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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崇证公祠的建成，筹备小组

又对村委会进行了改头换面，形成古

建筑群。而祠堂的内部设施和功能

也面临着转型。

古时，祠堂是为祭祖、纠纷论断、

婚丧嫁娶、子孙学堂之所，随着时代

变迁及发展需要，新祠堂须在文化功

能设置上进行调整，以满足村民如今

的精神需求。

“崇证公祠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不仅有文化礼堂的标配，还要创新地

打造一个‘融书房’概念的文创空间，

让老百姓的悠闲文化生活更上一层

楼。”楼玉春告诉记者，他们购置了大

荧幕及专业音响设备，打算利用后厅

宽敞的空间，打造“华釜讲堂”，这将

成为村民学习教育的重要场所。而

一楼左右两侧的厢房，可打造“书香

村庄”、公益性阅览室、村史展馆。二

楼则改造为书画室，便于文人墨客来

村里采风创作。

听着面面俱到的计划方案，记者

仿佛能看见一幅悠然自得的新农村

振兴图景。可想而知，等硬件设施到

位后，昔日冷清的老祠堂便彻底“活

化”了。

3月初，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浙

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沈岩松受楼

店乡贤之邀，参观了崇证公祠，并为

崇证公祠书写了一副由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市作协名誉主席章锦水所撰

的楹联：宗祠依华釜，左龙右虎腾祥

瑞；望邨襟古水，西府东园落紫微。

书体雍容华滋，质清气正。

前人为缅怀祖先，祭祀有所，建

起了祠堂。现在，祠堂摇身一变，进

阶为族人的精神乐园，这是一种有益

的尝试。无论是荣归故里的游子，还

是守候故土的老人，都在为这祠堂的

重生欢欣鼓舞。

崇证公祠：乡贤齐聚力 而今涅槃归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祠堂正在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而有一些乡贤、族人

却“逆流而动”，兴致勃勃地干起了重建祠堂的善事。近日，在古山镇楼店村崇证公祠里，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楼玉春正一圈圈地围走察看各处细节。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日夜
赶工，这座历经87年风雨的祠堂终于迎来了新生⋯⋯

楼店村位于华釜山西麓，距城区

18 公里左右，南通胡库，遥对方岩派

溪。楼店世祖楼崇证于明代万历十

四年（公元 1586 年）从永康城区楼店

巷迁居来此，为不忘祖宗居住地之

情，遂仍取名“楼店”。算下来，至今

已有四百余年历史。

记者早有耳闻，崇证公祠是目前

永康修复得较好的祠堂之一。据楼

氏族谱记载，崇证公祠始建于 1934

年，因年久失修，颓败不堪。族人在

纷纷叹息的同时，渴望着它能旧貌换

新颜。

2019 年，以凯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楼高东为首的村中乡贤聚而

论道，发起了修缮祠堂的倡议，举族

相赞。在族人的推动下，还组建了筹

备小组。

专家勘察后认为，老祠堂用材

低档，修缮价值不高，于是大家决定

推翻重建。经反复比对研究后，形

成了一个较为完美的设计方案。为

了使蓝图真正落地，筹备小组对多

家古建筑建设企业进行实地考察，

多方比较其规模、资质、资金实力、

技术水平等。

楼高东告诉记者，整个建筑实行

“包工不包料”的承包修建方式，即建

筑单位只赚取工匠的劳资，确保把每

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他曾数次带

领村干部去张家港木材市场采购。

“我们想要打造‘千年建筑’，所以一

致决定使用高档的木材——菠萝格

作为建筑材料。”

