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钟玲 文/摄

踏上归途时，是没有想过的，饶是
几日不见，便想念起那里的秋叶与草
色，那里的暖阳与雨幕，甚至是一簇青
苔、一盏灯笼、一座石桥、一方天井……
抑或是走过的小径，越过的小溪。

癸卯年冬，在江南。
跟随由中国摄影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摄影出版社)、中国新闻出版传媒
集团和中共金华市金东区委宣传部共同
主办的“大美中国行——走进金义新区”
全媒体主题采风活动，走进浙江金华，流
连于金义新区的山川大地，本是初见的
他乡，却生出如见故乡的欢喜。雪夜未
眠时仍不禁遥想，蒲塘村的那些池塘边，
是否又迎来了他乡旅人从此经过？坡阳
古街里挨着一座古宅生长的那棵树，鲜
艳如初的叶子是否还在随风摇曳？琐园
村的怀德堂，木质楼梯那吱吱呀呀的声
音，是不是又被新的过客听了去？山头
下村文化礼堂前，与狗狗做玩伴的小女
孩儿是否依旧在那里嬉戏？

一点一滴，如梦的记忆，让人如何
能忘记呢？那片温柔多情的土地。

古韵——在这里，触摸历史脉动

“万古山川如昨
梦中有谁来过……”
金华古称婺州，800 多年前宋代词

人李清照曾在这里居住过，并写下“水
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名
句。此行所至的金义新区，前身是会稽
郡长山县，有1800多年的建县史，孕育
了明初文首、明代儒学集大成者宋濂，
中国山水画一代宗师黄宾虹，中国共产
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共青团中央首任书
记施复亮，人民音乐家、改革先锋施光
南，以及诗坛泰斗艾青等英才俊彦。如
今，这里是浙江省第三大城市群、第四
大都市区的核心区，是连接金华、义乌
城市群的黄金主轴。虽然，时光不复，

但古韵犹在。
走过大大小小的一座座古村落，和

印象里的江南并无二致，所到之处，不
是青瓦白墙，便是曲巷阡陌；不是绿荫
映池，便是古道宗祠。倒是，在一样如
画的风景里，这些古村落还有各自不同
的样貌——琐园的青石长街幽巷、郑店
的小桥流水古道、长塘徐的农耕味道、
红色历史……每一座古村都有自己独
特的风情。

看得见的古风。
阳光正好时，漫步古村琐园。这里

有明末清初时的厅堂20余座，是金华规
模最大的古建筑群之一。一口气参观了
严氏宗祠、怀德堂、忠恕堂……都是典型
的江南古民居的模样，唯惊讶的是，每座
建筑都有不同的主题。怀德堂的整个厅
都被装扮得红彤彤的，在这呈现的是古
代的婚嫁习俗；忠恕堂里斑驳的墙壁，一
张张依然清晰的墙画，上书明显带着时
代印记的宣传口号。那些墙画，勾勒出
了栩栩如生的人和物，也勾勒出了妙趣
横生的劳动场景。

听闻，距离严氏宗祠不远处还有一
座永思堂，是江南最大的女祠堂。相传
严氏家族有位太公严元善，儿子严舒泰
早逝后，严舒泰的妻子郑氏一人撑起了
这个家。她持家有道，却被一条族规触
动，这一族规言明妾、侧、副室卒后灵位
不能置于祠堂正中的正龛里。郑氏提出
此规极不合理，有失公允，于是另建家
庙，取名“永思堂”，而后还废除了这条不
平等的族规。能以女子之力挑战彼时至
高无上的族规，不得不佩服她的过人胆
识。只可惜，那日行程匆忙，并未能寻

