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记者对西店的印象，是以
工业经济见长，工业强镇嘛！所到之
处，一般都是车水马龙、机声隆隆。
但走进西店镇西部的岭口村，却是绿
树婆娑、小桥流水，有着不一般的
景致。

镇联村干部徐瑶告诉记者：岭口
村北与奉化市交界，西与深甽镇相
邻。有岭口、牌门舒两个自然村，是

“天台三宿儒”之一舒岳祥的故里。
村民 1600余人中，87%姓舒，与舒岳
祥同宗同族。

舒岳祥人称“阆风先生”，岭口
村也被称为“阆风故里”。其缘由，

要从南宋著名诗人刘倓说起：刘倓
（1152-1215），礼村（今西店镇香联
村）人。面对时局乱象，他无意仕
进，隐居于礼村一处高山。此山相
传道家陶弘景、张少霞曾修行炼
丹，有世外桃源之象，刘倓改名此
山为阆风山。刘倓死后葬阆风山阆
风庵旁，现在还有他的墓，且保存
较好。

刘倓辞世 4年后，舒岳祥出生。
他敬仰刘倓的风范，自号“阆风”，所
作的诗集也称为《阆风集》。自此阆
风里出了两位阆风先生。元代名士
戴表元就将该地引为浙东诗词之渊

薮，有“无诗莫入阆风里”之名言，揭
示出岭口村深厚的文化积淀，并从此
成为人们的膜拜之地。

故事一：“别来成隔岁，即是久相
疏。咏物追唐律，名亭学史书。荑柔
春霰后，花韵午晴初。闲日有闲谭，
人生无逸居。”这首《篆畦春日有怀正
仲》诗，形象地描述了舒岳祥亲身创
建篆畦园的感受。现在，西店篆畦园
暨舒岳祥纪念馆，已经不仅仅是舒岳
祥私家园林的复原，而是集中展示

“浙东文学师表”舒岳祥的生平事迹、
精神追求，以及诗词书画等多方面的
艺术成就，着力挖掘岭口村深厚的文

化底蕴，提升乡村文化品位，对青少
年进行国学教育，传承与弘扬中华优
秀文化，让阆风故里成为西店、宁海
乃至宁波市对外宣传的重要展示
基地。

该项目 10 年前就开始启动了，
一、二期工程由岭口村筹资620万元
完成。现三期工程的招标和一、二
期工程的改建、装修正厉兵秣马，
西店镇和岭口村拟各出 50%费用。
全部竣工后，该项目将成为市民休
闲的名贵花卉基地、浙东的小型植
物园、国学讲堂“三合一”的名人
纪念园。

从私家园林到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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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岳祥与舒岳祥与岭口村岭口村
——走进西店篆畦园暨舒走进西店篆畦园暨舒岳祥纪念馆岳祥纪念馆

春节前后，西店镇拟召开舒岳祥
诞辰 800 周年纪念大会。舒岳祥
（1219-1298），西店镇岭口村牌门舒

人，宋末元初的“浙东文学师表”，其
留下的浩瀚诗集，真实记录了国家民
族的巨大灾难和个人的不幸遭遇，人

称“诗史”，反映了他的才气、志气、骨
气。现代，学习他的爱国精神和高风
亮节，仍是时代之需。

昨日，记者来到岭口村，于西店
篆畦园暨舒岳祥纪念馆先睹为快
——

走在岭口村洁净的乡道上，记
者发现西店镇和岭口村干部群众，
为打造舒岳祥故里，没少下功夫。
村口，是高大的舒岳祥故里指路
牌；村里的主道两侧，是舒岳祥生
平、事迹的喷绘景观墙；西店篆畦
园暨舒岳祥纪念馆里，更是舒岳祥
塑像、墓园、阆风诗苑不一而足。
村里的耆宿，说起舒岳祥的趣闻轶
事，头头是道；就连小学生，也踊
跃参加镇里举办的“第二届阆风杯
书法大赛”，一笔一划认真誊写舒岳
祥的诗作：“春日山居好，初春草色
回；小桥帘映柳，野店烛簪梅……”

岭口村妇联主席胡浓娣告诉记
者：现在的西店篆畦园暨舒岳祥纪
念馆，只是我们打造舒岳祥故里的
基础性工程，目前又完成了 3000多
平方米的舒岳祥广场、灯光篮球
场、网球场等，近期的规划蓝图，
还有投资500多万元的国学基地……
全部算下来，打造舒岳祥故里，需
资金2000多万呐……

