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阳畲族乡系畲族人口聚居地，畲族

有蓝、雷、钟、李4姓，最早迁入乡境的蓝

姓是福鼎双华支系，距今约400年。与其

他地方的畲族不同，凤阳畲族相对较富，

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又以凤楼为最。

凤楼村仓楼旗杆内是雷云故居，地

处鹤顶山半山腰，坐东朝西，占地20亩，

以围合式四合院为基本单元，均设通廊

木构建筑。走马楼为两层楼、木结构的

四合院，两边护厝两层。建筑形制上保

留了清代遗风，匠心独运。梁架为抬

梁，穿斗式混合结构，质朴、典雅、美

观。走马楼有 2个台门，其中 1个台门

上悬挂由当代书法家萧耘春题书的“仓

楼雷云故居”匾额，正厅堂上悬挂为雷

云而立的“文魁”匾额，显示民居主人崇

文尚儒的文化修养。走马楼前还有为贡

生雷云竖立的一双旗杆石，故这座大宅

院也称旗杆内。

据仓楼《雷氏宗谱》记载，其先人雷

起益原住平阳三十一都（今矾山）赤洋古

路下，曾迁詹家坑，清雍正年间（1723—
1735）入迁凤阳仓头（今称仓楼），开发山

地，辛勤耕作，逐渐致富。清咸丰十年

（1860年），雷云祖父雷可远在此建起12
间住宅。清光绪年间（1875—1908），雷

云父亲又仿效平阳青街古民居，发动亲友

邻居帮工，并聘请优秀土木工匠，历时 3
年，建起了这座拥有27间房子、木构件精

雕细琢的二层走马楼，成为仓楼最大建

筑，最多时住53户人家，一时闻名四方。

雷云（1825—1877），又名国友，号鹤

峰，少时聪颖好学。清嘉庆八年（1803
年），浙江巡抚阮元和学政文宁明文咨唯

畲民“能通晓文义者，应请准与平民一体

报名赴考”。雷云于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报名参加平阳县试，但受到许

多限制，非常气愤，与其父和其叔决心与

民族歧视开展斗争。他们跋山涉水，日

夜赶路，备尝艰辛，赴省、府两处提出诉

讼，缠讼三载，最后于清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温州府颁发《禁阻考告示》，内

称“平阳畲族雷云应准与考，该县各童阻

挠显违定例，自行严禁雷云请准补考”。

雷云于清咸丰庚申年（1860年）考取拔

贡钦赐“贡元”，儒学六品顶载文林郎，成

为今苍南县境内第一位畲族秀才。

历史上，凤阳教育一直较为发达。

清光绪四年（1878年）到民国时期乡境

内有 10家私塾。民国 10年（1921年），

郑文成、刘景成、徐惠卿筹措经费，创办

乡第一所小学名曰“雄扬小学”。境内人

杰地灵，人才辈出。

仓楼是著名的秀才村。因畲族居住

分散，文化落后，能文者极少，中举后的

雷云倡导尊师重教，培植后代，特设养贤

田、笔资田，以鼓励帮助后辈勤奋学习。

养贤田最早由雷云祖父雷可远捐献 5
亩，后并入笔资田20亩中，成为公田，每

年可收田租5000斤稻谷，规定谁家子弟

科考中秀才当年笔资田归谁收租，下科

谁考中转给谁。从此这个地处偏僻山区

的小小畲族自然村仓楼办起私塾，文风

蔚起，全村陆续有5人考中秀才，业儒者

（私塾教师）有26人，他们中有些人受聘

于浙闽交界私塾当塾师。当他们外出教

书，坐馆授徒，都有一担随身书笼挑出

去，以示饱学。因此仓楼有“十八担书

笼”出外塾教的美谈。

雷天三（1882—1972），雷云胞兄之

孙。清宣统三年（1911年）始，在他家附

近的塘下宫办起私塾，有学生 60多人，

并亲自执教。当地不论贫富，子女均有

机会入学。1912年，因办学成绩显著，

学生大量增加，私塾转移到办学条件更

好的仓楼走马楼大厅内，并办有厨房，以

方便外地学生就餐。1931年，有 131名

学生在走马楼大厅学习，学生来自凤阳、

赤溪、岱岭、昌禅，甚至邻省福建。他和

2个儿子还先后在浙闽边华阳、赤溪、金

乡、周家山等地教私塾。人称“仓楼阿三

先生”。1942年，他创办仓楼赤溪乡第

五保国民学校，就读学生数百人，一生桃

李满园。到1953年，因年迈而停教。因

他一生对教育事业做出一定贡献，1962
年后历任平阳县第二、三、四、五届政协

委员，1963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聘请为

省文史馆员。

龟墩村的离休干部杨步进一家也是

教师之家，一家三代从事教育。

凤阳地处偏僻山区，不熟悉的人肯

