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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乐山 摄摄

◆朝花夕拾 吴 格

◆吴风越俗 三 川

说到葡萄紫时，便会想到“暮山紫”。这三个
字来源于王勃的《滕王阁序》，“时维九月，序属
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于天
边看到这般色彩时，是初冬，彼时，我坐在班车
上，无所事事，眼睛透过玻璃窗看向窗外，淡淡的
紫色停泊在地平线上，仿佛一位智者，正在思索
着什么，端穆，凝然。比之于暮山紫，葡萄紫显然
要明媚一些、醒目一些、饱满一些、热烈一些。如
果说暮山紫相当于老者，那么，葡萄紫则是年轻
人，一腔热血在胸膛里激荡着，要找个去处，找个
突破口，或者说找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地方，实
现凌云之志。

马奶子葡萄、阳光玫瑰葡萄，都是青皮。而我
所认可和喜爱的葡萄还是那种有着紫色外皮的。
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说到葡萄，眼前浮现的景象便
是这种紫皮葡萄，仿佛只有这个才是葡萄的正宗
和本源。

一个夏日周末，去好友程大姐家玩。她家住一
楼，让人羡慕的是她家的院子，足有200平方米，
里面种满了茄子、青椒、瓠子、黄瓜、苋菜、西红柿、
南瓜，还有葡萄。一串一串的紫葡萄吊在搭得高高
的棚架上，菜园里高高低低错落有致，一派清新明
媚的田园好风光。院子里有一口井，午饭毕，我们
从井里泵水上来洗手。从葡萄架上葳蕤的叶丛间
漏下来的阳光，落在我们的身上，开出一朵一朵的
花。那些花，纷繁绚丽得如同漫天星辰，极尽光华
灿烂。

葡萄一串串地吊在支架上，最是好看，那是一
种天然去雕饰的艺术气质，从枝条上摘下来，随手
放在篮里、盆里、碟里，便让一间屋子刹那间有了
生气、有了活力、有了光辉。成熟的葡萄，颗颗珠圆
玉润，清洗干净，以手撕掉皮，或者直接丢进嘴里，
再以牙齿和舌头配合着去掉皮，剔掉籽，轻轻咬碎
咽下去，那感觉，又甜蜜、又润泽、又丝滑。

葡萄不仅好看，也最是入画，一代代名家都画
过它。据说齐白石晚年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自家
的菜园，为葡萄、丝瓜、花生等瓜果除草施肥，回家
后，再从不同的角度画出一幅幅葡萄。纸页上，藤
条、叶片之间，一串串葡萄，晶莹剔透，仿佛一串串
紫色的明珠。他笔下的葡萄不限于紫色，还有青
色、灰色、蓝色、粉色、墨色、朱砂色，正所谓颗颗明
珠啊！

小小的葡萄里，也是暗藏着文化的。譬如绕口
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譬如常用俗语：吃不到葡
萄说葡萄酸；譬如民间流传的美好寓意：葡萄籽
多，意指“多子多福”。多年前，瞿琮作词、施光南作
曲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唱响大江南北。那时
候，我尚且在读小学，就已经能哼上几句。“吐鲁番
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简洁通俗的
歌词，哼唱起来，亦如我们嘴里含嚼着的葡萄，甜
蜜得几乎要把人醉倒。

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
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
首诗里，葡萄、美酒、夜光杯只是引语，其诗眼在

“古来征战几人回”，那些奔赴沙场杀敌报国的
将士们，个个豪情满怀，今日一醉方休时，已经
做好了马革裹尸还的心理准备。简短的二十八
个字，读来，却仿佛沉甸甸、可歌可泣的一部大
书，于简明中，把报效祖国的英勇将士们的一生
写完。

若是有闲情雅致，以紫葡萄和糖作原料自制
葡萄酒，也别有一番趣味。准备好容器以及白糖或
冰糖。新鲜葡萄清洗干净后晾干，将葡萄捏碎投入
容器中，放一层葡萄搁一层糖，葡萄与糖的比例为
一斤葡萄三两糖，最后在瓶中撒上一层白糖或冰
糖封口。三到五天后，用干净的纱布把葡萄酒沥出
来，装瓶密封，存放时间越长酒味越浓。葡萄酒好
不好，挂杯是判断依据之一。当葡萄酒在杯中摇动
的时候，杯壁会留下一条条酒痕，这叫“挂杯”，因
之仿佛一道道泪痕，又叫“酒泪”或“酒腿”。酒精含
量较高的葡萄酒，挂杯现象更加突出，因而口感会
更丰富，层次感会更明显。

