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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管“三省”，山西、河南、福建寮
地名是承载历史文化的精神“容器”

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地名就像一个容器，
容纳着这个地方的历史故事，从中反映这个地方的由来、历史和风貌。

陈亮《永康地景赋》云：“河南、山西，一县兼管两省；太平、长安，两郡不过两乡。”在永康，有三个村的村
名与省名相同、相关，这三个村分别为：山西、河南、福建寮。不少永康老人都笑称：“我们永康可厉害啦，可
是‘一市管三省’呢！”

那么，这三个村与这三个省有什么联系呢？近日，记者走访了这三个村，寻找这三个村名背后的故事。

象珠镇山西村山西自然村位于

我市北部，地处龙山山脉石柜山、方

山与酥溪上游石湖溪之间，山环水

绕，风光旖旎，田园广袤，人杰地灵。

山西自然村现有 792 户，1900 多

人口，以胡姓为主。山西自然村地名

由来或许跟始祖有关，始祖胡穹是山

西省平阳府人（今山西临汾、运城一

带）。

南宋绍兴年间，胡穹奉皇帝敕

命，来到浙江省任婺州通判兼农事，

成了婺州史上最年轻的通判。他居

官守正，不畏辛劳，常去乡间考察。

据传，有天胡穹到永康、东阳巡

察农事，途经太平乡宗仁里，在石柜

山西麓饮马小憩。

待准备上马前行时，突然马嘶腾

蹄，驻足不前，任其挥鞭，无济于事。

胡穹环视周边，但见乡曲之相同，地

形之仿佛，颇有家乡之风貌。

仔细观之，东有山神护松，西有

财神献宝，南有麒麟吐火，北有龙王

嬉水，中则金坛托盘，大有钟灵毓秀

之感。

深知马通灵性，胡穹即于马前虔

诚默祷，恭敬许愿：“先祖英灵在上，

你若看中此处风水宝地，我将在此安

家落户，繁衍生息，以光宗耀祖。”言

毕上马，马则顺从前行。

后来，他急流勇退，挂印辞职解

甲归田，建庐筑舍，带着家人定居在

此。因村庄建于石柜山西麓，同时也

为了表达对故乡山西的怀念，他将村

庄取名为山西。

山西自然村历经 900 多年，文

化底蕴深厚。历代先祖都十分重视

教育，他们造书院、建书塾、聚文会、

置考寓。建村以来，后代子孙仕官

贤达众多，文有进士教授，武有三军

将校。

在村中，保留着百余幢老建筑，

如惠峰公祠、乃畲公祠、耐庵公祠、苇

一公祠、飞声书院、大屋里、理常厅

等，还有“洗马池”等古遗迹。

其中，乃畲公祠是一座专门为出

嫁的女儿建造的祠堂，是永康为数不

多的女祠。

相传在清朝末期，村里有一对兄

弟，感情十分深厚。他们中，一个生

的都是儿子，一个生的都是女儿。

为了增加联络，也为了方便女儿

们回家探亲，生女儿的这户人家与

他的兄弟商量，合资建了一个场所，

用 来 招 待 回 娘 家 探 亲 的 女 儿 。 后

来，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公共场所，

兄弟俩和睦共建女祠的故事也代代

相传。

除了众多的老建筑，村口的湿地

公园也是山西自然村的特色景观。

一条长约 4.4 公里的游步道贯穿其

中，公园的小池里栽种了荷花、睡莲，

与岸边的杨柳、合欢树相映成趣，时

而掠过几只白鹭。

河南一村位于永康城郊，紧挨经

济开发区和总部中心，属东城街道。

与大多数的永康古村落相比，河南一

村算得上是一个“年轻”的新村，它出

现于明末清初，建村400多年。

河南一村村名如何得来，是否也

和 山 西 自 然 村 一 样 与 外 省 有 渊 源

呢？记者走访河南一村后发现，河南

的村名由来与河南省并无关系，它的

由来也有一个故事。

河南一村村民大多姓王，王姓始

于山西太原。相传，河南一村的祖先

