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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本报讯 日前，苏溪镇党群
服务中心联合八方草堂书画培
训中心，面向苏溪镇居民开展

“翰墨同行，以书养心”书法公
益培训。

本次公益书法培训采用一

周一学的教学模式，共持续六
周，特邀八方草堂（苏溪校区）
的专业老师张无迹授课。开课
仪式上，张老师向学员们介绍
了书法的历史渊源、艺术特点
以及学习书法的重要意义。学
员们满怀热情，认真聆听，对学
习之旅充满期待。

苏溪镇开展书法公益培训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日前 ，“大美佛
堂”系列采风活动最后一站走
进佛堂古镇主景区。活动当
天，义乌市古今文学研究院骨
干成员与佛堂文联文学工作
者走进佛堂老街、蒲川水街等
著名景点，开展文学摄影采风
活动。

据悉，“大美佛堂”系列采
风活动由义乌市古今文学研
究院和佛堂镇共同举办，旨在

进一步深入挖掘佛堂人文底
蕴，吟诵佛堂自然风光，讲述
佛堂生动故事，传播佛堂社会
风华。该活动历时232天，采风
团成员先后走进倍磊村、云黄
山、双林寺、画坞坑、摇石里、梅
林村、寺前街村、龙溪村、田心
村、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
院、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
医学院等地，开展了14次采风
活动，共创作文学作品 150 余
篇、摄影作品300余幅，其中诗
歌100余首、散文50余篇。

“大美佛堂”
系列采风活动收官

▢ 全媒体记者 吕斌

本报讯 近日，由市摄影家
协会主办的 2024—2025 年义
乌摄影工作坊，在义乌市文化
广场开班。市文联、市摄影家协
会相关人员参加开班仪式。

作为摄协今年重点工作
“名师请进来，学员走出去”
系列活动之一，本期工作坊

时间跨度为半年，聘请中国
摄影金像奖获得者卢广为导
师，他曾先后三次获得世界
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奖，也
是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
影奖获得者。卢广导师将带
领学员，以义乌作为大背景，
聚焦义乌市场、美丽乡村、商
贸文化、中欧班列等主题进
行系统创作。

义乌摄影工作坊开班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摄

本报讯 近日，第十届南
北大学生围棋对抗赛在我市
落幕。

据了解，赛事由清华大学
围棋文化交流与研究基金、上
海外国语大学致远大学围棋
发展基金主办，金华市围棋协
会、我市棋类协会承办。所有
项目均由学生们自行选择并
制定规则，并通过新的花样来

增加比赛的趣味性。除了传统
的 9 路、13 路棋盘比赛及重头
戏队际赛外，相谈棋、电竞围
棋等项目让近百名参赛者玩
得十分尽兴。

南北大学生围棋对抗赛于
2014年首次举办。经过不断发
展，参赛范围逐渐扩大，成为一
项全国性的大学生围棋交流活
动，进一步加强南北高校围棋
爱好者之间的交流，促进围棋
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本报讯 近日，“农商行杯”
北苑街道居民书画大赛作品
展，在北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开展，吸引了众多书画爱
好者、社区居民以及文化界人
士前来观展。

展览现场，既有气势磅礴
的山水画，也有遒劲有力的
书法作品，还有充满童趣的

儿童画，充分展示了居民们
对书画艺术的热爱和追求，
也体现了他们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

据悉，本次大赛共征集了
254 件作品，经过专家团的评
审，最终评选出书法和绘画一
等奖作品14件、二等奖作品28
件、三等奖作品 45 件、特邀作
品23件。此次展出的除了获奖
作品，还有40件入选作品。

北苑街道居民书画大赛
作品展开展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文本资料类老物件，是这次入选最多的类
别。“年纪”最大的一份，来自清康熙年间的《义
渡公约》——记录佛堂“千年古镇、百年商埠”的
实物证明。

这张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义乌洋滩渡
《义渡公约》长56厘米、宽5厘米，纸质，墨笔楷体竖
书，字体秀气工整。公约距今已有350多年，泛黄的
纸张上，娟秀的楷体字清晰可见，还盖有满、汉两种
文字篆刻的“义乌县印”。

《义渡公约》概述了义渡的来由。廿三都洋滩渡为
义乌县南通衢。廿四都丁我明，每年春夏撑船摆渡，秋
冬架设浮桥，以方便行人。丁我明病故后，其子丁上辛
捐出三亩九分田产供养艄公，由贾尔俊、贾奇德等5人
打理事务，由德水寺僧人保管船只、粮食等物。

公约订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五月。当时，贾尔
俊谢世，义渡资费捉襟见肘。为了将义渡事业发扬光
大，贾明之、吴瑞卿、丁上辛、贾长延、贾奇德等人经
过商讨，再次明确了管理职责。丁上辛又捐出七斗田
以充资费。造船、架桥、田租等一切事务由贾明之等
5人料理。但对于义渡资费为何出现短缺，公约没有
明示。“《义渡公约》写下的，是这段历史中古镇几代
人的一份善意。”该老物件的推荐人何慈旺说。

