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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幸福、甜美、统一、和谐”已
成为中秋文化的内涵和主旨，而月饼
也就成了这一文化内涵和主旨的载
体。“义亭起酥”，作为义乌月饼更是承
载了浓浓的情谊，成为中秋佳节礼赠
亲友的首选。可说起中秋吃月饼的习
俗，大家知道是怎么来的吗？

义乌市非遗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
叶英立介绍，对于中秋吃月饼的传统
缘由众说纷纭，其中最普遍的说法来
自一场“月饼起义”。

相传元代时，中原广大人民不愿
忍受元朝统治阶级残酷的统治，纷纷
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
准备起义，但朝廷官兵搜查得十分严
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
想出了一条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
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中，再派

人分头传送至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
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
起义的那天晚上，各路义军一齐响应，
起义军成星火燎原之势。

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
功了。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纪念起义
成功，下令在中秋节这天让全体将士
与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秘密传递
信息的“月饼”，作为节日糕点赏赐群
臣。此后，“月饼”制作得越来越精细，
品种也更多，大者如圆盘，成为馈赠佳
品。此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
间流传开了。

遥望明月共此时，欢度佳节同相
知。月饼发展到今日，品种更加繁多，
风味因地各异，但不变的是它作为团
圆的象征，也是人们对生活美满、甜
蜜、平安的美好祈愿。

美好祈愿代代传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9 月 25 日下午，传记文学作品《义乌文人与鲁迅
先生》首发仪式在义乌举行。本书由义乌作家鲍川撰
写，记述了鲁迅与何菁、陈望道、冯雪峰、冯三昧、俞
春、吴斐丹、尹庚、何家槐、王西彦等众多义乌文人的
交往故事。

出于对鲁迅的喜爱，1983年，鲍川就已收藏了16
大本的《鲁迅全集》，并细细研读琢磨。1993年，他读到
一篇《毛泽东与三个义乌文化名人》的文章，其中记载
着鲁迅先生与多位义乌现代文人有过交往。当时，鲍川
便有了“理一理鲁迅都与哪些义乌人有过关联”的念
头。1995年，在义乌文联工作的他，决定着手相关采写
工作。首先，他从查阅《鲁迅全集》中的《日记》分册入
手，查到其中与鲁迅有关系的义乌人就有何菁、陈望
道、冯雪峰、冯三昧、俞春、吴斐丹、尹庚、何家槐、王西
彦等。于是，他决定将鲁迅与这些义乌文人的关系进行
一一梳理。为此，他到处搜集资料，通过电话、通信、上
门求教等方式，辛勤探索近十年之久，足迹遍及杭京沪
等地。

其中，为了寻找何菁与鲁迅的关联，鲍川便花费
了近 7 年的时间。由于史料稀少，何菁与鲁迅的关系
仅在1987年版的《义乌县志》中有过一句记载：“进浙
江省两级师范学堂，何菁与周师生情谊甚笃”。这

“周”就是周树人，即鲁迅。当时（1909 年），鲁迅还在
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这两人之间究竟有着怎
样的交情呢？

鲍川四处走访，终于在2001年打听到，何菁的儿
子何家松在广州担任政协副主席。几经联系，对方回
音，何菁生前曾写过一篇较长的回忆录，其中讲到在两
级师范学堂读书的往事。可惜文章已不在家中，可能在
绍兴鲁迅纪念馆。鲍川当即与绍兴鲁迅纪念馆联系，对
方回复，纪念馆正在筹建中，找资料要等建好后再说。
一年之后，绍兴鲁迅纪念馆的顾亚红女士来信告知，何
菁的回忆录找到了，题目是《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
堂》，有近万字，并复印给了鲍川。资料一来一回，时间
便已过了7年之久。

再如冯三昧，鲍川从鲁迅日记中得知他与鲁迅有关
系，但一直毫无资料。一个偶然的机会，鲍川买到了一本
云南大学中文系蒙树宏教授写的《鲁迅年谱稿》,发现其
中有冯三昧写的《鲁迅先生》一文,并知道了鲁迅翻译的
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的封面是由冯三昧设计的。鲍
川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写信向蒙教授请教。想不到，蒙教
授很快就回信了，并提供了一些资料来源。原来，冯三昧
的《鲁迅先生》一文刊登在1944年的《文坛史料》上。于
是，鲍川又通过在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的义
乌人朱博士，查阅到了收藏在那儿的冯三昧的《鲁迅先
生》一文……