在秋日里自然成熟的紫葡萄，是小家碧玉，
却也散发着一缕润泽温婉迷人的光芒，把我们有
些枯燥的日子点缀得清新闪亮，那亮度，又柔和，
又舒畅。

葡萄紫

13 年前，金华一媒体曾出版一期
“读城”特刊，洋洋洒洒8个版。特刊说的
是八婺人文历史，而近日拿到的《金华地
理标志》（2025 年 5 月，浙江人民出版
社），说的是八婺人文地理，两相比对，珠
联璧合，立马敲下“物华天宝一万年”之
文题。

一

一条婺江，两岸文明；八婺大地，缤
纷多姿。

“丘陵”与“盆地”，是金华地理之特
征。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曾描述：“金华
的地势，实在好不过……北面一道屏障，
自东阳大盆山而来，绵亘三百余里，雄镇
北郊，遥接着全城的烟火，就是所谓金华
山的北山山脉了。”

“金华诸山蜿蜒起伏，势如游龙，腾
空驾云，高为潜岳，雄压万峰，左右分
支，回峦列嗽，连屏排戟，拱卫四维，面
南诸峰数重……东北有宁绍台为藩篱，
东南有衢温处为比邻，西北有杭严徽为
蔽障，诚一郡之形胜，两浙之要区也。”
（《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在学者刘沛
林的眼里，金华的山形地势藏风聚水，风
水之好，可谓浑然天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样
养一方动植物。《金华地理标志》前言也
说：“金华火腿、金华酥饼、金华佛手、金
华两头乌猪、兰溪杨梅、东阳木雕、义乌
红糖、永康灰鹅、浦江葡萄、武义宣莲、磐
安香菇……5 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33
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5个农产品地理
标志，彰显了金华特而优、特而美、特而
强的产品独特品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地理，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
域地理。运用地理学知识，我们就能深刻
解读上述地理标志背后的人文内涵，以
及“标志”出现在特定区域的种种缘由。

二

细细梳理，在其中的42个地理标志
里，若按类别分，食物或食材类19个、水
果类9个、中药材类8个、茶叶类4个、物
件 2 个；若按区域分，婺城 5 个、金东 2
个、兰溪6个、东阳5个、义乌2个、永康4
个、浦江3个、武义5个、磐安10个。

单从数量看，磐安拿了“冠军”。
磐安物产，以药材扛鼎。在磐安 10

个地理标志中，除了“磐安中药材”这一
原产地保护品牌外，最多的就是中药
材——元胡、玄参、杭白芍、白术、浙贝
母，属于著名药材“浙八味”中的5种，俗
称“磐五味”。

“中医的药材，自古以来是通了人性
的。磐安置县的历史不长，野生药材却早
早地偏爱了这一方水土；磐安人的先祖，
早年无论是周边哪一处辖地的百姓，只
怕都是识异草、知药理的，故而共了一种
生存，故而终究是要有一个磐安的。磐安
人是和中药材结了不解之缘的群体，出
没荒山野岭，引生灵于自家的房前屋后，
善以待之。许多的药材，在别处种下，收
获时或许会了无踪影，在此间，却长出了
名声。”（《磐安三记》）1997年夏天，谢鲁
渤等著名作家来磐安采风，犹如进入桃
花源。“梦醒时分，听窗外轻风低诉，遥想
那遍地药材，历史的面貌悠久，便觉有宋
人早起，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路
贩去了宁绍商埠。磐安抑或就是华夏的
药材铺了。”

磐安与东阳原本是一家，新中国成
立后行政区域多有变动，但物产却是基
本相同的，比如“东阳元胡”亦是农产品
地理标志。特别是东阳香榧，想当年，两
个相邻的村庄还为几棵香榧树的权属争
得不可开交。《金华地理标志》说：“香榧
的祖先‘玉山果’‘玉山榧’‘蜂儿榧’均出
自东阳。”

东阳是“百工之乡”，木雕乃民间一
绝。雕者，工也。花者，象也。此“工”出自
民间，归于乡里，犹如攀于老墙的藤蔓青
苔，在自然间尽显匠心艺韵；此“花”，祥
瑞亲和，教化励人，宛若长于后院的幽兰
冰梅，在缤纷璀璨中绽放风情气象。

开门七件事，茶占得一席。茶有各
种，滋味亦不尽相同。一年四季，我都喝
绿茶——箬阳龙珍、兰溪毛峰、武阳春雨
和磐安云峰，乃茶中珍品，泡得的茶汤香
醇可口。只是，名头最响的婺州举岩，偏
偏没得“标志”，不免心生好奇。