“永思堂”其踪而身临其境。
以婺剧为代表的郑店村，则是另一

番景象了。被灵岳山围绕的郑店村，具
有江南婺州古民居的典型特色，门前流
水潺潺、屋后绿树成荫，零星树叶已是
黄色，偶尔随风飘落……独自一人穿行
在村中曲折幽深的小巷，越走越远，越
来越静。经过上马石，行至古驿道，只
见窄窄的一条小路通向远方，壮着胆子
往前走了走，终于还是怕了这万籁俱寂
的时光，选择了折回。后来才知，那是
一条通往永康、武义的古时商道。回略
喧闹的郑店婺剧博物馆的路上，偶然得
见，一四方井前，一位老者正坐在池边
用井中的碧水专心地清理着几条小鱼，
两位杨门女将盛装打扮的婺剧爱好者
刚好也从此经过。一静一动，颇有意
趣。心想，不是哪一座村庄，都可以看
到这样“古今”交汇的景象吧……

雨中的山头下村，又不同了。青石
板路因雨水的浸润变得更加光亮，茂盛
于小路两侧、稀疏于小路中间的青苔也
如洗了澡一样，更绿、更新。这个有550
多年历史的“蝴蝶形”村落，是“一代词
宗”沈约后裔的聚居地。不熟，有点迷
路，弯弯绕绕地，在小巷里转来转去，待
到宽阔处，才醒觉，虽然没有油纸伞，可

这古街古巷的风景，何尝不是画家笔下
的江南水乡呢？

是雨的缘故吧，整个村庄一片寂
静，在一民居前停驻，院内偶然传来狗
吠声，有点好奇，便轻轻叩响木门，听到
里面传来一声：“请进。”后便推门而
入。不想，那看似寻常的宅子，内里竟
别有洞天。天井下，小小的院子里围坐
着十几个人。见有客人来，他们简单招
呼了一下“随便看”，就依然故我了。环
顾四周，角落里两大缸浸泡着的红米格
外鲜艳夺目，主人笑着说：“那是酿酒用
的呢，喏，我们自己酿的酒。”

有点犹疑，这是酒坊？他们身后已
看起来有些年岁的木柜道出答案，原来
这竟是深巷之中藏着的一家小店。没
有招牌、商品不多，聚集着乡里乡亲，
闲时聊天玩闹。如若不是柜子上方的
电视里正播放着一部新开播的电视剧，
定会恍惚，今夕是何夕？身旁传来声
音：“这家小店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历
经岁月洗礼，依旧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的模样。”

呵，果然“历史”悠久，还带着那种
久违的人间烟火气。

看得到的红色历史根脉。
在已有1000年历史的长塘徐村，见

到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豆腐皮。据说，那
里的豆腐皮制作技艺已经传承了400多
年，从浸泡黄豆、打浆到最后出成品，要
经过繁复的十几道工序，小小的豆腐皮
制作坊，不高，抬起头来全是一张张晾晒
着的薄如蝉翼的豆腐皮，看了又看，也没
懂对方是怎么将那豆皮挑起来的？想
来，毕竟这也是一种非遗技艺，哪里
是我可以学得会的。

除了远近闻名的豆腐皮，长塘徐还
有一家农耕博物馆，走进去便看到熏黑
的房梁，墙壁上挂着蓑衣，角落里的瓶

瓶罐罐……各种各样的农具，都带着古
老的年代气息，可是大多名称我都说不
上来，更不知距今多久。

长塘徐村有名，还因为抗战时期，这
里发生过两场有名的战斗——长塘徐伏
击战和两头塘阻击战。路上偶遇一70
多岁的阿姨，热情地推开一民居的木门，
请我们入内参观。快人快语的她说自己
的家人是徐守统，也是革命英烈，源东红
馆中现在还陈列着他的照片。有意思，
还未到目的地，就有人给我科普了金萧
支队第八大队在源东一带的抗战历程。
她还将住在宅子里的老奶奶也介绍给我
们。那是她的婆婆黄素秋，头发已花白，
衣着干净整洁。老奶奶微笑着用方言与
我攀谈，旁边她的儿媳就一直翻译给我
听。她说自己虽然 96 岁了，但身体很
好，至今仍是一人独自居住，还可以自己
做饭。虽然，老奶奶的方言我一句也听
不懂，但她和善的笑容，她的热情好客，
却是十分难忘。

