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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周家埭位于平湖市新仓镇双红村。周
家埭是一个古老的自然村落，有近 700年的
历史。它位于双红村的东南，东与芦湾村
（原庆丰村）相接，南与独山港镇衙前村（原
全塘镇建中村）相连。周家埭现有 33户人
家，150口人。其中不包括因升学、参军、购
房等户籍迁出周家埭的村民。

周光瑞与周家埭的血脉传承

在华夏广袤大地的文化版图中，周家埭
宛如一颗低调却闪耀的明珠，承载着厚重的
历史记忆与独特的文化基因。而周光瑞，无
疑是连接周家埭过去与现在、传承与发展的
关键人物，其背后所蕴含的周氏家族谱系，
更是追溯至西汉时期的风云人物绛侯周勃。

周光瑞，字虞臣，是清末衙前（今浙江
省平湖市独山港镇衙前村）的一位秀才。
同治八年（1869）成为秀才，光绪三十二年
（1906）成为岁贡生。他著有《盐溪渔唱》一
卷，这部作品中集成了盐溪周围的乡村风
光、人文典故的诗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
篇章史料。他在《盐溪渔唱》的自序中说：

“予家之在盐溪，余五百年矣。予不佞，伏
处里门，守先人之敝庐，亦六十年于兹矣。”

“予家自汉绛侯世居河南卷县，三十七传至
元公居濂溪，世所称濂溪先生者。又五传
讳靖扈跸南渡，居浙江诸暨紫岩。又六传
讳澳迁山阴温渎村。又五传讳廷举迁海
盐。又二传讳清迁平湖盐溪周家埭。又十
一传讳福增移居衙前镇南。又五传及予。
予家之在盐溪，余五百年矣。予不佞伏处
里门，守先人之敝庐，亦六十年于兹矣。居
是乡也既久，于一乡之水利古迹，遗闻轶
事，恒津津乐道之，则欲衍为风土之词，谱
作竹枝之调，予不得辞其责矣。惜海滨一
隅，地咫闻尺，见吟料殊鲜。考邑志东十九
都东区疆域，东西旧衙在盐溪中央，北放
港、新庙、马沈在盐溪北，其西南为南放港，
东南为白沙、全公八坊，同属东区，皆为盐
溪流域，依坊分咏，积成百首，非东区者不
滥入焉。予自号盐溪渔叟，此信口无腔之
作，不敢自居于诗，故曰渔唱云尔。通家弟
高君山亭品端学粹，夙所心折，适宦成归
里，爰以所作相商榷，益我良多，蒙制序文，
并怂恿付梓。敝帚之享，或足资故乡父老
豆花棚下谈助乎？清宣统二年庚戌。”

周氏自汉绛侯世居河南卷县，三十七传
至元公居濂溪，世所称濂溪先生者。又五传
讳靖扈跸南渡，居浙江诸暨紫岩。又六传讳
澳迁山阴温渎村。又五传讳廷举迁海盐。
又二传讳清迁平湖盐溪周家埭。到周光瑞
的先祖、又十一代周福增移居衙前镇南，距
今已有六百多年。简而言之，周家埭周氏是
西汉绛侯周勃的后裔，周清从海盐迁入周家
埭距今约七百年。后来周光瑞从周家埭迁
入衙前镇南面六百多年。

周家埭与盐衙门的兴衰过往

周氏早年从山阴温渎村迁入海盐时，
还没有平湖县。因为明政府在海盐县设立
了芦沥场盐课大使署，使芦沥场盐课大使
署成为现平湖境内第一个官方机构，俗称
衙门。就在这个时期，周清率领族人从海
盐迁入周家埭，与盐衙门相邻，定居在衙门
的东侧。

芦沥场盐课大使署的职能，就是对芦沥
盐场的管理。据明代万历间《嘉兴府志》第
五卷和第八卷记载：嘉兴府时有芦沥、海沙、
鲍郎3个盐场，其中平湖县的芦沥面积最大、
灶户最多、产量最高。时有草荡1074.45顷，
按每顷 100亩计算，共 107445亩；大小灶户
10750户，年产盐 7066.162引。按每引 150
公斤计算，约合1059.92吨。