“洋滩渡是旧时义南人民出行的一处重要渡口，
洋滩渡的相关文字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后
期。”佛堂镇作协主席王春平告诉记者，根据康熙《义
乌县志》的记载，古时候义乌南江又叫洋滩江，所以
洋滩渡就在现在的南江上。这份《义渡公约》一定程
度上印证了水运时期佛堂古镇的优越地理位置，见
证了这座千年古镇的历史繁华。

佛堂老街上的“名铺子”，在这次的文本资料中出
现了很多次。佛堂古镇历代经营者精明的头脑、杰出的
才能、务实的经营作风，都藏在了老物件的字里行间。

沈太和是佛堂古镇最早的中药批发、零售店，也
是一家知名的老店。这次征集到的其中一个老物件，
是一张他们家的老中药处方。“我也姓沈，但不是他
们的后代，收藏到这个药方纯属巧合。”推荐人沈财
兵介绍，“沈家几代人擅于经商。到了第三代沈宪麟，
沈太和药堂不但在义乌中药业首屈一指，而且东阳、

永康、金华、浦江等县中药店均有人前来批发。”
为了保住金字招牌，沈家人坚持从上海、杭州等名

药店进货，还独家研发了不少药品和补剂。有资料记
载，沈太和药堂全盛时期，雇工多达20余人，全年营业
额高达10余万元。

另一份征集到的大铺子资料，则是来自佛堂镇的
三星百货公司在1951年时的股东名册和经营情况，这
是佛堂人“买买买”的真实记录。佛堂镇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家百货公司在1950年办理工商业登记，当
年领取营业执照时资金为8426元。这一年，因为管理
得当，该公司店面从两开间扩大到四开间，成了全县规
模最大的一家百货店。

义乌藏家、乌伤会馆馆长王圣庆此次报名的老物
件，是一张十分特别的文书——1950年的“佛堂乡正
乡长委任令”。这张委任令里，写着浙江省义乌县人民
政府为佛堂乡任命了新的乡长，照片、红章、日期清晰
可见。

王圣庆告诉记者，2014年他收藏这张委任令时，
一开始还有些疑惑。“我是佛堂人，从事收藏工作20多
年，看到上面的‘乡长委任’愣了一下。因为在此前接触
的历史文献中，佛堂在行政区域称呼上从古至今都叫

‘镇’，‘乡’从何而来？于是，到处咨询、打听，追寻这段
历史的出处。”

“几经努力，我打听到有一位88岁的老前辈曾经
在佛堂镇政府上班。”王圣庆说，“老前辈介绍，新中
国成立后，佛堂镇有一段时间改称为佛堂乡。但时间
比较短，1951 年后就重新改为镇。老前辈也很惊讶，
这段只有几个月的历史还有一张这样的文书记录，
非常有意义。现在大部分佛堂人，都不知道佛堂曾经
被称为佛堂乡。”

文献中，还有两张佛堂人的“个人成长”证书，分别
是1953年义乌县张宅乡（当时资料上的行政名）人大
代表张世照的《当选证书》以及1958年王兰香的一张

《识字证书》。两份证书保存得很好，连边缘磨损都很
少。“这张人大代表当选证书，是佛堂人民当家做主的
见证。而这张识字证书是王兰香在41岁时拿到的，是
国家扫除文盲阶段的时代见证。这些老物件对佛堂人
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佛堂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字里行间记录古镇繁华

横跨350多年 浓缩人文历史

老物件开启佛堂古镇“时光宝盒”
从9月25日至10月10日，佛堂镇人民政府发起有奖征集，通过寻找佛

堂古镇的“老物件、老照片、老故事”，再现古镇瑰宝、生活影像、岁月故事。
佛堂人民积极响应，取得了良好效果。经过一个月的征集，67件横跨350多
年、浓缩佛堂古镇人文历史、商业故事的珍贵“时光宝藏”汇聚一堂。在最终
的评比中，三星百货票证、佛堂镇人代会代表证明、丁顺昌商行墨印银元、

三益瓷庄瓷盘等11件老物件，上榜此次活动的获奖名单。
这些老物件“会说话”，它们有的是佛堂古镇历史重要节点的见证实

物，被一代又一代佛堂人接力保护；有的是商业经济脉络的缩影，曾经随
着码头、水路去向远方又回到故土；还有的是佛堂人房前屋后的日常生活
物件，镌刻着一段真实又温暖的幸福时光。

此次评选中，实物类老物件也是比较多的类别。
“体格”最大的，是一块清代的牌匾——清乾隆年间
（1771年）佛堂著名诗人王元庚书写的“爽沃宸昇”。
这块牌匾，现保存在佛堂古建筑信顺堂中。牌匾中
的四个鎏金大字，端庄厚重，遒劲有力。虽然经历
了 250 多年的漫长岁月，牌匾却依然保存完好、金
光暗露。

