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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日前，为进一步弘扬中华
美德、传颂良好家风，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家庭，北苑
街道复兴社区开展第三届睦邻
节暨寻找“最美家庭”主题宣传
活动。

据悉，作品以展现爱国爱
家、夫妻和睦、孝老爱亲、科学
教子、勤俭节约、邻里互助、热

心公益等家庭美德，贴近家庭、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为主题，弘
扬主旋律、讴歌时代精神，表现
传统美德，充分体现家庭留存
美好的记忆。复兴社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社区将此次寻找“最
美家庭”活动为契机，关注家庭
需求，引领带动更多家庭来共
同参与家庭文明实践，让群众
在共享家庭文明的成果中，有
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复兴社区寻找“最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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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箱土布”是昔日农民女儿的嫁妆，正如一首诗中描述的，“经经纬纬你是那样纤细，匹匹段段你是那样亮
丽，奶奶在纺车上转出了你，妈妈在布机上织出了你，姑娘的嫁妆少不了你，日常穿戴离不开你，想起家乡就想起
你……”土布牵出的是对母亲的感恩情，对家乡的思念情，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恋旧情。

如今这项民间习俗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积淀，一种文化遗产，意义已远远超过实用性。
杨姐为义乌传统土布纺织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作出的努力是令人钦佩的。相信在未来，义乌传统土布纺织作

为义乌市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会代代相传，也将成为乡村传统文化中的奇葩，绽放出新的异彩。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图

在农村，土布并不起眼，过去常常只能压在老太太的箱子底下。如今，你能想象它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画上等号吗？

佛堂老街有一位杨姐，凭着自己一双灵巧的手，用土布制作旗袍、香囊、挎包、布鞋、
枕头、手机挂件、遮阳帽等物件，让土布焕发新的活力。

农村土布深受老一代人的青
睐。今年 59 岁的杨姐生长在农村，
幼时便看着外祖母和母亲的纺纱
织布，对织机有着特殊而深沉的
感情。为补贴家用，作为家中长姐
的杨姐十几岁便从母亲那里学会
了制作土布的全套流程工艺。

“我每天都习惯坐在织机前织
一会儿布，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织机前，只见她
脚一踩，手往前一推，一个小舟样的
梭子在经线中流畅地来回穿梭。一
来一回间，布匹在慢慢延长……“传
统土布制作技艺极为复杂，从采棉
到上机织布要经过轧花、弹花、纺
线、打线、浆线、落线、经线、刷线等
大大小小72道工序。”

棉纱制织成土布，不正是农
村乡土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吗？

据万历、康熙《义乌县志》记
载，丝布、棉布、麻布、绢、绸、枲、
帨 等 生 产 在 当 时 已 初 具 规 模 。
1912 年，县政府在稠城创办的“贫
民习艺所”均为手摇脚踏；1916
年，赤岸朱光有等人合资在倍磊
街创办朱义兴丝线店；1929 年，县
城中有大纶、物华、蓉记、通成，佛
堂有华聚、江湾有振华等厂家；
1940 年，朱开泉、鲍济治等人在佛
堂创办东南绸厂，为义乌最大的
纺织厂，年产千匹，营销本县及兰
溪、湖南等地。

义 乌 传 统 纺 织 业 的 发 展 壮
大，带动民间纺织产业链的形成，

涌现出许多民间织布的手艺人，其
中义南的王宅、佛堂、舟墟、隔湖比
较集中，至今尚有不少农户还保存
着传统木结构纺车、织布机等用
具。义乌传统土布纺织集绞棉、纺
纱、织布、染色、裁剪等工艺为一
体。织土布分为平板织、色织(提花)
两类。

杨姐热爱农村文化，也喜欢收
藏。在下乡串户时，杨姐搜集、收藏
了不少农村土布。农妇愿意转让
的，她就收下来；对于一些舍不得
卖的，她就与人商量，让她拍张照
片存个样子。这些年，杨姐搜集了
踏花布、芦花布、格子布、扛纱芦席
布等各种款式的土布达上千件，也
成了农村土布的收藏达人。

收藏款式上千件

“咯吱吱、咯吱吱……”一阵
阵织布声，经纬交织梭来梭往，五
彩斑斓的丝线和色彩艳丽的粗布
映出杨姐笑意盈盈的脸。

宋人艾可叔有诗云：“车转轻
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衣裘
卒岁吟翁暖，机杼终年织妇勤。”描
绘的就是江南一带百姓种植棉花、
弹花纺纱织布的劳动生活场景。

