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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乡愁》家喻户晓。小小

的邮票、窄窄的船票、矮矮的坟墓和浅

浅的海峡，勾起不少游子浓浓的乡愁。

“乡愁是什么？乡愁是乡土本色，

是文化之本。”近日，前来永康参加“永

康市首届乡愁产品专家评选会暨汉民

族文化讲座”的著名民俗学家、汉民族

学家、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生导师

徐杰舜从解读余光中的《乡愁》开始，为

大家仔细解读了根植于心的乡愁文化。

在徐杰舜眼里，《乡愁》这首诗是

汉民族文化诗化的呈现，反映了汉民

族重孝道、重教重读和注重乡土之情

三方面的内容。乡愁从某种意义上

讲，就是汉民族文化之根，分布在不同

地区，又有属于当地的乡愁文化。

永康自古就是商贸比较发达之

地。事实上，永康的乡愁文化也历史

久远。永康地区的赵侯祠就与汉朝的

赵炳有关。

而永康体现乡愁的产品也种类丰

富，包括语言、风俗在内的精神产品和

包括地方美食、工业工艺产品在内的

物质产品。永康话更被人称为越方言

的“活化石”。永康的民歌、民间故事

更是记录了许多有趣的历史。

此外，永康的乡贤众多，胡则、陈

亮、程文德、王崇等等，对永康的地方

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5岁的徐杰舜，与永康的渊源可

以追溯到他1965年被分配到武义县

工作，直至1985年离开的那段日子。

他坦言，刚到武义时，这座小城还比较

“原生态”，武义之后的发展，确实受到

了永康方方面面的影响。他笑称永康

是武义的“老大哥”。现在，他还保留

着坐手扶拖拉机从武义桐琴前往永康

的深刻记忆。

“体现乡愁的东西，是非常有价值

的。”徐杰舜说，永康肉麦饼、豇豆酥、

索粉干等美食至今仍是他念念不忘的

美食。时隔30多年，他再回永康，感

受到了永康的巨大变化，为永康人民

取得的这样的成就而感到骄傲。

他结合亲身经历，用幽默风趣的

语言和接地气的举例，讲述了他的“乡

愁”故事。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文

化也走向全球化。然而遗憾的是，许

多人在追求西方文明的时候，忽视了

土生土长的文化之根。值得高兴的

是，这次由浙江牧良品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总冠名的十大“乡愁产品”评选活

动将永康人民的目光重新投射到永康

本土的产品上来，希望此类活动能一

直举办下去，从而精选出更多代表永

康的产品，将它们推向全国、走向世

界，让更多人了解多元化的永康。

“永康有很多了不起的东西。”徐杰

舜提到，除了保温杯、防盗门，永康人民

应该意识到本土还有许多精神和物质

上的产品，可以走出永康，走向全国，走

向全世界。同时，他还表示要真正打造

出乡愁品牌，不仅自身要有做精做好的

实力，还应该多学习一些地区优秀的经

验。比如，义乌将市场中产品分得很细，

而永康目前的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

汉民族学家解读乡愁文化
□章琛

年逾八旬的金声闻，最近的心情

格外舒畅。他收藏了多年的一幅“关

公读春秋”绣品，因为几段有趣的往

事，让他与山川大药房结了一份善缘。

1950年6月，刚到金华百货公司

工作不久的金声闻，与五个同事一起

被公司派到永康，负责筹建永康百货

公司。永康百货成立后，组织上又根

据工作需要，把他留在了永康。

那时的金声闻还没成家立业，在

永康人生地不熟，永康话又听不懂，让

他在工作之余颇感郁闷。有一天偶感

风寒，他就去山川坛的义丰药店买

药。无意间听到店里的伙计彼此交流

时居然说的是兰溪话，这让祖籍兰溪

的金声闻喜出望外。原来当时的永康

药店大多数都是兰溪诸葛族人开的，

掌柜和伙计也基本上都是兰溪人。他

乡遇乡音，不亲也是亲。正为在永康

无亲无故而郁闷的金声闻，一下子就

与店里的伙计们熟识了起来。此后，

金声闻下班后一有空就往义丰药店

跑，听听乡音，聊聊乡情。去得多了，

他就发现了义丰药店有别于其他药店

的地方：一般药店里供奉的都是药王、

药圣或药王菩萨、药上菩萨，但义丰药

店里供奉的却是关公。金声闻问过一

个伙计，那伙计说是义丰药店“义”字

当头，而关公是义薄云天的代表。这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退休的

金声闻，被市政协聘请为《永康名店名

厂（民国时期）》一书的编辑。这期间

他编到一篇林克成写的关于义丰药店

历史的文字，其中一段记载让他眼前

一亮：“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一匹无人

牵引的白马突然从街上跑进义丰药店

店堂，疲惫地跪倒在店堂正中的关老

爷（关公）像前，久久不起。店内职工

个个目瞪口呆，惊愕不已，无人敢去阻

拦。”这段文字勾起了金声闻几十年前

三天二头往义丰药店跑的美好回忆，

而“白马拜关公”的故事，是他早就听

店里的伙计绘声绘色地描述过的。