如此一来，经费大大增加，上哪

儿筹这笔钱？本以为会为钱发愁，没

想到，族人热情高涨，纷纷慷慨解

囊。在现场，记者看到祠堂门头的墙

壁上贴着几张红纸，上面详尽记录着

每家每户的捐助金额。

楼玉春说，虽然重修祠堂只是

一个家族的内部事务，但账务管理

却特别规范，筹备小组专门存放着

“捐收账目清单”“宗祠修建用工记

录”等各种账本。“村里的几名常务

理事还组成了监委会，专门监督账

目。任何家族成员若对账务有疑

问，都可以到会计这里查账。”在楼

玉春看来，捐多捐少其实无所谓，修

祠堂本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原

则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于是，许多村民自发做起了“监

工”，早出晚归地守在祠堂里，督促

能工巧匠们全力施展精湛技艺。

修葺一新的崇证公祠，里外皆透

出一股庄严厚重的气氛。沿着小道

走去，只见青砖灰瓦、飞檐翘角、雕梁

画栋⋯⋯经征用民宅，重建后的崇证

公祠规模大大扩张，占地面积 1075

平方米，为前后三进的传统格局，附

带竹林别院，祠前小桥流水，整体气

势恢宏。

虽然是早晨，崇证公祠的大门已

经敞开，门前有一对门鼓“坐镇”，一

问才知来头不凡，是由著名的石雕之

乡福建省泉州市的巧匠专门打制。

“在祠堂的改造上，我们很花心

思。不懂之处，就一遍遍地去请教专

业人士，请他们帮忙拍板定夺。”楼玉

春兴致勃勃地介绍起祠堂的“亮点”。

抬头看，祠堂的门头采用徽派砖

雕工艺，为了做得气派且独具文化内

涵，筹备小组特意前往东阳、义乌等

地考察了多处祠堂，并邀请“徽州三

雕”非遗传承人宋文革进行设计，花

费 6 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雕制、安装

上墙。再仔细一瞧，还能发现祠堂外

围的檐廊枋木上，绘有二十四孝道、

西山行旅图、松竹梅图等样式，精美

雅致。据了解，墙画是出自知名画家

姜半壶之手，他爬上高高的脚手架在

墙头上精心描绘，足足用了半个多月

的工时。

跨过石阶，步入崇证公祠内堂，

全木结构的梁柱错落交织，那些曲线

流畅的鹅颈轩，托起多边形的拱顶，

古朴大气。檐台之上，精巧木雕琳琅

满目，大都是老百姓耳熟能详、浅显

易懂的题材，如孝道故事、吉祥动物、

花草虫鸟等，表达出村民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阳光透过天井洒在石板地上，天

井旁侧有两面 3.6 米长、1.6 米宽的硕

大壁雕引人驻足，左侧题为“楼店新

貌”，右侧则名“华釜迎曦”，既展现了

21 世纪楼店村的自然风貌，又体现

了楼店村的村容图景。为了尽可能

生动传神地用线条勾勒出楼店实景，

知名画家郭福生特意多次来村里实

地写生，修改数稿而成，然后村里又

延请了福建泉州的能工巧匠精心雕

刻，2个月的付出只为栩栩如生。

孩童的嬉戏声传入耳中，却不见

人影，正好奇时，楼玉春卖关子地一

笑：“你跟我来。”便转身拐进祠堂右

侧的一扇门洞，原来这儿还藏着一条

花厅式长廊，假山茂竹，池塘游鱼，惬

意至极。楼玉春指着整排略微歪斜

的石柱，告诉记者：“这些都取材于老

祠堂的老料，我们造这样一条长廊，

是为了保留老一代村民对老祠堂的

念想和在外楼店游子的乡愁。”她还

透露，在拆迁过程中，竟惊喜地发现

了我市近代著名书画家应均笔迹，可

惜的是，破损严重，难以复原。

朱红的大匾额“源远流长”悬于

祠堂正中顶上，乃原浙江省委副书

记、省长吕祖善手书，指引着楼氏族

人。挂在堂内的四副对联苍劲有力，

分别出自著名书法家曾宓、沈岩松、

沈浩和乡贤楼小东之手。在楼小东

指导支持下，对联反映了楼氏一脉的

文化传承。

“德能传百年，文可承古今。”楼

店村素来注重教育，鲜有文盲，民国

期间就有大学生、留学生、军校生等

数名。在《永康市志》所收录的历代

较为著名、杰出的 46 位人物中，就有

楼店乡贤楼桐孙的身影。

楼桐孙（1896 年~1992 年），出身

耕读家庭，早年毕业于浙江法政专

门学校，留学法国巴黎大学，获法科

硕士学位。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

“国大代表”。1948 年，移居台湾省

台 北 市 ，任 台 北 市 永 康 同 乡 会 会

长。他一生著作极多，还曾并任《永

康县志增补》台湾编纂委员会主任

委员。

贤者布局谋篇 族人捐资投劳

雕刻工艺精湛 格局别出心裁

拓展周边配置 创新文化功能

大师出马扮靓崇证公祠

崇证公祠展现共享精神

齐心协力重建崇证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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