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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名宦千秋定不磨：兴化教谕宋实颖传
□黄建林

九重宫殿明离开，天子制诏求贤才。

蒲车征聘挟采笔，先生试罢归去来。

林屋洞侧泉石古，长松一株飒风雨。

科头闲坐似此图，胸藏素书口不语。

小城烟树沧浪津，谈经友教荒湖滨。

几辈达官为弟子，四方学者多门人。

广颡丰颐天所厚，鬑鬑有须神骨秀。

置身岂必蓬瀛间，白石青松偕老寿。

李国宋这首《题宋广文写真松石图》是为康熙年间兴
化教谕宋实颖所作，此题照诗歌言之有物，从宋公应征不
报写到秉铎兴化，高度赞扬了先生的人伦师表。宋实颖
（1621—1705），字既庭，号湘尹，长洲人。顺治八年，举
顺天乡试；康熙十八年，以博学鸿词就征试不遇；二十四
年至三十九年，为兴化教谕。实颖既有早年薙发令下母、
弟俱亡的惨痛记忆，又有主盟慎交社的意气风流，奏销案
剥夺了他的科考资格，最后以冷官教谕终老，是兴化教育
史上的“千秋仅事”，三百年来颂声不辍、光芒熠熠。

江东独秀行路难
明清鼎革，清王朝虽然夺取了江山，但前明的幽灵却

依旧在这片土地上游荡。定鼎中原的第二年，为了加强汉
人对新族、新政权的认同，爱新觉罗氏在全国实行了严酷
的薙发令，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
策，迫令汉人改剃满族发型以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薙发
令是在这一年的闰六月下达的，江南士民并未轻易屈服，
起义与镇压此起彼伏。实颖护送父亲出城避兵，母亲拒不
同往，正色说道：“出走者，汝辈事尔。吾妇人去将安
之？昔伯姬不避火，《春秋》美之。火且不得避，况兵
乎？”实颖无奈留下妻子朱氏陪同二弟实栗、三弟实方、
妹妹雪娥一起照顾母亲，后兵触门入户，五人皆奋身赴井
自绝，母亲、二弟不幸丧命，其余三人幸运得免。

在这场薙发运动中，老师徐汧亦投河殉难，这一连串
的惨痛记忆并没有因为新朝右文政策而抚平，但岁月却继
续放肆地向前奔走。挚友尤侗评价实颖“早饮香名，一时
有‘江东独秀’之目”，大概是指其主魁慎交社。慎交社
渊源于前明几社遗派沧浪会，实颖实为该会主盟。顺治六
年，因内部矛盾分化为慎交、同声二社， 宋实颖、宋德
宜、宋德宏主盟慎交社，尤侗、汪琬、彭珑、吴兆骞、计
东、顾有孝等皆为该社魁杰，一时社员近千人。顺治十
年，两社为缓解彼此矛盾，于虎丘、鸳湖举行两次大会，
推举著名诗人吴梅村为宗主成立大社，一时盛况空前。

顺治八年，实颖中顺天乡试，诸公卿以诗、古文相唱
和者，无不倾倒摄席。此后便困于公车、屡试不第，报罢
则归乡课徒授业，沈德潜誉之为“宋之胡安定、元之吴草
庐”，弟子中以状元缪彤、词人徐釚为最著。十八年，奏
销案起，实颖因亏欠赋税而被当朝剥夺举人资格，从此不
得参加科考，“以江南奏销案诖误” ，是为实颖人生的重
大转折点。康熙十七年，清廷恢复实颖举人资格；十八

年，以博学鸿词召试，五十九岁的实颖已无意功名，罢归
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二十四年，授兴化教谕，开启了他人
生中最后的辉煌。

谈经友教荒湖滨
实颖司铎兴化前已经名满天下、焜耀海内，兴邑野老

李驎《王勿斋怀友诗跋》所言可见一斑：“予童子日，即
知吴门宋既庭先生为江左名宿，其秉铎莅吾邑也，得时时
受教益矣。”言语中透露出此乃兴邑士民的幸事。教谕任
上，实颖唯人才是急，与士子以经术相砥砺；举行文酒之
会，风雅唱和；他还以兴邑叠遭水患上书汤斌、宋荦两中
丞，屡获蠲赈，民赖以苏。

