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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日前，上溪镇乡贤会组织召开第三次会长会
议。各位乡贤围桌而坐，提出了全新打造上溪乡贤工作新窗
口的新设想，为上溪振兴出把力，添把力，助把力。

乡贤们结合当下，提出了加快推进消除经济薄弱村的
“一村一乡贤”特色工作法，为打造乡贤工作新窗口注入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新元素。会长会议就部署安排课题调研、科
教文卫活动安排、《乡贤风采》第二期编辑、《无限风光在上
溪》画册的编撰等工作议程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

据悉，上溪镇乡贤会从2018年12月29日成立，后于2019
年3月组织召开乡贤会理事会议，着重讨论研究落实年度乡
贤会工作实施方案。目前上溪镇乡贤会共有会员124人。

上溪镇乡贤
助力乡村消薄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本报讯 记者从义乌市图书馆获悉，4月20日新的稠城
街道图书分馆正式对广大读者开放。

稠城街道图书分馆融合于稠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内，背靠骆宾王公园、紧邻义乌之心，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座书香的栖息所。

据了解，稠城街道图书分馆面积约1500平方米，馆内
书籍种类齐全，藏量约八千册。整体采用智能化管理，可以
与总馆及各分馆、悦读吧通借通还。

新的稠城街道图书分馆还充分结合整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分为金山书院、“跟着习近平读好书”特别板块、稠州
义仓等多个功能区块。阅读名言名句点缀在琳琅满目的书
籍间，时刻鞭策人们学习奋进，群众捐献的爱心物品和文创
产品也展列在内，成为读者们最放松的阅读天地。图书馆内
的免费WiFi、共享微波炉、自助水吧等贴心设备也为读者
提供了更好的阅读体验。

稠城街道图书分馆开放

“一枝冰雪吊梨膏，二则要用桂圆熬。山楂麦
芽能消食，四君子能把小虫消。上用五香花露飘，
下有六味味道好。七星灶里生炭火，八卦炉中等
梨膏。九枝陈皮能开胃，十味中药共煎熬。煎是
煎，熬是熬，煎煎熬熬成此膏。”这首梨膏民谣生
动贴切地唱出了熬制梨膏糖的繁复工序。

“你可不要小瞧了这小小的梨膏，里头的门
道可多了。”贾江英一脸认真地说，老师傅制作
梨膏都是很有讲究的，从原料到器具到火候，都
需要环环把关。义乌人最爱使用雪梨和黄花梨
来制作梨膏，尤其是新鲜的雪梨，鲜嫩多汁，清
甜爽口是熬制梨膏的首选。

树上摘下丰腴饱满的雪梨后，经过清洗沥
干。小刀将其切成小块，并去除果柄、果萼、果

核。这一过程看似朴实简单，但做起来却是个浩大
的工程。由于熬煮的过程需要蒸发大量梨汁来凝
结精华，几百斤的梨子最后只能熬出几十斤的梨
膏。因此每次光是处理梨子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
间与精力。

将梨入锅后便是漫长的熬煮，通过一遍遍的
过滤让梨水变得澄清后，再放入陈皮、鱼腥草、罗
汉果等中草药，再循环过滤过程。在义乌传统的
土灶上，大火、小火轮流煎熬，铜勺不断搅拌，
直到梨水凝成膏状。熬煮的时间长达 15 小时，
而且火候掌握必须准时精准，绝非一日之功。只
有熟练的熬糖工才能熬出色泽金黄、质地黏稠的
梨膏，制作精良的梨膏闻起来梨味浓郁、清新爽
朗，甜香恰如其分，入口甜蜜也丝毫不腻。

老灶间的醇正甜香

▢ 毛小康 毛斌超

赤岸镇境内松瀑山的摩崖石刻，无论从数量上、年代
上、形体上来说，在义乌市内，都相当有代表性。其中宋代石
刻就有三处以上，除“松瀑泉石”四字完好之外，其他几块均
不同程度破损。其中“金布机”摩崖石刻，是目前发现义乌境
内最早最大的一块，高约两米五，宽约三米，且整石相当完
整。1987年被公布为义乌市级文保单位。

“金布机”，横卧在松瀑山脚的右侧路边，大石形如织布
机。朝乔溪村庄的一面，在两米见方的石头上刻着七行碗口
大的字。因为刻字难以辨识，民间传说，如果哪个人能全部
读出来，就能打开财宝的密码，获得巨大的财富。但是，一代
代的人们不断猜测，始终没有解开“金布机”的“密码”。“金
布机”成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金布机”上究竟刻写了什么内容？2017年11月，《赤岸
镇志》编纂工作人员会同义乌市书协相关人员等前往松瀑
山，考察研究这些宋代石刻。

粗看“金布机”石刻，清晰可辨的唯有“嘉定丁丑十有一
月戊戌，里人朱公望应之撰并书”这些落款文字。由于年代
久远，石壁中部斜纵向开裂破损，石壁底部磨损更加严重，
正文内容许多字迹模糊不清，难以分辨是石头原有的凹凸，
还是镌刻的划痕，以至头尾不能明确，点不清字数。

经过认真比对、摹写、词性对仗、平仄关系等一系列探
索性猜测，结合松瀑山的景致，工作人员最后得出一首完整
的七言律诗和落款，全文共计一百零一个字：

“俗号相仍字不经，青山未遇好题评。
古松合抱莫知岁，飞瀑长流无限清。
云里苍龙时特见，雨余银汉景增明。
何如松瀑更呼唤，从此幽峦负显名。
南山旧名曰‘ ’，考诸篇韵，并无此字。今改曰松瀑

