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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播种文学梦，积淀海桐香。3 月 9
日，“海桐花开”文学大讲堂首课在稠
州小学开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市文
联古今文学研究院理事长徐敢以《热
爱文学的几大理由》为题，为“小海桐”
们作了专题授课。

自重和感恩，是人们赋予海桐树
的两种品格。稠州小学用这两种品格
塑造学生的品行，立德树人，将文学元
素融入素质教育中，除倡导绘画、书
法、戏剧等各门类艺术外，又于去年引
进市文联古今文学研究院，建立文学
创作研究基地，同时成立“海桐花开”
文学社。随后文学活动不断，如每周的
班级吟诵会、每月的文学之星评比、儿
童诗创作大赛、主题性采风活动等，为孩
子们打开了一扇文学之门。

徐敢结合自己的读书和创作经历声
情并茂地讲授起热爱文学的重要意义和
作用，并用一个个生动的事例和故事，鼓
励“小海桐”们亲近文学、热爱文学，用手
中的笔写下对生活的坚持与思考，刻下
对文学的执着与向往。

“海桐花开”
文学大讲堂开讲

在蒲川水街，往任何一处小巷弄里钻进去，
你会发现，这里一角静谧的古建筑之间，与水街
的热闹仿佛隔了两个世界。这里古建筑的肌理
保留了当地的传统风貌，也为蒲川水街的建筑
风格打了个底。

“在这附近，隐藏了几处秘密联络站。”一位
老学者向我透露。于是，择一日前往，东风河畔，
王蒲潭村内，笔者找到了这栋略显老旧的小院。
走近一看，藤蔓的枝叶早已枯败，荒废的小院
内，镂空的双排木门虚掩着，里面，长久无人打
扫的房屋略显苍凉，覆盖了厚重的历史感。据
悉，这里曾是抗战时期佛堂党组织建立的秘密
联络站——中共义南王蒲潭秘密联络站，这也
是佛堂镇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个秘密联络站。

王蒲潭水竹里49号秘密联络站成立期间，
地下党工作者通过秘密联络站及时传递了许多
党的重要指示，护送了许多地下党工作者和革
命者到金义永东各地。这片土地，出现过不少对
义乌影响较大的红色革命人物，包括中共金属
地区特派员陈雨笠、中共路南区委书记黄潞、佛
堂区区长王风等。为保留红色历史，佛堂镇积极

将其打造成为红色教育旅游景点，提醒世人记
住历史，展望未来。

历史是赤裸裸的，无论走到哪个角落，我们
总能看见历史的影子。据悉，在蒲川水街最北侧
拥有800年树龄的大樟树处，也曾发生过令人
难忘的悲惨往事。史料记载，1941 年 4 月 17 日
上午9时，日机空袭义乌县佛堂镇。这天是佛堂
镇集市的日子，镇上人山人海，日机入侵之后，
人们在荒乱中正准备逃跑，但对于早有准备的
敌人来说，跑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日寇在人流群
密集的老市基投下一颗炸弹，结果掉到了猪市
场里爆炸，当场炸死平民120余人。这些充满血
与泪的历史，淡化在了时光里，却深刻地印在了
史册中，刻在了大树、古建筑的纹路上。

另一头，蒲川水街上游人如织，比肩接踵之
间，许多博主在各社交平台上炫出了这里的靓
丽与精彩，一波接一波的旅游团队积极前来打
卡，佛堂又多了一处网红打卡地。也正因此，蒲
川水街的历史开始被人关注，佛堂的故事被越
来越多人所知。蒲川水街效应，将再次刮起一股
旅游新风，带领当地走向共同富裕。

拥抱蒲川的历史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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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佳丽 文/摄

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

这样一条街，那里古朴又

热闹，人流沿着溪流汇聚，

烟火气把整条街熏得热气

腾腾的，让人移不开眼，佛

堂镇的蒲川水街就是如

此。这条靠溪而建的小街，

在经年累月的漫长“手术”