推荐人王军介绍，信顺堂原本坐落在佛堂老街
的南头，是凤林王氏青口派东王支派的祖居地。信顺
堂历史悠久，是一幢“宫”字形的江南格局古民居建
筑，建于明朝晚期，竣工于清乾隆年间，倾注了祖父
王文彩、儿子王守发、孙子王国翰祖孙三代人80多
年的心血，是佛堂古民居建筑的瑰宝之作。2006年，
信顺堂被义乌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建筑。

“村民们对信顺堂都很有感情，村里曾经以全
村村民按手印的方式来保护这座明清古建筑。”王
军说，在多方努力下，信顺堂整体建筑被迁到了佛
堂古民居苑内，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得知这
次征集活动，他就为牌匾报了名，希望更多人知道
信顺堂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征集活动中有一块佛堂新
安会馆的青砖。“这块青砖，见证了佛堂古镇的商脉。”
王春平介绍，佛堂因水而兴，明清以来，一直是义乌的
商业重镇，到了民国时期，佛堂镇则被誉为浙东四大
重镇之一。新安会馆，是佛堂商业的重要见证。

会馆是让商人们歇歇脚，联乡谊、通信息的地
方。新安会馆是一幢两进的大宅子，粉墙黛瓦，有5
个大开间。整幢房子雕梁画栋，非常精美。以前，在佛
堂做生意的核心商队，除了本地人还有徽州、绍兴来
的商人。佛堂镇就在老街的繁华地段，修建了新安会
馆和绍兴会馆供他们休息。

王春平说，1929 年，民国政府为发展带动浙江
西部经济，开始修筑杭州至江山的“杭江铁路”，作为
浙赣铁路的一段。铁路建成后，于1931年通车，带动
了浙江商贸和运输的迅速发展。但水路航运业进入
了衰退时期，曾经繁华的新安会馆逐渐闲置，直至破
败。2018年一场大风雨后，新安会馆遗憾倒塌，后来
又进行了拆除重建。他保留下了废墟里的这块青砖，
这是佛堂商业史的实证。

活动中，一枚带有墨印的银元也吸引了众人的

目光——这是一件来自佛堂古镇丁顺昌商行的老物
件。“民国时期，钱庄或银号有在银元上盖墨戳的习惯，
叫作‘加盖墨戳’。这是票号、钱庄、府库等鉴定真伪和
成色的常见手段，昭示银元的质量过关，同时也对商行
有一定的宣传作用，像一个小广告。”王圣庆说。

据王圣庆介绍，2009年，他在上海一位藏家的分
享中看到了这个老物件，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佛堂古镇
的老物件。之后每一年，他都问上海藏家可否割爱，足
足用了10年，终于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在2019年买
到了这枚银元，把这段属于佛堂的历史留在了佛堂。

实物类老物件中，还有来自清末的佛堂老街信元
鹿号的银簪和银福摆件，体现了清末佛堂老街上银楼
精湛的制作工艺。此外，佛堂三益瓷庄出品的山水多用
瓷盘和瓜果瓷盘，同样制作精美，尤其是画着南瓜、白
菜和萝卜的圆盘，风格淡雅，手绘生动，活灵活现地展
示了佛堂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片段。“根据我的观察，这
件瓷器应该来自景德镇。佛堂古镇历史上是没有瓷窑

的，是佛堂商人请景德镇的商人代工后，进货过来售卖
的。”王春平说，这也反映了佛堂老街发达的商贸文化
以及当时佛堂人民富裕的生活。

此次征集的老物件还有很多，例如关于记录20世
纪90年代佛堂全貌、晓联生产队等的老照片。

“近代佛堂的经济文化，在义乌文明发展史上拥有
灿烂的一页，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去了解和发现。”佛堂
镇工作人员表示，这次征集到的老物件，都完成了数字
化的记录和整理，它们是佛堂流动的历史、一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值得挖掘、总结、继承。

据了解，此次老物件征集活动也是今年佛堂“十月
十”系列活动之一。佛堂镇将陆续开展“佛堂请你来入
戏”“舌尖上的古镇必吃榜”评比等活动，迎接佛堂这场
民俗文化盛会。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文/图

百年物件见证佛堂历史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近日，稠江街道兴
业社区举办了一堂交通安全知
识课，吸引辖区一些少年儿童
到场参加。

活动伊始，来自青少年公
益课堂的交通安全讲师以通俗
易懂的语言，就一些交通安全
知识进行宣讲和普及。随后，现
场以视频播放的形式就常见的
交通事故案例进行分析，提醒
大家日常出行中务必要注意相

关细节。
到了绘制交通安全标语手

举牌环节，孩子们被分成数个
小组，以组别为单位开展创作。
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
力，将刚刚学到的交通安全知
识融入手中的画笔。

最后，小朋友们化身为
“小小交通安全宣传员”，在
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手
持自己亲手绘制的标语牌，
走街串巷，向过往群众宣传
交通安全知识。

交通安全知识课堂进社区

第十届南北大学生
围棋对抗赛在义落幕

佛堂人大代表当选证书。 信顺堂“爽沃宸昇”牌匾。

《义渡公约》。

新安会馆旧照新安会馆旧照

三益瓷庄瓜果瓷盘。

会馆青砖会馆青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