山，因成口号。时嘉定丁丑十有一月戊戌，里人朱公望应之
撰并书。”

文章撰稿人朱应之，是乔溪始祖朱应象长兄。面对摩
崖，仿佛看到了一位老先生面对石壁，念念有词，一手别与
身后，一手缓缓书写的画面。

文末说到的南山旧名，音：hán；异体字：山字头，中间
一个会字，下面一个口，意为大谷口，目前尚未查到此字。此
诗说明了松瀑山原有的俗称，描写了当年的景色，并考虑到
这个字在当地方言的拗口、文字的认知难度。朱应之先生从
实际出发，在诗中根据松瀑山的自然景观，建议并确定更名
为广为人知的“松瀑山”。该摩崖石刻，嘉定丁丑，也就是嘉
定十年（1217），距今八百余年。

另两处宋代石刻，均刻于松瀑山的半山处石壁上，该处
部分石质属流纹岩，除“松瀑泉石”四字较完整外，其他石刻均
不同程度破损，以致不能全文呈现。目前尚未发现有记载松瀑
山摩崖石刻内容方面的资料可查，因此，摩崖石刻内容成了一
个谜。然而，从残破的文字内容来看，该两处石刻也属于宋代
人所为。从文字的书写笔迹等方面来考虑，估计与“金布机”摩
崖石刻是同一人所书。下图为“金布机”摩崖石刻拓片。

解读松瀑山
摩崖石刻“金布机”

▢ 全媒体记者 王月/文 盛庆乐/摄

“卖梨膏糖咯，卖梨膏糖咯……”熟悉的叫卖声将我们唤回到老旧的时光里。一代又一

代的义乌货郎担手摇拨浪鼓，沿街叫卖，孩童们呼朋引伴，用零碎鸡毛换来一颗颗梨膏糖，

入口似蜜般甜。再加上梨膏糖有平气润燥，有化痰止咳的效果，渐渐地，梨膏糖成为了义乌

人口袋里常带的零食。而那一声声淳朴的叫卖声，也成了一代义乌人心中的回忆。

在佛堂古镇的老街牌坊下，我们遇到了义乌梨膏糖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贾江英，她坐在

街口的铺子里，一边时不时搅拌着锅中沸腾的梨汁，一边与我们说起了义乌梨膏糖的往事。

“梨膏糖由来已久，相传始于唐代。”贾江英
说，唐代著名宰相魏徵，可能就是梨膏糖的发
明者。据传，由于魏徵母亲经常咳嗽气喘，太
医给开草药煎服，母亲嫌苦不喝，难见疗效。
于是，他便利用梨汁加糖配上药物熬成膏状，
给母亲服用。果然，魏母乐于服用，不久便痊愈
了。消息传开后，达官贵人和黎民百姓竞相炮
制，在民间广为流传。

梨膏糖在江浙一带早有流传，不过大多把
它当作一个药方用来服用。贾江英的太公贾昇
金就是这样。他患有支气管炎，久治不愈。遇到
一名兰溪土郎中，给他开了一剂方子，让他回家
炖梨吃。贾昇金坚持服用，半年过后症状大消。

为了方便出门经商，贾昇金便琢磨着将梨水熬成
了糖，随身携带。

后来，贾昇金的儿子贾祯棋，依着传下来的配
方，把梨膏糖变成了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农闲之
余，便挑起货郎担四处“鸡毛换糖”。贾江英清楚记
得，爷爷做的梨膏糖也是用手划出来的，尽管不美
观，但味道清甜，百吃不腻。

再后来，贾祯棋的儿子贾祥铨，将家里的自留
山全部改种梨树，结出的梨子全部用来熬制梨膏
糖。贾家的梨膏糖逐渐上了规模，时常架起多口老
灶炖煮梨汁，传出阵阵梨香，贾家也就成了梨膏糖

“专业户”。贾江英从小看着父辈们如何熬制梨膏
糖，耳濡目染，自小便学会了这门手艺。

代代传承的老配方

义乌人爱吃梨膏糖，或是作为闲暇时的零
嘴含上一颗，或是因为润喉清肺的效果而青睐
它。但随着时代发展，义乌梨膏糖在保留传统口
味的基础上也需要创新。

“小时候，义乌人的物质条件普遍不充
裕，因此，大家制作的梨膏糖，大多都是纯梨
汁加糖熬制的。”贾江英说，如今梨膏成品会
根据不同需求进行改良。“比如有的会加入川
贝、桔梗、半夏这些有止咳、化痰、润肺功效的
中草药。梨膏糖含片，则可以润喉利咽。”贾江
英介绍道，有的孩童、老人体质虚寒，那便不
适宜加入中草药成分，所以制作的纯梨膏更适
合他们。

梨膏、梨膏糖、梨膏含片、梨膏棒棒糖丰富多
彩的梨膏制品就是义乌梨膏糖紧跟时代作出的新
变化。“比如说这梨膏棒棒糖，有不同的卡通形象，
最受孩子的喜爱。”而使用玻璃罐密封包装的梨
膏，则出于食用卫生的角度，方便人们多次拿取和
冰箱存贮。

“固守本心，方可长远。作为义乌的传统非遗
项目，只有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
让梨膏糖焕发新生。”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贾江
英不仅仅坚持梨膏糖制作传统手工技艺上苦下功
夫，更是积极参与森博会、文交会、非遗展等众多
展会，努力发扬义乌非遗文化，令梨膏糖制作技艺
这门老手艺在当下也散发出光芒。

传统中萌发时代创新

梨膏糖原材料。

贾江英在制作棒棒梨膏糖。

棒棒梨膏糖是小朋友的最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