明洪武元年（1368），始建芦沥场盐课大
使署，盐衙设大使一员，从九品，使领十二个
团，即舒家团、平家团、吴家团、潘家团、曹家
团、朱家团、钱家团、大团、江门团、公治团、
山东团和山西团。其中江门团即位于大小
营间、花家圩的西面，是片滩涂地，是煮盐的
盐丁集居的所在。

芦沥场盐课大使署的设立，使这里成为
芦沥盐场的中心，自然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贾商云集。而就在这时，周氏由海盐迁入芦
沥场盐课大使署东则而居。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选择，盐衙门给盐溪一带带来了生机。

元末明初，从新仓向东到界河生荡口，
有一条古河道名盐溪，因运盐而得名。盐溪
旧河，长12里，是旧时盐溪八坊的主干流，也
是芦沥场运盐到芦沥市（新仓）和榷场（广
陈）的必经水道。由于盐溪年久淤塞，明嘉
靖间知县顾廷对疏浚后改名新开河，后人又
称顾公河，现名盐船河。盐溪小镇（今衙前
镇）因傍盐溪河而得名，位于旧芦沥场北缘，
是东十九都东区之中心。

古时新仓一带为芦沥湿地。芦沥浦两
岸的广大地域，长满芦苇，遍野是芦荡，约有
10万多亩，水质甚咸。本地百姓因地制宜，
广辟盐田，引潮制卤，割芦煮盐，盐亭林立。

“芦沥场”之名由此而来。芦沥盐场在东吴
时名“南场”，宋朝时易名为“白沙西场”，同
时在水路交通十分便利的广陈置“榷场”（管
理食盐贸易）。后海水外退，盐场东移置于
新仓，后的盐场继续在东移。

明洪武元年（1368），在盐溪小镇西北
（双红村）设立“芦沥场盐课大使署”，时称
“盐衙门”。辖领舒家、平家、吴家、潘家、曹
家、朱家、钱家、大团、江门、公冶、山东和山
西12个盐团，遂在盐衙门前形成东乡生机勃

勃的主要集市盐溪（衙前）镇。宣德五年
（1430），芦沥场划属平湖，将 12个盐团改为
东正、澶一、澶二、中上、中正、南备、西下、南
正、江门、南中、山东、山西 12界。至万历四
十六年（1618），芦沥场大使署移置县城南门
时，在现双红村整整有250年历史。

在盐溪设署 250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
（1618）移址县治当湖南门。清康熙三十九
年（1700）复迁新仓镇。雍正六年（1728），由
盐商捐资迁建全公亭东首、黄姑塘北岸（原
全塘中学内），但咸丰十一年（1861）时太平
天国战乱殃及，这个新署变成一片废墟。同
治三年（1864）盐衙复迁旧衙北宅基朱启仁
老宅再设新署。

清末周光瑞的《盐溪渔唱》中的第二首
云：海滨南望尽盐田，煮海为盐入市廛。不
见盐官旧衙署，镇名犹是说衙前。注：“邑城
东北四十五里，有衙前镇。旧芦沥场署在镇
西北，故镇名‘衙前’。见《邑志·芦沥场图》，
旧署久废”。《盐溪渔唱》中的第八十六首云：
新署犹传芦沥场，而今遗址已荒凉。场官贯
住农家屋，灶户依依话夕阳。注：芦沥场署，
旧在衙前镇西北。后迁全公坊，称为新署。
见“邑志·芦沥场图”，今圮。场官贯居民
房。诗中描写的是盐衙门南迁后，衙门遗址
逐渐荒凉的场景。

明宣德五年（1430），从海盐县分出大
易、武原、齐景、华亭四乡，建立了平湖县。
平湖建县后，芦沥场属平湖管辖，其南为捍
海塘，塘内逐渐垦植，灶亭聚于塘外。那时
共有工脚 6名、总催 120人、灶户 1805户、灶
丁5707名。所辖范围东至金山界，与横浦场
接壤，西至乍浦镇与海盐海沙盐场分治，北
至新仓与金山界，距运使署 335里。全场使
领改十二团为十二界，有东正、澶一、澶二、
中上、中正、南备、西下、南正、江门、南中、山
东和山西。每界书办1人，凡工脚6名，总催
120名，灶户 1805家，灶丁 5707人。捍海塘
是北宋年间，朝廷从新仓东约 3公里的盐船
河南岸直到现白沙湾冰厂桥一线筑起的长
塘，以挡海侵，又名护塘、河塘、湖塘、沿塘、
小河塘、涨沙塘，长达十几里，以平家潭一段
保存最为完整，高两三米，底部宽七八米，最
宽一段的塘面可以“五马并行”。

