存者才从四面八
方回乡。社会逐渐安定，族人生活好转。到了明

嘉靖六年（1527 年），族人重建安国公祠，中堂叫
萃焕堂，其上有匾额三，“太子春坊”“父子进士”

“理学名贤”。
清同治元年（1862 年）8 月，战乱灾难又一次

降临到岩后人头上，匪军打到岩后，房屋被烧光，
安国公祠被烧成废墟；同治二年（1863 年）春，官
兵打跑匪军；同治八年（1869 年）春，族人同心奋
力重建安国公祠。

从前的老人口口相传说，祠堂是皇帝下旨敕
封过的，文官落轿、武官下马。曾经有过的牌坊、
下马石碑，早已不见其影，唯有安国公祠历经兵
燹，保存至今。

2018 年，村里筹资，对安国公祠进行修缮，
虽然没有完全完工，但它风采依旧，给人感觉既
肃穆、庄严，又古典、高雅，中厅挂着牌匾“国之祥
瑞”“萃焕堂”“太子春坊”“安国功臣”等，后厅也
挂着牌匾“理学名贤”“观阳侯”“父子进士”“兄弟
进士”等，让人肃然起敬。

村西 1.5 公里之处的灵岩山腰石窟中，有建
于后唐长兴四年（933 年）的福善禅寺，石窟南北
相通，长 60 米，东西横宽 55 米，高 4 米。洞内有
观音堂、地藏殿、观音阁、天王庙、大雄宝殿等。
福善禅寺后殿，石刻隶书“别有天地”，系清代道
光年间永康县丞吴廷康手迹。还有石刻“咫尺西
天”“不二洞天”。

距离灵岩 500 多米，有座伏虎山，山脚有洞，
洞中有寺，可容千人。始建于清朝康熙十一年

（1682 年）的竹林寺，依洞傍山，苍松掩映，翠竹
婆娑。隐蔽幽深之妙，走到洞口才可看见寺貌。

距寺百米有合掌崖，两崖壁如刀削，形成夹

缝，翘首仰望，犹如羊角，又称羊角天。瀑自崖
顶飞泻直下，隆隆震耳，气势壮观。

往村西北 2 公里有石门卡水库，始建于 1957
年，附近有保护较好的古盐道、茶亭等古迹，以
及石门、十八洞等鲜为人知的景观。水库下面的
杏桐园有几家农家乐，每逢节假日周末，游人络
绎不绝。

近些年来，岩后村也跟其他村一样进行三清
四改、五水共治、小流域源头治理，修建了前山
公园、文化长廊等。去年开始进行老村改造，千
年古村不日将旧貌换新颜，一幅生态优、产业兴
的乡村风景画，将在世人面前再次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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