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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芝 英 ，只 有 走 进 半 面

街，才算进入古镇的腹心。这

里有鳞次栉比的商贾字号，摩

肩接踵的人流，纵横交错的市

井小巷，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

写满了芝英这座千年古镇古

老而繁华的故事。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

深”，而在芝英，通往幽处的却

是一条廊棚下的半面街。半

面街是古镇历史最悠久的商

贸老街，也是古镇最具特色的

历史街区，商贸活动兴盛。这

条街宽 4 米，31 间水阁楼店

铺，大都建在里家塘上。北面

临街，街的另一边置有一排凉

棚凳，可供游客休息，因此，这

里也被称之为“半面街”或“凉

棚街”。半面街外表并不华

丽，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它浓厚

的沉淀，它虽然有着江南烟雨

里的浪漫柔情，但骨子里却流

动着坚硬而厚实的气质，这种

气质穿越千年，依然向我们昭示着它曾经的繁华，

昭示着这座古镇的气质与文化。

约斋公祠至半面街西侧是当时最繁华的地

段，300 米左右的街市满满当当全是著名的“老字

号”商铺，细数起来有协茂昌、协源昌、聚昌南货

店、恒丰泰、前成昌（店后有后成昌）、应恒和、义和

常京广杂货店、应益昌糕点店、公益泰糕饼店、益

元昌京广杂货店、樟火鞋店、泰昌烟店、应德武梅

园馆、应樟桠豆腐丸店、邵彩娇公茂馆、应朝金“水

牵面”店⋯⋯石板街及市基附近还有永生商号，以

及众多金器、银器手工艺店等，仅药店就有 20 多

家。当时最大的药店同仁堂，聘有好几位名医，生

意十分兴隆，就芝英集市日一天的营业额达 1000

块银元之多，民间有“日进千洋”的传说。芝英周

边其他乡村的人，都要到半面街来买东西，就算不

买东西，也要到半面街上来见见世面。当时芝英

兴盛繁荣可见一斑。

在这条街上，这些“老字号”商铺见证了半面街

发展的历史，其背后都有一部催人奋进的创业史，

都有一个薪火相传的家族故事。位于半面街中段

的协源昌是一爿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商店，其店屋坐

南朝北，为旧式二层土木建筑，沿街门面二间半，店

内占地五间，约 120 平方米。店屋东接雍记糕饼

店，西靠弄堂，南邻池塘，因其跨塘而建，故称“水阁

楼”。协源昌经营范围广，品种多，林林总总 2000

多种商品，常年顾客盈门。协源昌生意兴隆的另一

个原因是该店一直奉行的“人和、义气、同仁”的店

训，即使对买一两白糖的顾客，也笑脸相迎，热情地

包扎妥当。因此，协源昌开店伊始就进入了昌盛时

代，全店从老板到伙计、学徒就有 20 人之多。然

而，繁华的过往，也未能逃脱因民族危难而由盛转

衰的命运。1942年日军侵略永康，协源昌也只有停

业关闭。在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之时，协源昌原有

几个股东重整旗鼓，在原地重新开业，改开“侠裕商

店”。他们以商店为掩护，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经

营商业的同时做党的地下工作，成为当时永康地下

党的一个重要联络站。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转入同