类似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写作此书，前后历时二十余载，终于梦想成真。”

鲍川感言，“尽管为了这本书失去很多，但我无怨无悔。
作为义乌人，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二十余载勤探索 一腔赤诚终成书

传记文学作品
《义乌文人与鲁迅先生》首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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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起酥”传统是用油纸包装，一筒十只。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青雀西来，嫦娥报
我，道佳期近矣。作为仅
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
节日，中秋一直被誉为
最有人情味、最诗情画
意的节日。中国人自古
就有在中秋节设香案、
摆贡品、拜月亮、吃月饼
的习俗。时至今日，少不
了的还是吃月饼。

提起中秋月饼，义
乌人最爱的莫过于那
酥酥软软、绵香四溢的
义亭月饼。“月饼”在义
乌本地方言叫“起酥”，
而义亭的“起酥”在义
乌最为出名，因而又被
称为“义亭起酥”“义亭
油酥”。与其他产地的
月饼不同，其味清甜可
口，具有浓浓的义乌本
地特色。

目前，义亭的月饼
加工厂有二十多家，最
具代表性的是义乌市供
销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亿民”起酥。作为义乌
市非遗起酥文化保护单
位，“亿民”的“麻沙”“白
糖”“核桃”等古法传统
月饼，一直深受义乌市
民喜爱。今天，就跟随记
者的脚步，一探义乌“起
酥”的故事吧！

每年的七月至九月，是义亭月饼
厂最繁忙的时候，揉面、压面、裹馅
……工人们忙碌不停，一个个圆润可
爱的小月饼，印着喜庆的红字，从烤
箱中缓缓现身，月饼的甜香顿时弥漫
整个车间。

饼如其名，义亭起酥最大的特点
就是“酥”。

义亭起酥的酥皮由面粉、麦芽
糖、猪油调制而成。层层酥皮将满满
的内馅包裹起来，一口咬下去酥皮和
馅料在口中混合，甜咸适口，重油多
糖而不腻，简直是人间美味。

起酥最好是吃刚出炉的，中秋前
后经过做月饼的点心铺子，香气总能
勾引人买上几块。刚出炉的月饼托在
手中，感受暖暖的温度，入口松软绵
香，最为适肚。

“义亭起酥”制作工序复杂，工
艺考究，需要经过选料、初加工、擦

馅、制皮、制酥、包酥、包馅、成型、
盖章、烘烤、包装等 11 道工序。制
作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模具，单纯依
赖手工制作，使用辅助器具也比较
简单，有刮刀、油光纸、烤盘、竹篾
盘等。

“义亭起酥”与月饼最大的区
别，就是这层酥皮了，因此饼皮是起
酥制作过程中的重头戏。一张面皮
分为两部分，一块是加了猪油、麦芽
糖、温水、中筋面粉的水油皮；一块
纯用猪油和低筋面粉揉成的油酥
皮。将一块水油皮和一块油酥皮，包
裹起来重叠、擀制、再重叠，最后将
馅料丸子裹入其中，搓圆按扁再印
上红章，便可入烤箱烘烤了。出炉后
的起酥，一层油酥皮一层水油皮，分
为 30 多层，层次分明，一口咬下去，
酥脆绵软，回味悠长，伴上甜滋滋的
馅料，堪称绝配。

香甜小饼层层酥

一张张油纸包裹的“义亭起酥”，
每筒十个，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比起
超市里琳琅满目、外观华丽的新型月
饼，“义亭起酥”极尽精简，却是大多
数义乌人童年里最甜蜜的记忆。“小
时候就盼着中秋节呢！那时候哪有什
么西式甜点，起酥就是我们最奢侈的
点心了！”58 岁的义乌市民何德月闻
香而来，准备买上数筒月饼回家尝
鲜。在她的回忆里，“起酥”就是最棒
的月饼。“现在广式月饼满大街都是，
蛋黄莲蓉、芝士流心……各种各样，
花样也千奇百怪，精美非凡，可就是
不合老义乌的胃口。”

