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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王老街
恰似美丽琥珀

龙山镇邱王村邱王路，也就是人们口
中的邱王老街，是一条乍看并不起眼的道
路。沿着村口的河道进入村庄就到了邱王
路，走上不长的一段路就到头了——如果
匆匆而过，很难发现邱王老街的魅力。那

些掩藏在房舍间的历史老宅，那些人们口
口相传的故事，是被封锁在时光里的魅力
琥珀，闪着美丽灵光。

在一个下着雨的冬日，我们走进了邱
王老街，去读属于它的故事，去找这些一
闪而过的光与亮……

穿过一个过道，就走进了旗杆门头民

居——大门前原立有一对旗杆，故此得名
“旗杆门头”，房屋的祖先邱姓中出过举
人，做过大官，故有“文官下轿，武官下
马”的特权。从现存的房屋中也能依稀找
到旧日的辉煌：主院天井两侧是对称的左
右二楼，均为七开间二弄重檐硬山造二层
楼房；屋内明间檩柱高大，通体为石板铺
地，透着气派；据村民说，门楣上原来还
有“登科”二字。气派之余，更留有生活
气。院子里栽着一棵桂花树，树下就是一
口古井，简直能想到夏日把西瓜浸在井水
里冰镇、或是秋天一家人兜着布打桂花的
场景。

绕过几间民房、拐过一个小弄，便是
邱洋税关旧址。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浙江沿
海倭患渐息，清政府开放海禁，允许500
石以下的船只出海贸易。两年后，改建浙
江海关，下设 17处口址。龙山地处山南
山北交通节点，有三北古道可达慈城、骆
驼、宁波，又有海道直通镇海、宁波，腹
地广阔，商贸传统悠久，因此也被定为浙
东 17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关署西靠邱
王大街，口岸建于梅林浦口，称邱洋口税
关。邱洋税关在当时行使征收和查验本口

岸国内贸易船舶货税，发放船只出海和贩
卖许可证，查处违禁物品并对禁榷货物进
行收买、出卖、保管和解送等职能。到了
民国时期，邱洋口岸被撤并。

如今，依旧保留着朝南的三间正屋、
三间东偏房和一个门头。居住在此的老
人，还保留着旧日习惯，将那不用的大小
竹篮、箩筐挂在檐下，自成一番风景。正
是冬日落雨时节，雨水顺着房檐滴滴答答
落下，落进檐下的大水缸里，流进门前的
方形水塘里……

再往前，则是打七弄王宅，当地俗称
打七弄王家老屋。墙头的砖雕，外侧镌着

“两晋家风”磨砖字，内侧细看还能看出
“竹苞松茂”双勾磨砖字，表露着当年建
屋时房屋主人的寄望。坐西朝东的三合
院，基本保留着原有的结构，木质梁架也
保存较好，可见历代人对老宅的呵护和珍
视。院里，栽种着花花草草，在冬日里依
旧郁郁葱葱，是在方寸之间构建起一片精
神天地。

在邱王老街里，时间流淌着，留下些
或明或暗的痕迹，人一代一代地过着，将
那过去的记忆悄悄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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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辉煌的旗杆门头。 打七弄王宅庭院。

空中俯瞰
邱王老街。

老街附近一条瓦片墙小弄堂。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①① 老 街 上
的 居 民 ， 闲 来
无 事 都 会 聚 在
小 店 内 说 天 谈
地。

②② 邱 王 老邱 王 老
街 承 载 着 几 代街 承 载 着 几 代
人的乡愁人的乡愁。。

③③ 邱 王 老邱 王 老
街上的酒坊街上的酒坊。。

④④ 雨 中雨 中 ，，
一 居 民 走 在 老一 居 民 走 在 老
巷中巷中。。

⑤ 邱 王 老
街上的点心店。

⑥ 原 雁 门
供销社。

⑥⑥⑤⑤

临街的宅门。 门前有一池塘的邱洋税关。 一处老宅的庭院。

②②①①

③③

①①老街上有 40多年历史的童
师傅剃头店。

②②烟火味仍然浓重的老街居
民生活。

③③老街上一家开了网店的手
工棉鞋店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