定会认为这里十分贫穷。其实不然，户

籍人口仅五千多的凤阳矿老板有13个，

还有一些亿万富翁，你来此看看他们的

别墅和家具，即知其富裕程度。

凤阳畲族乡工业发展以采矿业和农

产品加工业为基础。境内有银珠硐硫磺

矿、腊石矿、铅锌矿、银矿等。凤楼村姚

头岗东南地段，1985年经浙江省化工地

质大队初步勘测，矿脉长200~500米，宽

10~100米，距计算 1-2号矿点储量 43万

吨，风化及半风化块状矿石，具有含铁钛

低、白度高、耐火度低等优点，适合于制

造瓷器及地砖等。1985年投产以来，已

销往桥墩陶瓷总厂、电瓷分厂、平阳鳌江

黑城陶瓷厂、钱库陶瓷厂、泰顺月湖陶瓷

厂，总计 1 万多吨，至 1992 年下半年停

产。位于凤楼村坑边自然村海拔600米

的鹤顶山腰，1995年发现唐代窑址，距今

约1000年，有20余座碗窑群，大规模生产

盘、碗、杯、壶、罐、炉等日常陶瓷用品，方

圆3公里有碗坯碎片，有10个小山岗是陶

碎片堆积而成的，现已被列为“浙江省文

物遗迹保护点”，今村中依然遗留一条当

年建设的古道。

1980年，凤阳畲族乡成立井巷开拓

工程处，主要负责办理外出承包工程或

个人外出务工手续。20世纪 80年代后

期，逐步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井巷矿山工程

队，活跃在祖国的东北、西南。2005年，

全乡外岀务工2030人，占当地人口总数

的三分之二多，主要分赴宁夏、甘肃、陕

西、山东等地从事采矿（煤矿、铅锌矿）、

开通隧道和筑路。还有部分人员成了包

工头，并引领乡境内的农民到各地劳务

就业，劳务大军成为乡境农民的一大产

业支柱，助推和加快了脱贫致富步伐。

顶堡村新厝自然村郑计松、郑计用

分别于 1978年 10月和 1985年 8月外出

承包工程，分别引领了 100多本地民工

劳务于矿山井巷，助推了乡村经济发

展。还有去国外合作投资发展和开发

者，有的创建矿业，成为知名企业家。他

们回乡投资建设、捐资助教、铺桥造路、

新建文化礼堂、助建公园景点等，回报故

乡父老乡亲。地处龟墩北山的 2000多

米狮子山环山游步道和地处顶堡村新厝

和凤阳宫新村地段的虎山公园均为当地

矿老板捐资建设，政府仅有少量补助。

杜鹃花海所在地鹤山畲族村坐落在

鹤顶山，东西间呈点状分布，层叠的梯田

环山绕谷、村庄树木苍郁环抱，自然形成

一幅美妙的畲乡画卷。从乡政府所在地

出发，到鹤山村，可直通至鹤顶山。沿途

风光旖旎，有蓝天、白云、奇林、怪石、芒

草、杜鹃等景色，可望山观海。登高处建

造瞭望亭、休息亭多处，可远眺沧海，游

目骋怀，邻近城乡尽收眼底。山上建有

风力发电场，35台风力发电机犹如擎天

巨柱，直插云霄。

2015年，凤阳畲族乡开发鹤山杜鹃

花海旅游景点，利用267余公顷的原始杜

鹃花卉，建设13万平方米的杜鹃花核心

区，野生红杜鹃每年四月中下旬盛开，漫

山遍野的杜鹃伴着和煦的阳光绽放，一

片姹紫嫣红，自然形成“云海·石海·花海”

的独特景观。1万多平方米的大隔草坪如

扇形展开，露天大舞台可容纳万人观看表

演。山顶有 4000平方米的畲族文化广

场，600米林间上天梯游步道四通八达。

景区为开放式无门票观赏模式，在阳春三

月春暖花开之时，游客纷至踏来，高峰时，

每日游客1000多人。花谢之后游客以避

暑露营为主。

当年，畲族青年雷朝瓜成立“清风农

旅文化发展公司”，在杜鹃花海原有基础

上打造星空大型观景民宿露营基地。至

2015年底，基地配有12星座组成的星宿

空间玻璃房民宿、露营专属平台 30座、

星空音乐厅、共享茶室、亲子 DIR 互动

区、烧烤野炊专区、休闲足球场、风筝滑

草、畲族民俗篝火场等系列体验项目。

在核心区建有望海亭，可眺望浩瀚的星

海、云海、花海、石海。日接待游客 200
余人，年经营额250多万元。

2015 年完成矾赤线至鹤顶山自然

村康庄公路改造提升工程 4.20千米，开

通从鹤顶山自然村至山顶通景公路6.60
千米，全线路面拓宽6米，打造成鹤顶山

“千里花廊、盘山公路”，成为苍南乃至温

州的“最美公路”。

畲乡凤阳 金乡古宅故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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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如亮