哪些才是义乌人最爱的起酥口
味？“亿民”的创始人王义民笑着说：

“核桃、麻沙、白糖、百果，‘四大天

王’是最经典的老义乌口味，销量一
直很好。”

近年来，人们生活质量飞升，带
来饮食习惯的变化，义亭起酥为了
迎合消费者的口味，也积极寻求提
升空间，在保留原有配方的基础上
增加了新口味。“精制核桃芝麻味
月 饼 是 原 有 核 桃 、麻 沙 口 味 的 结
合 ，口 感 更 有 层 次 ，价 格 更 高 ；红
豆、红糖月饼是今年的新口味，主
要针对年轻人的口味；木糖醇月饼
则主要为适应糖尿病患者的需要而
推出的。”

义亭起酥制作工艺精细，生产出
来的起酥口感好，价格也适中合理，深
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产品畅销金华地
区及杭州、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

传统情怀年年忆

新鲜出炉的义乌“起酥”。

为刚刚团好的“起酥”盖上印章。

面皮是制作义乌“起酥”的关键。

师傅在制作面皮。

中秋节

（上接第一版）
2019年，随着我市新一轮城市有机更新的开启，

稠城街道又一次冲在前面，打前站的是秦塘区块。受疫
情影响，非常时期的秦塘区块工作从1月下旬开始摁
下征收“暂停键”，直至3月4日才下达征收决定。在保
证法定程序的基础上，稠城街道压缩工作时间，抢干快
干，确保如期完成签约等各项工作。

时至今日，除仍处“征收时间”的孝子祠区块外，其
他九个区块均已完成征收。从零星收购到大区块征收，
从阻挠反对到支持拥护，这支“征收铁军”干出了义乌
城市有机更新的“稠城速度”。

楼更高路更宽背后的“稠城新貌”

五年来，这支“不问天，不问地，有困难问自己”的
“稠城铁军”，时刻保持着“不是在征收，就是在去征收
路上”的工作状态。年轻干部把青春贡献在一线，“二
线”干部义无反顾干在一线，这一切都只为了最初的那
份信念和理想，为了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美好。

事实证明，城市有机更新是一项势在必行、与时俱
进的惠民之举，从中获益的不只有老百姓，还连有这
座城市本身。嘈杂脏乱的老旧小区，没物业，基础设
施条件差，房屋大多破旧不堪，街巷狭小拥挤，车难
开不易停，这是大多区块征收前的景象。座座高楼拔
地而起，条条大道宽敞明亮，如今的这些地方，正在变
得“更美更大”。

有机更新带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群众的获得
感则是实实在在的。已建成交付的高档高层小区内，人
车分离，坐拥花园景观，还有专业的物业公司。金先生
和父母曾“挤在”常春路的老房子里几十年，全家都盼
着早点改造，希望能住上有小区、有电梯的楼房。仓后
区块征收启动后，选择回迁房的他年初就已拿到卿悦
府东区的新房钥匙，目前已进入装修倒计时。“130平
方米，边套，开门见绿，推窗见景，无论是小区环境还是
住房条件，和以前比都是天壤之别。”金先生说，父母经
常会去新房小区逛几圈，有时碰到老街坊了，站着都能
开心地聊好久。

随着义乌老城核心区块有机更新的不断推进，区
域内城市拼图日益齐全，国内众多一线地产公司纷纷
聚焦义乌。据了解，已拆除的征收区块，先后引进多家
全国百强实力房企，住宅品质直线提升。其中，下车门
未来社区是浙江省首批未来社区建议名单项目之一。

除了居住环境改善外，城市有机更新还给教育挪
地腾空间，改善教学环境。相关统计表明，截至目前，稠
城街道通过城市有机更新共拿出366亩土地、投资27
亿元，新建、改造中小学 10 所、幼儿园 9 所，可新增
10770个学位。

此外，已实施征收的各大区块内将努力布局高端
商业综合体、文旅项目等，并打通几条内城交通大通
道，不断提升城市能级，为300万规模人口城市提前做
好城市规划准备。

幸福从来与奋斗同在。接下来，稠城街道将紧紧围
绕市里对城市有机更新的统一部署，切实增强“窗口”
意识，深入践行“窗口”担当，围绕“两个样板”奋力谱写
新时代抢当“重要窗口”模范生的稠城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