实颖甫一上任即得祥瑞之征，前朝文庙祭器菁莪鼎、
大石砚相继复现，似乎意味着兴化的教育事业历经易代战
乱事变后再次走向辉煌。实颖赋《菁莪堂鼎歌》《石砚
歌》，徐永誉、王仲儒、李国宋等兴邑文士接连赓和，传
为盛事。

方志记载“实颖文章、学问久负海内盛名。既就一
氈，凡学史按临暨上官咸加优礼，然终无干请。荠饭自
甘，惟与士子以经术相砥砺，人益贤之。”他在兴化的学
生可考者不多，门下士魏周琬《祀宋公既庭》一诗是对老
师贡献的权威解读：“四星西应少微官，儒雅风流擅此
坛。常自芘卿荠饭䜴，不曾累令给猪肝。桐乡今日祠朱
邑，华屋何人哭谢安。门下犹余旧时士，水深溪藻出风
湍。”

实颖诗文集皆散佚不存，兴邑世家族谱虽偶见其序
跋、赠诗，然多为应景之作，他留下的最珍稀的文字当为
《林下风清诗序》，此为门下士解擢、解撙的母亲李国梅诗
集所作之序，对国梅诗歌解读颇得其旨：“当前季时，昭
阳科第蝉联，两家鼎盛井邑；既改而后，江左之王谢燕子
无归，南渡之衣冠冬青谁树？身既隐矣，焉用文之？孺人
牛衣之泣、怙恃之痛亦深，有不得其平者乎。故其诗寓意
神仙，放歌天地，凄风苦雨，一唱三叹，不异于伯奇孝子
之操、屈原忠臣之赋也。”在先生的教导下，解氏兄弟皆
有所成立，足可告慰母亲和老师，擢为明经，著有《仍庵
诗稿》；撙雍正元年高中举人，著有《老息斋诗》。

康熙年间的兴化名贤云集，雅事不辍，尤最者当为孔
尚任题额海光楼，彼时“宋既庭、冒辟疆、邓孝威诸先生
萍聚昭阳，为千秋仅事。”作为教谕的实颖自然很重视人
文生态的建设，逢元日、上巳、端午、重九等节日，他频
繁举行文酒之会，记载散见于当时文人的诗歌之中，兹录
孔尚任《端阳后五日宋既庭招饮同蒋玉渊柳长在李汤孙分
赋》一诗以见其中情状：“乱水荒蒲何处家，祖庭原是广
文衙。官闲且管樽前句，葵盛能开节后花。古礼盘餐多简
贵，遗贤冠带有烟霞。亲逢著作东吴老，那似寻常对绛
纱。”

四海典型堕渺茫
康熙三十九年，年届八十的实颖以年老多病致仕，带

着全家老小归棹东吴。训导闵锜作《宋既庭先生致政归里
序》，一邑士子静立水边目送老师扁舟远去，眼角噙着泪
花，知县徐旭旦作《送宋广文归里》五首其一已抵万语千
言：“时雨龙门散百河，昭阳久已藉恩波。谭经对圣堂簾
静，学圃栽花桃李多。世讲青氈元旧物，家传郢曲是新
歌。垂棠长覆宫墙路，名宦千秋定不磨。”

实颖归后，兴化门下诸生于学舍东边空地建生祠、于
学署立去思碑以表尊崇之心。康熙四十四年，实颖去世，
嘉定张云章作《挽宋既庭先生》：“吴会惊传耆旧亡，郭门
蒿里久淒涼。百年名辈交先后，四海典型堕渺茫。无复抠
衣床下拜，须求槃石墓中藏。可知有道碑无愧，故宅犹余
文藻光。”当消息传到兴化，阖邑哀痛，门人设位春秋以
牲酒祭之。

