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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摄

本报讯 9月10日，由市文旅局、雅育集团主办的“雅
宋风华”宋韵文化体验式展览在市非遗馆开幕。

此次共展出 30 余件珍藏级宋代器物，涵盖宋代建
盏、茶器、香器、砚台、砚滴等文房器物。场景布置有《文会
图》《听琴图》《撵茶图》等宋画场景复原，其中《文会图》描
述的是北宋年间文人雅士雅集斗茶品茶的场景，桌上布
置有茶器、茶食等，广大市民身临其境体验宋式风雅，与
古人跨时空对话。现场还特邀茶筅非遗传承人，为广大市
民讲解一把宋式茶筅的18道工艺，宋代点茶对日本茶道
的影响，追根溯源，让大家在体验中共同参与非遗保护、
共享非遗保护成果。

在活动现场，非遗文化变得“触手可及”，观众可以通
过亲身体验的方式，沉浸式了解非遗。现场还设有宋代文
人香、宋代点茶、古琴、活字印刷、剪纸、南宋古法糕点等
体验馆，让人感受宋韵文化的魅力。

“雅宋风华”宋韵文化
体验式展览揭幕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2022年第二期文化馆“蒲公英”线上直播课
堂昨日正式开课。

据悉，本期线上直播课堂开设了书法、绘画、舞蹈、声
乐、古筝、笛子、形体瑜伽等7门课程。上课时间是9月12
日—11月4日，每门课程每周两次，共16次课，节假日照
常。具体时间如下：广场舞班为周一、三（19：00-20：30）；笛
子班为周一、四（19：30-21：00）；古筝班为周二、四（19：
30-21：00）；成人声乐班为周二、四（19：00-20：30）；成人
国画班为周三、四（18：00-19：30）；舞韵瑜伽课为周五、日
（18：00-19：30）；成人书法班为周一（18：00-19：30）。

上课前老师将会在群内发布群直播视频链接，点击
进入后即可参与学习。每个直播间都会安排一名监课老
师，负责监督管理直播过程中的相关情况。

“蒲公英”
线上直播课堂启动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文旅局获悉，2022年民生实
事“花开四季”公益课堂（秋季班）将于9月17日开课。

本次课堂开设了少儿科学实验、少儿书法、少儿乐器
（钢琴、竹笛、古筝）、特色跨界生长阅读、传统非遗剪纸、
亲子陶艺、艺术普及、少儿体育等诸多课程。预设56个班
级遍布全市 14 个镇、街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农村文化礼堂、悦读吧、社区文化家园及全市公共文
化场馆、体育场所，丰富多彩的课程让孩子们能够自由选
择，畅游于艺术的海洋中。

为打造文艺高层次精品课堂，本学期将开设中国舞、
声乐等特色课程，由浙江省艺术院校专业教师授课；同
时，课程大胆尝试跨学科教学与多课程融合，将各学科元
素融合一体，引导学生运用各种阅读策略，借助各种阅读
形式，有效拓展读写训练，达成“整合·协同”的跨界生长
阅读新样态。此外，2022年民生实事“花开四季”公益课
堂经过整合调整，延续暑期班亲子陶艺课程，在增进亲子
情感之余，让孩子们感受中国陶瓷文化。

从文旅融合到宋韵非遗再到大师课堂，“花开四季”
公益课堂不断延伸公共文化的服务触角，提供更多优质、
多元的文化服务，创新精准对接的供需机制，全力为百姓
送上文化大餐。

“花开四季”公益课堂
秋季班本周开课

翠袖红裙，青丝白褂，柔风轻轻，花香满满。近日，
“汉服文化”走进森林实验幼儿园。孩子们穿着汉服，身
佩美饰，手持花灯，在操场上吟诵经典古诗、欣赏花灯
走秀，在教室里投壶、插香球，于古风古韵中领略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 通讯员 吴玉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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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香球插香球

暮色斑斓，青苔横生。赤

岸镇三丫塘村有个有趣的景

象，这里的老房子均以石头打

地基，以泥土构塑墙面，老房

子建在高低不平的小土坡上，

呈现出一幅鳞次栉比、弯弯绕

绕的乡村建筑胜景。在这里，

你会从村间石头房子中感受

古香古色，也会在充满现代风

格的文化礼堂中汲取人文气

息，更会在村民的谈笑风生中

了解村庄历史。

礼堂印象

每个村都有老房子，但三丫塘
村的老房子特别多。沿着文化礼堂前

的村道走去，10多幢古厅堂令人叹为观
止。掉色的白墙和残缺的石阶，吱呀作响的

木门和拥挤的窗台，都述说着这些老房子历
经的时光。有的老房早已人去楼空成为危房，
有的老房却被加固修缮，依然有人居住。厅堂
里面还有厅堂，石子路变成了水泥路，蜿蜒的
村道上，数不清的老房子在流年里等待归人，
等待新故事的发生。