盐衙门的设立，给周家埭及当地百姓带
来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改变了这里的人文
环境，促进了该地区人口的集聚和经济的发
展。

周家埭与山阴周的宗族纽带

根据周光瑞家谱记载：周清迁平湖盐溪
周家埭，为周家埭始祖；周廷由山阴举海盐，
为海盐始祖。那么山阴周氏的始祖是谁呢？

濂溪先生就是周敦颐（1017 年—1073
年），原名敦实，别称濂溪先生，又称周元皓，
因避宋英宗旧讳改名敦颐，字茂叔，号濂
溪。北宋五子之一，程朱理学代表人，道州
营道楼田堡（今湖南省道县）人。北宋思想
家、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学界公认的理
学鼻祖，称“周子”。

周敦颐的五世孙亥，20岁中举，21岁是
进士。他说：奸相误国，我不能尽忠，不如尽
孝。随父周靖回到乡间，活了89岁。周敦颐
的六世孙周子和为大理寺，就是他请李大同
为周靖作墓志铭。周谨字克顺，为任节度行
军司马，他修了家谱，被后人称为《克顺公紫
岩谱》，他请大名鼎鼎的理学家朱熹为谱作
序。这篇文章保存在《越城周氏支谱》和《诸
暨周氏支谱》中。朱熹在序言中也说周家的
祖父是周靖。

周敦颐的七世孙伯五、伯八、伯九（恪）
迁到诸暨的南门，称之为南门族。周恪作一
文章《南门梅轩公家乘自序》将靖以来的家
族历史记载清楚。伯九的曾孙子周澳迁到
周桥。

据诸暨丰江《周氏宗谱》澳称其山阴始
祖作了以下记载。澳生四子：德、完、完二、
完三。完又生四子：文奇、文惠、文原、文
城。文惠生二子：茂、莘茂从周桥迁居马、莘
居上午头。

根据《周氏破塘祭簿》记载，后马周的始
祖周茂是周庆的曾祖父。他倒插门从周桥

到了后马缪家当女婿。周茂的爷爷就是周
德。周桥古代叫睦桥，今名周家桥。根据现
存于诸暨安华镇丰港的《周氏宗谱》记载，周
敦颐的第八世孙伯九有三个儿子，老二叫文
郁，文郁有两个儿子，老大叫茂森，老二叫茂
林。茂林又有两个儿子，老大叫淇，老二叫
澳。周澳是周敦颐的第十世孙，他将家迁到
山阴温渎睦桥。因周家在此繁衍生息，后又
称为周桥。在《周氏宗谱》中尊澳为周桥的
始祖。澳出生于宋景定四年（1263），卒于元
英宗三年（1323）他在元朝做过山阴白洋巡
司。白洋是绍兴重要的港口，筑有巡检司
城。绍兴和山阴在民国前以城区中的府河
为界。

又根据《周氏宗谱》和《越城周氏支谱》
记载，周澳先娶胡氏，生一子，名德。后娶俞
氏生三子完一、完二、完三。由此可见，周德
既是鲁迅的祖先也是周恩来的祖先，所以周
恩来与鲁迅是同宗。但是现在还没有搞清
楚从周德到周逸斋的具体情况。《鲁迅家世》
编者张能耿说，《天乐周氏宗谱》可能对此事
会有进一步的证明。鲁迅是周敦颐第三十
二代孙，周恩来是周敦颐第三十三代孙。因
此，周澳为山阴始祖。

《周恩来家世》一书中对此事有过详细
的考证，是宋代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的后代，
周澳、周德分别是周敦颐的第十世孙和第十
一世孙。周靖是迁到浙江第一代，现在最确
切的证据就是周靖的碑文。碑文是说周靖
是周敦颐的曾孙。