现在，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人们不再穿着土布
衣裳，纺纱织布也完全退出了妇
女的日常生产生活。采访当天记
者有幸在杨姐的“吉颜绸庄”见到
用土布做成了各种生活用品，如
服饰、背包、时尚挂件等，广受消
费者欢迎。特别是用传统的材质
制作现代服饰，让人眼前一亮。驻

足观赏，顿觉韵味无穷。一件件土布
纯棉旗袍，就像是一件件的艺术品。

开 发 土 布 文 化 ，需 要 开 拓 创
新。经过多年的摸索，杨姐的手上
功夫越来越熟练。杨姐编织的土布
花色繁多秀美，质地精密细腻，深受
顾客喜爱。经常有姑娘上门前来取
经学习，朴实厚道的杨姐总是热情
接待，耐心地为其指点纺织诀窍。
渐渐地，杨姐和传统土布纺织便成
了“网红”，常常会有全国各地的顾
客慕名而来。2020 年，一对住在义
乌的新疆母女来佛堂老街游玩，向
来对传统手工感兴趣两人一下便
被杨姐的手艺所“惊艳”，且深深着
迷。“女孩隔三岔五都要过来，在这
里待上一天也不走！”杨姐回忆起
这些“小粉丝”便乐得合不拢嘴。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做
一个手工手机包我得花费一天时
间。”杨姐感叹，城市面貌越来越
新，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慢工”和

“细活”愈发宝贵。“老手艺是劳动
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审美感和使
用感是现代工艺无法比的。”记者
摩挲着土布，质感让人觉得粗糙
又温馨。

土布玩出“新”花样

杨姐现场纺织土布杨姐现场纺织土布

土布旗袍

土布包包土布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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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土布各色土布

杨姐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土布文
化传承下去。

2013年，一直从商的杨姐夫妇
听闻佛堂老街开发，便立刻决定“捡
起”老手艺。“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
义乌佛堂人，在有感情的土地上做
感兴趣的事，是我一直以来的愿
望。”于是，“吉颜绸庄”便落地义乌，
扎根佛堂老街，从此“向阳而生”、焕
发新彩。“希望自己能为传承保护传
统土布文化、挽救这门濒临灭绝的
传统手工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让
更多人能爱上土布、重视土布、保护
土布。”杨姐说。

据老一辈人说，土布所织产品，
吸汗透气，不起皱、不卷边、不起球，
不掉色、无过敏、无静电，这也许就

手工制作的魅力吧。
土布手工制作的匠心精神，表

达着义乌人民对生活对美好事物的
热爱，因为时间的参与，那些包含着
温度的土布作品，充满了魅力。

“让这个传统手艺继续传承下
去，是我最大的心愿。”杨姐希望更
多年轻人能够加入“非遗”传承中，
让传统手艺焕发新的活力。

如今，传统土布纺织技艺已
成为第八批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杨姐始终坚守在织布机
前，传承着这项古老的民间技艺。
义乌传统土布纺织也在不断尝试
探索，推陈出新，给义乌带来不一
样的惊喜，并将传统工艺不断发
扬光大。

土布文化焕发活力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11月11日，市民王先生点
击“浙里办”搜索“图书一键借
阅”轻松借到《亲子理财50课》

《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国
史十六讲》。

“以前借三本书需 3 元邮
费，没想到‘双十一’我们市民还
能享受免邮借书服务，真的太高
兴了！”王先生高兴地现场点开

“图书一键借阅”，只见支付宝付
款金额0.01元即完成下单。

据悉，自 11 月 11 日（00:
00）-11 月 17 日（24:00），为期
一周时间内，市民朋友可在“浙
里办”搜索“图书一键借阅”选
择心爱书籍，单笔订单（最多3
本）只需支付0.01元邮费，就可
快递到家！与此同时，为更好地

服务读者，提高线上借阅体验
感，图书一键借阅进行了升级：
为满足老年读者，特推出长辈
版，更大的字体和图片；图书馆
还精心挑选优质书籍新增馆藏
书籍八千册，累计上线馆藏图
书 10000 余册；同时推出线上
快递还书功能，预计11月下旬
上线，上线后通过该应用借走
的“新书”可直接快递还回总
馆，“馆藏书”可在全市公共图
书馆三级服务体系内各分馆及
悦读吧归还回。

据介绍，市图书馆自 8 月
份推出“图书一键借阅”以来，
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广泛欢
迎，最高单日点击量逾 3000
次 ，截 至 目 前 ，累 计 点 击 量
30000 余次，借出图书 1000 余
册，逐渐成为市民借阅新选择。