听不懂乡音又如何，在乡间生活安
逸自在的老人们，对陌生人的慷慨，温
暖了岁月，也温暖了过客。

任世界纷扰喧闹，于此，却有一种
寻遍万里山河，终遇世外桃源般的内心
安宁——哪怕心中游弋着汹涌蜿蜒的
爱与哀愁，在这里也会被迎面而来的暖
阳、从天而降的细雨，一一打散吧。

诗意——在这里，遇见浪漫
的诗与远方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烟雨江南总是有另一种韵味，连见

多了的花草树木、流水飞檐都在雨中，
有了一分诗意的美。可惜李清照笔下
的八咏楼，虽然距离下榻的酒店只有
2.2公里，却未曾得见。不过，在仰慕已
久的著名女词人到过的地方，到底是觉
得亲切了些。

这里，有诗。
阴雨绵绵时，去了艾青故居。
双尖山脚下，傅村镇畈田蒋村是

著名诗人艾青的故乡，迄今有600多年
的历史。村内保留了大量江南的传统
民居，只是一走近便感觉到了那种浓厚
的文化氛围。位于村庄中部的艾青故
居，始建于光绪年间，是一座典型徽派
建筑风格的江南民居。坐北朝南，主体
建筑为一进堂楼，左右两侧为厢房，厢
房后侧山墙之间做回廊围合，形成了一
个封闭式的院落。先走进的，是艾青父
母的卧房。

如今，屋中陈设只有一张深褐色的
床，墙壁上挂着夫妇二人的照片。当讲
解员告知，艾青便是在那间屋子里出生
时，忽而觉得时间仿佛在此凝住，眼前
出现的是从未从触及过的那是曾经的
繁华，那是一对年轻的夫妇抱着一男婴
的温馨、欢笑时光。

走过一座座古村落，一个个祠堂、
故居，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也就是这艾青
故居。或许是从前对艾青知之甚少，他
有名的诗句都有读过，但对他的过往并
不清楚。于是，在厅堂之内看到蒋氏家
训时，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原来，一百
年前，艾青的父亲蒋忠樽就有如此开阔
的眼界。

一戒溺爱护短，要严慈相济。
二戒重男轻女，要一视同仁。
三戒粗暴任性，要说服疏导。
不提其他，单是民国时期，一生长

于村野的乡绅竟可以如此思想超前，想
到男女平等，对子女同等对待，已是一
件极难得的事。

艾青故居的一草一木，乃至目光所
及之处，皆是他的诗歌。优美的、豪放
的、深情的……读上一读，心潮也随之
澎湃。

这里，有歌。
雨后晴空时，抵达源东乡东叶村。

位于这里的施复亮施光南故居，是
1933 年时，施复亮与妻子钟复光亲自
建造的。故居的主体建筑，正面为一进
五开间堂楼，左右两个楼梯间，两侧厢
房各一间，与内大门围合成一天井的三
合院式院落。但前院、后园，都有各自
不同的风景。现在的故居，外部依旧是
当年施复亮和施光南父子居住时的旧
貌，而故居内存放着施复亮、钟复光、
施光南的主要事迹介绍，以及图片资
料、复制件和一部分遗物。其中，最有
意思也是较为珍贵的，是毛泽东同志赠
送的电视机、亲笔信、施复亮的任命
书、手稿等等。

在他们父子的故居，一间一间屋子
地览读那些历史的记忆，从中读到的，
是他们在那个时代的一腔热血、奋斗激
情，以及深深的爱国情怀。拾级而上，
在二楼的一间小屋内停下，从开着的小
窗，向外望去，屋前的院子里两父子的
雕像后瘦而绿的竹直冲天际，一枚银杏
叶从不远处飘了过来，是也听到游人的
怀念与感慨了吗？还是心灵也受到了
涤荡？