时光流逝，宋公祠圮，菁莪鼎失，但记忆深处的怀念
与回忆却未曾走失。五十年后，时任徽州府教授兴邑文人
任陈晋过苏州访李果，写下了《吴门喜晤李客山先生》一
诗：“悉数从前一辈人，知君一辈属先型。虎贲面目谁当
肖，即肖而乡宋实颖。”将李果与实颖并举，推崇备至，
并通过李氏访得实颖后人消息。一百年后，兴化教谕史炳
有感于宋公祠废，赋诗追远言怀，《宋公废祠感赋》言：

“广文宁有去思碑，何意荒城更立祠。国子声名三绝技，
道州沉痛五言诗。当途竟听书生议，废址犹兴后世悲。并
海即今菑可诉，愧无时望欲焉之。”一百五十年后，教谕
郑之侨作《读宋既庭先生<菁莪堂鼎歌>感赋》歌颂先生的
道德文章：“……先生折节来秉铎，文章经济无不全。落
落冷官十六载，广厦足可庇万千。朝吟泮水诗，夕咏中阿
篇。……”

尤侗在为实颖状元门人缪彤诗歌作序时言：“独惜以
子长、既庭之才沦落不偶，自放于荒江寂寞之滨。”此乃
实颖的不幸，却又是昭阳古邑的大幸。三百年后的今天，
故纸堆中爬梳烟海般的文献，有关实颖的记载真是吉光片
羽极可宝也。“文献无征，后生之责”，而我目下所能做到
的仅仅是这篇小文了，于先生的道德文章挂一漏万，祈愿
既庭先生莫怪。

宋实颖《林下风清诗序》

宋实颖像

宋实颖手书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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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避纣隐居兴化钓鱼庙村考探
姜子牙避纣的隐居之地“东海之滨”范

围较广，说得较为具体的是司马迁《史记·
齐太公世家》：“太公望者，东海上人。”“东
海上人”是什么意思? 《史记·齐太公世
家》的集解引《吕氏春秋》讲：”东海上”，
乃“东夷之土”，因此“东海上/人”是指姜
子牙是曾居住过“东夷之土”的人。“东
夷”指当时东方各少数民族；“东夷之土”，
泛指淮河中下游这些少数民族居住之地。这
与《吕氏春秋·首时》所说“太公望，东夷
之士也”一致。由此可推断，孟子所说的

“太公辟（”辟作“避”解）纣，居东海之
滨”，应是指江苏长江口以北的里下河地区
至淮安这一段淮河中下游海滨地区，兴化正
在这一地区之中心。那在这一地区的什么地
方？因古代文献中对姜子牙被周文王重用前
避纣隐居的记载十分简略，而这一地区当时
又是荒凉的海滨之地，无具体记述也是必然
的，因此我们只有从古代地方文献中寻觅。

查遍淮河中下游海滨地区各地地方志，
唯一只有明嘉靖三十八年成书的《兴化县
志·卷之一·古迹》有姜太公避居地的记
载：“姜太公庙。在县东北二十公里，旧名
钓鱼庙。相传太公避居于此地”。“相传”指
一代代口头流传，因三千多年前这里还是东
海之滨的荒凉地，无古代文献可考，只能依
据“相传”纪录。所谓“避居”就是避纣而
居，与《孟子·尽心（上）》中所说“太公
辟（”辟作“避”解）纣，居东海之滨”完
全一致，也与《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
望者，东海上人”吻合，可见当年姜子牙隐
居地在东海之滨的东夷之土，即兴化境内的
钓鱼镇钓鱼村。

那么，姜子牙是何时隐居“东海之滨”？
他八十岁遇文王时，文王还是“西伯

侯”，为纣王诸侯。他隐居东海之滨在到西
部遇到周文王之前，因而肯定在商朝末年。
而商为周所灭的时间在何时呢？

虽然《史记》从《五帝本纪》起，再写
夏、商、周三代，但三代的起讫年模糊且不
一致。直到改革开放后，1996年启动夏商周
断代工程，有170多名科学家参加，多学科
交叉联合攻关，至2000年公布《夏商周年
表》，其中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
前1046年，作为阶段性成果，我们就以“约
公元前1046年”为基准。