兰江蟹是唯一来自水域的标志物
产。之所以能够上榜，恐怕是兰溪乡贤李
渔帮了大忙。

兰江蟹呈青灰色，脐部饱满、雪白，
蟹螯蟹脚坚硬如石，一只足足有三四两。
蒸熟之后，“两螯盛贮白琼瑶，半壳微含
红玛瑙。”（元代·杨维桢）打开外壳，蟹黄
似金黄，蟹膏如玉白。

李渔一生嗜蟹如命，故有“蟹仙”之
誉——蟹出则每日食蟹；过了蟹期，取瓮
中醉蟹过瘾；醉蟹尽，则念着、盼着、等
着。他说：“螃蟹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至
其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则绝口不能
形容之。”有一年，李渔居于嘉兴平湖，因
无钱买蟹而叹息，好友何县令听闻之后，
及时送去蟹与酒，他大喜过望，赋诗一
首：“人去呼童涤釜尘，蒸豚煮蟹开芳樽。

豪饮酣歌还大嚼，贫儿今日忽辞贫。”

三

“两头乌猪”和“永康灰鹅”，是2个
会“跑”的地理标志，只要略施小技，便能
烹得各式美食佳肴。

“乌”与“黑”，色似意近。金华坊间甚
至乌、黑不分，要不然，也不会把那只中
间白、两头黑的猪，叫作“两头乌”。

猪是人类最早驯化圈养的家畜之
一。万年上山，是金华历史的标杆。养猪
始于何时？资料说，至迟在新石器时代。
至于所养之猪，是否就是两头乌，并无确
切的记载。但从出土文物看，早在两晋时
期（265年—316年），金华养猪业就已相
当普及。及至唐宋以降，家猪存栏骤增，
只因大山隔阻，交通不便，又没有保鲜冷
冻设施，才成就了火腿之类的咸鲜美食。
金华火腿、浦江竹叶熏腿双双成为地理
标志，亦不足为奇了。

永康人是有口福的，入列标志的 4
个农产品，都与“吃”有关。就身价而言，
最是金贵的，不是舜芋、方山柿和五指岩
生姜，而是鹅肥肝。只不过，没有灰鹅，哪
来的鹅肥肝？

永康灰鹅养殖始于何时？嘉庆年间
出版的县志尚能查到“本地有苍鹅”的文
字记载，家养历史似乎并不太长。但农耕
文化是延拓的。永康与义乌接壤，倘若从
乡贤骆宾王（约640年—684年）的《咏鹅》
来推断，永康民间养鹅至少1300年了。

义乌是商贸大市，农业方面的地理
标志不多，亦是见怪不怪。不过，对义乌
人来说，儿时舌尖上那种食糖梗、落花生
配红糖的滋味，历久弥新，是生命中最纯
真的甜蜜记忆。

从一段糖蔗种，到一棵糖蔗苗成长
为成熟的“糖梗”，再到熬成红糖，时间长
达9个多月。要历经萌芽、幼苗、分蘖、伸
长和成熟5个时期，经糖农一路艰辛呵
护，春夏秋冬“和风、酷暑、秋高、寒冬”的

“洗礼”，水与火的“考验”与“熔炼”，才浓
缩为“甜蜜”——凝结如石，破之如沙，无
私奉献给人类。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枣是最有灵
性的“圣果”，也是《诗经》中提到的4种
果品之一。2024年8月，曾应邀去义乌植
物园采风，写过一段义乌枣的文字：“义
乌多枣，是我国著名的‘南枣之乡’。植物
园见到的枣树不多，因为土生土长，东一
棵，西一株，颇有点遥相呼应的意味。一
块‘古树名木’的牌子挂在枣树的腰身，
有编码，还有树龄115年的字样。它们枝
条骨感，虽无参天的威风，却铁杆虬枝，

生机勃勃。”
义乌人精明，红糖与枣子摇身一变，成

包装精美的伴手礼，更彰显着浓郁的商贸
文化。

四

如果只读《前言》与《后记》，是看不出
编辑出版《金华地理标志》之意图的。倒是
每个标志之后的诗句，不仅切合题意，而
且韵味悠长，想来是花了一番苦心的。比
如，金华火腿：珊瑚同肉软/琥珀并脂明；
婺州窑：古韵婺州瓷光润/千年窑火技艺
传；武义灵芝：华盖瑞呈祥瑞气/灵韵仙姿
益寿长……

