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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记者 高婷婷

专家学者
赴永指导新版

《陈亮集》补辑
□融媒记者 高婷婷

近日，《永康文献丛书》出版合作

签约仪式暨新版《陈亮集》编辑研讨会

在市图书馆举行。

今年，我市召开《永康文献丛书》

顾问座谈会，进一步推动书写永康文

化新篇章的重大文化研究工程。《永康

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将深入梳理永

康历史文脉资源，在永康的历史文化

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永康打造

文化自信提供恒久的精神力量。通过

大量的前期筹备，市图书馆正式与上

海古籍出版社正式签订出版协议。据

了解，编委会预计花8年至10年时间，

编纂出版《永康文献丛书》系列丛书50

部，每部30万字。

纵观浩瀚的永康历史长河，南宋

思想家、文学家陈亮及其著作集《龙川

文集》是地方文学史上一座极具影响

力的高峰。自明代以来，随着陈亮撰

写的佚文被陆续发现，其作品集也经

过历代学者多次重编、补遗，衍生出多

个版本，主要有明闽中刊本、明崇祯癸

酉台州本、清同治八年应宝时本、清光

绪湖北崇文书局本、中华书局 1974 年

标点本等。《永康文献丛书》编委会采

用 2003 年邓广铭点校版本为底本。

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家、著名宋史学家

邓广铭就读北京大学期间，选修胡适

的“传记文学习作”课，毕业论文《陈龙

川传》得到胡适的赞许。

为了尽可能地殷实永康地方文

库，让《永康文献丛书》成稿尽善尽美，

《永康文献丛书》编委会做了大量的收

集、鉴定和编辑工作，新找出佚文几十

篇，其中近 20 篇已确定为陈亮作品，

共计5000字左右。

全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包伟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刘成国，《浙江学刊》主编卢敦基，上海

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上海古籍出

版社副主编刘赛，及陈亮文化研究会、

《永康文献丛书》编委会代表，本地文

人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研讨《陈亮集》

编辑工作。

会上，专家学者们就新版《陈亮

集》的底本、框架、点校、补遗、佚文的

真伪等开展了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

为，《永康文献丛书》编委会对于新版

《陈亮集》的编纂，底本选择恰当，佚文

搜集认真，材料准备仔细。由于陈亮

存世诗文较少，需要多方考证，他们还

对佚文提出了两种处理意见：将确定

无误的归类于《附录一》，把略有瑕疵

的归类于《附录二》，以保持邓广铭点

校《陈亮集》的原貌。

同时，专家学者们肯定了陈亮文

化在浙江及全国的地位。他们认为，

这次对《陈亮集》的补遗，必将为后人

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陈亮文化

提供帮助。

“我在永康任职过两年，永康人

民和永康精神滋养着我。永康的人

文精神，重要的根脉是胡公精神。”22

日上午，风和日丽，省政协副主席周

国辉带队走访了胡公书院映湖校区，

考察我市胡公文化建设工作。

在胡公书院映湖校区，周国辉观

看了胡公文化专题片，听取了胡公文

化研究会会长、胡公书院院长胡联章

的介绍与汇报，充分肯定我市在胡公

文化挖掘、保护、弘扬上取得的成就。

周国辉曾任永康市委副书记，一

直以来密切关注着我市发展，对永康

与胡公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

“胡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受到毛

主席、习总书记的赞评；胡公文化工

作得到省委书记袁家军的指示肯

定。近年来，永康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胡公文化，体现了远见、担当和

作为；胡公文化团队的思路、举措、成

效都很出色。要再接再厉，把胡公文

化做全、做深、做精，进一步弘扬胡公

精神，致力人民伟业。”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和全市各界的齐心努力下，我市

胡 公 文 化 事 业 风 生 水 起 、如 火 如

荼。电视纪录片《胡公：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正在有序有效地筹办，第

一轮拍摄已顺利完成；胡公公园的

规划选址与建设已提上市里的工作

议程；历史文献《胡则集》正在有条

不紊地收集编辑中；90 多回、约 45

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胡公演义》已

成稿，正在精打细磨中。“寻访胡公

路、致力新时代”“十岁上方岩、励志

敬胡公”⋯⋯胡公文化如沐春风，胡

公精神一路高歌。

周国辉指出，胡公一心为民、敢

于担当，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难能可

贵的，所以得到千古传颂，我们共产

党人也要学习这种精神。永康历史

悠久、人杰地灵。专长在工业、特色

在五金、优势在民营、活力在开放、潜

力在科技、底蕴在人文；胡公文化是

永康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习总书

记两次亲临永康视察，号召和期望党

员干部把胡公的‘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作为座右铭，打造中国乃至世界

先进五金制造基地。这一番话为永

康人民指明了方向，相信永康一定会

牢记习总书记的教导，继续高举党的

旗帜、弘扬胡公精神，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务实创新，为全面打造‘世界五

金之都 品质活力永康’提供不竭的

动力。”