周靖在宣和二年，即 1120年考取进士，
后随宋高宗南渡在杭州定居。后因岳飞遇
害，他对朝廷十分失望，于 1141年带着儿子
亥离开杭州，到诸暨紫岩隐居。他死后由周
靖的孙子周子和请南宋著名学者李大同为
周靖写了碑文。现在碑已找不到了，但是碑
文保留在清代修的诸暨县志中。文中写道：

“因阅其家世，则开封之子，而开封则濂溪之
孙也。”

据周氏家谱记载，周敦颐是西汉绛侯周
勃的三十七代。因此，周家埭周氏与绍兴的
周恩来、鲁迅为同宗同源。

周王庙是周家埭的精神纽带

在周家埭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周王庙宛
如一座闪耀着光芒的精神灯塔，承载着周氏
家族的信仰与传承，成为连接族人心灵的坚
固纽带。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部活着
的家族史书，记录着周氏家族的辉煌与荣
耀，传承着他们的精神与价值观。

周王庙，当地老百姓叫“周阿庙”，“阿”
与“王”在当地方言中，发音十分接近。久而
久之，把周王庙叫成周阿庙；也有人叫“周爷
庙”，如清代衙前人周光瑞的《盐溪渔唱》第
二十四首诗云：忠介流芳庙貌扬，蒙师未遇
寄禅房。手题义薄云霄额，书法犹传徐侍
郎。注：周爷庙在西旧衙坊横港。徐辛庵侍
郎未遇时，寓此训蒙。有手书“义薄云霄”匾
额，至今尚存。还有人叫“周公庙”，如民国
初年，平湖柯志颐、逸云的《芦川竹枝词》第
十五首诗为证：磨子桥东庙祀周，曾怀养正
应蒙求。从今重访谈经地，义薄雲霄墨尚
留。注：“义薄雲霄”题额，系先生墨迹也。
磨子桥在旧衙北。清嘉庆中，徐士芬训蒙於
周公庙。

周家埭周王庙始建于明初，由西汉绛侯
周勃后裔周清迁居平湖盐溪后所建，旨在祭
祀先祖并凝聚宗族认同。

周王庙位于原旧衙磨子桥、现双红村周
家埭东侧，现芦湾村（原庆丰村）北谢宅基西
侧的横港河畔。周王庙占地面积12亩，建有
前后两埭，前埭中间装有四尊“立堂”，东舍
间装有八尊佛像，西舍间放一洋船。后埭中
间为正殿，装有“周王夫妻”两尊佛像，右前
方装有一尊“判官”，西厢房为轿子间，东厢
房为厨房。1959年因建造庆丰大队加工厂，
周王庙被拆。周王庙东为北谢家宅基；东南
为西凌家宅基，再东为东凌家宅基，就九机
厅凌氏；南为衙前镇；西为周家埭；西北又为
东凌家宅基，再西为西凌家宅基；北为吴家
宅基。当时周清在周家埭正东面建周王庙，
体现了中国传统礼制以东为尊的思想。这

样就形成了以周王庙为中心的宗族聚居
区。现在周王庙基有搭建的建筑物，横港河
底可能残存明代石桥基址。

清代周光瑞在诗注中提及：“周爷庙在
西旧衙坊横港……旧署久废”，并描述庙宇
荒凉后“场官贯住农家屋，灶户依依话夕阳”
的景象。《芦川竹枝词》民国柯志颐、逸云的
诗句“磨子桥东庙祀周，曾怀养正应蒙求”，
印证了周王庙作为耕读文化载体的历史地
位。

据周氏后人讲述，明朝后期人，万历二
十八年（1600），朱文璧（木行里朱氏十三
世）联合苏州香山帮大匠姚康夏（姚承祖六
世祖），主持周王庙正殿重修工程，历时三
载，“梁柱皆以徽杉为之，历四百年不朽”。
周王庙遗址出土的“崇祯壬午朱记”雕花木
构件，证实其参与庙宇修缮。周王庙现存
斗拱采用香山帮“扁作”工艺，而梁柱防腐
处理沿用朱氏“蒸煮阴干五步法”，体现南
北匠帮技术交融，庙内残存“云雷纹”彩绘，
经比对与朱氏宅院门楼装饰风格一致，推
测为朱氏彩绘匠人参与。周光瑞《盐溪渔
唱》第二十四首注：“周王庙匾‘义薄雲霄’，
徐辛庵书，朱氏助工”，佐证朱氏参与庙宇
装饰工程。当地耆老口述：清末周王庙东
厢房坍塌，朱氏后人朱明德率族人以“朱记
木行”余材修复，沿用明代榫卯技法。周王
庙被拆，仅存徐士芬题的“义薄雲霄”匾额
等零星构件，成为庙宇文化和象征。但这
块匾额现在不知下落了。