《尚书·洪范》是一篇讲周武王灭纣

后，武王向箕子请教治理国家方法的文章，
文中首句为“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是指周文王建国后的第十三年，也是武王灭
纣后第二年，即约公元前1045年，因此周文
王建国当在约公元前1058年，姜子牙正是在
这一时段遇到周文王而被重用。因此，姜子
牙为躲避纣王，隐居东海之滨的时间当在公
元前1058年之前。如以姜子牙八十遇文王来
推算，他五十岁还在朝歌，那离开朝歌、隐
居东海之滨应在公元前1088年之后。

那么公元前1088年之后到公元前1058
年之前这一段时间，也就是约3100年前，作
为海滨之地的今兴化钓鱼庙村是否具备当年
姜子牙生活、居住的条件？

当时兴化虽处东海之滨，先民居住历史
却已很久。从已发现的兴化市钓鱼镇东南的
林湖乡魏庄西村的影ft头遗址来看，在2008
年 1月，经省考古研究所10多位省内外考古
专家现场勘查，确认这是江淮东部地区一处
面积最大的新石器中晚期古文化遗址，发现
大量水稻植硅体，证实影ft头先民早在6000
年前就已栽种水稻等植物。后对影ft头遗址
的部分样品采用碳—14年代测定，确定影 ft
头遗址先民生活的年代为上限距今6685年，
下限距今2800年。这说明约3100年前姜子牙
隐居钓鱼庙村时，这一带已种水稻，四周又是
水网地带，有鱼虾可捕，芦苇成片可盖屋、作
燃料，生活方便，而出门要船，交通闭塞，司马
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曾说：“彭城以东，东
海、吴、广陵，此东楚也。……楚越之地，地广
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蓐……无积聚而
多贫。”虽然生活不富裕，但能饭稻羹鱼，温饱
是可能做到的，因而是姜子牙躲避纣王隐居
的理想之地。

距今兴化城东北约40里，有一条从北
向南的渭水河，北起大邹镇东侧的兴盐界
河，贯穿兴化全境，南至边城东坂土仑西侧
入兴泰界河。在渭水河的西侧今钓鱼镇的一
个村庄叫钓鱼庙村，该村因有“钓鱼庙”而
得名，这里是姜子牙避纣王到东海之滨的隐
居之所。他不仅在这里居住，并曾垂钓，因
而后来砌了“钓鱼庙”，还有钓鱼台，并以
此为村名;“钓鱼庙”后来也称“姜太公
庙”。明嘉靖《兴化县志·卷之一·寺观》
还有“姜太公庙。东北四十五里，旧名钓鱼
庙”，都说明先有钓鱼庙，后来才称姜太公
庙。

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兴化道士陆
西星曾坐船经过钓鱼庙，上岸休息时，看到
庙内香火旺盛，太公塑像栩栩如生，还听到
当地人讲述许多姜太公的故事，这些民间传
说和习俗都为后来陆西星于万历年间创作
《封神演义》、刻画姜子牙的形象提供了启
示。

至于因是姜子牙钓鱼之地而建“钓鱼
庙”在何时，《兴化县志·卷之一·古迹》
部分，在“钓鱼庙”之前还有“昭阳山。在
县西四里，楚令尹昭阳墓在山下，即傍立
庙，祀之，因以名山。”“三闾庙。兴本楚
地，慎靓时为昭阳食邑。屈原世掌屈、景、
昭三姓，故云三闾大夫，因立庙于此祀
之。”在“钓鱼庙”之后有“蒿坡庙”，是南
朝宋太祖刘裕“微时，贩盐东海，假宿村中
老妪，妪厚遇之”“及宋祖登极，遣使征
之。踪迹其故地，惟有青蒿一坡而已，因立
庙”。这说明作为明嘉靖时的“古迹·钓鱼
庙”的建成，当在“昭阳山”“三闾庙”（战
国末到秦汉） 之后，在南朝刘宋永初二年
（公元421年）建“蒿坡庙”之前，更在隋唐
之前，所以作为“古迹”记述。另见《兴化
县志·寺观》中有“宝严 （寺）。西门内，
唐大顺间僧禳翁建”都未收入“古迹”，因