退休后的金声闻喜欢逛古玩市

场，某天他看到一幅“关公读春秋”金

丝绣品，绣品正中是关公读春秋坐像、

左后站着手握大刀的周仓、右后是持

印的关平，绣工精湛细腻，人物栩栩如

生。上题“从容虎帐览春秋,气魄巍巍

射斗牛。帝蜀寇曹伸正义,紫阳圆目

仰谟猷。”落款为“甲戌年初某某绘”的

字样。这幅绣品让金声闻一下子想起

了义丰药店里供奉的关公，虽说公私

合营后就没了义丰药店，药店里的掌

柜伙计也早已断了联系，但他还是把

绣品买了下来。

时间到了2016年，几十年坚持订

阅《永康日报》的金声闻，读到了郑骁

锋写的《药行往事之义丰白马传奇》，

这不禁让他想起了一幕幕往事，想起

了自己收藏的那幅绣品，也让他知道

了与义丰药店一脉相承的山川大药

房。他一看完文章就在家里翻箱倒柜

找那幅绣品，却怎么也想不起放在哪

里了。

前不久，金声闻闲来无事整理自

己收藏的物品，那幅“关公读春秋”绣

品赫然出现在了眼前。他包起画就亲

自送到山川大药房。在店里，金声闻

与山川大药房的王先生聊起了自己跟

义丰药店的种种过往，聊起了药店里

的掌柜和伙计们，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题。他希望把这幅绣品送给继承义丰

药店传统、同样供奉关公的山川大药

房，以了却自己跟义丰药店的情缘，与

山川大药房结一份善缘。

“关公像”结善缘
□五峰散人

在永康五峰书院
喝茶观瀑（外二首）
□天界

蟾蜍从岩壁上搬走椭圆形黑色婚垫
它的嫔妃四肢优美
腹部光滑
风打开单声囊，雨的朗诵穿过自己
雨穴居沙土中
细小的手指弹奏高空落下的琴音
天蜜瀑珍珠般散落
那些书生一闪身，就绕过梧桐
多么娴熟的手艺
他们抄写古文，求凤凰
谈论普世之道。天声亭建于何时？
我们喝茶。喝山里秋色
樵隐妙墨问禅，号漫学斋主
如果一枝紫毫兼具四德，重楼之前
必定有镇山之宝

雨中访莲上园周村
雨从天空纵身一跳
石壁就推开冷风。莲花的红、粉红、白、紫
嵌生水上。摩崖有经文
图腾。它接通醉酒三百年的映湖

小小玉带桥，走的都是周姓官人
剑峰兄我们举杯，端上整个盆景园
喝一天肃杀的时光如何

雨似媒婆，几把花伞忸怩如小情侣
雨落进衣襟落进周氏特祠
落进不可言喻的官帽
只有那些游鱼优哉游哉？

不肯不是。那个孩子往水里撒了食物
一条通往欲念的大道
挤满面孔。整个秋天即将收盘
我迷恋红色的喜悦和醒目
更爱绿色时即将遍野蓬勃的枯黄

雨还在下，兴建中的园周村
地上积水迅速流向低矮处
世路并不好走。尽管那么小心
仍有一部分，流进了我的鞋，我的痛处

丽州夜访神仙不遇
无数溪流在天空聚集。大鸟托住峰岘岭。
每一条山路都通向绝境——

那些散淡、微紫的烟火抱住烟火，
从茅草丛躬身而去。
它的下半生，从此空空。

骑青牛和渡江的，大隐于指纹中。
人间有宝殿，水里有幻影。

求仙不必出海。访仙也不必入山。
守秘密的石头始终不出声。
神仙假装端坐里面。神仙早一步告退。

天界 1969 年出生，浙江黄岩人，中
国作协会员，以诗歌和评论为主。曾参
加诗刊社第二十四届青春诗会。业余编

《浙江诗人》和《黄岩文学》诗歌。

我的孩提时代，屋前屋后都是山，

家门是一条土泥路。我走不稳这土泥

路，东倒西歪跌跌撞撞，不知摔了多少

跟头，好在，这土路就像是母亲柔软的

怀抱，没让我摔得伤痕累累。

上学了，我和村里的伙伴们背着

书包，沐浴着初升的阳光，快步追逐在

通往学校的土路上。每次快步走在土

路上，我都有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想象，

它带给我一种快乐向上的动力，收获

了心智和成长。

踏入社会，有了家庭，我每天坐着

单位的车上下班，日子周而复始循环

着。或许是生活稳定了，人显胖了。

为有一个健康苗条的身材，我放弃坐

车，每天迈开双脚从家快步去上班。

没想到，快步走的收获超乎想象。一

路上奇木异树默默为过往行人站岗，

微风轻抚，倒映在水中的晨曦被剪成

道道金光，欢快的鸟儿三五成群地打

闹嬉戏成双结队呢喃细语。美景还有

如风般疾走所带来的畅快，将地球踩

在脚下让其向身后漂移奋勇前行，有

一种人生快意的幸福。从此，我爱上

了快步走，它让我领略城市的美丽，让

我锻炼了身体，愉悦了身心，还收藏了

行进的力量。

退休的我，仍每天快步走在路

上。虽不用天天奔波在仕途路上，也

体会了不在职场中的冷暖，这种残缺

让我清醒，每走一步都在接受一次“忆

甜思苦”。走着，我会开心。懂事又孝

顺的儿子为了陪我放弃国外优越的工

作，只愿与我坚守这段孤独人生。走

着，我会感到幸福。兄弟姐妹、七大姑

八大姨时常陪我聊天，给予我最深的

安慰和牵挂······原以为现在的自

己，一切会远离了我，可现在他们的关

爱仍在我的脚下。这种爱让我明白自

己肩负的责任，于无形中增添了行走

的动力；让我明白一双脚走在不完美

的路上，只要心态好了，就是条条大

道。于是每天在行走中我思索：今天

我必须做好那些事情，明天我要坚持

做好那些工作，面对困难和挫折中我

应该怎么做，这种逆境中的自我进步

如打通“任督二脉”般通体舒畅。

行走给予我一份人生了悟和清醒，

给予我一份心怀感恩的情怀，给予我昂

扬的斗志应对生活。人生旅途，我还得

一直行走，但不同的心路历程，已给予

了我不同阶段不一样的人生收获。

快步人生路
□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