周氏先祖周清于明初从海盐迁居平湖
盐溪周家埭，成为盐溪的开基祖。周氏迁入
后，于明初兴建周王庙，主祀先祖并承载耕
读文化传统。

周王庙临近芦沥盐场，因此还存在与盐
运经济密切相关。庙内曾存放盐商祭祀用
具，反映了盐业对于周氏家族、对于本地信
仰的塑造。周家埭周王庙作为平湖盐溪地
区宗族文化与盐业历史的交汇点，其价值体
现在地方信仰、教育传承与家族记忆的融
合。除了祭祀活动，周王庙还承载着丰富的
民俗文化内涵。每年周家埭及周边周氏后
裔都会举行盛大的庙会。

徐士芬与周王庙的深厚渊源

徐士芬，这位活跃于清代的学者，出生
于 1791年，卒于 1848年。他字诵清，号辛
庵，一号惺葊，浙江平湖人。在嘉庆、道光年
间，徐士芬凭借其深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
能，在官场和学界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
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乡试第一，成为解
元；次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
此后，他历任江南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广东
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工部右侍郎、顺
天副考官、江南正考官、户部右侍郎等职。
他的政绩与品格备受赞誉，有“方正严毅，弊
绝风清”之誉。在工部任职期间，他兴修京
畿水利，颇有政绩，为百姓谋福祉。其政绩
与品格被评价为“清勤敬慎”，晚年因病告归
后仍受朝廷倚重。

嘉庆年间，徐士芬在中举士之前，在衙
前西旧衙坊横港周王庙任塾师。白天授
业，夜晚著书。有时晚上出去约会朋友，或
聊天，或议事。每当夜晚徐士芬外出时，他
的母亲目送儿子外出，清楚地看到儿子肩
上有两盏灯亮着；每当儿子深夜返回时，老
远就看到儿子肩上两盏灯亮着。有一天晚
上，夜已经很深了，徐士芬外出还没有回到
周王庙，他的母亲想平时这个时候应该差
不多回来了，怎么今晚还没有回来，老人家
左等右等，还是没有看到儿子肩上的两盏
灯，心里万分焦急，是不是儿子出什么意外
了。这时徐士芬突然闯进家门，老人家大
为不解，今晚儿子肩上的两盏灯怎么不见
了。

第二天一早，老人家问徐士芬：“儿子，
你是不是做坏事了，昨晚，你回来时肩上的
两盏灯不亮了。”徐士芬回答：“娘，我没有做
坏事。”“你仔细再想想。”徐士芬过了一会儿
突然说：“昨晚，我帮人家写了一张离婚诉
状。”“儿子，你不能这样做，罪孽呀。”徐士芬
已经明白了，他对母亲说：“儿子知道错了，

今晚就去纠正。”一天时间，徐士芬过得闷闷
不乐。吃好晚饭，趁着天色还早，他马上出
门，赶到了昨晚写状书的那户人家，没进门
便开口说：“昨晚的状书，我写错了，快拿出
来。”当主人把状书拿给徐士芬时，徐士芬一
个转身把状书吃进了肚子。然后头也不回
地离开。老人家无意之中看见，儿子正在赶
回家，肩上的两盏灯又亮了。两盏灯的故事
在周家埭周围至今还有流传。

关于徐士芬，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徐士芬还没为官前，他与族兄徐士芳在戊寅
年去省城应乡试，在旅店中捡得一个包裹，
知道这一定是前面的旅客所遗忘的，打开一
看，全是妇女的首饰。

徐士芬就说：“这些首饰很贵重，我们应
当留在这里等失主还她，这是意外之财，不
能要。”徐士芳好像漫不经心地答应下来，对
他说道：“不如你先去省里，我在这里守着失
主来领就行了。”徐士芬信以为真，就先走
了。而徐士芳却卷起包裹到了别处占为己
有。两人先后到省里，相遇后徐士芬问族兄
包裹还失主没有，徐士芳以其他理由开脱，
让徐士芬无法核对虚实。两人考试出场后，
徐士芬感到很沮丧，因为自己的文章实在没
有平时写得好，已经绝望了。而事实上他确
实没有考中举人，中的是族兄徐士芳。

