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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上午，数十位文史专家学者
齐聚芝英，一场以“古代缙州在永康，
州治官署在芝英”为主题的缙州古城
研讨会正徐徐展开。

“光绪永康县志记载：永康县，梁

升 县 为 缙 州 。 又 曰 ：‘ 非 即 郡 为 缙

州’。”会上，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秘

书长应业修率先向大家介绍了他的调

查成果。

据应业修深入了解，在南朝梁绍

泰二年（556 年）至陈天嘉三年（562

年），浙中南地区建立了一个跨越两个

朝代头尾历时 7 年的地方一级行政机

构——缙州。

“缙州有内城和外城之分，而官署

就设在内城中的芝英。”应业修掷地有

声地说。他详细地列举了 8 条有力的

证据，分别从古芝英拥有优越的军事

条件、有官府重地建设基础、与“缮甲

完聚”相吻合的条件和遗迹等等作为

依据。“众多的重要历史吻合点，这不

可能只是历史的巧合。”

芝英是我市千年古镇，2014 年入

选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而通过

对缙州古城州治官署在芝英的重大发

现和史料收集整理，使芝英镇从历史

文化层次和规格上又提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和档次。

“缙州古城的历史文化研讨，不仅

对加强芝英乃至永康地域文化的研究

很有意义，同时再梳理芝英深厚的历

史文化资源，挖掘提炼芝英历史文化

亮点很有帮助。”芝英镇党委书记杨献

说，这对古镇芝英的保护和开发建设

起到了一定的助力作用。

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应忠良，

本土文史专家项瑞英、王石周、李世扬，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陈国灿，金华市政协

文史委主任吴远龙⋯⋯话筒在这些专

家学者手中一个个传递，大家纷纷发表

自己的见解，并对关于缙州古城的文化

考证史料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补充。

本报将持续关注缙州研究进展。

□记者 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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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书写日”
发起人
来永“播种”

