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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稠城街道银苑社区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新年庙会活动。

现场，浓浓的年味扑面而
来，风华艺术团成员首先登台
亮相，带来走秀、唱歌、戏曲、道
情、乐器合奏等节目，一群活泼
可爱的小朋友则演绎了一个个
充满童趣的舞蹈节目。除舞台

表演外，银苑社区还联合辖区
共建单位、社区合伙人设置了
多处摊点，包含理发、按摩、配
钥匙等多项便民服务及交通安
全、反诈宣讲，另有福字拓印、
写春联等多项应景活动。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通 讯 员 贾 琰 摄

新年庙会闹盈盈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从市委党史研究
室获悉，2025年《义乌丛书》编
纂项目申报工作已开启，欢迎
熟知义乌市情、长期关注义乌、
研究义乌的个人、高等院校、部
门及研究机构积极参与。本次
申报工作面向全国专家学者及
社会各界人士，截止时间为 2
月28日。

据悉，《义乌丛书》是我市
整理地方文献、研究地方发展、
传播优秀文化的一项新时代文
化工程。2025年编纂项目选题
广泛，涵盖五大方面：文史普及
丛编，即编纂出版文史普及读
物，包含红色义乌、品质义乌、
文创义乌、丝路义乌、义乌兵故
事、名人故事、传说故事和风物
特产八个系列；学术研究丛编，
即围绕义乌“古”“今”“人”“文”
等方面的学术专著，包含区域
风情、史料稽考、族谱研究、当
代研究和名人研究五个系列；
往哲著述丛编，即以古代典籍
抢救性保护和近现代名人著述
系统性搜集整理为主，包含影
印、点校和编纂整理三个系列；
史志文献丛编，即以镇（街道）
志、村（社区）志、部门志、行业

志、影像志和各类专业志书为
主，开展民间谱牒文献资料摘
编，编纂党史、地方志和乡愁
记忆文丛，包含村镇志书、名
人年谱、口述史、行业史志、人
物评传、民间文化、文史文物
和金石艺术八个系列；商贸文
化丛编，即整理编纂义乌市场
及商贸原始文献史料为主，包
含商史、商人、商圈、商事和商
务五个系列。

“完成时限一般为 1 年至
2 年，重大编纂（系列）项目完
成时限不超过 3 年，最终成果
形 式 均 为 可 公 开 出 版 的 著
作。”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
责人介绍，项目负责人自行选
择编纂项目内容，设定具体编
纂内容和框架进行申报，可以
按系列多册组合，也可以单册
申报。

申报时，应按照要求填写
《〈义乌丛书〉编纂项目申报表》（可
从“义乌史志”微信公众号下载），
A4纸双面打印，经责任单位审核
盖章，统一寄至《义乌丛书》编辑
部（义乌市丹溪北路699号，行
政五号楼，党史研究室3012B，联
系电话：0579-85520883）。相关
材料电子文本请发送至信箱：
ywcsbjb@163.com。

2025年《义乌丛书》
编纂项目开始申报

昨日，廿三里街道金麟社
区开展“金蛇贺岁 巳巳如意”
年俗嘉年华活动。

活动现场设有美食街区、
舞台表演、公益集市、年货摊
位等。“爷爷，给我做条小金

蛇吧！”在糖画区域，大朋友、
小朋友体验现场教学互动，
感受不一样的“年味”，每个
角落都弥漫着农历新年将至
的快乐。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摄

探寻年俗年味

近日，后宅街道金城社区党
委联合义乌市营养师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湖畔森尼幼儿园，共
同举办“萌宝辅食记”活动，通过

亲子互动给家长普及科学喂养
知识，提升育儿技能。图为家长
与孩子一道参与辅食制作。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图

亲子共制美味

义乌是古越国之地，自古文
教昌盛。文化沃土，地灵人杰，名
人辈出便是顺理成章之事。此行
走访其故居的陈望道、冯雪峰、吴
晗三位义乌籍名人，其中冯雪峰、
吴晗还在开国大典时登上了天安
门城楼，三人的不寻常经历与时
代脉搏同频共振，令人荡气回肠。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一听
到或看到这句话，便会情不自禁
地想起陈望道。这句话既生动再
现了陈望道于1920年2月至4月
间在义乌分水塘村家里的柴房中
用破门板搭建的书桌上翻译《共
产党宣言》时的专心致志，也道出
了他不懈追求真理的心驰神往。
因为他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
全译本翻译者，所以毛泽东和周
恩来都自称是他的学生。