“宝严寺”是唐代建寺，时间在“钓鱼庙”
“蒿坡庙”之后。

而从各地文献记载的“姜太公庙”来
看，河南卫辉市、新乡市、洛阳市、郑州市
及内蒙巴彦淖尔市等地都有，但这些城市都
不在东海之滨，更不在东夷之土的苏北滨
海，因而都不可能是姜子牙隐居之地。除太
公庙外还有“太公钓鱼台”，在河南新安城
东、陕西咸阳城西、宝鸡县伐鱼河谷(今宝
鸡市陈仓区磻溪河)共三处，其中以陕西渭
水河边的磻溪钓鱼台最为有名，传说姜子牙
在此垂钓遇到周文王的，但这三处都非东海
之滨，不属隐居之所。河北南皮县城西五公
里处有一村，也名钓鱼台，也传说为姜子牙
垂钓之所，地处河北省东南，东临渤海，北
靠天津，同样不是东海之滨的隐居之所。

另外，康熙《兴化县志·卷之十二·艺
文上》有清初陕西石泉县知县涂之尧所写
《游兴化钓鱼庙记》，文中提到他曾游过今河
北省廊 坊市下辖大城县的钓鱼台，其侧有
姜姓居住，该县地处华北平原中部，不在苏
北滨海，因而也非姜子牙隐居之地。 （二）

□顾成兴

从苏舍村的“包产”夭折到小岗村的“红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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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舍的包产到户试点和小岗“红手印”
签订“分田到户”，都是农村基层大胆改革
的探索。客观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初
参照苏联模式，实行“一大二公”的高度集
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规模大、公有化程度
高。权力过分集中，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
权，生产中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
义，这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妨
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实践过程中，我们
党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探索，针对形势和实际
作出一系列决策和部署。1953年 4月 1日，
中央专门发布《当前农村工作指南》，提出
要“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正在
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1959 年 4 月 29
日，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
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毛泽东就包产、密
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机械化、讲
真话等六个问题给省、地、县、公社、队、
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信》。关于
讲真话问题，毛泽东说：“包产能包多少，
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各
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
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
己。”他还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
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

办”。1961年3月，中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
工作条例（草案）》，共十章60条，全面、
具体、细致地解决了当时人民公社迫切需要
解决的平均主义分配问题。1962年 9月 27
日，党的八届十次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
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适当调整原来的内
容，要求取消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

苏舍的包产到户试点，是在人民公社立
足未稳，三年困难时期初期，大跃进、大办
公共食堂，粮食奇缺，人们常常处于饿肚皮
状况下，基层干部研究思考的动议。苏舍的
干部当做一项工作要求和任务来落实，农户
们则是响应干部的动员和号召积极行动。这
样的试点与彼时的形势显然格格不入，社会
主义农业改造刚刚完成，人民公社建立还不
满一年，大跃进正掀起高潮，就当年主流认
识而言，这种做法确实是一种倒退。人民公
社初露端倪，它的走向、发展、趋势，人们
还说不出子丑寅卯来，也预见不到它的成效
和结果。然而，人民公社得到中央的肯定，
人民公社化是中央的重要决策。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
题的决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
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
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提

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
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因而，苏舍的试点在政
治上有违中央精神。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
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最
后强调的一点就是：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
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集体劳动还是分散
劳动，“三包”到哪一级等等，这些都是涉
及到生产关系的重大问题。认识是随着实践
而成长的，思想是在不断探索中丰富的，理
论是在经验积累中提升的，政治是在风雨历
练中成熟的。时代的局限性，注定了苏舍

“包产到户”试点的夭折。
小岗的“大包干”是生逢其时的，经过

大跃进的曲折、文化大革命的折腾、人民公
社 20 年的徘徊不前，人们的认识逐渐清
晰。“四人帮”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十
一届三中全会扭转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大局
稳定、政治安定。“两个凡是”叫停、真理
标准大讨论，在理论上正本清源。全国实行
的生产队分组联产责任制，在实践上已经向
前迈出了小小一步。某种程度上，农民对于