殷家在金乡城各望族中属后起之秀，却又

是人才最盛，可以说是“金乡人才库”。《金乡志》

中记载的就有：七房六世殷汝熊曾任浙江、山东

高等法院院长等职；殷汝骊曾任黎元洪政府财

政部次长、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常务理事，并致力

于家乡矾矿的发展；殷汝骊长子殷之浩，台湾大

陆工程集团董事长。四房八世殷作雷，美国著

名桥梁建筑专家；八世殷作超，交通部公路规划

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并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颁发的“重要贡

献荣誉证书”；九世殷为光，曾任上海市人民政

府外事办公室主任；殷为光长女殷一璀，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曾任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十七届中

央候补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等职。六房七世殷体扬，复旦大学教授，城建专

家，撰写《城市管理学》；殷体扬之子殷作正，上

海复旦大学教授；八世殷作伟，上海交通大学教

授。长房八世殷作桢，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

校政治教官，著有《中国文化研究》、长篇小说

《女性群像》；九世殷惠中，温州师范学院党委书

记兼学报主编，离休后聘任《温州市志》和《温州

词典》主编。二房九世殷佩章，曾任温州市农委

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十世殷晓煜，留美医学

博士，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教授、主

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三房八世殷作炎，杭州师

范学院副教授，浙江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及语

用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殷作炎之子殷企平，博

士，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五房九世殷为

宏，维也纳技术大学博士，教授，主编《稀有金属

材料与工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殷氏于清嘉庆年间从余姚迁居金乡吴衙

街，创办“殷大同”作坊，生产蜡烛和烟丝，产品

畅销闽台而发迹。“殷大同”总部即今殷家二房

古宅，坐北面南，北靠吴衙街鲤河，前台门门牌

为横街头路 80 号。清代建筑，现建筑面积约

1200平方米，由台门、影壁、前屋、厢房、正屋组

成合院式院落。前台门位于建筑的东南侧，符合

“坎完巽门”的风水学原理；背西面东，中设大门，

大门两侧为青砖壁柱，凹槽内灰塑对联，额枋上

塑匾额，屋面为悬山顶，为典型的砖砌枋木构台

门。影壁位于建筑南门正对前屋，槅心用菱形砖

铺砌，外抹白灰，中漆大“福”字，上用筒瓦砌成屋

面状，两侧接围墙。前屋面阔五间（西梢间拆建

为三层楼房），进深八架五柱，屋面为落翼式硬山

顶。厢房亦五间，天井中心用条石铺成甬道。正

屋面阔七间，进深十二架七柱，分心，前檐出檐较

深，上下金檩下各用雕花雀替承托，后上金柱间

置槅扇，雕刻精细；明间敞厅，柱础用青石质，明

间及廊部皆用青砖铺设成回形纹；后廊用斗四藻

井；椽下压望板，檐口施蝙形、团福团寿等纹瓦当

（为新作，老瓦当被移用到殷家祠堂）；屋面为落

翼式硬山顶。正屋和厢房构接奇特，三角形屋

面回转方形屋面，为其他古宅所未有。

金乡城的每一座古宅，都呈现出每个家族

的 人 生 价 值

观 。 他 们 有

一个共同点，

都重视教育，

以 往 是 以 田

养教，近代是

以商养教，再

以教养官，以

官养家，形成

良性循环，从

而使家族昌盛

发展。

吴衙街殷家和
“金乡人才库”

凤阳畲族乡位于苍南县东南隅、鹤顶山北麓，自然地理东有狗头岗，西有凤翥山，南有龙头岩，北有卧虎岗，形成

东犬西凤、南龙北虎之势，乡址地处西南“丹凤朝阳”之地、凤山之阳，故名。距苍南县城36公里。东与赤溪镇接壤，

南连马站镇，西南毗邻岱岭畲族乡，西、北邻矾山镇。

杨道敏

凤阳畲族乡一角 （谢康生/摄）

凤阳教师名浙闽凤阳教师名浙闽

凤阳矿老板比例高凤阳矿老板比例高

杜鹃花海有特色杜鹃花海有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