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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先小饭篮

一
唐先是地处永康北隅历史悠

久的一个文明古镇。西北部群山
环绕，竹木资源丰富。由于地少人
多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村民祖
辈不愿坐守囧境、沉沦贫穷，而是
崇尚和践行“家有千秧八百，不如
手艺盘身”的古训，与命运抗争，吃
苦耐劳、四处谋生，因而能工巧匠
辈出，竹编工艺品众多，唐先小饭
篮也应运而生。

唐先小饭篮以大、中、小为一
套。选料有讲究，篾丝过老、太嫩
都不行，一般以选取生长期在三年
左右的毛竹为宜。制作时，篾丝要
剖得细匀、编得严密。大号直径29
厘米、中号直径 20 厘米、小号直径
14厘米。

大号饭篮物美价廉，作盛饭用
不容易发馊，且可以防蚊蝇、蟑螂、
老鼠等。农忙季节田头送饭更是
少不了它，米饭吃起来尚有一股淡
淡的竹子清香，这是当时庄户人家
的标配；中号饭篮，工艺精湛、造型
美观、考究，经过油漆涂饰，是嫁囡
必不可少的嫁妆，也是农家拜年或
走亲访友时放置礼物的容器；小号
饭篮一般用作小孩把玩。并由此
衍生出造型奇特的系列竹编工艺
品，如凉笼、栲栳、启笼等。凉笼：
拜年、定亲少不了它。栲栳：古人
搓针麻丝专用，一圈一圈放置，不
会纠缠；女孩子做女红时，也可放
点针头线脑等工具。启笼：可放置
猪头、鸡、鸭、鹅等祭祀用品。宴请
时，也常用作上菜的工具，可以装
多盘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实
用功能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观赏艺术价值。

二
唐先小饭篮源于何时已无历

史资料可溯，但在清朝时期就已出
现手工竹编作坊并逐渐成为一项
家庭副业，至民国时期已有多人制
作，初具规模。产品开始销往邻县
或省城。

父亲健在时，时常会说起这段
往事，他十六岁那年就已挑着几十
只饭篮，跟随祖父去诸暨、萧山一
带叫卖。一路上风餐露宿、经历崎
岖坎坷不算，还要随时提防当地流
氓地痞的欺侮骚扰。为了保持饭
篮有一个好的品相，还得尽量防止
日晒雨淋。有时，遇上恶劣天气，
父亲总是宁愿自己淋湿了，也要确
保饭篮不被雨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经过一年
的历练，第二年就能带着弟弟独闯
江湖了。由于父亲身材高大、容颜
俊朗，待人和善，对当地的生活习
俗留心了解，与顾客交流自如，价

格上也不斤斤计较，加上饭篮的品
相好。因此，往往是卖得最快的，
还常去帮助他人。于是，村里的年
轻人都喜欢与他同行。

是年六七月间，父亲一行结伴
挑着庞大而沉重的饭篮担子借宿
在诸暨近郊铁路边的一户农家。
夜晚，来了一辆火车，乡下人第一
次见到这等稀罕物，于是顾不上旅
途的劳累，都挤在阁楼的小窗口看
起这般西洋景。一位毛手毛脚的
年兄大概是看得太入迷了，一脚踩
空了楼梯口而摔坏了身体。这下
苦了他自己，也连累了同行的伙
伴。在我老爸的建议下，同行的在
卖掉自己饭篮的同时，分担销售了
这位年兄的饭篮，让其安心调养。
好在借宿的主人是一位厚道人家，
主动帮助请医送药和护理，经过十
来天的精心调理，已无大碍。也因
此在异地结下了一段患难之交。
这户人家也成了村里这帮贩销饭
篮村民不挂牌的客栈。那位辈分
高的年兄也落下了一个绰号“火车
阿公”。起初，他还有点不好意思，
时间一长，也就欣然接受了⋯⋯

