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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柳青 文/摄

“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
衣”，千余年前，诗仙李白盛赞
苏绣；而今，以针为笔、俏绘江
南的苏绣，依旧以其独特的针
法和表现形式受到国人的喜
爱。不久前，“丝缕皆匠心”苏绣
作品展在望辰府生活美学馆开
展，著名苏绣艺术家、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
承人姚建萍老师携团队带来了

《仕女蹴鞠图》《幽谷之王》《猕
猴》等20余件古典精美的苏绣
作品，让义乌市民亲身体验和
参与苏绣文化。

开展当天，姚建萍在现场
细细为观展人员介绍了每一件
作品，从画稿的选定，到勾稿、
配色、落针，各个环节娓娓道
来，让在场者无不为之震撼。记

者看到，展厅中除了有传统的
苏绣绣品，还出现了腕表、围
巾、衣服等贴近生活的苏绣衍
生品。姚建萍说：“苏绣来源于
生活，通过一代代匠人的努力，
成为了工艺品和艺术品。现在，
我们想让苏绣这项非遗文化重
新回归生活，成为可以供人们
在生活中穿戴和使用的物品，
从而让苏绣这门古老艺术能在
时光中继续传承和发扬。”

据悉，姚建萍为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她的苏绣作品四次
获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
奖”金奖，十余次获国际大奖，

《培尼亚和里韦拉》《岁月如歌》
等曾作为国礼赠予友国，还有许
多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
馆、南京博物院等单位收藏。

图为姚建萍（左一）为观展
人员介绍苏绣作品。

“丝缕皆匠心”
苏绣作品展开展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近日，义乌市博物馆与杭
州博物馆联合推出的《鸿雪铿鸣
——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作品展》
在义乌市博物馆临展厅举行，本
次展览选取了西泠印社首任社
长吴昌硕、艺术名家潘天寿、黄
宾虹、张大千、傅抱石、丰子恺等
在内的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的金
石、书画雅藏、手札精品佳作共
58件，邀市民共赏“天下第一名
社”的笔墨情长与金石画艺。

创立于1904年（清光绪三
十年）的西泠印社，是海内外历
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
的金石篆刻艺术团体。百余年
来，西泠印社秉承“保存金石、研
究印学”和“兼及书画”的宗旨，
融诗、书、画、印于一体，在艺术
创作、学术研究、文物保藏等方
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其发展历程
就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一个缩
影，参与其间的很多印社社员都

是中国近现代文化艺术领域的
旗帜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1年，西泠印社社址被
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9年，以西泠印社为主
申报的“中国篆刻”项目被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
录”；2011年，包括西泠印社孤
山社址及金石文化的西湖景观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百年
名社，已成为杭州的一张“金名
片”，是文化名城的璀璨明珠。

市博物馆馆长王永平介
绍，西泠印社自创社以来，历代
社员以拳拳之心，结交海内外
英才，广集金石书画等文物。如
今的西泠印社已蜚声中外，是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圣地。本次
展览来到义乌，将让更多社会
公众感悟到大师们对金石书画
研究的热忱之心，加深对我国
传统艺术文化发展历程的了
解，为弘扬发展国粹贡献力量。

义乌举办西泠印社
早期社员作品展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日前，雪峰文学馆建设工
程在神坛村正式动工。雪峰文
学馆选址于赤岸镇神坛村西北
角后山山坳地块，建筑面积约
4015平方米，是冯雪峰故居面
积的17.8倍，预计在年底交付。

据冯雪峰故居管理员冯
潮忠介绍，冯雪峰故居是现代
著名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
社会活动家冯雪峰的祖宅，
1997 年 8 月被列为浙江省人
民政府第二批公布的“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之一。由于冯雪
峰故居是一幢老式实木结构

建筑，耐火等级非常低，一旦
发生火灾事故，将造成难以弥
补的损失，加上近几年到故居
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满足
众多游客的需求，新的雪峰文
学馆开工建设。

雪峰文学馆建成后，馆内
将陈列一些与冯雪峰有关的史
料及书籍供游客阅览，同时设
立相应活动室、会议室以及分
主题的展馆。市作协成员何侍
坚说：“雪峰文学馆的落成，不
仅会提高大家的游览体验，还
可以保存更多关于冯雪峰的资
料，让这里成为文史爱好者交
流学习的新平台。”

雪峰文学馆正式动工

赵荣俊最近的计划，是要为平生
爷爷写一本评传。他说，这当然很不容
易，但自己会尽一切努力去完成。

赵荣俊举例说，比如与周有光的
交往，就还需做许多案头工作：

1954年10月，国务院直属的中国
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主要工作是三
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
拼音方案。吴玉章为主任，赵平生为副
秘书长（1962年起任秘书长)。林汉达、