王尧淳从山西省迁来，住在离此不远

的葛塘下村，并在下马畈购置了许多

田地。为管理方便，他就在下马畈盖

了房子，派人长年居住。

有 一 年 ，永 康 发 大 水 ，四 面 汪

洋，王尧淳爬到山顶，看到只有河南

一村所在的地势高，没被水淹，就认

定此为风水宝地，便迁居于此。因

为村庄在溪的南边，就将村庄取名

为河南。

虽然，河南一村是一个只有 400

多年历史的村庄，但这里却有丰富的

人文历史资源。1985 年，河南一村

的老胡爷山嘴遗址被列为永康县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老胡爷山嘴，

曾出土了磨制的石斧、打制的刮削器

等各种类型的石器 200 多件。市文

物部门推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

器时代初期就有古人类在这里繁衍

生息。

后来，这个遗址成了闻名中外的

上山文化遗址之一，距今已有万年左

右历史。那时的远古人爱种稻。当

初，王尧淳相中的这个地方，想不到

是一个绵延万年的稻作文化。

因毗邻经济开发区、总部中心和

田川未来社区，河南一村在发展现代

服务业方面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在河南一村，抬眼望去就是经济开发

区和总部中心的高楼大厦。民主二

小（规划中）、低效厂房区块改造项

目、立改套项目⋯⋯未来，河南一村

将逐步融入城市经济。

而难得的是，在发展现代化工业

的同时，这里还保留着约1000多亩平

整农田和山林。夏末的傍晚，晚风轻

拂，带来田间稻谷的清香，俨然是悠

闲的田园风光景象。这里成了“总部

中心后花园”。

福建寮是隐藏在历山中的一个

自然村，隶属于前仓镇历山村。福建

寮虽不大，可住着不少福建人后裔。

因此，这里的人就以福建为地名，平

时交流的语言至今还带着闽南腔。

据《辞海》记载，“舜耕历山”有七

种说法，其中第六处是指我市的历

山，此处圆峰屹立，状如覆釜，山巅有

田、井、潭，皆以舜名。

要登历山，福建寮是第一站。

这里四周环山，只有狭长的一块空

地，建有不少房子，其中几幢还是石

头房。

“我们是清朝康熙年间从福建来

的，距今已有 300 多年。我听以前的

老人说，我们太公是在杭州做木头生

意的。这里的木头好，他常来。后

来，他就在这里搭了个茅草棚，并留

了下来。”村里一名姓傅的老者说。

“寮”，意即小屋。福建寮，就是

福建人建的小屋的意思。当年的茅

草棚已不复存在，但是福建寮的几幢

房子仍颇具特色。石屋依溪而建，外

墙全用石头打造，墙壁上的鹅卵石大

小均匀，墙面平整，严丝合缝，色彩协

调。全村约有 6 幢这样的石头房，都

是傅姓子嗣分家建造的。

这里极目之处皆是树木，深山僻

静，故远离了喧嚣，也少却了烦杂。

夏季白天气温要比城区低 6℃左右，

在阴凉之处完全感受不到炎热。来

到这里，便是一头扎进饱含负氧离子

的清凉之地。

在村里的游步道行走，放眼望

去，两边是茂密的树林，远离城市的

喧嚣，你能听到的是水声、风声、鸟叫

声，让人不禁静下心来。

时代在变，老村也在改变。2017

年，福建寮自然村通过“五水共治”与

美丽乡村建设，原本“脏乱差”的小村

庄摇身一变成了特色石头村。村子

景优、静谧，石头房独特、有韵味，有

村民还在村里开了农家乐，板栗树下

摆了十来张桌子，最多时一天可接待

百来位客人。

屹立百年的石头房前，公鸡在门

槛上安睡。在白云深处的福建寮，总

会让人回归最原始的宁静。

福建后裔的石头村：福建寮神马卜居：山西

华溪之南：河南

□记者 胡凌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