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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古称丽州，相传三国吴赤乌

八年（公元 245 年），孙权之母因病到

此进香，祈求“永葆安康”。吴国太病

愈，孙权大喜，遂赐名为“永康”，并单

立为县。在这座因“慈孝”而命名的千

年古城中，每一处山水，每一条街巷，

都深深烙印上了慈孝文化的印记。

近日，由市关工委、市民政局联合

组织征稿、编稿，反映慈孝文化内涵的

书籍——《永康地名慈孝故事》付梓。

2022年2月，市关工委、市民政局

联合组织开展了《永康地名中的慈孝

故事》征稿活动，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和广大文学爱好者、地名文化

爱好者的热忱参与。

《永康地名慈孝故事》共采用 34

篇作品，全书约 10 万字。每篇故事配

上一张至三张与地名故事相关的真实

图片，方便读者和后人对故事中的地

名有个直观印象。该书封面采用中国

传统色“中国青”色调，主要景物有永

康城市地标性建筑“三马九铃”雕塑，

反映故事主题的慈孝竹以及象征延年

益寿的仙鹤，内页页眉上有永康城市

品牌标识与小篆字体等，寓意深刻、意

蕴隽永。

从《永康地名慈孝故事》一书中，

读者可以看到永康众多的地名，有相

当一部分与慈孝文化有关，而且关联

度非常紧密。如孝子门里，最初就是

为明代西街 6 位徐姓孝子而起名的；

古山镇坑里村孝辈岭，就是为一代廉

吏朱方孝敬长辈，不忘师恩而起名的；

花街镇倪宅村的孝子门塘、孝子门厅、

孝义坊、三板桥，都是为了纪念孝子倪

大海而流传下来的。这些故事读起来

生动有趣，又让人沉思，相信广大读者

特别是青少年朋友通过阅读这些故

事，能领略到古今丽州大地上慈孝儿

女的优秀品德，在尊老、敬老、爱老、助

老的路上能从我做起。

“百善孝为先”，慈孝文化延绵不

绝，源于人们对血脉亲情的重视。这

种文化基因流淌在一代代中国人的

血脉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前，全市正走在打造

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永康样板的征程

上，物质富裕的同时要实现精神富

有，慈孝是精神富有的重要内涵，因

为只有慈孝文化的滋养，社会才会更

加温暖。

慈孝助推基层“善治”，百姓因慈

孝而美。人们常常把祖国比作母亲，

慈 孝 文 化 是 培 养 家 国 情 怀 的 必 修

课。挖掘地名故事，弘扬慈孝美德，

对加强地名保护，留住乡愁记忆，倡

导敬老、爱老、助老时代新风尚都是十

分有益的。

据悉，从地名故事中确定某一主

题思想汇编成书，这在永康还是首

次。随着社会急剧变革，不少非常有

意义的地名已经消失，有些存续的地

名所承载的好故事也逐渐被人淡忘。

《永康地名慈孝故事》的付梓，无疑是

一个良好的开端。期望有更多更好的

地名故事被记录下来、传承下去，为保

护地名文化遗产，为永康的历史文脉

得以薪火相传贡献力量。

通讯员 王晓芾

《永康地名慈孝故事》付梓
让永康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丰富市民春节假期的精神生活