周有光为拼音化研究部副主任。因为
学术思想上的接近，从那时起，赵平生
与周有光结下了深厚友谊。但要在评
传中表现这段历史，自己就还需大量
阅读有关“文字改革”的史料。只有吃
透“文字改革”的全面情况，才能较深
刻地展现出历史真实面貌。

另外，赵平生是1926年入党的老同
志，为中共义乌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在家乡领导过农民

运动，办过《乌喊报》。在1929年至1933
年间，曾先后三次被国民党逮捕，坚贞不
屈，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这些党史上都有记载，但都只是
概述性的。以这点史料，不足以支撑评
传的写作。我只有不断努力，更加广泛
地研究党史、搜集更多相关资料，才能
一步步与自己的目标接近。好在平生
爷爷的精神激励着我，我会一直努力
钻研下去。”

“我要为平生爷爷写本评传”

赵平生未出版著作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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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根洪 文/摄

70后赵荣俊是福田街道人，

好学上进，拥有“三证”（会计师、

经济师、工程师）。大学时他学公

路与桥梁专业，参加工作后有了

“工程师证”；之后辞职经商，自学

经济，又有了“经济师证”；不久又

考出“会计师证”，如今，自己开办

了一家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20多年来，赵荣俊将大部分

的业余时间，投入到了文史研究

之中，特别是对于“平生爷爷”的

研究，取得了不菲成绩。

赵荣俊口中的“平生爷爷”，就
是赵平生。先看一下《义乌名人传》
的介绍：

赵平生，中共义乌党组织早期负
责人之一，《盐阜大众》创办人之一。曾
任华东大学（后并入山东大学）代教务
长，华东革大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校长
（今复旦附中第一任校长），中央教育
工作委员会委员、党组副书记，中央扫
除文盲委员会委员、党组副书记，中国
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文字改革出
版社总编辑等职务。

赵平生兄弟六人，居幼。赵荣俊的
亲爷爷赵绶珪，是赵平生的五哥。不
过，赵绶珪去世时，荣俊的父亲赵大梁
只有6岁。正因如此，赵平生常给五嫂
汇款，资助抚养赵大梁。所以赵平生虽
是赵大梁的叔叔，却恩同生父。

赵荣俊姐弟小时候，其父赵大梁
就经常跟他们讲“平生爷爷”的故事。
如今赵荣俊最大的遗憾，是从未亲眼
见到过富有传奇色彩的“平生爷爷”。
他说，老人晚年身体很差，几十年没有
回义乌；而自己家当年很穷，上北京去

一趟，很不现实。
于是，赵荣俊就只能不停地给

“平生爷爷”写信，汇报学习情况，请
教学习方法。前几年，赵荣俊拿到了
赵平生的一些遗物，发现自己小学一
年级时写给爷爷的信，老人竟然一直
珍藏着。

赵荣俊开始系统地搜集赵平生的
史料，始于 20 多年前。那时他刚参加
工作，有了工资收入，就听从自己内心
的召唤，去寻访爷爷走过的战斗足迹、
搜集研读爷爷的各类著作。

“最大遗憾，是从未见过平生爷爷”

赵平生一生经历丰富，先后战斗
工作于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北京等
地。他还勤于著作，主要作品有《学习
的话》《写话教学法》（又名《写话》）、

《人人读》（丛书）、《作文大辞典》《新哲
学读本》《学习与修养》《辩证法唯物论
辞典》（译著）、《简易速记法》等等。

寻访、搜集工作并不容易。赵荣俊
花了数年时间，从旧书网站、各地图书
馆、亲戚朋友处，终于将赵平生出版过
的著作绝大多数收齐了。

他最难以忘怀的，是江苏盐城之
行。

1943年春，赵平生调到《盐阜报》
工作，他注意到抗日根据地的工农大
众不少人文化程度不高，读《盐阜报》
有困难，就决定为这部分读者办一份
通俗报纸。同年4月25日，《盐阜大众》
创刊（后来改称《盐阜大众报》，沿用至
今），赵平生担任主编。赵平生热心地
和通讯员通信，提倡“写话”，告诉他们
不要硬去做文章，肚里有什么话，就写
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他发起
的这场“写话”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明确提出“作文”就是“写话”的观
点。很快，《盐阜大众》就成了苏北抗日
根据地颇有影响的一份报纸，也在中

国新闻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为了解赵平生在《盐阜大众》工作

时的详情，赵荣俊通过在上海当记者
的表妹，寻访到了《解放日报》原总编
王维先生。王维从当《盐阜大众》通讯
员起步，成长为了新闻战线的一名领
导干部。

仅凭着一个家庭住址，赵荣俊直
奔上海王维家。王先生见到这位义乌

来的“不速之客”，显得十分激动。滔滔
不绝地与这位年龄跟自己孙子相仿的
年轻人攀谈起来，详尽介绍了赵平生
在《盐阜大众》工作时的事迹，且说赵
平生是恩师，影响了自己一辈子。