中脱胎换骨，在一次次的

取舍与添彩中逐渐增色。

走近她，探索她，在古与今

的摸索中读懂她，或许解

开历史的密码，便能寻得

蒲川水街的别有洞天、杏

花春雨。

这一头，是青砖黛瓦，游船码头，古朴老街，
饱含古典韵味；那一头，是典雅民居，车水马龙，
彩光如昼，不失现代风情。人们欣然接受着佛堂
古镇的吐故纳新，追寻来自乡愁的味道。

蒲川水街需要细品，“文艺典雅感”“历史厚
重感”是她的代名词。据悉，蒲川水街是佛堂老
街的传承和延续，亦是老街的创新。穿梭整街，
这里傍水而筑的植愧堂、茂德堂、新南山民居等
著名历史建筑保留完整，为整条水街增添了几
分雅致。由北往南穿行，老市基广场、地涌金莲、
幻影活字、蒲川修竹、画江流水、水兴百堂等六
景串联成线。无论何时，这里都有不少游人驻足
停留，拍照或嬉水，品尝美食或直播打卡，欢声
笑语环绕在水街周围，与夜晚水流中升腾的水
雾相融合，和睦且美好。

“记不清多少年前了，这里以前可是一条集
市老街呀。”佛堂人王大伯踏入水街的大门。看
着古朴的阁楼与木雕风格，新鲜的灯光与水雾
设计，王大伯沉浸其中，随着人潮涌动，差点与
妻子走散在这短短水街中。嗤笑之际，只能感叹
时光飞速，佛堂发展令人惊叹。

嘉庆《义乌县志》曾有记载：东西水栅市声
闹，小镇千家抱水圆。如此生动的市井写照，形
容的便是过去市集的兴旺与繁荣。在交通不发
达的年代，佛堂人靠水开路，更靠船谋生。20世
纪八九十年代，最多的时候，500余艘船在码头
过夜，1000 多个扁担挑夫在这里讨生活。源源
不断的人流与船只，聚拢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气
与商机，饶有人间烟火气。

市井蒲川的烟火气
东风河古时便称为“蒲川”，古有诗词描述

“数里蒲川秀色浓，猗猗绿竹映重重”，讲的就是
东风河从老市基到大成中学这段老水街旧时竹
林郁郁葱葱，水巷古韵封存。水巷遗留的记忆除
了延绵的竹林，还有的就是水边的老埠头、石门
洞、邻水的商堂等等。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蒲川边的王蒲潭村村民
们喜欢在溪中嬉戏、盥洗。溪边有好几个埠头，村
妇洗衣洗菜，打水淘米全上这儿。孩子们喜欢在
这儿钓鱼、挖塘泥，俨然一幅悠然恬适的乡村景
象。据当地老人回忆，民国时期义乌江的木船能
撑进蒲川，在新南山的家用埠头上岸，也有在溪
边埠头修好的木船重新驶入义乌江，载着溪边一
家人殷切的期盼，驶往充满希望的远方。

后来，居民把贯穿此处六七米宽的东风河，
用水泥空心板盖住，不多久，窄窄的一条小巷
内，开出了100多间店铺，270余家经营户。逢年
过节，民间的草药、游医的膏药、补鞋摊、修锁
摊、裁缝铺、拉面馆、牙科诊所、坚果铺等等商铺
林立，这里也逐渐成了年货与日用品聚集地。

水运的畅通为蒲川带来了近30年的持续
繁荣。不过后来，蒲川因“脏乱差”经历了一段时
间的沉寂，直到2016年东风河整治，蒲川才得
以“脱胎换骨、焕发生机”。

而今，这条长约415米的蒲川水街，却汇聚
了许多特色与民俗，还与宗教文化起源有关。相
传，古时候，达摩为救被洪水围困的百姓而投磬
江。当地百姓为纪念的救世之恩建了“渡磬寺”。
由此，古镇因佛而建，后来香火日盛，渐成集市。
后人思源，集市遂名“佛堂”。为将佛之元素融入
水街造景，设计者以佛堂定名的典故为序曲，揭
开蒲川水街悠久的历史。这里，金莲的雕塑、百
子地灯、景观莲池以及九莲涌泉等元素，都展示
了佛文化的深厚。此外，这里还嵌入了卖货郎雕
塑、手工艺雕塑及竹制工艺品展示区等等，结合
当地民俗文化、非遗文化，体现了当地民居文化
氛围。