市图书馆“双十一”
“一键借阅”免邮

金华书院众多，丽泽书院
因由南宋名家吕祖谦创办，一
时集朱熹、张栻云、陈亮等学者
文人来此著书立说、讲学研讨
而声名鹊起。11月6日，义乌市
陈亮文化研究会一行约 20 人
兴致前往造访。

丽泽书院，原名丽泽堂，亦
叫丽泽书堂。踏入这里，望着灵
动飘逸的校名书体字，不禁暗
暗赞绝。800余年悄然而过，此
虽不是原址，但当年众先贤教
授生徒、著书立说的风姿仿佛
闪现，书声琅琅飘逸着诗书翰
墨的芳香。

据 载 ，南 宋 乾 道 元 年
（1165），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吕
祖谦（1137—1181）在金华光孝
观侧（清金华县学后，金市内一
览亭东北）创办丽泽书院，从事
学术活动。宋嘉定元年（1208）
官府予以修葺，理宗帝赵昀赐
匾“丽泽书院”。吕祖谦系金华
学派的奠基人，并开南宋浙东
学派之先声，除在丽泽书院教
授生徒、著书立说外，还经常邀
请当时的著名学者前来讲学，
如朱熹、张栻、陆九渊、陆九龄、
薛季宜、陈亮、叶适等。资料上
说，陈亮（1143—1194）赴丽泽
书院讲学、研讨，一住即为十天
半月。

宋代风云诡异，理学时显
一统天下之潮流。由于志趣相
同，年龄相近(吕长陈六岁)，吕
祖谦与陈亮关系从密。现考两
人最早会晤是在陈亮20岁时，
他客居临安，两人同试漕台
（《陈亮集》卷 28《又甲辰秋
书》，第338页）。吕祖谦相邀陈
亮讲学丽泽堂，估约在乾道三
年（1167）之后。时年吕祖谦丁
母忧而结庐武义明招山，陈亮
等人赴之。最后一次，便是淳熙
八年（1181），陈亮与吕祖谦、朱
熹复会讲学于浦江月泉书院。
这年，吕祖谦去世，陈亮往金华
祭奠，并写下两篇祭文存世。

陈亮生于永康，其一生坎
坷，足履北至金陵，南止于江西
上饶，年轻时在临安（杭州）待
过。他是义乌的女婿，妻族——
何家系义乌名门，且与“乌伤四
君子”喻良能、喻良弼、何恪、陈

炳交往亦甚密，故相当长一段
时间在义乌居住。后两浙地区
文化日渐发达，浙学遂称鼎盛，
书院崛起，吕祖谦、唐仲友、陈
亮、陈傅良、叶适等分别代表金
华、永康、永嘉理学三学派。吕
祖谦与陈亮时常相叙，聚徒讲
学，便自然不过的了。

相传，当时吕祖谦与陈亮
住处相近。丽泽书院讲学间，两
人及多人相互问答，集众讲解，
以探讨学问、交流思想，切磋、
研讨之风甚盛，成就一段佳话。
陈亮曾言：“四海相知，惟伯公
一人。”吕祖谦也向陈亮面诵春
秋末年郑国贵族子皮（名虎）对
子产所言之语：“虎帅以听，谁
敢违子。”两人来往书信亦较
多，吕氏给陈氏的信，胡凤丹

《金华丛书》的《东莱集》等均有
所录。陈亮写给吕祖谦的信却
多已失佚，现《龙川集》存有。吕
陈这些书信对研究他们的生
平、思想至关重要，为历代学者
所重视。

资料还载曰：丽泽书院当
时屋前临二湖，故取堂名为“丽
泽”，人称“丽泽书堂”。“丽泽”
之名还取于《周易》“兑封”像
义：“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
习。”“丽泽”意为两泽相连。其
水交流犹如君子朋友通过讲会
而交流知识、学说。

丽泽书院、月泉书院、独峰
书院、五峰书院……在从事学
术活动的主要场所里，留下了
陈亮一个个国事担当、学术自
觉、刚正不屈、远迈前人的亮
影。十九岁著《酌古论》；创立永
康学派；身处逆境，考中状元前
奋笔疾书《中兴五论》，后又伏
阙上书直陈时弊，“励志复仇，
大功于社稷”。

书院在，人离去，精神存。
陈亮，壮哉！壮哉，陈亮！

王曙光

丽泽书院里的陈亮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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