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隐蔽阵地，直到解放，侠裕商

店为永康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半面街以北是宽阔的市基，据说是明代芝英应

氏小宗之祖应昙捐田而建。市基和半面街是芝英

集市最繁盛之地。据明正德《永康县志》载，永康有

县市、李溪市、芝英市、古山市、前仓市、可投市、胡

堰市、岩下市、四路市、龙山市、太平市、象珠市、清

渭市、杨公桥市等共 14 处集市贸易，芝英集市之

日，商贩云集，较他市为盛。芝英传统的集市日按

照农历计算，每逢三、八的日子赶集。据史料记载，

选三、八为集市日，是为纪念明代捐田开辟市基市

场的应仕濂公。应公的行辈号为祯24，三乘以八为

二十四，人称应仕濂为三八公，所以集市也定三、八

为集市日。芝英周边村庄稠密，又处交通要冲，上

市货源充裕，品类繁多，销售辐射面广，民国时期每

集上市人数在万人以上。如今，闲日里本来热闹的

半面街，一到集日更是人潮涌动。每逢芝英集日，

日头还没有出梁顶，老街就渐渐地热闹起来，十里

八乡买菜买家什的村民就从四面八方集聚过来涌

进老街。卖肉的早就妥妥地用铁挂钩将半扇猪肉

挂在肉架上；卖菜的省事，就地仔细地把最有卖相

的蔬菜整齐地摆在最上面，以招徕买主；卖五金杂

货的则铺开一大张塑料布，整整齐齐地摆放自己要

卖的物件。每年春夏两季，还有几个约定俗成的集

市日，各地百工工匠学徒云集，各自寻找出门做手

艺的“师徒配”，还有购买各种工具和材料，组合出

门走四方的银担、锡担、铜担、铁担、秤担⋯⋯当然，

芝英集市最火爆、最热闹的日子还数年末腊月廿八

的集市了。半面街上一街两行、水泄不通，人头攒

动，沸反盈天，古老的街巷上空已经挂满火红的灯

笼，卖对联的十来步就是一个，成了火红的世界，菜

摊子、百货摊、花炮摊、豆腐摊、猪肉摊⋯⋯整个半

面街被闹得沸沸扬扬、红红火火，洋溢着喜气和过

年的气氛。

芝英市基的各种小吃也是大放异彩，闲日时

常开的小吃摊店就有 20 多家。芝英小麦饼远近闻

名，薄如纸、韧如皮，配上千张、萝卜丝、黄花菜、三

层肉、鸡蛋等，卷起来吃有嚼劲，任鲜香在舌尖翻

滚，妙不可言。说起肉麦饼，要数“麻离美”的肉麦

饼最有名了，外酥内软，咸菜拌鲜肉，异香扑鼻，每

每吃起来难忘乡愁。不过，最让我神往的还是半

面街云昌家的馄饨。云昌家手工馄饨皮堪称一

绝，小小的馄饨皮，大有乾坤，那擀面皮可得下一

番苦功，上好的面粉揉成团，经过上百次地揉、捏、

压、擀，才成一大张只有半毫米厚薄的面皮，最后

像切毛边纸似地将叠在一起的几层面皮切成四方

小片。如今的老板娘是云昌的儿媳妇，她曾不无

夸张地说：“找遍整个永康城也寻不到这么薄的馄

饨皮。”不过，她的手艺是从她公公婆婆手里真传

下来的，每日大半天的时间都耗在这擀面皮上，馄

饨皮的手工制作自然了得。她裹起馄饨来，也技

艺娴熟，精于细节。馄饨馅用瘦精肉拌上配料，靠

手工细细剁成，绝不用绞肉机来绞肉，就图那肉连

着筋的地道感觉。用筷子往馅里一挑，再往稀薄

的面皮上一沾，把皮儿托在手心里一攥就是一只

馄饨，那手法如妙手生花。裹好的馄饨“白里透

红”的粉嫩，薄薄的皮散开来，像一只只有生命的

小水母。不论是煮还是调味，老板娘都不假手于

人，一道工序下来，就是一种口味——吃进嘴里，

有种似有若无的感觉，用永康话说就是“上口消

烊”。

穿过正街一拐是芝英市基的古戏台，在这样的

环境中与一座雕梁画栋的古戏台相遇一点也不突

兀。古戏台在芝英市基的西头，一面贴街，一面临

居民区，戏台造型古朴典雅，飞檐翘角，庄重中透着

秀逸。犹记得去年农历八月十

三，当我回到芝英，走过古戏台

时，正赶上演出，唱的是《白蛇

传》，台上灯火通明、云雾缥缈，