1975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
周总理见到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
道时，关切询问“《共产党宣言》最
早的译本找到没有？”陈望道遗憾
地摇了摇头。周总理感叹：“这是
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
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心病啊！”幸运的是就在
那年秋天，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
大王镇刘集村一位名叫刘世厚的
老党员，将一本小册子交给了广
饶县博物馆，而这正是周总理在
找寻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

本。现《共产党宣言》首版中文全
译本在全国仅发现12本。

著名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
冯雪峰（1903年—1976年），出生
于义乌赤岸神坛村。“忍耐是不
屈，而愤怒是神圣，顽强简直是天
性！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爱。”冯雪
峰的一生，都在义无反顾地追求
光明与爱。1927 年，才 20 多岁他
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左
联”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
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
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冯雪峰系统地翻译
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是“第
一个用力最勤、收获颇丰的人”，
译著达 100 多万字。冯雪峰是走
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少数文
人之一，毛主席曾在一次作战总
结会上，点赞了冯雪峰“谁说书
生不会打仗？书生也能上战场，
雪峰就会打游击……”在冯雪峰
故居二楼，依然保留着他曾用过
的桌椅、床、书箱等物品。1937年
12月至1941年2月，他就在这里
创作了反映红军长征题材的长篇
小说《卢代之死》。

吴晗（1909 年—1969 年）出
生于义乌吴店苦竹塘村，其父
是秀才，家教甚严。他童年早
慧，六岁时，父亲宴请客人，客
人想考考吴晗的才学，吴晗随

口而出：“桌中无菜市中有，饮
酒何必杏花村。人人谓我读书
好，吾谓耕者比我高。”自此,少
年吴晗便有了“立地成诗”的美
誉。吴晗在明史方面的研究，至
今无出其右者。

吴晗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
优秀的民盟领导人、著名的社会
活动家和忠诚的革命战士。走进
吴晗故居，一眼就可以看到彭真
1983 年题写的碑文，上书“吴晗
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
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
主义者转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
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
明大道”，这可以说概括了他人生
的主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义乌
深厚的文化积淀，为现代中国
的教育界、文艺界和史学界奉
献三位文化巨匠，同时深刻影
响义乌人的创新创业。义乌人
还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丰富的
红色资源创设红色文化品牌，
激发蕴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
感共鸣点，通过打造兼具知名
度与现代感的红色文化地标，
深入布局“红色文化+农业+餐
饮+研学”观光旅游带，不断擦
亮的红色系列文化品牌，让三
位名人的精神在时间长河中绵
延不绝，焕发新的生机。

红色密码：百年荣光

从小县城到世界小商品之都的“义乌密码”
▢ 金菊爱

近日，一个偶然机缘，我来到

1979年去杭城求学路过时第一次

认识的小县城、如今的“世界义

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义乌奇迹

般崛起背后的“神奇密码”。

义乌经商历史悠久，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鸡毛换糖”早已成

“鸡毛飞上天”，但因一直只是旁听

者和远观者，对义乌的印象更多停

留在大市场上。这次义乌之行，缘

于“义乌通”和义乌同学同行，对义

乌的观感和理性认识都有了一个

巨大跃升。

此行先后走访了桥头遗
址、佛堂古镇老街、双林寺、黄
山八面厅等义乌文化IP。

如果说，“良渚文化”把中
华 文 明 史 的 地 平 线 拉 长 至
5000年，那么“上山文化”则把
这条世界仅存的文明史地平
线又径直拉长了一倍。作为上
山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位于
义乌城西街道桥头村的桥头
遗址于 2012 年开始为世人所
熟知，其中有大量的稻作遗
存、陶器、石器，有东亚最早
的完整环壕遗址，还有世界
上最早的彩陶、最早的酿酒
工艺以及迄今为止发现保存
完 整 人 骨 架 的 浙 江 最 早 墓
葬，也因此入围2019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可见，
义乌今日的发达并非空穴来
风，先人勤劳智慧的基因早就
在“穴”里了。

老街位于佛堂镇，此地因
佛而名，因水而商，因商而盛，

历史文化底蕴甚为浓厚，享有“千年古镇、清
风商埠、佛教圣地”之誉。在老街，一条 2000
余米一贯而终、被踩得圆滑发亮的石子街，留
下斑驳记忆的新华剧院，展陈国家级非遗红
糖制作过程和技艺的红糖文化艺术馆，粗壮
的主干在空中温柔相拥的两棵200多岁老樟
树等，让人在悠长的时空隧道中来回穿梭，不
知今夕何夕。