可当考官们晚上填写中举学子姓名上
榜，写到徐士芳的“芳”字时却出现了一个失
误，灯花突然爆开，落在他的卷子上，写榜人
急忙挥手拂去，可是已经烧掉一角了。这类
事官员们都见多了，不禁皱眉说道：“这人一
定造有恶业，何不将他的名字改掉，换一个
上来？”

有人说他的姓名都已经写全了，只剩那
个芳字还没写完而已，仅写了一个草字头。
监榜官说：“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可以洗去
榜上他的名字，换一个人名。”大家就抽出一
份备用试卷（未录上的）翻阅，等他们一拆开
封皮，正是徐士芬三字。

大家顿时一喜：“这简直太好了，根本不
用洗榜，只要在草字头下写上一个分字就行
了。”就这样，不抱希望的徐士芬高中解元；
第二年又高中进士。后官至内阁学士、户部
右侍郎，青史留名。

所以有时候，你的善良、正义、慈悲和见
义勇为，纵然时有损失，阴德都会慢慢补偿
给你。而那些自以为占了大便宜的人，损失
的却恰恰是自己的福报。善良的人获得好
报就是这样奇妙。这个故事是真是假，还需
要考证。

周老爷与周王庙的神秘传说

在周家埭的民间信仰中，“周老爷”是一
个备受尊崇的形象，他特指西汉时期的周
勃。周勃，这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赫赫战功
的名将、名臣，不仅在正史中被铭记，更在周
家埭的民间传说中被神化，成为了守护一方
的神灵。

传说，明朝中期，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塘
溃决，给周家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汹涌的
潮水如猛兽般袭来，淹没了大片的土地和房
屋，村民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就在这
危急时刻，周勃显灵了。他的身影出现在汹
涌的潮水中，仿佛一座巍峨的山峰，挡住了
潮水。在周勃的护佑下，村落安然无恙，村
民们也因此躲过了一劫。这个传说，在周家
埭代代相传，成为了村民们心中的信仰支
柱。它不仅体现了周老爷在村民心中的崇
高地位，也反映了村民们对祖先的敬仰和对
神灵的敬畏之情。

还有一个传说，周王庙建成后，原庆丰
村吴家宅基吴家有一位姑娘，有一天正在织
布，飞来一只蜜蜂，在吴姑娘身边飞来飞去，
并不停嗡嗡地叫着，好像在问：“肯哇？肯
哇？”吴姑娘不解其意，跑去问母亲，母亲对
女儿说：“烦来，烦来，你就随便回答一声‘肯
的’好了。”吴姑娘回到织布机旁就对蜜蜂
说：“娘说肯的。”话音刚落，吴姑娘立即倒地
而亡。于是人们说：“周王庙里的周老爷要
娶吴姑娘为妻，叫蜜蜂来做媒。”事后，人们
为吴姑娘装一尊佛像，供在村里的周王庙
内，立为周王夫人。从此以后，吴家就成了
周王的丈母家。每逢老爷出位，周老爷必先
到吴家丈母家屋里，成了一个规矩。

这些民间传说，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历史意义。它们是周家埭村民对祖
先的缅怀和纪念，通过这些传说，村民们将
周勃的英勇事迹和高尚品质铭记于心，传承
着家族的精神和价值观。这些传说也是村
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古代社
会，人们面临着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
他们渴望得到神灵的庇佑和保护。周老爷
的形象，成为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光，给予
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它们体现了
周家埭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是地
域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

周家埭，这片承载着近七百年历史与深
厚文化底蕴的土地，宛如一部生动的史书，
每一页都书写着独特的故事，每一个角落都
散发着文化的魅力。周家埭作为周勃后裔
的聚居地，其盐业历史、宗族文化与民间信
仰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景
观。这种文化景观，不仅是周家埭的独特标
识，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
它见证了周家埭周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
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为我们了解
古代社会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盐衙遗址、周王庙遗址等，是周家埭历史文
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 黄伟慧

周家埭探秘

周家埭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