□记者 陈其欣

近日下午，由市图书馆举办的向

退伍军人赠书活动在市武警机动二中

队举行。市图书馆馆长徐关元将两本

书籍——《永康味道》和《平凡的世界》

赠予即将退伍的几名武警机动二中队

军人。

“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当过

兵，这两本书送给你们，把永康的味道

带回家乡。”在热烈的掌声中，退伍老兵

们从徐关元手里接下了这两本书。

据悉，此次赠书活动是武警机动

二中队自 2003 年入驻永康 16 年来第

一次用这样的方式送别老兵。对于

所赠送的书籍为什么会挑选这两本，

徐关元介绍，《永康味道》书写了 108

种永康私传和流传的美食，等老兵们

退伍回到自己的家乡，看到书就能记

起专属于永康的味道；而《平凡的世

界》则是祝愿老兵们在平凡的世界里

活出不平凡的自己，过完自己不平凡

的一生。

退役老兵陈适回忆起在队里的日

子，说起来也巧，《永康味道》这本书在

图书馆改建之前陈适就看过，当时他

就十分喜欢这本书，现在拿到手上，更

是能把永康的味道带回家乡。

在永康五年的士官王宏柱则告诉

记者，即将离开部队、离开永康，一想

到就要回到家乡，他又激动又不舍。

永康俨然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在这

里见识过永康的风土人情和对军人的

优待，十分感谢永康对军人的关心和

爱护。把书带回家乡，把永康的美食

文化带回家乡，以后每当看到书就会

想起在永康的时光，他会怀念也十分

珍惜。

“永康的山，永康的水，永康的人

民永远惦记着你们，希望以后你们还

能回永康看看。”最后，徐关元与老兵

们留下一张合影，感谢武警机动二中

队的退伍老兵们为永康付出的努力和

做出的贡献，祝愿他们前程似锦，返乡

后能再立新功。

老兵退伍还乡 市图书馆赠书送别

□通讯员 胡燕

丹桂飘香、秋风送爽的季节，迎国

庆的气氛越来越浓郁，各行各业都在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祖国 70 周年

生日。本月 20-22 日，邮政大楼四楼

举办为期三天集邮展暨姚龙升 80 岁

个人邮展，这是集邮人用独特的方式

来回顾和歌颂伟大的祖国。

姚龙升是一个普通工人，他当过

兵。1966 年复员在四川汽车制造厂

（半军工）工作，1978 年调回家乡永康

拖拉机厂。老人平时省吃省用，爱集

邮，对集邮文化颇有研究。

姚老说，邮票不仅是缴纳邮资的

凭证，而且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政治、经

济、文化、科学和自然风貌等的小型艺

术品，是国家的一张金名片。

小小邮票，记录了1949年10月1

日，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瞬间，中国人

民站起来了。历经 70 年的奋斗，经

济、科技、航天、工农业等突飞猛进，人

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中国邮

票，记录了祖国的成长、建设历程，反

映伟大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

治、文化、科学、工农业方面取得的伟

大成就。

集邮的过程，就是领略我国古老

的文化和多娇的江山。方寸之间，让

人开阔眼界、培养毅力、增长知识、陶

冶情操。

姚老从青年时期开始，数十年来

持之以恒编组了颇有价值的 15 部 55

框邮集，曾获得过全国生肖大银奖一

部、浙江省生肖大银奖二部、浙江省集

邮展览银奖二部、铜奖二部。

姚老的集邮《鸽》是和平的象征，

和平的年代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改革开放人民幸福》的生活，随之

中国走上了《中国奥运之路》，内心发

自对《五星红旗为您骄傲自豪》，《颂

花》邮集歌颂祖国的国花，学习《雷锋》

精神助人为乐。《过大年拜大年》《龙戳

文化》《龙》《马》《福》邮集里，反映邮中

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生肖文化。

快乐集邮，做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的传播人，这既是姚老的心愿，也是永

康集邮人的宗旨。

八旬老翁集邮数十年为祖国庆生
市集邮协会举办百框邮展暨姚龙升个人邮展

缙州治所极可能设在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芝英

千年古镇历史底蕴更上一层楼

日前，“世界汉字书写日”活动发

起人一凡老师来永，在市开怀堂举办

“且听风吟”永康诗意书画展，并举办

了讲座。据悉，本次展览共有书画作

品 60 余件，安排公益讲座两场。展览

将持续到10月12日。

“一凡老师是全国中小学《书法》

教材的编写者之一，出版了多种版本

的书法教材，并被清华大学对外交流

学院特聘为讲师，为外国留学生讲授

中国传统文化。2017 年，他提出了世

界汉字书写日的概念，并为此在全国

巡回进行公益讲座⋯⋯”本次活动策

划人张小海如此介绍。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一凡

是一位有着深厚传统文人情怀的艺术

家。多年来，他始终坚持文人的修养，

于书，他精通楷隶行草篆诸体，融会贯

通形成自己的书体风貌；于文，他散文

随笔古体今体运用自如洋洋洒洒；于

诗，律诗绝句古风长律直抒古时意境

⋯⋯近几年，他将自己独具风格的诗

书创作融入书画中，亦碰撞出别样的

韵味与风采。

一凡认为，汉字承载的是中国人

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是中华文化

的根。当我们逐渐习惯在电脑或手机

上用拼音或五笔“拼写”汉字而非“书

写”汉字时，我们原本的汉字思维模式

将会转为键盘思维模式，如此，汉字文

化就会面临承载的危机。这也是他发

起“世界汉字书写日”的初心。

在一凡看来，书画诗文乃是小技，

属于个人行为，这种行为只有结合时

代，为社会的文化助力才是一个艺术

家需要有的博大胸怀。他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能有更多的同频者参与进

来，并在每年 9 月的第一个星期日，都

能够放下键盘手写一天，以此提醒人

们，不能因为书写方式的改变而动摇

了民族文化的根。

截至目前，一凡老师已在全国 50

多个城市，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公益讲

座100余场，并取得了初步推广效果。

□记者 应柳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