在王维先生的牵线下，赵荣俊顺
利走进了《盐阜大众》。首任主编赵平
生的后人来到报社，接待方十分重视，
时任总编周爱群亲自接见，后又约了
报社几位前任老总以及盐城市委秘书
长一起，与赵荣俊座谈。当然，很多琐
碎工作，还得自己来做。赵荣俊在《盐
阜大众》资料室整整待了四五天，将赵
平生当年发表在报纸上的文字，一篇
一篇从发黄的旧报上找出来，又小心
翼翼地复印下来。

板凳甘坐十年冷。2010 年，赵荣
俊主编的《赵平生文集》终于出版了。
里面收集了赵平生的一些重要著作，
以及刊发于《盐阜大众》等报刊的重要
文章。

阿英次子、著名作家钱小惠特意
为文集题词：“赵平生同志是我一生最
敬仰的长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赵荣俊将此题词放在了文集扉页，因
为十年研读，他深信“平生爷爷”的这
些作品，是可以“活在人民心中”的。

十载辛苦出版《赵平生文集》

寻访、搜集史料的过程，也是赵荣
俊研究、写作的过程。他的第一篇文史
研究性文章《赵平生：办报为抗日》，于
2005 年发表于本报文化版。之后，赵
荣俊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系统，几年来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赵平生的文章。
2016年第3期《义乌方志》，以头条位
置发表了他的《赵平生文化大众化的
倡导与实践之研究》一文，更引起了广
泛关注。

让赵荣俊特别激动自豪的是，此
文还得到了“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
表扬。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赵平生去
世后，留下的五六十本日记、众多未发
表的手稿，为几位后人所收藏。《赵平
生文集》出版后，收藏者被赵荣俊的钻
研精神所感动，开始分批将这些珍贵的
资料交给赵荣俊阅读、复印。在研读日记
的过程中，赵荣俊发现平生爷爷与周有
光关系特好，就很想去拜访一下周老。

在朋友帮助下，赵荣俊要到了周
老的电话。不过朋友善意提醒，周老年
事已高，一般人是不会见的，只能试试
看。2016年11月15日，赵荣俊给周老家
里打电话预约。报上“赵平生家人”后，
电话那头爽快答应了。因为恰巧周老家

里旧房改造，就约好当天10点在他家
附近的宾馆见面。

出生于 1906 年、已是 110 岁高龄
的周老坐在宾馆的床上，一见义乌的
朋友进门，竟然马上拱手作揖，声音洪
亮地说：“我与赵平生是好朋友！”简单
的一句话，饱含深情，一下子拉近了彼
此的距离。老人接过《赵平生文集》和

《赵平生文化大众化的倡导与实践之
研究》，马上翻阅起来。之后，周老谈兴
很浓，聊了不少与赵平生相交的往事。
由于听力不太好，他还在陪同会客的
孙女的帮助下，仔细了解了赵荣俊的
研究计划。老人亲切地鼓励他，可以沿
着《赵平生文化大众化的倡导与实践之
研究》的路径，继续深入、再深入下去。

见到了110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

赵荣俊收集了大量赵平生的著作。

赵荣俊在书房

赵荣俊拜访周有光先生。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5 月 28 日，省文物局和省
考古研究所邵浦建、崔彪等专
家来到我市佛堂镇，对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双林铁塔的保护修
复工程与双林铁塔的保护性设
施建设工程进行工程验收。

此次双林铁塔的保护修复
工程是对铁塔本身的科技检测
和科技修复。铁塔现存仅有塔
身两层，塔檐四层，塔座一座，
勾栏一座，通过科技修复后在
原址复原，并通过保护性设施
建设工程在铁塔周边建造了风
貌一致的“双林阁”，对铁塔起
到遮风避雨的保护作用。

据了解，双林铁塔位于佛
堂镇双林水库边，距双林古寺
约80米，于1981年被义乌县革
命委员会公布为县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97年被浙江省人民
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公布时代为五代时期，为八
面仿木结构楼阁式塔，是我国
现存最早的铁塔之一。

双林铁塔采用分筑法铸造
而成，形象生动，结构严谨，工
艺精湛，经历了一千多年风剥
雨蚀，塔身除部分氧化生锈外，
仍然乌黑发亮，令人叹为观止。
这座铁塔不仅是佛教艺术的精
品，也是现代人研究古代铸造
工艺的珍贵实物资料。

省级文保单位双林铁塔
两项工程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