“去佛堂玩我更推荐夜晚去，这里的夜晚灯
光太醉人了。”当地人说。每到夜晚，老市基广场
的灯光通过“湖蓝光”塑造整条河道岸线，串联
起整个商业街区的夜景节点；雾森弥漫的莲花
池内，莲花随着音乐盛开，灯光亮起，喷泉涌现，
神秘而生动；“水兴百堂”处，灯光色彩塑造了古
色古香的韵味场景，游人集聚之时，雾森和激光
亮起，让人仿佛误入了“时空隧道”。

彩光、秀水、楼阁、庭院、祥云、宝莲、石幢、
翠竹……千变万化的水街样貌，似一面镜子，映
射出这里的历史人文与远去的民间故事。

“脱胎换骨”的蒲川魅力

宽敞又古典的戏台。

“水兴百堂”处云雾缭绕。

红灯笼挂满古建筑。

地涌金莲元素独特而大气。

特色铜像俏皮可爱。

水街上游人驻足嬉戏。

清澈的流水经过石桥。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近日，“浙南行”浙江画院近百件山
水画写生作品在七墨美术馆展出。

据悉，为贯彻落实“十四五”战略规
划，助推乡村文化建设，推进文旅融合，
浙江画院山水画工作室于去年10月21
日至 11 月 1 日进行了为期 12 天的主题
采风活动。画家们走进浙江南部龙泉、文
成、泰顺等地，深入生活，用自己的满腔
热情和手中的画笔记录并表达了对自然
造化的感受与热爱，创作了大量的手稿
和写生作品。

“以心目而成之”是中国画的传统特
色，需在写生创作中时刻以传统审美要
求自己的画面，并对自然景物进行提炼、
概括。此次展览充分体现了浙江画院山
水画工作室画家的所思所想，也体现了
他们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据悉，本次展
览将持续至3月20日，有兴趣的市民可
以前往一饱眼福。

“浙南行”浙江画院
近百件作品展出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日前，市文旅局联合南航汕头公司，
在巴中——义乌的航班上，举办了第 4
场“乘坐南方航空、畅游人文义乌”文旅
主题航班活动。

主题航班充分利用里程时间，滚动
播放义乌文旅宣传片，介绍鹅峰山、萧皇
岩、浦川水街等义乌美景，让旅客在航行
途中感受义乌多姿多彩的文旅资源。同
时，司乘人员与旅客一起分享义乌“十大
碗”等特色美食；讲述义乌的人文故事，
传播义乌的历史文化；开展互动分享赢
好礼活动。现场赠送了20张演出门票，
还有特色文创产品、消费优惠券等，让旅
客免费体验义乌文艺演出、旅游景点、特
色餐饮。

此外，市文旅局还联合市内星级
酒店，推出凭当日乘坐南方航空的机
票，在指定酒店入住可享协议优惠价
格。从坐上飞机，到在义乌期间的吃住
玩乐，市文旅局提供丰富的价廉物美
的文旅消费产品，让乘客沉浸式体验
奇妙义乌之旅，增进对这座城市的认
同感和亲切感，从而快乐生活在义乌、
安心创业在义乌。

来自平昌县的赵女士兴奋地说：“这
次活动，不仅让我们的旅途充满欢乐，更
是让我们了解到以前未了解的义乌旅游
文化资源，等到落地了，一定要去好好看
看、逛逛、吃吃！”

据悉，主题航班还助力复工复产工
作。新年伊始，市文旅局就率先在 2 月
5 日、2 月 11 日和 2 月 13 日的复工复产
专线航班上给初来义乌的 300 多名务
工人员带去了丰富的“文旅礼包”，让
务工人员人未至，心已往。有乘客在分
享时说，通过主题活动，加深了他对义
乌这座城市的了解，打消了很多顾虑，
对他更快地融入义乌的工作和生活有
很大帮助。

截至目前，主题航班活动已经举
办四场，该活动将持续开展 6 个月，陆
续覆盖巴中、银川、长春、乌鲁木齐、太
原、北京、西安等往来义乌航班，预计
将在“空中”向 40 万人次展开宣介，促
进义乌文旅消费提升，扩大义乌城市
的影响力。

空中义乌文旅
主题活动受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