我市20个非遗节目赶大集

九狮图、十八蝴蝶、滚叉舞、舞龙

⋯⋯正月初三到正月初五，一场场非遗

展演活动在象珠镇雅吕村接连上演。

由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的“非遗进

万家”活动，组织了 20 个非遗节目“赶

大集”，不仅吸引着十里八乡的村民，就

连不少住在城里的市民也特意驱车赶

来，感受浓浓年味。

各类节目点燃观众热情
萧瑟的冷风有些冻人，却抵挡不住

市民朋友们的热情，整个广场被人群围

得满满当当，只有最中间一块地空着当

作表演场地。非遗节目《九狮图》已经

准备就绪，13 名“驭狮人”已在台后待

命，56 根纤绳握在他们手中，只等一声

鼓响，表演马上开始。

随着“咚咚咚”一阵鼓响，绣球高

挂，头狮先动，前扑后闪，小狮跟上，左

腾右挪，目标一致，只为撞开那颗绣

球。在气势磅礴的鼓乐声中，9 只憨态

可掬、大小不一的狮子跟着鼓点的节奏

飞舞，时而跳跃扑腾，时而飞咬袭击。狮

偶在“驭狮人”手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灵动又鲜活，引来现场观众连连喝彩。

紧 跟 在 九 狮 图 后 面 的 是 滚 叉

舞。这个节目从打罗汉创新、加工发

展而来，由象珠镇荷沅村妇女组成表

演队伍。旌旗随风飞舞，一身红装的

妇女英姿飒爽，举起叉子开始列阵，

慷慨激昂的音乐响起，队形跟着音乐

不 断 变 化 ，滚 叉 、舞 叉 、击 叉 、抛 叉

⋯⋯融棍棒刀叉于一体，动作变化莫

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点燃了

现场观众的热情。

滚叉舞结束后便是雅仁布龙，盘旋

的巨龙在广场上起势飞舞，动作丰富，

刚柔并济，为当天上午的表演收尾。

“非遗进万家”活动添年味
除了精彩绝伦的非遗展演，另一

边还有挤满磻溪长廊的非遗集市，也吸

引了许多市民朋友驻足。

根雕、串蓑衣、竹编、面塑等 28 项

非遗技艺整齐排列在磻溪长廊，更有

糖画、抽白糖、老式爆米花等儿时在街

头巷尾常见的传统美食，让人忍不住

想要大快朵颐。

市民胡女士在竹编摊前停留了许

久，一根扁担、两只竹篓，一下就把胡

女士的记忆拉回小时候。“那时，我们

帮家里干活挑东西回家，就是用这个

背的。我背不动，我爸还笑话我力气

小呢。”胡女士笑着跟记者说。

而市民陈先生被位于磻溪长廊尽

头的老式爆米花吸引。葫芦形的爆米

花锅子在大火中一圈又一圈地转着，达

到一定的温度将锅取下，把锅套进口

袋，随着“嘭”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

团烟雾升起，香喷喷的爆米花便出炉

了。“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种爆米花机

了，吃起来还是这么香。”陈先生将爆米

花塞进嘴里，心中满是怀念。

据悉，我市“非遗进万家”系列活动

首次在春节期间举办，主要目的是通过

一批造氛围、添年味、带消费的非遗代

表性项目丰富群众在新春佳节期间的

精神生活，营造欢乐、喜庆、祥和的中国

年氛围，也借此机会让非遗“活”起来，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出新出彩。

融媒记者 陈其欣

非遗节目《九狮图》 老式爆米花 滚叉舞

春 节 期 间 ，在 市 博 物 馆 展 出 的

“稻源启明——上山文化考古特展”，

吸 引 了 不 少 市 民 和 游 客 前 来 打 卡 。

一件件陶器、磨石等文物以及文物背

后的历史故事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吸

引着游客们驻足观看。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省已发掘

上山文化遗址 21 处，我市作为首批

上山文化遗址地县（市）中的一员，占

有 6 处。本次展览共展出上山文化早、

中、晚三期文物近 200 件，包括最早的

炭化稻米、彩陶等上山文化重要标志

性遗存。

展览辅助丰富的考古学知识介

绍、场景复原、多媒体等展示手段，兼

顾学术性与趣味性，展示人类稻作农

业 起 源 之 初 的 社 会、经 济 与 文 化 面

貌，反映中国早期的定居村落及其社

会生产与生活情况，呈现上山文化考

古发现的重要意义。展览将持续至 4

月16日。

上山文化文物成网红

市民纷纷来
市博物馆打卡

《永康地名慈孝故事》

融媒记者 胡东来 王佳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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