省政协一行来永考察胡公文化

弘扬胡公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

□融媒记者 吕鹏

24 日上午，“锤镰耀方岩·五金

铸永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楹联作品展在市博物馆开幕。50

幅获奖作品用楹联书法的形式，记录

历史伟业，展现百年风华，向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诗词（与）

楹联学会面向全国征联，共收到来自

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美国、西班

牙 等 国 家 的 800 余 名 作 者 创 作 的

1640副楹联。经过专家初选、复选和

终评，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50副。

浙中书法院还邀请了书法名家

将获奖楹联作品撰写成作品。楹联

和书法两种传统艺术形式相得益彰，

也是可以流传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色的方岩和五金的永康，是

这次楹联创作的两个要点。”金华市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浙中书法院创

始人杨守春说，此次创作的楹联全部

为永康“量身定制”。以如此鲜明的

主题，在如此宽广的范围集贤竞技，

这在永康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同时，此次活动是对永康红色基
因的一次探寻，也是对永康五金文化
的一次挖掘。永康是较早建立党组

织的县市之一，中国共产党带领永康
人民反抗压迫、英勇斗争，方岩山麓、
铜山岭头都洒下烈士的碧血；中国共
产党带领永康人民解放思想、开拓创
新，从走街串巷的“补锅修锁”走向名
闻遐迩的“五金之都”。

“不锈锤镰常耀彩，永康梦想正

开花。”这是北京学者撰联、永康精英

协会会长鲁光所书的一副对联，此联

道出了本次活动的初衷——过上幸

福生活的永康人饮水思源，不会忘记

长眠于方岩山下，以浙江省首任省委

书记刘英烈士为代表的革命先辈。

他们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书写更多的

永康故事，做大做强“世界五金之都”

这块金字招牌。

据悉，本次展览持续到8月10日。

记录历史伟业 展现百年风华
“锤镰耀方岩·五金铸永康”楹联作品展开展

□融媒记者 马忆玲 吕琳萍

“把文章写在大地上”，市作协全
国首创的作家驻村制度，23日上午在
西溪镇推行。同时，市作协驻村作家
俱乐部、市陈亮研究会艺山义田人文
实践基地在金园“荷塘月色”挂牌。
这是市作协继今年 1 月底在前仓镇
推行作家驻村制度后，在我市第二个
镇推行。

据了解，作家驻村制度这项创新
举措，此前受到了省作协党组书记臧
军的充分肯定，并得到了金华市作协
的率先效仿。在喜迎建党 100 周年
之际，西溪镇党委政府、市作协、市陈
亮研究会共同推行作家驻村和“艺山
义田”人文实践活动，共有 20 余名作
家进驻桐塘、上马、义门、西溪、西山、
棠溪、三联等村，旨在进一步丰富西
溪人民文体生活，助力美丽资源转化
为美丽经济。

其实早在此项活动开展之前，一
些西溪籍作家的笔就已经触及家乡

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如诗人吕
煊，他一直以来密切关注着家乡的人
文底蕴，认真收集村落的历史典故、
民间传说等，利用写作优势宣传西
溪。但他也认为，作为一名作家，对
于村庄的书写，不可能始终停留在过
去。身为游子，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
迅猛发展，他感慨万千：“当我陷入

‘该如何对故乡进行深入挖掘再创
造’的困惑时，这个活动恰到好处地
来了。我想把笔更贴近这片土地。”

作家吕嘉兴是西溪村人，生于斯
长于斯，他有着一些别的作家没有的
经历和感受：“借着这次机会，我定要
好好回报家乡，因为它滋养了我的童
年，充实了我的求学岁月。”作家吕玲
飞也承诺，将用艺术和文学的美学理
念，更好地重构、传播西溪风情，打造
影视文旅重镇。

在三联村金园自然村，那里青山
如黛，碧水盈盈，荷花盛开，微风徐
徐，夏日美景让人目不暇接，作家们
纷纷拿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影。西溪

镇党委书记施志华笑称：“像金园这
样的美丽乡村，西溪镇还有不少。”他
谈到，现在的村干部对比之前已大有
不同，他们对村庄的建设、对文化的
需求有了很大提升。所以，他热切希
望，作家们能发挥特长，创作出更多
具备西溪特色的文学作品，帮助西溪
探寻文旅融合深层次发展的路子，让
西溪镇的文化资源在文字里真正流
动、鲜活起来。

在乡村文化振兴中，驻村作家如
何充分发挥作用？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作协名誉主席、陈亮研究会会
长章锦水对驻村作家制度作出解
读。他勉励驻村作家要做到知行合
一，发挥巧思，帮助所驻村制定五年
文化发展规划，并挖掘该村的特殊文
化内涵，将其转化为助力美丽乡村建
设和文旅融合的不竭动力。“作家不
应仅仅停留在写文章上，而是要想方
设法把文章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转变
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力量，转变为乡
村、乡民的物质财富。”他说。

作家驻村助力西溪打造影视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