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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田

入冬時節，記者為賞文成縣紅楓古道而
來，不料身旁擁有幾百年歷史的紅楓

和腳下上千年的古道如此令人心曠神
怡，不經意間登上這大山之巔，明
朝帝師劉伯溫在此留下的那段厚
重歷史被無意掀開。
天剛濛濛亮，劉育清便

起床開始打掃居室和客房的
樓道，妻子開始切菜燒飯，父
親為他準備一天農種的工具，一家
人便開始了一天忙碌的生活。

天下七十二福地之一

世居南田鎮的劉育清，有 令他無限自豪的
祖上劉伯溫，也有 比其他劉氏子孫更為優越的居
住環境—劉基長孫劉廌曾居住的地方，且還有 讓外
界垂涎的祖上留下的文化遺產。
不過，儘管劉育清擁有如上遺產，但他與多數同村村民的

生活並非多大區別。唯一不同的是，他除了從事農業勞作維持
家庭生活外，近年來還搞起了第三產業—將家中的2間居室用作
客房，接待遊客住宿，安排遊客就餐，弘揚劉基文化。
劉育清說，南田鎮距文成縣城34公里，歷史上曾屬於浙江青田

縣，因土地平坦廣闊，又有一大片肥沃的良田而得名。他的祖上
當年選擇此地生活，因其獨特的環境，北宋《太平寰宇記》就曾
記載：「天下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萬山深處忽磷平疇，高
曠絕塵，風景如畫，桃源世外無多讓焉。」

每處街角散發劉基元素

當然，南田為天下所知，關鍵是700多年前出生於此的明朝開
國元勳劉基。1311年出生的劉基，字伯溫，封誠意伯，追贈太
師，謚文成。他22歲中進士之前均在南田度過。而後曾出任江西
高安縣丞、浙江儒學副提舉、江浙行省都事等，到了48歲又棄官
回家。50歲應朱元璋之邀重新出山，輔佐朱元璋一統大明江山，
古稱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偉人。而到了洪武4年，晚年
的他毅然告老還鄉。1375年卒於故里。
正是因為劉基這樣頗富戲劇色彩的人生，給家鄉留下了不可多

得的財富，以至於時至今日，總面積達99平方公里的南田鎮每處
街角都散發 劉基元素，如建築、起居生活、祭祀拜祖，甚至是
該縣的名稱「文成」等等，一切總是與劉基息息相關。劉育清因
此又可借劉基而營生。

相 傳
劉 伯 溫

有36座墳墓，其中
一座埋 劉伯溫真
身和一顆金頭。就
因為這顆金頭，引
起盜墓賊的關注。
一顆金頭價值不

菲，盜墓賊日夜惦
記。為得到這顆金
頭，盜墓賊凡對刻有「劉誠意伯墓」的墳墓無一放過。但是，這些盜
墓始終未得到。後來，盜墓賊把目光瞄準到南田鎮西陵村的夏山「誠
意伯劉文成公墓」。
此墓不遠處住 幾戶人家，因墳而得名，叫墳前村。一天，盜墓賊

潛入墳前村，在摸底時發現該村無人養狗，村民晚上也睡得很早，且
墓雖離村只有十幾丈，中間還有小山相隔。面對這樣的利好，盜墓者
便趁 夜色悄悄到達墓地，拿出工具開始挖土。然而，他們沒挖幾下
便聽見遠處狗叫，接 周邊狗聲群起，叫聲由遠到近，由少到多，由
一般的叫聲變為狂吠，最終叫醒了熟睡的村民。
「天犬護陵」雖過去多年，但村民們至今津津樂道。不管是真實故

事還是傳說，劉伯溫在家鄉的墓穴至今完好無損是個不爭的事實。

劉 日
澤是劉基的

第22代嫡孫，
在當地學校教書育

人幾十年，後又從事
劉基文化研究10多年，現

在多數時間向各界賓朋介紹
南田與劉基文化，自得其樂。

多個省級機關曾駐紮

從劉日澤口中，我們聽到的南田所
有的一切彷彿均與劉基相關，劉基
廟、劉基故居、劉基墳墓、劉伯溫圖
書館、劉基子嗣曾居住和留下的寓
所，以及劉基故事等等。還有南田的
大姓劉氏子孫。
不過，劉日澤在講解時想起一段南

田抗戰時期鮮為人知的歷史。兒時的
劉日澤時常聽聞長輩講述，1942年杭
州淪陷，當時浙江省多個省級政府部
門遷移至南田，這其中浙江省稅務局
等省級部門及杭州的幾所高中、國民
黨婦嬰醫院、圖書館等。當時，杭州
的幾所高中到達南田鎮之後進行聯
合，後取名聯高。
當年這些部門、學校、醫院駐紮南

田，除了誕生過劉基，還有個重要的
原因就是地域，史料稱南田為「萬山
之巔獨開平壤數十里」，山險而糧食豐
富。南田素有「大旱不絕收，大水不
漂流」之說，農作物易種豐產、種類

繁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
鎮為單季稻主產區，是當前
溫州市24個商品糧基地之
一，昔稱「青田穀倉」，今
譽「文成糧庫」。所以，當
時的機關部門為何選擇於此
也就不難理解了。
現在，曾經為杭州聯高的