“大包干”的愿望和想法久已孕育、普遍存
在，苏舍村的试点是一个天真的流露，小岗
的“红手印”是对蓄积在亿万人民心中巨大
能量的引爆。 （七）

兴化的寺庙和全国
各地的寺庙，绝大多数
菩萨像为木头雕刻而
成，或为泥土塑制而
成。可是兴化西门外的
地母庙中的菩萨像却全
是由铜浇铸的，小南门
外圆通庵中的肉身菩萨
则是由高僧坐化而成，
真像栩栩如生，经历两
百多年而不腐朽。各地
寺庙中的正殿主神之像
绝大多数是坐像，而兴
化西门外文殊庵中的文
殊菩萨却是坐卧像，北
门外观音阁中的观音菩
萨则为立像（站像）。

民国初年，带发修
行的宝修，立愿在西城
外三清观巷北端砌建地
母庙，受菩萨托梦点
化，项悬佛珠，身穿百
衲衣，从兴化艰辛前往
南京，跪在总统府门前
不断敲木鱼念经，诉说
化缘修庙塑像的愿望，
感动了政府官员，发给
她官府牒文让其四方化
缘。后来一处军营中军
官送她一批子弹壳供其
塑神像，所以地母庙中
都是铜菩萨。

圆通庵在小南门城
外，西南为百花洲。庵
建于明初，后来逐渐扩
为丛林，清末民初收莲
池庵、葛缘庵为下院。庵中肉身殿供奉
雍正间的住持和尚济生禅真身。解放
前，朱增寿等老人曾看到肉身菩萨身穿
红色袈裟，双手合十胸前，面向南方端
坐神龛中，呈冥想状。解放后，僧人失
去经济来源，肉身菩萨因缺少维护而败
毁。

肉身菩萨是高僧留存的真实肉身坐
像。肉身菩萨的塑制步骤：1、在僧尼圆
寂二十四小时后先对其沐浴、更衣，再
将其法体盘坐铺好檀香的缸内。2、在
周身填满碾碎的檀香、松香、木炭，最
后用小缸倒扣在大缸上，用油石灰将中
间缝口密封严密。3、待足三年后打开
缸，如僧尼颜面如生，肉身不腐，他们
就会被塑成金身。如肉身腐烂，则直接
在缸内火化。

塑金身的步骤比较简单，将出缸的
僧尼衣物剪去，在法体上涂上多层清漆
以阻隔空气。清漆风干后再在全身贴上
金箔，这样“肉身菩萨”就塑成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西门太平庵有一
和尚圆寂后盘坐于两只合口封闭的釉缸
中，身下放置木炭，身体周围放置木
炭、檀香、松香等做防腐剂，欲使其成
为肉身菩萨，三年后因尸体不能再保存
而火化，其他庵庙也有类似情况，可见
肉身菩萨很难存世。

观音阁又名宝筏寺，始建于宋代。
寺有双阁，雄伟高大，前供观音，后祀
玉皇。观音菩萨立相金身，由一棵高大
的白果树雕凿而成，高一丈六尺，宛手
相对，有千佛周匝围绕。庙中大部分房
屋与设施毁于日寇攻打兴化时，大殿与
观音菩萨像毁于文革时。最近几年，地
方群众集资在大殿原址砌了一座小庙，
称“老庙观音阁”，时有求福求子者前
往烧香。

旧时，城内海池南岸有一个小观音
阁，旧址在备战桥南端，大门向南偏对
老英武桥。北门蔡家垛观音庵僧尼斯江
曾告诉我：解放初，她曾住在小观音阁
一段时间，见到大殿中有三尊铜菩萨
像。此外，时思寺也有几尊铜菩萨像。

西门外大街西端有一座东西向石
桥，向西通太平垛。石桥北有一座文殊
庵桥，向西对着侯家垛东河边的文殊
庵。文殊庵是宗氏家庙，其门朝南。大
殿中供奉一尊坐卧形文殊菩萨，身倚坐
骑雄狮。其桥与庵毁于五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