西店人气魄大、花钱豪爽，岭
口村民对打造舒岳祥故里也是热情
有加。不过岭口村的企业以汽车配
件为主，数量蛮多，但都不大，“叫
他捐助几十万都会拿得出，上百万

就有难度啦！”所以，资金缺口，仍
是村里建设舒岳祥故里工程的拦路
虎。当然，有志者事竟成，有上级
部门的支持加上自身努力，“办法总
比困难多”！

弘扬舒岳祥精神，主要是爱
国、爱乡。爱国，舒岳祥有“忠臣
不事二主”的执着，这一点与明臣
方孝孺神似；爱乡，舒岳祥对家乡
风土人情歌颂有加，对父母极尽孝
道。还有他对学问的孜孜不倦，他
诗文的数量和文学性，则超过了方
孝孺……

故事三：去年以来，在县、镇

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下，岭口村
班子走出宁海，到上海古籍出版
社，联系出版 《舒岳祥诗词全集》。
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李保民，对
搜集到的舒岳祥诗词进行汇总，评
价非常高！

岭口村村庄不算大，但口气不
算小。下一步，他们打算一是通过

《舒岳祥诗词全集》的首发式，筹集
一部分资金；二是邀请全国有影响
力的研究团体，举行一次舒岳祥高
峰论坛；三是搞一个西店篆畦园暨
舒岳祥纪念馆开园仪式……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从宏伟蓝图到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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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口村山环水绕，村内景观提升
及绿化美化更是一级棒。记者捏着个
烟蒂愣是没敢扔——太干净了！近年
来，该村获得省级文明村、省级卫生
村、浙江省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示
范村、全省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
村、浙江省民主法治村、省级中心
村、市级文化特色村等牌牌匾匾一大
摞。其“矛盾 65年不出村”的经验
和做法，引得各地参观学习者来了一
拨又一拨，也是县级开放式党组织生
活基地和“聊天长廊”的发源地。

村党支部副书记舒迎春告诉记
者：岭口村班子团结，新老班子“换
届不换心”，齐心协力搞村庄建设。
村民和谐，全村每年重阳节评出“六

和模范户”10户，张榜公布。何为
“六和模范户”？却原来是夫妻和、婆
媳和、邻里和、新老和、干群和、人
与大自然和。舒迎春并特意解释：新
老和是指新岭口人、老岭口人之间的
互助协作。改革开放以来，村里办起
了65家工厂，吸引了外来务工者550
余人，村班子因此增添了“新老和”
的内容，鼓励新、老村民和谐融洽。

舒岳祥其实是岭口村“人与大自
然和”的鼻祖，篆畦园就是人与大自
然和谐相处的范本。根据记载：篆畦
园位于香岩山麓，北面大雾山，其下
阆风里，涧水绕过山陇流向平畴，舒
岳祥称此“真佳山水”。宝祐四年
（1256），舒岳祥在此先建亭阁，远可

望山高水长，近可观曲径通幽。因行
径迂回，似篆文的形状，遂命名为

“篆畦”。园内小桥、流水，堆山、叠
石，方寸之地亦显自然野趣。更兼高
则松、桧、竹、梅、杏、棕榈、丝
杉、罗汉树，低则玫瑰、林檎、海
棠、芙蓉、玉球、红茶、冬萱、蔷薇
……是人为，却更似天然。

故事二：现在的西店篆畦园暨
舒岳祥纪念馆，则不单单是舒岳祥老
园的复制，而是揉合了四大时代元
素：一是历史名人的纪念平台；二是
国学诗词的传承基地；三是对外宣传
的文化窗口；四是旅游休闲的接待场
所。记者徜徉园内，印象最深刻的是
诗与景的交融，时时有诗歌，处处皆

胜景。
岭口村民十分支持打造舒岳祥文

化。10年前，村里开始搞篆畦园复
原。第一期工程需征地10亩，因村
里集体经济薄弱，征地款兑现要到七
八个月以后。但涉及的34户人家异
口同声表示：舒岳祥是岭口村的金字
招牌，土地先拿去用！有一条连接篆
畦园的通道，200多米长，需拓宽至
8米，涉及到20多户人家，施工队测
量时，没一个碍事的。有几户主人不
在家，电话联系时，他们爽快表示：
你们弄得好了，相信村干部、相信测
量员……真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

从天时地利到人和

山环水绕 诗画岭口

舒岳祥故里

西店篆畦园暨舒岳祥纪念馆

宁海县诗教基地在岭口村挂牌

岭口村表彰“六和模范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