就文本设计而言，先说“标志”概况，再
介绍其地理人文和发展历程，最后配套资
料链接，读来一气呵成。因为书房容量有
限，生性又懒散，案头时常堆放着杂七杂八
的资料。私下觉得，对《金华地理标志》其实
可以高看一眼。就像今天，一读完，我便将
其置放于书籍常用柜，并列于《辞海》《成语
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

就图文辨识度而言，图片要比文字精
致，是我近年读过的文史书籍中较为精巧
的一本，说一句“图文并茂”，似乎还是将其
降格的。

摄影师是谁？《后记》没有点明，问了
问，方知其来源有二：少数由各县（市、区）
和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绝大部分来自金华
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图库。

图片能说话。每一张图片的背后，说不
定都有一个生动的拍摄故事。

物华天宝一万年
——读《金华地理标志》札记

◆薇言薇语 子 薇

义乌廿三里，故乡闻名之古镇所在，
少年乡关记忆中不灭之地名符号。

自义乌老县城沿汽车路东行，十二
三里至青口，过青口折入土路，踰红泥山
背，五六里即至平畴乡下湾村。此地南山
在望，江水环绕，乃我延陵吴氏先人聚居
之所在，祖祖辈辈，生斯长斯，草木田畴，
皆系血脉，风土人情，化入骨髓。少年时
祖母、叔婶在堂，每年随先父及兄姊，寒
暑假必回乡祭扫，省亲访故。成年后长居
沪上，偶遇同乡，询及故里，说起平畴下
湾，未必人人皆知，继加介绍，谓地近廿
三里，则闻者无不知晓，顷刻握手言欢，
此实因廿三里乃义乌东乡一大聚落，久
已名闻遐迩之故。

往年廿三里十日三市（乡人谓之“市
日”），是周边父老乡亲每旬必光顾之地。

儿时随长辈赴廿三里，经姓吕，过大湖
头，越义乌江（俗称“长江”）北行，沿途四
望，村舍田塍间，负囊荷担者络绎不绝，
皆为生计所驱而“赶市”之乡民。及至廿
三里，长街曲折，市廛林立，人头攒动，
行色匆忙。街路两旁，店肆相接，屋前阶
沿，遍布藤篮竹筐，内盛杂粮蔬菜，多为
农家食用必需之物（绝少后来之小商
品）。升斗小民，群集于此，各出所有，互
补盈亏，此即当年民生艰难之缩影。农
耕时代之自然经济环境，使先民于距城
廿三里处聚为市井，形成辐射义乌东乡
及东阳西乡之民间交易集散地。所见农
副产品除钱货交易外，又曾亲睹以物易
物形式，古风延续，至少及于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少年时心目中印象深刻者，
为廿三里街路之“长”：延伸数百米之长

街，路基坚实，中间由双行长条石板铺
就，平坦齐整，始终一式，光滑如洗，直
达镇梢，默默承载着民生之艰辛、岁月
之兴衰。镇梢有“市基”，道旁空地，辟为
市场，四乡农人，驾独轮车、挑重担者云
集于此，谷物柴担、家畜生猪，大型交
易，多于此处完成。当时人声嘈杂景象，
至今犹在目前。

廿三里曾为义乌东乡最大农贸集
市，又为现代义乌小商品贸易之发源地。
勤劳刻苦之故乡父老，于农耕经济时代，
依赖土地山林之有限出产，于此兴市交
易，以农副产品调剂民生。嗣因传统模式
捉襟见肘，手持拨浪鼓之“货郎担”出现，
小商品贸易由此起步，造就义乌今日世
界小商品之都盛名。廿三里小商品经济
萌芽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其时因务农异

乡，未及亲见实况。多年后认识生长于义乌
北乡之陈萍先生，屡次听其讲述当初长途
贩运纽扣以起家之故事。陈萍先生为当代
经商而致富，成名后不忘回报乡梓、造福社
会之吾乡儒商人杰。而先生当年艰苦谋生，
以贩卖纽扣而逐微薄之利、积累第一桶金
之所在，即为义东廿三里集市。十年前偶尔
还乡，曾重访廿三里，步行街市，但见高楼
林立，华屋连栋，非复旧时光景，欲寻少年
印象中之老街石板路，遗迹已渺，又思觅陈
萍先生当年买卖纽扣之位置，自更难遂所
愿。岁月如流，人事代谢，陈萍先生已云逝，
抚今思昔，令人低回久之。

廿三里镇文史工作者拟编《货郎担》新
刊，征稿下逮。猥以去乡日久，故园依稀，徒
存印象，愧无报称。廿三里随新农村建设日
益繁荣，正未有止期，谨贡琐忆，聊答编者。

廿三里杂忆