半城诗意，半城歌。畈田蒋村的诗
意、东叶村的浪漫，也蔓延到了更远的
地方。艾青故居附近的傅村镇小学里，
艾青的诗歌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施
光南故居外的施光南纪念馆前，广场的
地板上处处皆是音符，他的歌不仅写在
大地上也飘浮在空中……

从前只觉得，只要离开久居之地，
就是远方，但诗意并不是哪里都有，这
里不同，可以寻找得到的，是真正的诗
与远方。

新颜——在这里看新区的勃
勃生机

“看一场婺剧，
唱一首道情……”
这是一首名为《我在金东等着你》

的歌，其中一字一句所“拂过”的地方
都是金义新区的一张张名片。歌声里，
是艾青深深爱过的这片土地，是施光南
心中希望的田野，景色不负盛名。这
里，是古老的，承载着2000多年的历史
文脉；这里，亦是年轻的，“八八战略”

“千万工程”实施 20 周年，金义新区成
立三周年。

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人文底蕴
深厚的金义新区，风貌日新月异。

琐园。在“千万工程”的实施中，古
村老宅一起焕发新生，融入非遗、民俗
体验、民宿、餐饮、咖啡等元素后，琐园
有了古今结合、特色鲜明的乡村休闲旅
游产业……

雅里。王氏宗祠、知青文化馆、金
东区村干部精神陈列馆……“乡情”浓
郁的省级文明村雅里，深挖特色文化，
通过“农业+旅游”方式，推出红色旅游
路线，书写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横腊。位于山顶的山海云宿，现代
艺术气息浓厚，站在空旷的院子里的无
边泳池前远望，满目皆是秋之颜色，浅
绿、深绿、黄的、红的……层层叠叠，若
是夕阳落山时，那近处的山、远处的云，
仿佛连在了一起，让人忍不住按下快
门，一张、两张、三张……乡土气息与现
代元素的融合，已让其成为金华北山美
好生活的一个样本。

赤松镇北山口村，一家佛手销售基
地的直播间里，线上销售佛手的直播正
如火如荼。伴随着佛手的香气，只一会
儿的时间，主播便成交了好几单。北山
口村于唐朝末年建村，已有1000年的历
史，是金华佛手的主要产地，已经有600
余年佛手的种植历史。围绕着佛手产
业，北山口村通过电商销售等模式，已
打造出了“品牌+基地+旅游”的创新产
业模式，佛手产业产值超2000万元，已
获“中国佛手之乡”等荣誉。

还有，“八仙积道”共富带，以八仙
溪与积道山作为生态风景区，串联三个
村庄、一条老街、百余亩稻田、百余亩果
园、百余种新的乡村场景，构建集“吃、
住、游、行、娱、购”的休闲业态综合体；
金义综合保税区，已招引落地跨境平台
商、国际贸易商、菜上物流运营商、金融
服务商等200余家企业，进口来源国涵
盖德国、西班牙、瑞士、英国、法国、捷克
等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华东地区
80％以上的进口宠物粮、浙江地区 1/3
的坚果都通过金义综保区进口……

一边是古朴诗画田园，一边是现代
城市文明……古老与年轻，新与旧交相
辉映，时光在这里交错，古今在这里对
话，金义新区每一天都在翻开崭新的一
页，流淌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李白有诗云：“但使主人能醉客，不
知何处是他乡。”只不过在这里，醉倒客
人的不是美酒，而是江南风、江南雨、江
南人。从此，爱过的城又多了一个新的
名字在心上。

谁会预料到呢，不过是旅人罢了，
可它浓墨重彩地甫一登场，便惊艳了一
个陌生人的世界。耳畔，似乎又传来了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呢喃，
还有“我在金东等着你”的呼唤，这是那
片土地和所有人的约定，于我，亦然。
哪怕，君问归期未有期……

本版邮箱：fnbwenhu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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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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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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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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