教室、操場均已改作他用，
婦嬰醫院裡的嬰兒哭聲早已
煙消雲散，當年幾十甚至上
百人一起背 、抬 各種書
籍建設圖書館的情形亦已化作烏有。

春秋祭祀重拾昔日繁華

劉日澤仍沉浸在抗戰時期那段繁華
的歷史時，手中的電話突然響起，來
電的是一位旅居美國多年的華僑朱蘊
高，他希望參與今年秋季南田最為熱
鬧的大事—祭祀劉伯溫。
劉日澤說，每年春秋二季，遍佈世

界各地的劉氏子孫都會來到已有545年
歷史的劉基廟中聚首，舉行祭祀活
動，而且此祭祀已逐漸由劉氏向外姓
人開放，由單一的祭祀活動變為劉基
文化研究、節慶旅遊活動等相結合。
所以，參與祭祀活動的人群已由當年
的幾十、幾百到現在的幾千甚至上萬
人次發展。
事實上，為紀念一代名人劉伯溫，

內地有許多地方建有劉基廟殿，如金

華武義縣俞源村劉伯溫草堂、麗水
（處州）富山劉文成公祠、青田縣城劉
文成公祠、溫州金堡劉基廟等，共有
20多處，但南田鎮的誠意伯廟，歷史
最悠久，規模最宏大，被各界視為正
統。因此，歷代朝廷要員、文人墨客
均為來此寫詩填詞，眾多近代政要、
文豪亦送來對聯詩句。
我們走進劉基廣場，穿過左「王

佐」、右「帝師」的牌坊，在誠意伯廟
門口兩側掛滿上述人士的牌匾，其中原
國民黨政府主席林森撰寫的對聯，和近
代著名教育家、民主主義革命人士蔡元
培、近代鴻儒章太炎題寫的對聯，無不
展示當代文人對劉基的瞻仰。
每年農曆正月初一的春祭和農曆六月

十五日（劉基誕辰）的秋祭，南田鎮張
燈結綵，敲鑼打鼓，嗩吶琴簫，爆竹土
銃，繼續訴說了昔日的繁華⋯⋯

劉 溫
溫州儘管地少人多，卻也不乏風景名勝，如國家級重點

風景名勝區雁蕩山、楠溪江等。不過，記者此番介紹的並

非人們熟知的景區，而是一個曾繁華盡數、卻鮮有人知的鄉

鎮，一處至今原汁原味保留曾經的歷史卻靜謐、少有遊客的

名人故里。它叫南田鎮，地處浙南文成縣，這裡也是明朝開國功

臣劉伯溫的故里。 ■香港文匯報記者白林淼 溫州報道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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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糧庫：
農作物易種豐產

墓穴藏金頭 「天犬護陵」退盜

■劉基廟祭拜儀式。

傳說 劉 伯
溫 擅 長

風水為世人皆知，
而其故居南天鎮武
陽村則是其風水的
典範。武陽四面環
山，為一小盆地。
村居背靠五角仙
峰，登上峰頂，麗
水市景寧、青田層
巒盡收眼底，南望文成山水，百丈際水庫猶如一面古鏡。
山下民房倚山而建，坐北偏西，面南偏東。按風水模式，武陽「四

靈俱全」，北水歸堂，山環水抱、深藏不露。
武陽可分三山（金龜山、弓箭山、寶劍山）、三亭（武陽古亭、雲來

亭、故里亭）、三峰（五角仙峰、鐵筆峰、石柱峰）、三瀑（馬尾瀑、
柏樹瀑、庵基瀑）。其中，武陽三山的佈局是弓箭山在左，右有寶劍
山，水口有金龜山，形成左弓右劍，金龜把水口的人居佳境。
此外，南田有三灘、高村、黃莊三道水口，環環緊鎖，鎖住南田之

靈氣。武陽也有三道水口，第一道是金龜上山，第二道是巨蟒下山，
第三道是金雞飲水，武陽三道水口，環環緊扣，扣住武陽天地之精
靈。

帝師故居 風水堪稱典範
風水端午節，在中華大地上已傳

承了二千多年，人們印象中五
月初五是該節日不二的日子。然而在南田
不同，這裡的民族選擇五月初四過「端
午」，且這樣的傳統已延續了六百餘年。
南田人五月初四過端午節，主要為紀念

該地劉姓先祖劉璟，也就是劉伯溫的次
子。
相傳， 明太祖朱元璋孫子朱允炆繼位4

年後即被燕王朱棣給謀篡了皇位，「永樂」
開始在中國歷史舞台上「唱練做打」。不
久，朱棣召劉璟入殿。《萬曆野獲編》
稱：璟遇文皇即位，召之不至，乃以叛逃
親王逮至京。入見但稱殿下，又云殿下百
世難逃一個字，因縊死獄中。據南田劉氏
的說法，朱棣逮捕劉璟入京的這一天，正
好是五月初四。
據傳，五月初四過「端午」的習俗不僅

在南田鎮，而且在麗水的青田、景寧等地
均有傳承。同為溫州所屬的蒼南莒溪劉姓
人家，亦有此習俗的零星傳承。

南田傳統：五月初四過端午
習俗 ■劉基故居之武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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