来到坐落于佛堂镇云黄山的双林寺，正
值中午时分，阳光正好，天朗气清。双林寺由
傅大士始建于南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
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在北宋高光时刻，曾拥
有僧舍1200余间、僧尼2000余人，拥有“震旦
国中，庄严第一”“天下第三，江浙第一”等殊
誉。其至暗时刻则是曾被彻底拆毁。1997年，
一座比杭州灵隐寺还高出1.6米的双林寺大
雄宝殿屹立于云黄山麓。2024 年，双林寺基
本完成配套景观工程，逐步重现往日辉煌。

我此次走访了位于义乌上溪镇黄山村的
八面厅（因内有八处厅堂而得名），八面厅由当
时富甲一方的火腿商陈子寀与其孙陈正道建
造，始建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历时17年
落成。八面厅最令人称奇之处是其建材取精用
宏，所需大木如榧木、梓木、银杏、栗木、香樟等
名贵珍稀木种，都从严州三都购得。满堂雕的
厅堂犹如一幅恢宏的幕布，远自蛮荒时代的神
话，近至生活中触目可及的劳动场景，极尽雕
斫之工、镂刻之美。来自上海的建筑师赵晶鑫
称之为“最美古建筑”“中国版的阿尔罕布拉
宫”。2001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说，当年陈氏家族曾经五世同居，上百
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如此庞大的家庭，靠什
么来维系一家之雍睦呢？在正厅通南北跨院
台门上首的青石匾上，有“规环”“范月”题书，
南北边廊天花上雕有代表清白家风的青蛙白
菜图以及中路建筑中反复出现代表清廉、和
谐寓意的图案，想必这是陈氏代代传承的训
诫。恪守规范，堂堂正正为人，清清白白做事，
才能立于天地之间，日月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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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人经商，早在千年前就
开始了，而小商品市场发展，应在
20世纪80年代。此行走访的国际
商贸城进口商品馆、江北下朱村、
李祖村和义乌植物园，皆是创富
的典范。这里的“富”，既指物质财
富，也指精神财富。

义乌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
元前 222 年）置县。20 世纪 80 年
代以前，义乌一直是一个相对落
后的农业县，“一条马路七盏灯，
一个喇叭响全城”就是当年真实
的写照。从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到
举世闻名的世界小商品之都，义
乌仅用了四十来年时间。2023
年，义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9.3 万余元，连续 17 年
位居中国县级市第一。

从街头摊位到如今的第六代
全球数贸中心，义乌国际商贸城
一头连着 2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头连着210多万家“中国制造”
企业，连续33年雄踞全国专业市

场榜首，平均每天有3000万件快
递从这里启程奔赴全球各地。

徜徉在国际商贸城进口商
品馆，但见世界各地的精品琳琅
满目、应有尽有。“逛完进口馆就
等于逛遍了全球”，同行者感慨
连连。

这座充满创富机遇的城市自
然吸引了无数的“新义乌人”。火
爆的商业贸易又带动了旅游业和
地方文化的繁荣，在全国最受游
客欢迎的县域旅游目的地中，义
乌位列第二。

“万国美食天堂”是义乌“吸
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走在义
乌街头，日韩料理、中东菜、非洲
菜等，多得数不过来。有个义乌
朋友说，他们每次回义乌都要去
土耳其餐馆订餐，但一次也没订
到过。显然，在义乌，中国人把生
意做向世界，而外国人则把生意
做到了中国。

有着 500 多年历史的李祖

村，曾是“看不到希望”的“水牛
角村”，现在已成为吸引 260 多
名农创客入驻的“创客村”，村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3.8
万元增至2023年的6万元，还获
得了全国文明村等多个国字号
及省市级荣誉。江北下朱村，更
是创造了一天销售额上亿元的

“神话”。
城在绿中、道在林中、房在

园中、人在画中，2021 年 2 月开
始对外开放的义乌植物园，因
城而生，顺“市”而为，是义乌市
合理利用自然条件改造自然的
智慧体现，也是义乌这座城市
文明建设水平的象征。几年间，
这座“有地可耕、有识可学，有
道可健、有景可观，有场可闲、
有乐可寻”的综合性城市公园，
已成为义乌人闲暇生活的又一
个家园和乐园。

“世界义乌”，有文化，有风
骨，爱拼，亦爱生活！

创富密码：四秩荣华

义乌植物园义乌植物园

双林景区双林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