一袭白衣的白娘子和一袭青衣

的小青姑娘宛若芙蓉出水，木

讷的许仙则表现得满是愧疚，

他们正在演绎《白蛇传》中精彩

一幕“断桥”。“看断桥，桥未断

而我肠寸断⋯⋯”白娘子一声

一泪地唱，二胡的苍凉乐音低

低压在女声里，戏台下，是一片

唏嘘，每一颗眸子底下似乎都

漾着泪光⋯⋯台上是真真假假

的生死恋，台下是真真实实的

静静岁月，太平盛世。我穿梭

游走在古街的人群中，不知今

夕是何年⋯⋯

因芝英古老与繁华，又地

处要冲，许多文人墨客曾逗留

于此。郁达夫在《方岩纪静》的

开头就写到芝英：“⋯⋯十五里

过金山村，又十五里到芝英是

一大镇，居民约有千户，多应姓者。停轿少息，雨愈

下愈大了，就买了些油纸之类，作防雨具⋯⋯”我仿

佛看见达夫先生着一袭布衣长衫，撑一把油纸伞，

驻足在这条古街上的情景。同行的陈万里在《方岩

香讯》一文中写到：“达夫先生曾在这条街上就一小

酒肆，数两加皮，一包花生，自得其乐”“各人寻找各

人所可以果腹者”，他则与静山购炒米以开水冲之

为午餐，“憧憧往来一条市街上，诚一趣事也”。名

家笔下寥寥数笔，写出了民国芝英古镇繁盛的景

象，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真实的生活画面。4 年之

后，浙江省政府迁来方岩办公，许多机关、学校、工

厂等均在方岩、芝英一带落脚，当时的芝英被过往

的省府官员、商客、学生誉为“小杭州”。如今，昔日

的文人、名宦早成杳然黄雀，但他们为这个曾经繁

华热闹的古镇注入了更多人文的气息，使得芝英这

一江南小镇更具神秘色彩。

每次回到半面街，就会看见满脸刻写着岁月年

轮的阿婆，拄着拐杖挺着身板安详端坐在凉棚凳

上，淡淡地凝笑，似在回忆当年的光阴——恍惚间，

竟可以看见红窗棂，绿倚栏，翘首望，春盈牗。那繁

华的长街中，时有货郎从中穿梭吆喝，二楼窗阁便

稍起缝，欢喜的眼神，随之扑扑的脚步声，直奔那摇

铃的货架，买些头花、置些银簪什么的，笑靥中透出

的欣喜，不知为花，还是为郎，而后有了城墙下的相

约、携手、盟誓⋯⋯然而，曾经的浪漫是否终结于残

酷的现实或是淡漠的岁月，也许在这数百年间重复

上演的无数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纵然烟花般灿

烂，但仍免不了尘寂的宿命？

漫步于半面街，也会想起“小楼昨夜听春雨，深

巷明朝卖杏花”的诗句，或者幻想戴望舒笔下的淅

沥雨巷，让人有那么多湿润清香的回味。在蓦然抬

首间，望见寂蓝得有些玄幻的天空，忽觉我和古人

之间又离得特别近，我们都曾生活在同一片白云

下，在这里，可以找到共同的支撑。

清澈的日光毫无顾忌地透过廊棚漫洒在窄长

的街道上，屋前不时闪过小姑娘窜行的身影，孩子

们在街面上追赶嬉戏。眼前的场景让我想起儿时

你我的模样，光着脚丫在半面街上玩耍，在交错叠

影中追追赶赶，每天总是要待到天空落幕，我们才

手牵手回家，残阳把我们的背影拉得悠长，离别总

在下个转弯。儿时的长情总是敌不过时光的婉

转，等我们稍大一些，儿时的玩伴也渐渐离开了这

里，我也随父母到城区开始了求学的生涯，这里不

再是生活的全部，甚至在离开的日子里，已不再常

常想得起它。然而，在一些宁静的夜晚，它偶尔会

从睡梦中不期而至，熟悉的街道，熟悉的石板，熟

悉的人物，熟悉的声音，时常叩动着心扉，温馨而

又伤感。

我多想拂去时光的尘埃，从一座座破旧的门庭

和灰黑的断瓦残垣里还原众多鲜活的面孔，等待一

次千年的奇遇。

阅尽繁华半面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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