三
斗转星移，唐先小饭篮的兴盛

期出现在 1966 年以后的特殊时

期。多数篾匠不得随便外出，为了

维持生计，只好利用农闲或生产队

收工的空闲时间在家里制作小饭

篮，让子女挑到外面去卖，以销往

杭州为主。随着来杭旅游的客人

日益增多，销量也日趋增高。于

是，制作小饭篮的农家从一家到两

家、三家，一下子如雨后春笋般地

冒了出来。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

全镇已有五百来户农家从事此项

家庭副业了，男女老少齐上阵，产、

供、销一条龙。主要分布在唐先镇

的一村、二村、四村等。

由于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高，

成本低，属家庭型的手工作业。拿

得起也放得下，且不误农时。因

此，很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一般人

一天能编七八只，有的能人一天能

编十五六只。鼎盛时期，小镇可日

产数千只小饭篮。一年下来，对于

当时的农户家庭来说，是一笔可观

的收入了。

由于家乡小饭篮的产能不断

扩大，催生了一支长期在杭州专卖

唐先小饭篮的贩销队伍，初步估计

有 60 多人，加上自产自销的几十

人，最多年份有 100 多人。我二妹

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父亲专门为

其组织货源，定期结伴用大货车发

往杭州。往往每隔二三天就可以

发出二三辆装满饭篮的大卡车。

杭州是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

唐先小饭篮一度成为代表杭州品
牌的旅游产品，得到了国内外客
人的青睐，誉满九州。可谁能料
想，这等好事在当时却遭到一定
的阻挠。

浦江地段必经的郑家坞检查
站，是这支贩销队伍难以逾越的一
道坎，屡遭扣压直至没收，其罪名
曰“ 投 机 倒 把 ”“ 资 本 主 义 尾
巴”⋯⋯为此，人们不得不利用夜
深人静，检查站人员困倦放松警惕
之机偷偷越过。

一次，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
两卡车的小饭篮又被查扣了，扬
言要予以没收。这可是 10 多户农
家好几个日日夜夜的心血啊！正
当大家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一筹莫展之际，时任县人民法院
副院长的陈廉同志正巧带领工作
组在唐先调研，大家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斗胆向陈副院长诉求了
此事。没想到快人快语的他古道
热肠，管起了这等与其此行毫不
相干的事来。

通过多方走访了解，弄清原
委后，陈副院长不禁拍案而起：

“真是岂有此理⋯⋯”并马上与县
乡镇企业局取得联系。乡镇局的
领导也十分同情与支持，时任乡
镇局主要领导的应章基同志当即

拍板，由乡镇局出示证明：“农户

自产自销，情况属实，请予以放

行。”不仅避免了这 10 多户农户的

重大经济损失，还为以后唐先小

饭篮出入杭州逐步打开了方便之

门。改革开放的洪流终于彻底融

化了束缚人们勤劳致富的坚冰，

唐先小饭篮从此得以畅通无阻地

销往沪杭，直至海内外。

四
常 言 道 ：十 年 河 东 ，十 年 河

西。随着塑料制品广泛使用，物

美价廉的唐先小饭篮也逐渐被取

而代之，这支杭州的贩销队也早

已转型改行，但多数已在杭城扎

下了根，为杭州的城市繁荣作出

不可磨灭的贡献。而镇上一些至

今健在醉心竹编技艺数十载的老

篾匠，仍难以割舍对这门古老手

艺的挚爱，老当益壮，纷纷创立自

己的工作室，继续用匠心呵护着

老祖宗留下的这一瑰宝，想方设

法予以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永

康竹编被列为金华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

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类似唐先小饭

篮的竹篮子已在菜市场上频频亮

相，据说价格不菲。相信类似唐先

小饭篮的竹编工艺品一定会重新

焕发青春。

□施朝腾

题舟山碧湍里
（外四首）

云横湍碧宕生烟，窟里禅师立永年。

曳曳黄茅谁与瘦？苔痕漫漫向山巅。

游舟山岩宕有怀
风雨人生任一肩，锤声铿越送流年。

心头有梦轻舒翼，凿底生烟恍映天。

辗转光阴添墨韵，青苍壁嶂引幽弦。

秋波漾处蒹葭老，孤鹜霞飞云水牵。

乡村漫步即景
稻浪摇金香渐浓，屏峰隔岸霭烟中。

滩头白鹭迎霞晚，枝上青提抹粉红。

健步乡民歌绿道，翩飞鹂鸟赏芳丛。

白头翁媪多闲乐，社会庄康向大同。

游雅吕磻溪长廊有记
山光浮影剪园墟，浣女声声捣碧渠。

旧院重檐迎晚照，溪廊排柱倚长裾。

萧萧风起桃花落，袅袅炊升暮霭疏。

高卧北窗当此境，来年携侣结蒿庐。

南乡子·过雄鹰农场
穗穗染金黄，秋满川原绽菊芳。谁纵轰轰丰岁

调，悠长。何处弦歌伴稻香？

樟影恰舒张，笔墨铺开逸兴扬。好景入眸风细

细，心翔。且引山河画卷藏。

□王珍

唐先小饭篮唐先小饭篮

片言只语体现修养

，小事细节彰显文明

。

公益广告

永康市创建文明卫生城乡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永康日报社

宣

吾牵农牛为牧人，少小年纪分家忧。

辗转阡陌与山间，只缘父是躬耕手。

星光
每每夜晚

星火闪烁

生活奔波的人们

凭借着点点汇聚的光亮

或回家或探望或赶集

一路来来往往

享受着星光的柔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无论何时何地

星光从未过问赶路人

只有默默地给予

永远到永远

康域丽州
八方通水汇一江，灵山湖畔秀中山。

事功学说陈亮道，五金之都活力长。

胡公镇坐方岩上，赫灵千秋佑民安。

乡村大美城市雅，万般美好是永康。

牧童
(外二首）

□嗣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