据朱跃钢介绍，三丫塘村从很多年前就
落实了环境整治工作，并在2015年获得金华
市文明村的荣誉称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所
以，即便走到最破旧的老房子前，四周也是干
净清爽的。

此外，村内还有4处特别的老房子——泰
祠。每天傍晚，村里老人都喜欢踱步前往泰祠，
也就是如今的三丫塘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打
牌唠嗑。这栋泰祠在历经几次翻新后，已变得
清凉无比，是村里老人们的最佳娱乐场所。一
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要天气晴朗，整个村庄的
人们都喜欢漫步到此，或站着或坐在石板上，
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清末之时，新学初兴，泰祠便作为三丫塘
村新学堂之所。村里去邻村聘请了一位有名

的“秀才”来当教书先生，由学生家属各自出自
付薪给先生。民国后，泰祠上下两进，便正式成
为村里的学校所在地，泰祠正门挂名书写了三
丫塘村校之校名。一直到村里另选庙后地基，重
新创办了土木结构的新校园，泰祠才算走完了
办学的历史使命。该校园设有5个教学室，一个
老师办公室，一个储藏室。

上世纪80年代，泰祠又成了村里的老年之
家。此后，泰祠正门屡次粉刷翻新，这里仍然是村
民最喜欢的玩乐之处。如今，村民委员会十分重
视泰祠的修缮工作，曾几度换梁、盖瓦、翻新，排除
安全隐患，安排好每天晨开门晚锁门的值班人
员，让大家可以安心玩乐。

三丫塘村位于西海精品线的末端。经过一
系列的实地调研、招商引资、政策扶持等，今年
6月，村里的豆豆乐园农业项目合同签订完成。

“这个项目是以豆文化为基础的，旨在通过豆类
农产品的种植、科普、研学，打造一个豆豆基地，
吸引更多人前来游玩体验。”朱跃钢介绍。

沿着西海精品线一路南下，山水摇亲子运动
营地成为塘边村文化礼堂的亮点项目；龙山景区
与八石村文化礼堂共同助力村庄共富；雪峰文学
馆的建设，将为神坛村文化礼堂添彩；而今，豆豆
乐园农业项目，也将成为三丫塘村文化礼堂不可
或缺的元素，在西海的稻浪中持续飘香。

“老房子”等待着新故事

秋风送爽，乡野飘香。三丫塘村地处义乌
市南面义武线沿线，沿着义武公路驶去，穿过
一片碧绿的稻田，远远就能看到三丫塘村口
立着一个红色凉亭，凉亭周围绿树成荫，与蓝
天绘成一幅多彩的油画。这里春天山花烂漫，
夏天凉爽宜人，秋天暮色温暖，冬天蜡梅飘
香，是人们游玩的好去处。

“我们村就是老房子多，文化礼堂建在老
房子之间，虽然门面不显大，但五脏俱全。”三
丫塘村党支部书记朱跃钢说。在村中间一条
水泥路前，三丫塘村文化礼堂的门面崭新而
古朴。“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集大成
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礼堂内庭明伦堂两侧

的对联振奋人心，颇有一种带领全村才子
开蒙治学之风。

“这里以前是先辈建的新祠堂，
倒塌后一片破败，后来才建了文
化礼堂。”朱跃钢说。记者了解

到，早在新中国成立时，村里就建了一所“新
祠堂”，此后数十年间，这所新祠堂虽归村集
体所有，然历年来没有专人负责管理，历经风
雨沧桑。后来，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派败瓦颓
墙、不堪目睹的景象，甚至到了不可修缮的地
步，祠堂中的雕梁画栋、珍贵雕件也被偷盗者
洗劫一空。后来，这所山盆紫阳朱氏派孙三公
所建的新祠堂，这所起势壮观的美好建筑物，
最终坍塌。

有些伤痛追不回，但有些过错可以弥补。之
后，三丫塘在任村两委干部列出了村里的建设
项目，并呈报给赤岸镇人民政府批准。2018年，
村里一所具有古朴风格、展现现代化气质的建
筑物——三丫塘村文化礼堂建成。崭新的木漆、
干净的外墙、详细记录的村史村情等，都展现出
时代的变化。“我们在新祠基地之上建礼堂，既
保留了老式风格，又增加了多彩元素，为祖先增
添了光彩熠熠的一页。”朱跃钢表示。

“残垣”上建起新文化礼堂

三丫塘村文化礼堂：

西海精品线上的新星

文化礼堂明伦堂。

三丫塘村文化礼堂。

文化礼堂精雕的屋檐。

村口的红色凉亭鲜明耀眼

泰祠。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汉服生诗韵 文化润童心

一排古厅望不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